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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PP正成为地方新一轮投

资的热潮，多个省相继推出了

今年的PPP项目清单。

数据显示，截至2016 年12

月末，全国 PPP 入库项目共计

11260 个，总投资额 13.5 万亿

元。其中，已签约落地的项目

1351 个，投资额 2.2 万亿元，落

地率31.6%，签约率呈现明显上

升之势。

相关专家在接受《中国企业

报》记者采访时表示，2017 年

PPP投资将继续稳步增长。但

PPP项目也存在一定的风险，专

家建议，国家应尽快建立PPP项

目投资的法律监管体系，保持

PPP项目健康有序发展。

PPP项目受热捧
中研普华研究员褚嘉瑞告

诉记者，截至3月底，签约项目

过百的地区只有山东省，因209

个签约项目遥遥领先，占比为

19.35%。从签约额上看，超过

千亿元的省市有 7 个，分别为

贵州、山东、云南、北京、河北、

江苏、河南，七者之和超过1万

亿元，占比为57.22%。

褚嘉瑞分析，在西部大开发

的契机下，贵州作为重要节点城

市，迎来了历史发展机遇，产生

了大量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

需求，入库项目数量独占鳌头；

山东因PPP市场巨大、地方财力

雄厚和信用良好的原因，签约情

况自然可观；云南在“一带一路”

倡议的指引下，凭借其独特的区

位优势，成为对外开放的重要窗

口；北京地方财政实力雄厚，政

府信用良好，受到社会资本的青

睐；河北在京津冀一体化战略的

指导下，产生了大量的投资需

求；江苏经济发展遥遥领先，财

政实力雄厚，民间投资较为活

跃；河南作为中国第一农业大

省、中部地区中的经济大省，城

镇化建设迅速推进。

投资过热引发担忧
“不是热，是非常热。”民进

中央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浙江

民营企业投资联合会会长周德

文在接受《中国企业报》记者采

访时用了这样一个词。他直

言，为保证地方经济稳增长，在

当前经济下行压力增大的大环

境下，投资已经成为许多地方

政府保持经济增长的重要筹

码。另外，随着政策的收紧，很

多银行也不愿意把钱借给政

府，所以 PPP 也成为地方政府

融资不多的选项之一。基于

此，很多地方政府都在千方百

计、绞尽脑汁地想办法包装各

类PPP项目。

中国交通建设集团有限公

司原董事长周纪昌表示，“这种

固定资产的投资，固然对 GDP

增长起到拉动作用，但更要考

虑其投入产出和效率。现在一

个省动辄就是上马几千亿元的

项目，项目上得这么快，问题是

设计、规划等前期工作是否已

做好？”周纪昌指出，PPP 投入

太多会引发产能过剩的问题：

一是重复建设，二是效率不高

引发债务担忧。

褚嘉瑞认为，PPP 模式之

所以能在全国得到快速推进，

是因为其契合了各方主体的利

益诉求。对中央政府而言，PPP

有利于拉动投资，既符合供给

侧改革的内在要求，又能有效

缓解我国经济下行压力；对地

方政府而言，PPP 既可以改善

地方基础设施水平，拉动 GDP

增长，又可以拓展融资渠道和

融资方式，缓解地方债务危机；

对国有或国有控股企业而言，

是一次企业发展和扩张的绝佳

契机；对民营企业而言，则为其

提供了一条新的资本出路。在

参与各方的合力下，PPP 的热

度一直呈现上升之势。

专家建议加强监管
尽管PPP是政府主导的项

目，但是对于政府或者企业都

存在一定的风险。

褚嘉瑞告诉《中国企业报》

记者，政治风险和法律变更风

险通常多存在于项目识别阶

段，市场风险则多出现在项目

准备阶段，不可抗力风险则在

各个阶段都有可能发生。

褚嘉瑞表示，虽然我国目

前已经出台了招投标法、合同

法等法律法规，但在 PPP 咨询

机构的招投标过程中，诸如“磋

商不磋，谈判不谈”、“评分标准

混乱”等乱象依然存在。针对

目前的一些乱象，应该构建良

好的生态环境，实现 PPP 模式

持续发展。另外，还要加强对

PPP 的正确宣传和舆论引导；

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推进

PPP 中的决定作用；要真正体

现 PPP 项目实施物有所值精

神；要高度重视中介服务机构

的能力建设和职业道德问题；

要平衡好不同利益主体关系。

应合理引导PPP项目的投

资，周纪昌表示，PPP项目本身

是要承担风险的，且也带有公

益性质。如果项目本身能够盈

利，就不会给政府带来新债务。

“应该建立 PPP 法律监控

体系。”周德文对记者表示，

PPP投资实际上就是用未来的

钱进行投资。如此，必须要有

科学的规划和安排。一方面，

政府要建立PPP项目决策咨询

委员会类属的机构，组织专家

学者等专业人士对PPP项目进

行全面的评价和风险评估，建

立科学民主的决策机制。另一

方面是建立完善的法律监管体

系。建议所有PPP项目都要通

过人大的审批和监督。他表

示，“现在很多PPP项目都是地

方政府在主导，有的地方 PPP

项目可能需要几十年才能消化

掉或者很难消化，这必然会长

时间地影响当地的经济社会发

展。”

PPP投资持续升温
专家呼吁建立法律监管体系

本报记者 钟文

（上接第二版）这也是由产业特性决定

的，因为战略新兴产业是站在科技链前

端的，需要领军人才，而这种人才数量

本来就是稀少的。这个链条往前再推

一步，应该就是教育，只有我国的基础

教育、科研教育投入发展到一定阶段，

企业科技投入才能够产业化，企业与教

育结合起来，高端人才才能够较好满足

市场需要。这也是整个社会大环境的

问题。

对此，包为民表示，现在集团很重

视这方面的工作，特别是高端人才培养

方面也开始重视起来。未来的高端装

备产业主要靠自动化装备，所以从长远

发展来看，要重点培育一批能够掌握高

端装备的技能型人才。人才激励方面

集团也比较重视，早在多年前就开始实

施航天创新奖、航天功勋奖等。如何将

激励效果在工作当中发挥得更好，是现

在需要继续实施和研究的问题。

东华大学教授严诚忠向记者坦言，

与国际上处于先进地位的企业相比，我

国企业在创新规模、效果、动力和资源

供给方面仍存在明显的差距和弱项。

另一方面，创新驱动中的社会经济转型

升级，对人才的需求也发生了根本性的

变化。尤其是高等教育目前的资源和

学生培养结构，过于偏重学术理论人

才，而相对忽视“大国工匠”型、应用型

人才等高端人才的培养。因此，作为人

才培养基地的各类教育机构，有必要积

极开发适应新产业和新课程以满足社

会需求，以创新发展理念来着力调整人

才开发的结构，最终服务于国家战略、

市场变化和产业转型升级的需求。

产业普遍面临融资难题

“融资难也是国内战略新兴产业发

展普遍存在的问题。”于颖表示，战略新

兴产业中的民营企业，尤其是轻资产的

创新性企业，在银行贷款需要抵押、发债

渠道不是很通畅的情况下，股权融资可

能是比较容易实现的一个方法。不过，

因为每个企业的具体情况不同，企业对

融资的理解、对股权的稀释以及对自身

的优势，往往都不能确定下来，所以企业

与股权资金的市场对接还很有限。

业内人士指出，由于战略性新兴产

业具有周期长、风险高等特点，资金回

笼一般都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加之业

务发展快，所以资金往往不足，战略性

新兴产业也面临融资难的苦恼。目前

这些产业主要依靠银行贷款来间接融

资，直接融资比重小，而银行贷款远不

能满足战略性新兴产业大量新增投资

需求。

于颖分析，市场方面，风投等可能对

于泛“互联网＋”相关企业会更感兴趣，

相关企业的估值也相对比较高。但是在

传统行业中，乃至部分战略新兴产业，例

如高端装备、生物产业、新能源汽车等产

业，其实存在着大量的机会。不过，相关

企业对于自身优势没有充分挖掘，导致

这些企业不能够很清晰地表述自己的优

势，这样就形成了沟通障碍。事实上，制

造领域相关的战略新兴产业，例如高端

装备、机器人等，其市场前景是很大的，

因为制造业才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基

石。所以，制造业本身是最坚实的生产

力，一旦完成技术上的嬗变，将存在巨大

的利润空间，如果它融不到资金的话，就

是市场没有认识到其真正价值。原因在

于一方面有的制造业企业在宣传上比较

低调，另一方面国内媒体也应该加大宣

传这类企业，以提供帮助。所以，目前公

众对制造业，尤其是新兴产业领域的制

造业不太理解，但实际上这方面的产业

利润空间非常大。

（上接第二版）目前，北斗导航

系统在军事、民用、科技等方面

已形成庞大产业链，是我国重

要的战略性新兴产业。

“不过，北斗导航系统在发

展过程中也面临着一些难题。”

包为民指出，目前北斗进入市

场面临最大的挑战是如何推广

应用。美国的卫星定位系统在

全球已经形成了很大的市场，

而北斗是属于我们自己的有知

识产权的战略新兴产业品牌，

尤其值得推广。

包为民进一步指出，我们

需要更多的市场化人才来推销

航天技术、航天产品。

法律方面存在空白
包为民认为，加快北斗系

统相关法律法规的建立也是推

进北斗系统全球覆盖的一个挑

战。现在相关条件已经发展成

熟，也就是说北斗系统将走出

中国，为全球用户服务。未来，

在北斗系统的运行、维护、研发

等环节都需要法律来保护和维

系。例如未来北斗系统某个设

备如果要维修或替换，就不用

再临时单独申请项目，而是应

该在相关法律框架下，每年以

常态化来实施就可以，而不用

再“一事一议”。

据记者了解，中国航天事

业已经发展了60多年，但我国

并未有一部航天方面的专项立

法来规范航天技术在军事、民

生等方面的应用。

业内人士指出，为北斗导

航系统应用立法，不仅保证北

斗导航系统进入市场以后有

法规可循，还能保障参与其中

的民营企业和用户的基本利

益。

北斗导航将惠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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