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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PP是一种管理合作机制 
 

一 



PPP（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s）是由社会资本承

担设计、建设、运营、维护基础设施的大部分工作，并

通过“使用者付费”及必要的“政府付费”获得合理投

资回报的合作模式； 

政府部门负责基础设施及公共服务价格和质量监管，依

据公共服务绩效评价结果向社会资本支付相应对价，以

保证公共利益最大化。 

  什么是PPP 



  PPP是借力合力合作的模式 



  PPP是一个杠杆 

多赢 价值发现  启示：盘活存量，四两拨千斤 



  PPP的本质 

公共产品 

政府提供 

准公共产品 

政府市场共同提供 
私人产品 

市场提供 



  PPP的应用范围 

环保类 交通类 市政类 建筑房产类 水利工程类 

污水处理、

中水回用、

垃圾处置、

环境综合

治理 

轨道交通、

公路隧道、

港口物流、 

公交车站 

城市供水、

供气、供

暖、环卫、

医疗养老、

学校、文

体场馆 

保障房、

土地整理、

产业园区、

新城建设、

旧城改造 

蓄水工程、

引水工程、

防洪工程、

农田水利 



  PPP模式详解 

社会资本 

政府 

建设承

包商 

金融机构 

运营商 

特许经

营公司 

PPP合同 

特许经营权 



  PPP的运作方式 

社会资本参与程度 高 

 委托运营(O&M） 

社
会
资
本
风
险
承
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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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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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赁-运营-移交(LOT) 

建设-运营-移交(BOT) 

建设-拥有-运营(BOO ) 

转让-运营-移交(TOT) 

改建-运营-移交(ROT) 



  PPP的优势与局限性 

PPP的核心价值观是物有所值 



  严格项目筛选 



PPP项目的三种支付方式 

社会资本 

最终使用者 

政 府 

社会资本 社会资本 

政 府 

最终使用者 

使用者付费方式 政府付费方式 VGF方式 

付费 提供
服务 

提供
服务 

提供
服务 

政府
付费 

付费 

可行性缺口补助 



PPP项目操作流程图 

项目发起 项目筛选 物有所值评价 
财政承受能力

论证 

管理架构组建 实施方案编制 实施方案审核 

资格预审 采购文件编制 响应文件评审 谈判与合同签署 

项目公司设立 融资管理 绩效监测与支付 中期评估 

移交准备 性能测试 资产交割 绩效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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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PP项目操作要点（一） 



PPP项目操作要点（二） 

1. 工程立项 

2. 确认第三方机构 

3. 投融资模式立项 

4. 选择社会投资人 

5. 合同谈判

6. 签署协议 

7. 绩效考核 

8. 提前终止、重新谈判、补充协议等 

9. 后评价 

 股权比例 

 

 股权转让 

 

 投资期限 

 

 治理结构 



PPP项目盈利模式框架 



水权交易合同节水要利用PPP模式 
 

二 



五水共治为什么用PPP 

  党中央有指示 

 

  国务院有部署 

 

  各个银行有要求 



新预算法和国发43号文：开明渠、堵暗道，化解存量债务。 

  化债途径、融资手段 
 

融资平台 

转 型 

关 闭 

合 并 

P P P公司 

一般债券 

专项债券 



中国高层高度重视城市绿色循环发展 

《海绵城市建设技术指南》 2014年10月 

《关于开展中央财政支持海绵城市建设试点工作的通知》 2014年12月 

《海绵城市建设绩效评价与考核方法（试行）》 2015年7月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进海绵城市建设的指导意见》 2015年10月 

《关于成立海绵城市建设技术指导专家委员会的通知》 2015年10月 

 政策性银行、开发性银行、中央基金给予支持 2015年12月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见》 2016年2月 

《国务院关于深入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若干意见》 2016年2月 

《关于印发海绵城市专项规划编制暂行规定的通知》 2016年3月 



海绵城市建设绩效考核与投融资 三 



海绵城市建设绩效考核体系 

一 水生态 
1.  年径流总量控制率 
2.  生态岸线恢复 
3.  地下水位 
4.  城市热岛效应 

二  水环境 
1.  水环境质量 

2.  城市面源污染控制 

 

三  水资源 
1.  污水再生利用 

2.  雨水资源利用 

3.  官网漏损率控制 

四  水安全 
1.  城市暴雨内涝灾害防治 
2.  饮用水安全 

 

五  制度建设及其执行情况 
1.  规划建设管控制度 

2.  蓝线、绿线划定与保护 

3.  技术规范与标准建设 

4.  投、融资机制建设 

5.  绩效考核与奖励机制 

六  显示度 
1.  产业化 

2.  连片示范效应 



2015年度海绵城市建设试点绩效评价评分细则 

类别 评价指标 分值 要点 评分 

一 

海绵城市
建设专项
规划（20

分） 

20 

1.按照国办发〔2015〕75号文件要求，在摸清现状（老城区现状问题清晰，易涝点、
黑臭水体等分布位置明晰，定性与定量分析准确；新城区生态本底状况清楚）基础上，
完成《海绵城市建设专项规划》，明确“2020年城市建成区20%以上的面积、2030年城
市建成区80%以上的面积达到海绵城市目标要求”。（8分）2.具体建设指标明确、清
晰，充分体现“小雨不积水、大雨不内涝、水体不黑臭、热岛有缓解”的要求。（4分）
3.坚持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技术路线因地制宜、思路清晰，自然生态功能和人工工
程措施并重，体现“源头削减、过程控制、系统治理”，具有系统性、整体性、完整
性。（8分） 

  

二 

海绵城市
建设试点
做法及成
效（30分） 

20 

1.项目的设计和建设符合海绵城市建设的理念、专项规划和技术标准，任务安排充分
体现轻重缓急、近远结合，针对性强，能解决问题，防止避重就轻；避免出现LID措施
打补丁、为海绵而海绵、过度工程化、过度依赖末端治理措施等。（15分）2.建立保
障海绵城市建设的规划建设管控、区域雨水排放管理、蓝线和绿线管理、财务管理、
标准规范及图集、城市防洪和排水防涝应急管理等方面的制度。（5分） 

  

    10 
1.已完成海绵化改造与建设的项目区域具有连片效应，易涝点、水体黑臭现象基本消
除；（4分）2.海绵城市建设工程形象进度（按已实施区域面积占试点区域总面积比例
得分）（6分） 



三 
财政资金
使用（20

分） 
20 

1.2015年度中央财政专项资金及时拨付（按已支出比例占当年得分）；（10分）2.
资金使用安全，管理规范，符合中央财政《城市管网专项资金管理办法》有关要
求。（10分） 

  

四 
创新模式
（30分） 

20 

1.内容：形成有利于实现整体目标的运作模式，按汇水区整体打包运作；通过竞
争性选择技术+资本+本地资源的社会资本；采取总承包模式，实现海绵城市建设
项目规划、设计、建设、运营全产业链、全生命周期最优。建立清晰明确的PPP绩
效考核、按效付费机制，绩效考核指标明晰、可量化可考核。（10分）2.进度
（共10分，至少有一个汇水区按项目包形式运作的PPP，按流程阶段得分）-已进
入实施阶段（得10分）；-已选定社会资本，正在签订PPP协议和组建SPV等（得8
分）；-正在通过竞争性磋商、竞争性谈判等市场机制择优选择社会资本（得5
分）；-编制完成PPP实施方案，正在进行市场调查（得3分）；-正在编制PPP实施
方案编制（得1分）；-尚未完成PPP实施方案编制（得0分）。 

  

    10 
建立起有利于城市规划、建设、管理统筹的工作机制，具有海绵城市规划、建设、
工程管理等统筹协调能力。（10分） 

2015年度海绵城市建设试点绩效评价评分细则 



  海绵城市建设融资支持 

 政策性基金 

政府性基金，是指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所属部门根据法律、国家行政法规
和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文件的规定，为支持某项事业发展，按照国家
规定程序批准，向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征收的具有专项用途的资金。
包括各种基金、资金、附加和专项收费。 

政策性基金的申请多事通过发改委的渠道进行，企业通过地方发改委逐
级上报至国家发改委审批，国家发改委审批通过后由国家开发银行、农
业发展银行与申请企业对接，实践中也有部分项目与国家开发银行、农
业发展银行直接对接的情况。 

需要注意的是，政策性基金实际上是长期贴息贷款，年利率一般在1.2%，
融资期限最长可达30年，目前在地下综合管廊、城市轨道交通、海绵城
市等PPP项目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不同发起方式的产业基金优缺点对比 

发起人 优点 缺点 

  

  

省政府发起 

省政府发起母基金，提高社会资

本信心，扩大资金规模；地方项

目需上报，项目筛选更严格；省

政府可以统筹全省的项目建设。 

社会资本基于对省级政府的引导

而投入资金，缺乏对地方政府的

了解；具体项目涉及省政府、地

方政府和两级的社会资本参与方，

沟通成本较高。 

  

  

金融机构与地方政府发起 

金融机构直接与地方政府洽谈项

目，沟通成本较低；相比省级母

基金模式，成立地方产业基金的

操作更加灵活。 

经济相对落后地区很难找到社会

资本参与。 

  

社会资本发起 

社会资本的建设运营能力、管理

能力较强，在项目运作过程中能

够提供有益的经验。 

社会资本对于项目收益率要求较

高，偏好经济发达地区，不适用

收益率过低的项目。 



优先LP GP或LP GP或LP 优先  LP 普通合伙人GP 

基金发起人 政策性银行 金融机构 社会资本 政策性专项资金 

优惠政策支持 
监督基金投资 

6、回报资方 1、发起设立基金 

海绵城市发展基金 社会资本 

5、移交政府、出售资产、
资产证券化、上市退出 
实现基金投资退出 

行业主管部门 

4、实现收入， 
纳入SPV营收 

提供 
方案 

3、特许经营 

2、PPP实施主体 

SPV运营主体 

运营收入 

咨询公司 

使用者付费 

政府付费 

资源补偿* 

可行性缺口
补助 

  海绵城市发展基金交易结构图 



  构建“四低一高”海绵城市 

低 融 资 成 本 

低 建 设 投 入 

低运营维护成本 

高服务绩效 低碳减排 



  海绵城市碳排放交易 
 

海绵试点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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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ail：manfinance@126.com 

电话：13691325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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