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势2017年05月16日星期二
编辑：康源校对：筱华美编：王祯磊

邮箱：qiyebaoxinwenbu@163.com
07

4月11日，首批三只PPP项目

资产支持证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

挂牌。这三只PPP项目资产支持

证券分别涉及污水处理、供热收

费的公用事业以及基础设施建设

领域，均为传统基础设施领域PPP

项目。

近两年来，PPP项目的投资热

情持续升温，此次 PPP 资产证券

化为PPP项目的发展提供了可借

鉴的新模式。业内人士指出，PPP

项目资产证券化目前还处在探索

阶段，3—5年后，PPP资产证券化

或将迎来爆发期。

PPP资产证券化
处在探索阶段
据有关部门统计，从2014年1

月到今年3月份，全国已公布中标

社会资本的PPP项目达到2500多

个，投资总规模达4.2万亿元。

中建政研集团财税咨询事业

部总经理阎运虎接受《中国企业

报》记者采访时表示，PPP模式经

过 3 年的发展，目前已经形成 10

万亿规模。虽然首批PPP资产证

券化项目已经落子，但总的来说

PPP资产证券化并未真正开始。

究其原因，阎运虎分析：一

方面，PPP 项目要想进行资产证

券化，项目必须竣工且运营两年

以上。纵观国内 PPP 项目，除早

期的BOT项目外，能真正满足竣

工且运营两年以上要求的屈指

可数。另一方面，能够进行资产

证券化的PPP项目一定要有稳定

的现金流。但目前相当数量PPP

项目不是处于建设施工阶段就

是尚在相关报告编制阶段，无法

形成收入，更无从谈起稳定现金

流。

尽管如此，阎运虎仍然认为

PPP项目资产证券化是趋势，他表

示，“未来 3—5 年后，PPP 项目资

产证券化将迅速推进。因为PPP

项目后期如需解决再融资及社会

资本方退出问题，资产证券化是

必由之路。”

亟待完善政策
和培育市场
除了市场的需求，政策方面

也利好PPP资产证券化。国家发

改委与证监会、沪深交易所分别

于 2016 年底及 2017 年 2 月发文，

从宏观方向及具体实施等方面支

持PPP资产证券化有序实施。

3月10日，首批PPP资产证券

化项目仅历时三个工作日便通过

了审批。中建政研高级咨询顾问

卢敦分析，首批通过审批的 PPP

资产证券化项目存在一些共性：

如PPP项目公司的控股股东或实

际控制人均为国企或上市公司；

均为 PPP 项目公司表内融资；大

部分为 2014 年之前的存量 BOT

项目。

尽管PPP资产证券化已经试

水，但 PPP 项目与证券化需求还

存在不匹配的问题，这势必会造

成需求与实际发展脱节。在资产

证券化过程中，券商、律所、会所

虽然已经相对成熟，但每个 PPP

项目都有自己的特殊性，需要证

券化运作团队制定有针对性的方

案，从而规避发行失败风险。同

时从政策角度来说，尽管有 PPP

资产证券化绿色通道政策，但后

期如果能形成上位法支持，从实

际运作角度来说则更具有积极意

义。

对此，业内人士表示，目前，

社会投资人对 PPP 模式不甚了

解，对购买 PPP 项目相关资产证

券化产品持谨慎态度。同时也认

为监管成本和交易成本较高。业

内人士建议，推动 PPP 资产证券

化，不仅要加快完善政策支持，还

要培育市场信心，比如加大 PPP

项目信息公开力度，建立完善审

查制度，培育一批专业的 PPP 项

目第三方评级机构。

在阎运虎看来，融资成本、融

资期限、底层资产现金流覆盖、社

会资本退出等问题都是当前亟待

解决的问题。PPP项目要合法依

规进行，要从 PPP 项目开始就要

有资产证券化思维和基础，并严

格按PPP项目资产证券化要求逐

步推进。

此前，中国证监会公司债券

监管部主任蔡建春曾表示，资本

市场的高标准严要求、透明的信

息披露、中介机构的尽职调查和

投资者的专业价值判断，将使PPP

项目接受全面的检视。可以说，

资产证券化是 PPP 市场的“放大

镜”，也是促进PPP市场规范发展

的“催化剂”。

3-5年后 PPP资产证券化将迎来爆发期
本报记者 崔敏

（上接第一版）更为重要的是，我们的众多企业作为供给方，
包括出席会议的广大企业，能亲自参加或派专门领导来参
加，与大家现场交流，相向而行，这说明大家既是品牌建设
的见证者，也是品牌建设的参与者、实践者，同时也说明，中
央关于品牌方面的政策设计极大程度促进了企业供给方的
积极性。

不仅是生产者，市场经济中的消费者，也是品牌建设的
不可或缺的主导力量，是引导产业转型升级的力量源泉。
消费者的品牌意识、消费者的品牌品位、消费者的品牌追求
等等，都为品牌建设、产业升级提供了强有力的带动力量。

所以说，有了以上所述的条件、载体、动力、开放格局
和综合拉力等五方面因素，为中国品牌的不断发展，提供
了源源不断的力量基础和日益更新的市场环境。所以，借
着今天（5月10日）的“中国品牌日”契机，我想表达的是，

“中国品牌”不再是一个宣导宣示，而是附着在品牌之上的
各类产品和服务，正在被井喷式地挖掘出来，并不断得到
中国广大消费者的认可，得到越来越多全球消费者的认
可。对我们每个参与中国品牌建设的市场主体来说，未来
一定坚守品牌意识，继续为中国的经济转型升级、中国产
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做出新的、
更大的品牌贡献。

中国企业联合会作为企业界的团体，一直关注中国质
量、中国品牌的建设，我们也认识到，品牌建设是一个迫在
眉睫的重要的课题，是推动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的
手段。所以，我们愿意跟大家携起手来，一如既往地为中国
的品牌建设、为中国的品牌推广和为中国的品牌的枝繁叶
茂，贡献智慧和力量。

（本文根据李明星在首届中国品牌日座谈会上的发言
整理，有删节）

5 月 4 日，由中国阿拉伯交流

协会主办的“叙利亚的安全形势

与重建机遇——中国阿拉伯交流

协会访问叙利亚情况介绍会”在

北京召开。这是中国国内首次举

办叙利亚战后重建的会议。叙利

亚驻华大使伊马德·穆斯塔法出

席会议并致辞，中国阿拉伯交流

协会副会长秦勇出席会议并介绍

叙利亚的安全形势与重建机遇。

会议由中国阿拉伯交流协会秘书

长陈鑫辉主持。

叙利亚驻华大使伊马德·穆斯

塔法在致辞中表示，自叙利亚危

机爆发六年以来，中国作为负责

任的大国，一直在不遗余力地寻

求政治解决叙利亚危机，为此发

挥了积极而富有建设性的作用；

如今叙利亚政府已就安全地区启

动了战后重建，希望中国在未来

叙利亚重建中能成为第一主角，

具有无可比拟的重建优先权，为

此我们欢迎和支持中国企业尽快

地进入叙利亚，尽快地参与叙利

亚重建。

中国阿拉伯交流协会副会长

秦勇在致辞时表示，中国的“一带

一路”倡议与巴沙尔总统提出的

“向东看”战略高度契合，未来叙

利亚必定会成为中国“一带一路”

在中东地区的重要一站，双方应

紧紧抓住叙利亚重建这一历史性

的战略机遇，将中叙传统友好合

作关系发扬光大。此外，中叙两

国未来在经贸、投资、文化、人文、

旅游等各领域的交流合作前景无

限广阔，中国的优秀企业在资金、

技术、人才等方面具有丰富经验

和优势，将助力叙利亚人民早日

实现重建家园的梦想。

会上，中国阿拉伯交流协会还

重点发布了叙利亚基础设施建

设、电力、建材、农业等各类重建

项目，得到了所有参会企业的积

极响应和支持。中国交通建设集

团、中国大唐集团、中国港湾工程

有限责任公司、中国葛洲坝集团、

中冶集团、中国水电建设集团、中

国兵器工业集团、中钢设备有限

公司、奇瑞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晨

龙飞机（荆门）有限公司、上海华

来农业有限公司等企业负责人或

代表纷纷表示，愿意参与叙利亚

战后重建工作。

据记者了解，应叙利亚政府方

面邀请，4 月 14 日至 21 日，中国阿

拉伯交流协会副会长秦勇一行对

叙利亚大马士革和霍姆斯进行了

访问，会见了叙利亚政府相关部门

高级官员，同时还会见了叙利亚农

业商会联合会主席、叙利亚进出口

联盟主席、叙利亚商会联盟主席、

叙利亚中国商务理事会主席、叙利

亚俄罗斯友好协会主席等叙商协

会负责人。秦勇还同中国驻叙利

亚大使齐前进会见，探讨中国企业

参与叙利亚重建工作。

叙利亚战后重建会议首次在北京举行

本报记者 洪鸿

王利博制图王利博制图

国内众多央企表示愿意参与重建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