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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中心日前发

布的全国 PPP（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综合信

息 平 台 管 理 库 项 目 数 据 显 示 ，2021 年 前 11

月，PPP 新入库项目 595 个、投资额 11773 亿

元，同比减少 3905 亿元、下降 24.9%；签约落

地项目 527 个、投资额 12103 亿元，同比增加

496 亿元、上升 4.3%；开工建设项目 478 个、投

资 额 8902 亿 元 ，同 比 增 加 312 亿 元 、上 升

3.6%。虽然新入库项目投资额有所下降，但

签约落地项目投资额、开工建设项目投资额

均稳步增长。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适度超前开展

基础设施投资。PPP 模式通过引导社会资本

投向，激发民间投资活力，在助力落实国家重

大战略，特别是支持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发挥

了重要作用，迎来新的发展机遇。

迎来发展新阶段

举世瞩目的北京 2022 年冬奥会和冬残奥

会即将召开，冬奥场馆成为焦点。坐落在北

京奥森公园的国家速滑馆，正是引入首开集

团、北京城建集团等社会资本方，以 PPP 模式

建设、运营的。

“采用 PPP 模式，吸引社会资本方参与冬

奥场馆建设、运营，既可以吸引社会力量、缓

解政府资金压力，更重要的是发挥其在投融

资、建设、运营管理等方面的综合和专业化优

势，提升公共服务的质量和效率。”对外经济

贸易大学副校长吴卫星说。

2014 年 以 来 ，PPP 累 计 入 库 项 目 10209

个、投资额 16.1 万亿元；累计签约落地项目

7618 个 、投 资 额 12.7 万 亿 元 ，签 约 落 地 率

78.8%；累计开工建设 4748 个、投资额 7.5 万亿

元，开工率 46.6%。

经过几年的探索，PPP 市场逐步成熟，进

入规范、平稳发展阶段。

吴卫星分析，PPP 在过去几年通过放宽

准入、打破垄断、引进竞争、鼓励创新、坚持绩

效导向，统筹政府市场两种资源，推动公共服

务供给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经过

实践探索，PPP 模式已成为我国稳增长、促改

革、调结构、惠民生的重要抓手。

毕马威企业咨询（中国）有限公司政府与

基建咨询合伙人李炜分析，PPP 模式持续推

动政府职能转变，简化工作流程、强化管理水

平、提高服务质量，加强共商共建共享，大力

推进信息公开，优化营商环境，提高政府治理

能力和水平。

“适度超前”有干头

“落实适度超前开展基础设施投资，PPP

模式大有可为。”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与管

理学院教授方芳表示，PPP 模式通过以市场

竞争的方式提供服务，其严格的项目论证和

政府可承受能力的测算，排除了过度与实际

需求脱节的基础设施投资，有利于做到“适度

超前”。

实际上，近年来各个领域的基础设施建

设都活跃着 PPP 模式的身影。以“两新一重”

（新型基础设施、新型城镇化、交通运输和水

利建设重大工程）为例，2021 年前 11 月，新入

库项目 473 个、投资额 10351 亿元；签约落地

项目 395 个、投资额 9972 亿元；开工建设项目

405 个、投资额 7822 亿元。其中，新入库项目

投资额前五位的是：交通运输 6437 亿元、市政

工程 2367 亿元、城镇综合开发 759 亿元、生态

建设和环境保护 470 亿元、保障性安居工程

298 亿元。

“PPP 模式通过引导社会资本进入，既可

以解决适度超前开展基础设施投资项目尤其

是重大项目的资金需求，又能够鼓励其在终

端的应用中创新探索，还能大大加强政府‘裁

判员’的角色，在恰当的位置发挥作用，更加

尊重技术发展规律和市场规律。”方芳说。

国家绿色发展基金投资部纪鑫华认为，

“一方面，PPP 模式可以激发民间投资活力、

撬动社会资本有针对性加大公共基础设施提

供，适度超前开展基础设施投资建设，发挥好

政府投资对经济跨周期和逆周期宏观调控作

用；另一方面，PPP 模式还有助于发挥社会资

本在建设、运营等方面的比较优势，精准关注

人民群众最关心的公共服务领域，并有效提

升公共服务供给质量和效率”。

监督管理“长牙齿”

规范发展才能行稳致远，信息公开是规

范有序推进 PPP 工作的重要抓手。日前，财

政部发布《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综合信

息平台信息公开管理办法》，推动 PPP 项目全

生命周期在阳光下运行。

与之前的相关规定相比，《办法》扩展了

信息录入主体范围，将原来的由财政部门单

方录入，优化为由财政部门、实施机构、社会

资本、金融机构、项目公司、咨询机构等多方

分工录入，同时压实财政部门信息公开主体

责任。此外，顺应绩效管理、履约管理和公众

监督要求，增加项目信息特别是项目执行阶

段信息，增加专家、金融机构等项目参与方

信息。

“通过《办法》的规范，对 PPP 项目全生命

周期管理来说，其信息透明度更高、公平公正

性更强，可以进一步提高 PPP 项目管理效能，

推 动 我 国 PPP 市 场 科 学 、规 范 和 可 持 续 发

展。”上海交通大学 PPP 研究中心咨询部主任

赵国华表示。

加强 PPP 信息公开，可以促进政府、社会

资本、金融机构、咨询机构等 PPP 项目参与方

信息对称，增强市场透明度，降低市场交易成

本，提高市场资源配置效率。“参与 PPP 项目

投资经营对于社会资本而言都属于重大的决

策，甚至可以完全说是企业战略层面的重大

决策。为了确保决策质量，社会资本需要有

效、真实、全面、及时的信息及对信息的正确

分析作为其决策基础。”财政部 PPP 专家库专

家范永芳表示。

中国农业银行信用管理部陈佳炜也认

为，《办法》全面规范了财政部门、项目实施机

构、项目公司、社会资本、金融机构等 PPP 项

目的各参与主体在 PPP 项目的准备、采购、执

行阶段应公开的具体信息，“对金融机构使用

综合信息平台信息进行贷前尽职调查和贷后

管理有较大帮助”。

推动 PPP 信息公开提质增效，关键是要

让监督管理“长牙齿”。为此，《办法》明确

了 项 目 信 息 更 新 的 时 限 要 求 ，要 求 处 于 准

备、采购阶段的管理库项目，项目信息更新

周期不得超过 6 个月；处于执行阶段的管理

库 项 目 ，项 目 信 息 更 新 周 期 不 得 超 过 12

个月。

守住风险底线至关重要。为防止个别

PPP 项目通过不入库、不及时更新信息等方

式，故意规避监管，增加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

险隐患，《办法》明确对未纳入管理库自行以

PPP 名义实施的项目，以及违反本办法信息

公开管理要求且未在限期内整改的项目，不

得安排 PPP 项目相关财政资金。

“《办法》明确了 PPP 信息更新周期及时

效节点，并提出了较为严格的整改要求和监

管措施，使 PPP 项目管理更透明化，促进 PPP

市场更加健康发展。”赵国华说。

2021年前 11月开工项目 478个、投资额近 9000亿元——

PPP 成 稳 增 长 重 要 抓 手
本报记者 武亚东

近日，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

室、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工业

和信息化部等 13 部门联合修订

发布《网络安全审查办法》，将网

络平台运营者开展数据处理活动

影响或者可能影响国家安全等情

形纳入网络安全审查，并明确掌

握超过 100 万用户个人信息的网

络平台运营者赴国外上市必须向

网络安全审查办公室申报网络安

全审查。这是为了进一步保障网

络 安 全 、数 据 安 全 ，维 护 国 家

安全。

随 着 经 济 全 球 化 步 伐 的 加

快 ，我 国 企 业 选 择 到 国 外 证 券

市 场 上 市 融 资 的 情 况 逐 渐 增

多 。 数 据 显 示 ，2018 年 以 来 每

年都有超过 30 家中概股企业在

美 挂 牌 上 市 ，约 占 每 年 美 国 新

上 市 公 司 的 20% 。 2021 年 这 一

趋势达到高峰，仅上半年就有 38 家中概股企业在美上

市 ，而 其 中 具 有 网 络 平 台 属 性 的 互 联 网 企 业 超 过 了

一半。

网络平台运营企业扎堆在海外上市给国家安全带来

一定隐患。国内拟在海外上市的企业往往会应国外证券

监管机构、证券交易所等要求，在上市过程中提供或披露

涉及国内平台运营的数据，一旦这些数据发生泄露或被

非法利用，将影响国家安全。此前发生的滴滴数据泄露

事件给众多企业和有关部门敲响了警钟。过去，很多企

业缺乏维护网络安全、数据安全的意识，将企业的经营和

业绩指标凌驾于网络安全之上。这导致一些企业数据治

理基础薄弱，甚至连数据资产的家底都说不清，更不必说

数据分级分类、保障安全。

需要指出的是，网络安全审查并不是要堵住企业利

用海外资本做大做强的路子。对外开放是我国的基本

国策，我国始终支持境内企业依法依规合理利用境外

资本市场融资发展。根据规定，启动审查后，经研判不

影响国家安全的企业，可继续赴国外上市程序。

没有网络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无论是哪种类型

的企业，无论在哪里上市，必须确保国家网络安全、关键

信息基础设施安全以及个人信息保护安全。在新的网络

安全战略下，企业要建立网络安全全局观，不断强化行业

自律，逐步完善数据安全治理体系，探索数据安全合规发

展之路，切实做到严格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遵守商业道

德和职业道德，履行网络安全保护义务，不损害个人合法

权益，不危害国家安全。

严守海外上市安全底线

王轶辰

近日，数字人民币（试点版）APP 已在苹果、

华为、小米、OPPO 等应用市场上架。数字人民

币“10+1”试点地区，包括深圳、苏州、雄安、成都、

上海、海南、长沙、西安、青岛、大连及冬奥场景

（北京、张家口），在这些地方可以下载注册并使

用该 APP。经济日报记者发现，目前 APP 内已新

增微众银行（微信支付）数字人民币钱包以及网

商银行（支付宝）数字人民币钱包。

记者在体验时发现，在数字人民币（试点版）

APP 上选择“我的”，再点击“开通或添加数字钱

包”，就能看到这两个新增的钱包，点击并开通

后，就可以在微信支付和支付宝中看到新增的

“数字人民币”选项。

在线下使用时，消费者可以通过微信或支付

宝扫一扫数字人民币收款码，或者向商家出示数

字人民币付款码，就可以使用数字人民币支付。

在线上消费时，同样能够使用数字人民币支付，

消费者只需要点击数字人民币的“子钱包”功能，

之后页面会出现京东、美团、饿了么、天猫超市、

滴滴出行、顺丰速运等商户列表，选定商户后，按

照提示操作，就可以在相应的商户 APP 内使用数

字人民币付款。记者发现，在添加数字人民币子

钱包至美团后，即可用数字人民币支付日常的美

团外卖订单等。有的商户还推出了数字人民币

的红包优惠，吸引消费者体验。

“数字人民币（试点版）APP 上线是数字人

民币推进过程中的重大进展。”博通咨询金融

行业资深分析师王蓬博表示，首先试点的“门

槛”降低了——试点地区消费者在线上就能开

立钱包参与试点，这能够纳入更多用户和地区

参与测试，测试广度有所拓宽。其次也意味着

数字人民币试点进入了“全量测试”阶段。九

大运营机构的钱包同时支持开立，这说明数字

人民币应用已日渐成熟，接下来测试深度可能

会逐渐加强。此外，APP 在应用界面功能上也

更加人性化，用户的体验会更好，这为以后更

加全面的试点推广打好了基础。随着微信、支

付宝等接入数字人民币，数字人民币试点将覆

盖更多用户。同时，数字人民币的使用也会增

加第三方支付平台和互联网平台的用户使用

黏性。

在数字人民币 APP（试点版）上线后，消费者

体验的热情高涨。美团相关人士向记者透露，在

数字人民币（试点版）APP 上架、美团外卖场景开

通数字人民币支付通道后，美团平台新增的添加

数字人民币子钱包的用户数大幅上涨，APP 上架

3 日新增添加子钱包的用户数日均同比增长 18

倍，数字人民币交易订单和交易金额日均同比增

长约 15%。美团相关人士对记者表示，外卖场景

开通数字人民币支付，将与数字人民币（试点版）

APP 形成良性循环，共同促进数字人民币加速普

及推广。

数据显示，数字人民币个人钱包开立速度明

显加快。《中国数字人民币的研发进展白皮书》公

布的数据显示，截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共开通个

人 钱 包 2087 万 余 个 。 而 最 新 数 据 显 示 ，截 至

2021 年 10 月 22 日，已经开立数字人民币个人钱

包 1.4 亿个。同期，数字人民币累计交易明显放

大。截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对公钱包为 351 万余

个；而到了 2021 年 10 月 22 日，对公钱包达 1000

万个。数字人民币累计交易从 2021 年 6 月 30 日

的 7075 万余笔、345 亿元增长到 2021 年 10 月 22

日的 1.5 亿笔、620 亿元，交易增长迅猛。由此可

见，随着数字人民币场景的不断丰富，交易规模

正在迅速扩大。

业内专家认为，随着越来越多像美团外卖

这样的高频民生应用场景的接入，数字人民币

的应用生态、交易规模有望得到极大提升，数

字 人 民 币 将 加 速 拓 展 应 用 场 景 、融 入 百 姓

生活。

开立门槛降低，应用场景不断丰富——

数 字 人 民 币 越 来 越“ 香 ”
本报记者 陈果静

我国始终支持境内

企业依法依规合理利用

境 外 资 本 市 场 融 资 发

展。无论是哪种类型的

企业，无论在哪里上市，

必 须 确 保 国 家 网 络 安

全、关键信息基础设施

安全以及个人信息保护

安全。

本版编辑 李 苑 辛自强 美 编 王子萱

1 月 7 日，航拍四川省广安市武胜县白坪—飞龙乡村振兴示范区。近年来，当地以“诗画田

园慢生活”为主题推进乡村振兴示范区建设，目前已建成 6 万余亩产业基地、4 个新农村综合体、

18 个新村聚居点、8 个特色院子、4 个污水处理厂，年接待游客 100 万人次以上，示范区农民年人

均可支配收入超过 2 万元。 李学圣摄（中经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