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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 ，公私两端几公平 ？

□ 文一波

模式正在 迅 速 升 府的 。 许多地方政府之所 以 责任甩给私营部门
，
使私营 承诺 的管线等配套基础设施

温
，

被寄望为化解地方债务 急于通过 模式 实现融 部门承担的风险和所得回报 建设迟迟不 能到位 的 问题 ，

风险
，
解决地方政府融资问 资 ， 目 的是 推 高当 地 失衡

，
导致投 资者失去信心

，
造成合 同难 以执行

，

投资方

题 的 重要手 段 。 目 前 增长速度
， 提升政绩 。 实际 最终合作失败 。 陷入进退 为难的尴尬境地 。

模式 正在 多地迅速推 广 应 上
，
经过连续多年大规模 的 第三

，

政府过多 牺牲私 模式是
一

种能够实

用
，
现 已有 十多个省份 密集 投 资建设

，

具 备条件通 过 营部门 利 益 ，
导致项 目 盈利 现政府 、 社会与企业 的

“

多

展开调研
，
着手试点

，
相继推 模式筹集资金的优质项 无 保证 。 赢

”

的模式 。只有最大限度发

出 了 上千 亿规模 的 项 目并不多 ， 但多个省份现却 项 目通常为公共设 挥这
一

模式 的优势
，
才可能

目 计划 。 相继推 出 上千亿规模的 施 与公众 日 常生活相关
，

关 保障 模 式获得更广泛 、

模式 项 目计划 。 如此大规模的投 系到公众利益 。 同时 ， 公共设 持久 的 应用 。 为实施好

是指政府与私 营 资计划
，
是否都经过了充分 施领域 的 日 常运营 成本很 项 目

， 保证 项 目成功
，

部门为提供公共产品或服务 论证 ？ 如果未通过充分的论 高
，
这也是此类项 目 需要财 有以下 四条建议 。

而建 立的
“

全过程
”

合 作关 证
，

急于将部分 回报率低 、可 政补贴的 主要原 因 。 首先
，
要深刻理解

系 。 行性差 的项 目 仓促推 向 市 在项 目 建成运营 后
，
政 模式 内涵规范运作 。 在 目 前

目 前
，
很多地方政府认 场

，

这些项 目未来很可能运 府会定期核定项 目运营成本 的市场环境下 ，
地方政府和

为 模 式是 解 决地方政 营困难 、入 不敷 出 ， 出现大范 和价格上限 ， 监督私营部 门 私营部 门均应深刻理解

府债务压力 ， 解决融 资难题 围还贷困难的情况 。到那时 ，
的定价行为 。 通常政府既要 模式内涵

，
政府严格 筛选 和

的灵丹妙药 ， 集 中启动 为了保 证项 目持续运营 ，政 依据合 同约定 ， 以下调产品 包装项 目 ，
按平等 交 易 原

项 目 ，规模如此之大 、推进速 府要么提高收费标准
，
把债 价格 的方式防止私营部门获 则 谈判确 立 合 同

，

尊 重 市

度如 此之快
，
大 有

一哄而上 务转嫁给 当地百姓
，

就可能 得暴利
，

又要通过涨价 、增加 场规 则 、强化契约 精神
，
这

的趋 势 。 如此情况颇让人担 得面对百姓 的 强 烈反对
；
要 补贴 的方式确保项目 的可持 是 保 证 模 式 成 功 、 持

心 模式走入歧途 。 么承担相关债务
，
最终由纳 续运营

， 保障私营部门获得 久应 用 的 必 要 条件 之
一

。

当 前 模 式 应 用 尚 税人买单 ， 成为
一

种变相 的 合理投资回报 。 在保证私营 要具备上述条件
，
国家层面

存在许多问题和风险 ，
主要 地方债 。 部门投资回报 、 维护公共利 需要配套一个权威协调机构

有以下 四个方面 。 年 月 发 布 的 益之 间寻求平衡点 。 予以约束 。

第
一

， 滥 用 模式 ， 《国务院关于创新重 点领域 但过去十几年许多案例 其次 ，
细分明确参与 各

变 相 成 为 另 一 种 形 式 的 地 投融资机制社会投 资的指导 表明 ， 政府在平衡私营部门 方 的权利义 务边界 。 通常
，

方 债 。 意见 》 ， 重点提到政府和私 利益和公共利益时更倾向于 项 目 前 期投资数额高
，

年发布的 《 国 务院 营部门合作机制 ， 这是目 前 牺牲私营部门利益 ， 以维护 回报周期长 ， 影响因 素多
，
收

如此大规模的 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 公开的 国务院文件首次详细 公共利益 。 如某地水厂 由于 益的不确定性大 。 因此
，
必

投资计划 ，
是否都 理 的 意见 》 （

国发 〔 〕 阐述 机制建设 。 文件详 成本上升需要涨价 ，
但遭到 须细 分明 确 参 与 各 方 的权

号 指 出 ，赋予地方政府依法 细阐述 机制 ，
足见国 家 来 自公众的阻力

，
政府为维 利 义 务边界 。 要细分明确参

适度举债权限 ， 建立规范的 对 模式 的 重视及对地 持安定最终 也 表 示 反 对涨 与 各方 的权利义务边 界 ， 需

如果未通过充分的 地方政府举债融资机制 。 剥 方政府债务问题 的 关注 。 价 。 这就会严重挫伤投资者 要从完善相应法律法规保障

离融资平合公司政府融资职 第二
，

在合作过程 中
，
私 的投资积极性 ， 导致项 目 无 入手 。

‘

能 。 推广使用政府与私营部 营部门 无法获得与 政府对等 法持续稳定运营 。 再比如
一

再次
，
建立起公平

、
有效

回报率低 、 可行性 门合作模式 ， 鼓励社会资本 的 地位 。 些 项 目 建成后 ，
政府或 的利益和风险分担机制 。 必

差的项 足 向 过特 午经营等力 式参与城 目 前
，
政：府和私营部门 其 彳也投 资人新 建、 改建其他 彡页要根据项 目 具体情况 ， 在

市极

、

、

文此 曰主
莫 乍 意 愿、 目

’
酣生

公益性事业投资和运营 。 都 非常强 烈
，
但关键是 竞争 ，也会损害合作方利益。 理公平 的 风险分担机制

，
并

来 艮 可能运 营 困
‘

模式的实质是公共 项 目合作成功与否 ，
其风险 第 四

，

政 府 承 诺 无 法 确保该机 制的有效运 作
，
这

难 入不敷出 出现
服务市场化

’通过 模式 分担机制 是否公平 、 有效 。
兑 现 。 是确保 项 目 实 现

“

多

引入私营部门
，

将政府负债 风险分担 的基本原则是
一

些地方政府官 员为加 赢
”

的前提和基础 。

大 围还贷困难的 转为企业负债 通 过 项 私营部门承担建造 、运营 、技 快 当地基础设臓设
，
提升 最后 ， 协调好各参与方

情况 。
目 的全生命周 期预算管理 ， 术等风险 ，政府承担政治 、法 政绩 ， 在短期利益的 驱使下

，
利益 。 模式下 ，

必须科学

促进政府从以往单一年度预 律 、政策等风险 。 要保证 通过过高 的 固定投资 回 报 合理 制定好收益分配 规 则
，

算收支管理
，
逐步向中长期 模 式成功

，
必要条件是私营 率

，
过 高的收费标准

，
过长的 均衡各方收益 。 当私营部门

要保 模 财政规划和
“

资产负债管理
”

部 门承担的风险程度与所得 特许经营期
，
以及其他不切 从 项 目 获得 利润较低

式成；功 ’ 要条件
转变 。 同时 可以引入市场 竞 回报相匹配 。 实际的承诺 ’ 与合作方签订 时

’

政府要通过建立公共产
争激励机制 ’ 通过在公共服 由于政府职能改革尚未 脱离实际的合 同以吸引 民营 品服务价格机制 、 价格补贴

疋私吕訓 务的供 主体间引人竞争机 完全猶 政府职能越位 、缺 财 。但 项 目 建成后 政府 政策 、 金融税收优惠等弥补

风险程度与戶斤彳等回 制 ’ 提高地方政府债务的透 位 问题依然存在 ， 部分行政 难以履行合 同规定义 务
， 直 市场不足机制以保证项 目持

报木目匹 己

明度 。
以说 ， 模式不是 部门 的长官 意识仍然很强 ， 接危害合作方 的利益 。 续运营

’
保证投资方获得应

°

单
一

的融资手段
’ 更是

一

种 政府和私营部门在合作过程 比如污水处理项 目
，
曾 得的投资回报 ’ 当 私营部 门

管理方式 。 中 往往 不是处于真正平等 的 出现过实际运行时污水处理 从 项 目 中 获得超高 利
通过 提供公共 产 地位 。

一些地方政府很可能 量远低于政府承诺的污水处 润时 ’ 政府应根据合 同进行
品和服务

’
其终极责任是政 利 用其强势地位

’
将更多 的 理量的问题 ’

也出现过政府 调价 ，
维护公共利益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