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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政策性资金走向政策性融资
文 刘昆

年我

曾经介绍 过政

策性 资金 的概

念 和 一 些 优

势
,

鼓励 我 国

城市水业 改革

的参与者们积

极探索政策性

资 金 的 运 用
,

希望政府 主管

部 门和 相关研

究机构加大对

政策性 资金 的

研 究 力 度
,

充

分开 发 金融产

品
,

发 挥 金 融

工 具 的 作 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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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 本 相 对 较

高
,

投 资主体

进 人后水价 压

力偏大
、

监 管

无法 正常实施

等事实
。

一 些

财政资金较为

充裕的城市甚

至开始反 思 水

务 改 革 的 源

头
,

有 了政府

重新作为投 资

主体介人 的想

法 或行动
。

那

么
,

政府与社

会投资主体的

资金 到底 应该

利用政策导 向和金融杠杆体调节

水务市场项 目的投人与产出 希

望简化 申报程序
,

形成利用政策

性资金的绿色通道 同时建立市

场化资金 与政策性资金 的接 口
,

形成制度化管理
。

一年过去 了
,

在利用政策性

资金方面
,

国家各个部 门都下 了

大力气
,

也有了一定的成效
。

各地

各级政府也在利用政策性资金上

有 了一定的突破
,

水务市场的投

资人更是通过 自己的实践逐步摸

索出了一些政策性资金与水务市

场化项 目衔接的有效渠道
。

经过

深人研究
,

我和我 的团队将利用

政策性 资金 的有 效方式 定 义 为
“

政策性融资
” 。

如果说
,

去年我们对政策性

资金做的是概念介绍
,

今天就是

对政策性 资金 实际运 用模 式 的

推介 即从政 策性 资金走 向政 策

性融资
。

一
、

政策性融资的概念

近年来
,

水业的同仁们一直

在不懈地讨论水业改革中政府 的

责任问题
,

我认为实际上政府的

责任的源头是政府在政策性融资

中承担的责任和义务
。

目前有些

城市的建设主管部 门非常 困惑
,

他们一方面接受水务市场化改革

的概念
,

也通过几年的实践对改

革 的模式有 了较为深入 的了解
,

另一方面却无法接受投资人融资

如何衔接 怎样通过有效的渠道

使政府实现社会义务同时又满足

投资主体对利润的追逐呢

政策性融资这个概念就把水

业市场的责任非常清晰地界定和

分解了
。

首先
,

我们认定水务市场

是一个资金投人较大
、

沉淀时间

较长
、

收益相对低下的行业
。

但是

由于水务项 目同时存在着现金流

充足
、

收益稳定
、

风险较小 的特

点
,

所 以还是吸引了众多的投资

人的 目光
。

但是我们应该清醒地

看 到投 资人追 逐 的是长效 的利

润
,

而水业的利润应来 自于投资

人专业化的管理和运营
,

不应来

源于高额的金融成本
。

所 以政府

在水务项 目中始终应该成为融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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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带动者
,

只有政府通过政策性

导向
,

以信誉及其定资金的投人

奠定项 目的基础
,

才有可能实现

政府的真正意义上的社会责任的

实现和投资人进人成本的降低
。

这就是我所提倡的政策性融资的

概念
。

二
、

政策性融资的几种方式
、

统借统还
,

借贷人与项 目

公司分立
。

地方政府作为借贷主体
,

可

以凭借财政信誉筹借到相对于商

业资金更为优惠的政策性资金
。

这部分资金既可以作为一个项 目

启动的资本金
,

又可 以作为项 目

的运营补贴
,

还可以在项 目发生

风险时使政府有 回购能力
,

从而

使项 目从建设到运营监管形成在

政府扶持下的闭环
,

而不是粗放

式的开 口 管理模式
。

这类模式下

涉及 的政策性资金包括 国债
、

国

际金融组织贷款
、

外 国政府贷款

及国家开发银行等政策性融资渠

道
。

一种方案是由地方财政一家

出资
。

在组建初期根据财力可能

一次性注人一部分
,

以后逐年充

实
。

可 以考虑将财政预算用于基

本建设的资金
、

预算内有偿用 的

资金
、

一部分预算外资金包括逐

步收回的财政周转金作为其重要

资金来源
。

另一种方案是通过股

份制的形式
,

由省财政
、

现有主要

省级政策性投资机构以及市地财

政共同认股出资组建
,

筹措资本

金
,

包括现有一些政策性投资机

构这些年来投放 出去 尚未 收 回
、

质量较好的存量资产
。

这种方案

的优势一 是 可 以 扩 大资本 金 规

模
,

增强地方政策性金融机构的

实力
,

二是可 以通过资本纽带密

切地方政策性投资机构与金融机

构的关系
,

有利于促进地方政策

性投融资有机整体的形成
。

、

发挥项 目融资的效益最大

化
,

创建真正 的具有中国特色的
“ , ,

模式
。

如果 政府通 过 一 定 的政 策

手段
,

将地方政府及其部 门能够

调 配但 目前分散于各商业 金 融

机构 的政策性资金 统一 集 中存

放于地方政策性金融机构
,

那么

地方政策性金融机构 的资金 来

源是相 当可观的
。

地方政府部门

可 以通过 出借等形式有偿转让

使用 的资金
、

国家有关部 门下拨

的各种政策性资金
。

这些 由地方

政府及其部 门所有或使用 管理

的资金通过 与社 会投资主体融

通使用
,

一方面可最大限度地发

挥这些 政策性资金 的政策性作

用
,

另一方面有利于统一管理
,

改变 目前不少政策性 资金无序

商业化运作的状况
。

、

学会利用公共财政资金对

技术创新的鼓励和扶持政策
,

积

极投入
、

自主创新
,

以政策性融资

奠定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和可持

续发展
。

发 达 国家政府都 曾经 以 各

种财政 手段鼓励企业 的 自主研

发创新
。

例如 日本政策性投资银

行 根据政府 中期政策方针

包括技术进步政策 制定并公

布投融资指南
,

向民间企业提供

中长期低息贷款
、

担保或购买企

业债券
,

同时对 民间金融机构进

行补充融资和奖励
,

达到创造经

济活力
、

创造 富裕生 活和创造 自

立型地域的宗 旨
。

目前 的资

助领域是 以环境技术
、

信息与通

信技术
、

新能源
、

城镇交通
、

物流

技术
、

地域产业振兴
、

人 口 老龄

化和整合社会资本等为重点
。

美

国政府则更 多地通 过 特别租税

政策支持技术进步的产业化
,

即

允许企业加速折 旧 固定资产
,

将

其新购 置设备支 出从年度应 税

收人 中扣除
,

以此鼓励企业设备

更新
。

韩 国政府则借助于商业银

行 向技术进 步产业 提供低 息贷

款
。

年是十一五规划 的第二

年
,

我 国政府也有各种资金在等

待支撑企业 的 自主创新
,

如建设

部关 于 污 泥项 目的示 范项 目等

都可 以 申报
。

、

抓住时机
,

充分利用 国家

走出去战略的实施
,

使中国的环

保产业冲出中国走向世界
。

自 年起
,

国家每年有大

量的财政资金和政策性补贴用 于

支持走 出去 战略 的实施
。

几 年

来
,

我 国在外援项 目中主要援建

了亚非拉国家的机场
、

码头
、

公

路
、

政府办公楼
、

体育场馆等大型

基础设施或标志性建筑
。

目前我

们了解到
,

各个受援国对于环境

项 目
,

尤其是给排水项 目的需求

逐渐提到了议事 日程上
。

例如

位于非洲的安哥拉
,

目前急需水

库
、

输水管线及市政给排水设施

的建设
。

三
、

政策性融资的意义
、

明晰政府在水务等公共

服务项 目中的政策 主 导 和 支持

作用
,

是政府将监管和扶持有效

结合
。

、

有利于跨 区域
、

跨部 门的

大型项 目的协调和运作
。

、

改 变
“

富者 更 富
,

穷 者 更

穷
”

的
“

马太效应
” ,

使国家政策性

资金
、

地方政府财政及政策性资

金及社会投资主体的资金更为科

学紧密的结合
。

同时也使水务项

目有更为广阔的市场空间
。

水工业市场 年第 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