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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研

究全面加强基础设施建设问题。会议强调，

要推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规范发展、

阳光运行，引导社会资本参与市政设施投资

运营。

作为推动公共服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

重要手段，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PPP）

将在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中发挥突出作用，迎

来新的发展机遇。

推进 PPP 阳光运行

全国 PPP 综合信息平台管理库最新统计

显示，2014 年以来，累计入库项目 10282 个，

投资额 16.4 万亿元，签约落地项目 7772 个，

投资额 12.9 万亿元。超 16 万亿元的项目规

模，显示出 PPP 已在公共服务供给、投融资中

占有重要地位。

自“十三五”以来，全国 PPP 模式的发展

经历了一个探索的过程，由快速增长的“提

量”阶段过渡到规范发展的“提质”阶段。中

央财经委员会会议作出的重要部署，进一步

明确了 PPP 改革与发展的方向。

“‘规范发展、阳光运行’，是推动 PPP 事

业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作为创新政府投

融资的一种方式，PPP 旨在提升财政资金的

使用效益，必须杜绝假借政府和社会资本合

作举借政府债务等违法违规行为。同时，

PPP 要纳入市场运行监管体制当中，遵循市

场运行规律，以诚信为基础，以信息公开为保

障，实现政府有为、市场有效。”北京国家会计

学院教授崔志娟表示。

前些年，PPP 市场一度呈“爆发式”增长，

同时也暴露出一些风险和问题。比如，有的

地方把 PPP 模式简单化作为政府的一种投融

资手段；一些地方重建设轻运营、绩效考核不

完善，影响有效提供公共服务目标的实现。

财政部印发一系列政策文件，从财政管理、信

息公开、项目库管理等方面明确要求，列明操

作禁区、严防财政风险，推动 PPP 规范运行。

今 年 以 来 ，进 入 运 营 期 的 项 目 明 显 增

加。一季度，进入运营期提供公共服务的

PPP 项 目 185 个 、同 比 增 加 93 个 、上 升

101.1%，投资额 3443 亿元、同比增长 2350

亿元、上升 214.9%。2014 年以来，累计进入

运营期提供公共服务项目 1619 个，投资额

2.1 万亿元。

“PPP 在我国经过多年发展，市场化、专

业化和规模化特征显现，优化了政府和企业

双方的资源，提高了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效

率，是体制机制重大创新。通过规范发展、阳

光运行，PPP 市场将更加成熟规范，更好促进

基础设施高质量发展。”北京大岳咨询有限公

司总经理金永祥说。

参与基建大有可为

近日，河北省财政厅发布 2022 年 PPP 项

目开发计划，共有 50 个项目，投资额达 605 亿

元。项目涵盖 12 个公共服务领域，包括 15 个

交通运输项目、15 个市政工程项目等。其

中，“雄安新区起步区综合管廊及道路工程”

投资 60 亿元，是雄安新区首个拟采用 PPP 模

式运作的项目。

基础设施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

中央财经委会议指出，要统筹发展和安全，优

化基础设施布局、结构、功能和发展模式，构

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为全面建设社会主

义现代化国家打下坚实基础。

“中央财经委会议明确，要推动政府和社

会资本合作模式规范发展、阳光运行，引导社

会资本参与市政设施投资运营。这为 PPP 下

一阶段的发展指明了方向。”上海交通大学

PPP 研究中心主任胡昊表示。

基础设施建设一直是 PPP 模式的主要应

用领域。全国 PPP 综合信息平台管理库统计

显示，管理库内投资额前五位分别是交通运

输、市政工程、城镇综合开发、生态建设和环

境保护、水利建设，合计占总投资额的 84.7%。

武汉大学 PPP 研究中心主任刘穷志表

示，中央财经委会议部署全面加强基础设施

建设，并要求引导社会资本参与市政设施投

资运营，凸显了 PPP 在基础设施建设模式中

的重要性。

中伦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周兰萍认为，未

来 PPP 模式将在促进基础设施项目实现经济

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安全效益相统一

等方面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为进一步做好基础设施建设，有必要解

决‘政府不敢上、投资人不敢投、金融机构不

敢贷’的问题。”中国投资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副总经理谭志国认为，要构建和完善基础设

施项目价格形成机制、市场回报机制、投资平

衡机制，解决基础设施行业长期可持续发展

的问题，健全基础设施项目长期资金筹措、财

政投入和项目融资的配套政策。

助力国家重大战略

近年来，PPP 呈稳步发展态势，成为稳增

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的重要抓手。值

得关注的是，通过推广运用 PPP 模式，有效引

导社会资本投向，激发民间投资活力，助力打

好三大攻坚战，支持“两新一重”建设，全力落

实国家重大战略。

统计显示，今年以来，各地加快推动基础

设施重大工程实施，形成实物工作量。一季

度，全国 PPP 综合信息平台新入库项目 123

个，投资额 2506 亿元。其中，中央和地方重

大 工 程 项 目 26 个 ，投 资 额 1443 亿 元 ，占 比

57.6%。支持交通强国建设工程 1321 亿元、

新型城镇化建设工程 556 亿元、乡村振兴战

略 188 亿元、环境保护和资源节约工程 235 亿

元、新基建工程 118 亿元、国家南水北调配套

工程 17 亿元、基本公共服务项目 70 亿元。

在乡村振兴方面，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国

家乡村振兴局综合司近日联合印发《社会资

本投资农业农村指引（2022 年）》，鼓励通过

PPP 创新社会资本投入乡村振兴方式。指引

明确，探索在高标准农田建设、智慧农业、仓

储保鲜冷链物流、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等领域，

培育一批适用于采取 PPP 模式的、有稳定收

益的公益性项目，依法合规、有序推进政府和

社会资本合作。

近年来，各地把 PPP 模式运用于助力脱

贫攻坚和乡村振兴，已进行了不少实践。比

如，山东昌邑市柳疃现代农业产业园 PPP 项

目直面农业缺水的短板，由社会资本引进先

进技术，打造系统潍河引水、群井汇流和海绵

村庄工程，极大改善了农业灌溉用水。同时，

社会资本方集约化承租土地后，建成高标准

农田 4 万亩，惠及 22 个村庄 4600 余户农户，

小麦、玉米等产量实现翻番，并且实现了“生

态美”与“百姓富”的同频共振。

“PPP模式是实现乡村振兴的创新机制和

有效途径，目前在高标准农田建设、智慧农业、

仓储保鲜冷链物流、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等领域

已经实施了相当数量的 PPP 项目，可以成为

PPP模式助力乡村振兴战略的有益经验。在实

施过程中，要引导社会资本与农民建立紧密利

益联结机制，不断提升人民群众获得感。”中央

财经大学PPP治理研究院院长曹富国说。

专家认为，下一步，要坚持抓规范和促发

展并举，促进公共服务领域供给提质增效，通

过破除发展瓶颈、优化发展环境，推动实现

PPP 高质量发展新格局。

一季度一季度，，来华直接投资净流入创新高来华直接投资净流入创新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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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外汇“降准”消息落

地，有助于稳定外汇市场近期

的波动走势。更重要的是，此

举传递出清晰的政策信号，有

助于稳定市场预期、增强市场

信心。

外汇“降准”指的是，5月 15

日起，中国人民银行将下调金

融机构外汇存款准备金率 1 个

百分点，即外汇存款准备金率

由 现 行 的 9% 下 调 至 8% 。 其

中，外汇存款准备金是指金融

机构按照规定将其吸收外汇存

款的一定比例交存中国人民银

行的存款。外汇存款准备金率

是指金融机构交存央行的外汇

存款准备金与其吸收外汇存款

的比率。

外汇“降准”有助于稳定外

汇市场。受到外围多重因素扰

动，近期全球外汇市场震荡加

剧，人民币汇率也连续多日呈

现较大幅度的波动。在此背景

下，下调金融机构外汇存款准

备金率有助于改善境内外汇流

动性，避免市场超调，扩大人民

币与外币的利差，有助于增强

人民币资产的吸引力，促进境

内外汇市场平稳运行。

外汇“降准”有助于稳定市

场预期。去年以来，央行多次

使用外汇存款准备金率工具引

导市场预期，防止市场出现顺

周期羊群效应。2021 年，针对

全年人民币强势升值的态势，

央行在 6 月和 12 月两次上调外

汇存款准备金率，每次均上调

2 个百分点。在央行两次出手后，人民币汇率强势走势均

有所趋缓。此次也不例外，消息一经落地，市场迅速对政策

调整作出了反应，在岸、离岸人民币汇率双双上升。

外汇“降准”更有助于稳定市场信心。在人民币汇率

出现较大幅度波动时，央行及时出手，有助于稳定市场信

心。更重要的是，这是向单边押注人民币贬值的市场参

与者释放出清晰的政策信号，表明货币当局有丰富的经

验和政策工具，有能力采取相应措施，保持人民币汇率的

基本稳定。

从趋势看，我国有信心、有条件继续保持人民币汇率在

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人民币汇率短期波动不会改

变平稳运行的格局。决定汇率走势的根本因素是自身宏观

基本面和市场基础。当前，中国经济韧性强，长期向好的发

展态势没有变，国际收支结构稳健，经常账户保持合理规模

顺差，人民币资产具有长期投资价值，这些都会为人民币汇

率基本稳定提供根本支撑。再加上“8·11”汇改以来，我国

汇率市场化程度明显提高，外汇市场韧性不断增强。市场

主体对于人民币汇率有涨有跌、双向波动的适应性和承受

力有所增强，外汇市场成熟度不断提升，我国有基础有条件

适应外部的政策调整。未来，人民币汇率仍将呈现双向波

动格局，人民币汇率仍将在合理均衡水平上保持基本稳定。

国家外汇管理局近日公布的最新

国际收支平衡表初步数据显示，2022 年

一季度，我国国际收支保持基本平衡。

其中，经常账户顺差 895 亿美元，与同

期国内生产总值之比为 2.1%，继续处于

合理均衡区间；直接投资净流入 650 亿

美元，保持在较高水平。

具体来看，货物贸易进出口延续平

稳增长趋势。一季度，我国国际收支口

径的货物贸易顺差 1450 亿美元，为历

年同期最高值。其中，货物贸易出口

8032 亿美元，同比增长 16%，主要是全

球经济复苏态势下外需稳定，我国经济

韧性强，稳增长政策持续发力，为外贸

增长提供坚实支撑；进口 6582 亿美元，

同比增长 15%，主要受大宗商品价格持

续高位、内需逐步恢复及出口带动等

影响。

与此同时，服务贸易逆差继续收

窄 。 一 季 度 ，服 务 贸 易 逆 差 182 亿 美

元，同比下降 30%。旅行、知识产权使

用费为主要逆差项目。其中，旅行逆差

294 亿美元；知识产权使用费逆差 77 亿

美元，同比增长 11%，收入和支出分别

增长 14%和 12%，反映我国在知识产权

领域的国际合作持续加深。运输顺差

28 亿美元，主要是运输收入增速整体快

于支出，上年同期为逆差 90 亿美元。

数据显示，一季度，直接投资也保

持较高水平净流入。一季度，直接投资

净流入 650 亿美元，主要是来华直接投

资净流入 1070 亿美元，创新高，反映在

我国经济长期向好、坚持国内高水平开

放和不断优化营商环境的背景下，外资

在华投资兴业意愿较强。我国对外直

接投资净流出 420 亿美元，显示企业对

外直接投资有序进行。

“一季度，我国经常账户和直接投

资等国际收支基础性顺差均保持了一

定规模，部分项目创历史同期新高，对

于 稳 定 跨 境 资 金 流 动 发 挥 了 重 要 作

用。”中国民生银行首席研究员温彬认

为，近期，美联储预期加快收紧货币政

策，叠加俄乌冲突升级等影响，国际金

融市场波动性加大，跨境证券投资短期

波动有所加剧，这属于复杂形势下市场

的自然反应。我国经济潜力大、韧性

强，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有远

见的国际投资者都看好未来我国发展

前景。随着国内政策加大力度支持稳

增长，经济企稳回升，将为我国国际收

支继续保持基本平衡奠定坚实基础。

国家外汇管理局副局长、新闻发言

人王春英表示，总体看，我国坚持稳中

求进工作总基调，稳增长政策持续发

力，经济结构持续优化，有利于我国国

际收支继续保持基本平衡。

感受时代脉动，聆听奋斗故事。作为海南自贸港金融改
革的“先行者”和“探路者”，四年来，工商银行海南省分行制定
了自贸港金融服务专属方案，不断加快金融创新步伐，全面升
级金融服务，全力支持海南自贸港建设。截至 2022 年 3 月底，
海南分行各项贷款余额超 1000 亿元，金融“活水”惠及“3+1+
1”产业、“五网”基础设施、民生公共服务、社会投资等重点
领域。

洋浦经济开发区，中国石化海南炼油化工有限公司 100
万吨/年乙烯及炼油改扩建工程项目如火如荼建设中。为确保
建设资金到位、项目顺利落地，海南分行积极对接企业，最
终实现了贷款审批和发放。在海南自贸港建设中，海南分行
四年来累计为省重点项目发放贷款超百亿元，累计支持 42 个
省重点项目。四年来，累计投放绿色贷款 70 亿元，与 7 家重
点园区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向重点园区企业投放贷款 233 亿
元。

主动减费让利，解决小微企业的经营难题。海南分行出
台确保金融服务顺畅、开通绿色通道、主动对接疫情防控贷
款、实施贷款利率优惠、延长还款期限等措施，以快捷、高效、
优质的金融服务助力疫情防控。对因疫情影响暂时营业困难
的 1100 户小微企业，主动给予续贷、展期、调整还款计划等，帮
助客户渡过难关。借助金融科技，对传统线下产品进行线上
化改造，推出了 e 抵快贷、经营快贷和税务贷、兴农贷等新产
品。加强银政、银担、银保联动合作，破解担保难题，开展了

“万家小微成长计划”，提供“融资+融智+融商”一揽子综合服
务和“滴灌式”精准服务，帮助企业加速成长。四年来，海南分

行累计发放普惠贷款近 200 亿元，年均增速 35%以上，小微企
业贷款平均利率 4.53%左右，保持同业较低水平，减费让利超
过 5500 万元。

坚持创新引领，始终是工行服务海南自贸港建设的主旋
律。全省率先推出 REITS 业务发行、境内信贷资产跨境转让
业务、土地承包金 ABS 产品、疫情防控信贷资产证券化产品、
第三方支付机构跨境业务⋯⋯一项项、一笔笔、一桩桩，见证
着海南自贸港金融开放的坚定步伐。海南分行聚焦对外贸易
投资便利化，不断加快创新步伐，累计为超千家对外贸易投资
类企业提供金融服务，办理 FT 账户开户约 2 万户，遍布全省 18
家分支行，107 个营业网点，涉及 9 个币种。

在服务乡村振兴工作中，海南分行推出了乡村振兴综合
化金融服务的“兴农通”品牌和兴农通 APP，打造为农服务新
平台。海南分行 2021 年累计投放涉农贷款 80 亿元，还通过产
业扶贫对全省乡村基础产业给予 2255 万元的信贷支持。在
数字人民币推广应用中，海南分行已落地数字人民币收单商
户 2 万多户，先后打造了三沙永兴数字人民币消费岛、离岛免
税购物、数字人民币签约缴税等多个示范场景。此外，围绕
群众多元化金融需求，提供全方位金融服务，不断提升群众
获得感。

大鹏之动，非一羽之轻也；骐骥之速，非一足之力也。迈
步海南自贸港建设的新征程，工商银行海南省分行将继续扛
起国有大行的使命担当，不断书写服务自贸港建设新篇章。

（数据来源：中国工商银行海南省分行）

担大行之责 助自贸繁荣
工商银行海南省分行服务自贸港建设书写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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