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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6 日 ，中 共 中 央 政 治 局 召 开 会

议。会议强调，积极扩大有效投资，增强发

展内生动力。

如何支持有效投资，激发市场活力至

关重要。PPP（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

通过政府资金的引导和带动，能更好支持

民间资本参与补短板和新型基础设施建

设。今年以来 PPP 项目投资情况如何？未

来如何继续发掘其拉动社会投资的潜力？

关键指标“有降有升”，
市场发展更稳健

PPP 综 合 信 息 平 台 数 据 显 示 ，截 至

2021 年第三季度，2014 年以来累计签约落

地项目 7528 个、投资额 124409 亿元，签约

落地率（签约项目投资额占在库项目总投

资额的比例）78.2%。累计开工建设项目

4628 个、投资额 71933 亿元，开工率（开工

建设项目投资额占在库项目总投资额的比

例）45.2%。

今年前三季度，PPP新入库项目 442个、

投 资 额 9165 亿 元 ，投 资 额 同 比 下 降

32.38%。与此同时，签约落地项目 437个、投

资额 9929 亿元，同比增加 310 亿元、增长

3.2%。

关键指标有升有降，原因何在？

财政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中心主任

焦小平认为，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 PPP
市场已逐渐进入规范平稳发展阶段。

他分析，“降”主要因为项目管理更加

规范，以及政府投融资渠道多元化。PPP
中心对项目入库信息合规性、完整性核查

更严格，各地更加注重项目质量管理，申报

入库更加谨慎，“严把入库关，拦住了不达

标项目。”焦小平说。此外，目前部分地区

PPP 项目财政支出责任占比已接近本级财

政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 10%红线，申报项

目数减少。再有，随着政府投融资渠道多

元化，比如专项债的发行，形成公共服务领

域项目分流。

“升”则主要有 3 方面原因。

一是 PPP 市场更加成熟。7 年多的实

践，促使各参与方对 PPP 政策要求的理解

运用更加熟练，项目前期准备和市场测试

越来越充分，采购和实施流程日益顺畅，信

息更加公开透明，各地营商环境不断优化，

推动项目落地效率持续提升。

二是 PPP 发展预期渐趋稳定。“十四

五”规划纲要明确，要规范有序推进政府和

社 会 资 本 合 作 ，这 为 市 场 稳 预 期 增 强 了

信心。

三是越来越多在库项目完成签约落

地、开工建设并进入运营期。“这符合项目

开发规律，也说明 PPP 市场发展趋于稳定、

理性。”焦小平表示，短期内新入库的数量

有所下降是正常现象，总体来讲，PPP 市场

越来越成熟稳健并富有韧性。

“十四五”开局之年，落实
重点任务干劲足

山东省潍坊市昌邑市柳疃现代农业产

业园，利用 PPP 项目打造潍河引水、群井汇

流和海绵村庄工程，已建成的 4 万亩高标

准农田每年节约种植成本 1800 多万元，目

前小麦、玉米等作物亩均产量较此前实现

翻番。与此同时，项目调动了农民参与土

地市场化流转的积极性，增加了农民的土

地租金收入，还提供了 1.45 万人次的就业

岗位。

今年是“十四五”开局之年，作为稳增

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的重要抓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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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

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 支 持 有 效 投 资 ，助 力“ 两 新 一

重”。PPP 模式引导社会资本积极参与既

促消费惠民生又调结构增后劲的新型基础

设施、新型城镇化和交通运输、水利建设等

重大工程建设。今年前三季度，“两新一

重”新入库项目 346 个、投资额 8012 亿元，

占全部新入库项目投资额的 87.4%。

——推动绿色低碳发展，持续改善环

境质量。 PPP 模式吸引社会资本参与生

态环境改善和环境保护治理。前三季度

新入库污染防治与绿色低碳项目 236 个、

投 资 额 2255 亿 元 ，占 全 部 新 入 库 项 目 的

24.6%。

——服务乡村振兴战略，促进三产融

合发展。2021 年，有 7 个脱贫县首次采用

PPP模式支持从脱贫攻坚转向乡村振兴，入

库项目 8 个、投资额 53 亿元。前三季度，脱

贫县乡村振兴新入库项目 104 个、投资额

806亿元。

——切实改善民生，推进基本公共服

务均等化。前三季度，教育、卫生健康、文

化和旅游、体育等领域新入库项目 69 个、

投资额 596 亿元。

完善制度设计，加强风险
管控

“政策要不断适应新发展新要求的需

要。”焦小平介绍，2021 年以来，财政部印

发《企 业 会 计 准 则 解 释 第 14 号》，修 订

《PPP 信息公开管理办法》并持续完善 PPP
综合信息平台功能，进一步规范 PPP 项目

会计处理，提升 PPP 项目监管、服务和信

息披露能力，强化履约责任并保障政府支

付能力。

地方在制度和实践创新方面积极突

破，强化引领示范。比如，江苏省出台政府

督查激励政策，赋予 PPP 改革成效明显的

市县 PPP 项目优先入库审核权，对列为省

级试点和示范项目的给予相关奖补资金。

未来，如何让 PPP 更好发挥撬动民间

投资的杠杆作用？

——继续完善制度规范，优环境、拆

藩篱。

北京市中伦（上海）律师事务所合伙

人 周 兰 萍 认 为 ，应 尽 快 从 法 律 层 面 明 确

PPP 的内涵外延、职责分工、规范要求等，

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副校长吴卫星指

出，应进一步优化 PPP 发展的营商环境。

“当前仍然存在政出多门、衔接不畅等问

题，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有待加强。此外，

当前 PPP 投融资渠道仍主要依靠传统信

贷，二级交易市场也不发达，融资机制尚未

完全适应市场需求。”

——切实加强风险防范，拉红线、严

底线。

严格项目管理，实现规范发展。一方

面，按现行政策确定 30 项入库标准，运用

现代信息技术建立线上智能审核机制，做

好入库审核信息核查，严把“入口关”；另一

方 面 ，要 加 强 动 态 管 理 ，防 范 隐 性 债 务

风险。

数据显示，截至 2021 年 9 月底，全国

2758 个有 PPP 项目入库的行政区中，2716
个行政区 PPP 项目合同期内各年度财政承

受能力指标值在 10%红线以下，整体风险

可控。

“应建立 PPP 项目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数据的年度更新长效机制，避免预测数据

与经济发展周期出现较大背离。”焦小平认

为，还可以继续升级全国 PPP 综合信息平

台，推动与债务监测系统的联动，提高项目

各参与方系统性风险防控能力。

前三季度，PPP新入库“两新一重”项目346个、投资额8012亿元

引导民间资本 扩大有效投资
本报记者 曲哲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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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前三季度，PPP 新

入 库 项 目 442 个 、投 资 额

9165 亿元。其中，新入库

“两新一重”项目 346个、投

资额8012亿元。

作为稳增长、促改革、

调 结 构、惠 民 生 的重 要 抓

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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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略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经济聚焦R

本报北京 12月 9日电 （记者王观）中国人民银行和

香港金融管理局 9日联合举办“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定位与

展望”线上研讨会，围绕“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定位和

发展方向”和“香港在人民币离岸中心发展中的作用”进行

了深入讨论。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香港金管局总裁余伟文在研

讨会上分别致辞，来自两地政府机构、国际金融机构、商业

银行、证券公司、保险公司等机构共约 300名代表参会。

易纲表示，人民银行一直坚定支持香港国际金融中

心建设，近年来内地与香港在金融市场互联互通、离岸

人民币业务等方面的合作取得了重要进展。人民银行

将一如既往支持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希望香港发挥

好连接内地与国际市场的桥头堡作用，为“一带一路”提

供更大的支持，进一步提高人民币计价资产的吸引力，

大力发展金融科技和绿色金融，不断巩固香港国际金融

中心地位。

余伟文表示，研讨会对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定位和

未来发展路径进行了深入交流。内地金融市场开放不断

扩大，金融科技和绿色金融飞速发展，为香港提升国际金

融中心的竞争力创造了巨大的机遇。香港将充分发挥营

商环境良好、金融生态完善、金融市场韧性强等优势，增

强香港的竞争力，继续巩固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

“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定位与展望”线上研讨会举办

（上接第一版）

筚路蓝缕，砥砺前行，如今的长汀，草木繁茂，绿水

长流，水土流失治理已经取得决定性胜利。“党委领导、

政府主导、群众主体、社会参与、多策并举、以人为本、持

之以恒”的水土流失治理“长汀经验”成效显现。

见证山河巨变，露湖村 92 岁的老党员钟盛标只有

一句：“治理长汀水土流失这个顽症，只有在中国共产党

的坚强领导下才能取得胜利！”

“以全面根治为目的，切实把这
一工程抓紧抓实抓好，把长汀建设
成为环境优美、山清水秀的生态县”

汀江如练。冬日暖阳下，走进位于三洲镇的汀江国

家湿地公园，碧涧映红叶，青林缀白云。丛丛乌蕨，道边

闪现。“乌蕨可是出了名的‘挑地方’，哪儿生态好，才往

哪儿长。”汀江源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局长巫成火

自豪地说。

秀美的生态画卷，浓缩着水土流失治理的历程，也

映射出生态文明建设的逻辑。

早在 2004 年，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在

给长汀人民回信中殷殷叮嘱：“希望你们再接再厉，以全

面根治为目的，切实把这一工程抓紧抓实抓好，把长汀

建设成为环境优美、山清水秀的生态县。”

瞄准全面根治，长汀推进生态县建设，从治山治水到

“知山知水”，不断深化对生态文明建设的认识和实践。

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必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

保护自然——

长汀水土流失，既有环境、土质等自然因素，也有索

取无度等人为因素。从最初的封山育林到后来的“以电

代燃”，从实施河长制、林长制到整体推进生态县建设的

一揽子措施，长汀人尊重自然规律，收起斧头，扛起锄

头，以高度的生态自觉、最严格的保护制度“复绿”“护

绿”，创造了绿满汀江的生态奇迹。

既重覆绿，又重固绿。10 多种树风姿各异，露湖村

补植的近千亩阔叶林，已是郁郁苍苍。“马尾松曾是治荒

‘先锋树’，可单一树种比例过大，生态功能脆弱，植被生

态系统存在二次退化风险。我们持续对马尾松林进行

阔叶改造，增绿又提质。”长汀县林业局副局长李华庆

说，2012 年以来，全县阔叶林造林面积累计 34.07 万亩，

林分结构日渐优化，水土流失治理成果日益巩固。

山水林田湖草沙是有机整体，生态保护和修复须一

体化推进——

山光必然水浊，水浊必然田瘦。长汀多策并举，系

统保护修复。种草植树覆绿固土，推进汀江流域森林和

湿地生态系统保护，养山涵水增加生物多样性，开展农

村人居环境整治，建设美丽乡村。如今的长汀，实现了

“荒山—绿洲—生态家园”的嬗变。

“当人类合理利用、友好保护自然时，自然的回报常

常是慷慨的。”县委书记赖进益介绍，如今的长汀，空气

质量指数常年维持在国家二级标准以上，全县 18 个乡

镇交接断面全年综合水质达标率为 100%。国家水土保

持示范县、全国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县、“绿水青山就是金

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一块块国家级“生态招牌”接

踵而来，水土保持的“长汀经验”外溢效应不断显现。

2012 年 3 月，全国两会期间，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

常委、国家副主席的习近平同志看望福建代表团全体代

表时，再次叮嘱：“要认真总结推广长汀治理水土流失的

成功经验，加大治理力度、完善治理规划、掌握治理规

律、创新治理举措，全面开展重点区域水土流失治理和

中小河流治理，一任接着一任，锲而不舍地抓下去，真正

使八闽大地更加山清水秀，使经济社会在资源的永续利

用中良性发展。”

福建总结推广“长汀经验”，生态文明建设竿头日

进。2020 年全省水土流失率下降至 7.52%，达到全国领

先水平，森林覆盖率连续 42 年保持全国首位，八闽山水

散发迷人魅力。获批全国首个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福

建率先探路，生态文明建设谱新篇。

“长汀经验”不仅在八闽大地“开花结果”，也走出省

外，走向世界。在甘肃定西，峁梁连绵的黄土地上吸纳

“长汀经验”，超 2 万亩水土保持生态林茁壮成长。在宁

夏固原，运用“长汀经验”成功创建的林草产业试验示范

工程，给贫瘠的西海固增添活力。《长汀县水土流失综合

治理与生态修复实践》，今年成功入选联合国《生物多样

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生态修复典型案例。

徜徉于长汀的山水画廊间，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

院总工程师曹文洪不禁感叹：“长汀的成功实践，不仅为

人类水土保持工作提供了长汀经验、中国智慧，更为践

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提供了生动示范。”

“给生态投了钱，看似不像开发建
设一样养鸡生蛋，但这件事必须抓。
抓到最后却是养了金鸡、生了金蛋”

河田镇芦竹村，蓝晓红拿出了 15 年前的老照片，那

是她家鸡场最初的模样，“山是秃头山，水是黄泥水。山

上转一圈，找不到一棵像样的树。这鸡怎么养？”

要养鸡，先种树。树一棵一棵栽，绿一寸一寸长。十

余载光阴，荒山变绿洲。草丰林茂的生态鸡场，去年出栏

肉鸡 10多万羽、鸡苗 200多万羽，产值超过 1200万元。

蓝晓红养的是长汀特产——河田鸡，国家地理标志

产品。生态向好，河田鸡成了长汀绿水青山间飞出的“金

凤凰”，去年全产业产值超过 10亿元。熟食包装纸盒上，

红色字体格外醒目——“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头顶大日头，脚踩砂孤头，三餐番薯头。”曾经的

浊 水 荒 山 既 是 生 态 短 板 ，也 是 发 展 短 板 。 早 在 1999
年，习近平同志就指示，“要把农业综合开发、山水田

林路综合开发和小流域水土流失综合治理结合起来，

变劣势为优势，推动长汀经济的发展。”而今，“咬定青

山不放松”的长汀人，不仅用绿色赶跑了贫困，又阔步

走上了绿富共赢的新征程。

生态产业化，产业生态化。河田镇窑下村车田寨，

曾在一线城市做网络工程师的曾宪富，看到水土流失治

理后老家山清水秀，返乡办起了生态农庄，吸引更多城

里人享受长汀的好山好水好产品。主打产品是黄花远

志，阔叶林下套种，叶能做茶，根可入药。曾宪富脑子灵

光，让黄花远志根搭配河田鸡，去年这款“药膳鸡”仅线

上就卖了 80 多万元。建房车营地、乡间别墅，每年让五

六千城里人“归隐”山水田园住下来。“今后打算继续做

大康养，这么好的山水，不愁没卖点。”曾宪富说。

按照“水土流失治理区变景区、特色产品变商品”的

思路，长汀人久久为功换回的绿水青山，成为鼓起腰包

的金山银山。一个个绿色富民产业拔节成长，去年全县

182 万亩林下经济，带动 2.15 万户林农参与，产值 28.65
亿元，生态旅游接待游客 100 万人次，产值 11.66 亿元。

生态高颜值，产业高质量。对生态环境要求高的医

疗器械产业从无到有、快速壮大，长汀医疗器械产业园

里聚集企业超过 50 家，看中的就是长汀的好山好水好

空气。曾宪星和他的康博医疗器械有限公司第一个进

驻，主做防护服和引流导管，用的是无菌车间，最关心的

是空气质量。“厂房空气过滤器，有的地方一月就得一

换。在长汀，半年都不用操心！”

绿水青山间，医疗器械、纺织服装、文旅康养等新兴

主导产业高质量发展步履铿锵，长汀已连续四年荣膺福

建省“县域经济发展十佳县”，今年 8 月被列为全国水土

保持高质量发展先行区。

生态高颜值，民生高福祉。长汀用水土流失治理统

筹经济社会发展，2011 年至 2020 年，地区生产总值年均

增长 9%，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从 12378 元、

7085 元提高到 28988 元、18149 元。

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今年 3月，习近平总书记

在福建考察调研时再次提及长汀：“我给大家讲，给生态

投了钱，看似不像开发建设一样养鸡生蛋，但这件事必

须抓。抓到最后却是养了金鸡、生了金蛋。”

采访结束告别长汀，凝眸回望，满目苍翠，满山希望

……

（上接第一版）如今，刘成辉的门店每天收发货量有 300
多单，一年盈利 15 万元左右。

农村电商火热得益于农村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加快

推进。截至今年 6 月，农村地区互联网普及率为 59.2%，

行政村通光纤和 4G 的比例均超过了 99%，越来越多的

乡亲享受到数字化带来的便利和实惠。

农村电商快速发展，带旺了乡村消费。今年 10 月

份，我国乡村市场销售同比增长 5.6%，增速比上月加快

0.2 个百分点。截至去年底，乡村消费品零售额增长速

度连续 8 年快于城镇。“十三五”时期，全国农村网络零

售额由 2016 年的 0.89 万亿元增长到 2020 年的 1.79 万亿

元，年均增长率 19.1%。

——田间连餐桌，优质又优价，农村电商成为农民

增收新支撑。

“前段时间还未开镰，大米已经被订购一空。”江苏

省宿迁市宿豫区董墩村香米种植基地的李先才，靠着电

商订单将 600 亩香米变成俏货，带动 35 户农民增收致

富。今年以来，宿豫区新上线销售特色农产品 400 多

种，名优农产品网上销售额突破 10 亿元。

在河北省巨鹿县，返乡创业青年马杰正在直播带

货，订单量不断攀升。“每天销售金银花产品 200 多单，

年销售额 100 多万元。”马杰说，金银花是巨鹿县的特

产，网上销售后，越来越多的“头回客”成为“回头客”。

流量变成“新农资”，直播成了新农事，电商销售成

为农产品销售的重要渠道。截至去年底，全国农村网商

（店）达 1520.5 万家，综合示范带动农村就地创业就业

3600 万人，累计带动 618.8 万脱贫群众增收。今年以

来，各地农村创业创新支持力度不断加大，越来越多的

返乡下乡人员运用互联网等现代手段带动乡亲们增收。

——强产业、育人才，农村电商成为乡村振兴新动力。

“苹果连上电商产业链，物流费用明显下降。”陕西

省宜君县农产品主播杨婷快人快语。该县引入物流企

业，畅通农产品出村进城通道。“宜君苹果线上竞争力越

来越强，前不久又有乡亲主动找我带货。”

农村电商助力脱贫产业链。目前，全国 832 个脱贫

县已建设各类电商服务点超过 10 万个，农产品上行、工

业品下行通道进一步畅通。人流、物流、资金流向脱贫

地区延伸，促进一家一户小生产有效对接大市场，从“产

什么卖什么”向“市场需要什么生产什么”转变，有力带

动脱贫地区农业增效、农民增收。

加快培育农村电商人才，有力推动乡村人才振兴。

2019 年以来，商务部推动全国电子商务公共服务平台

建设应用，开展惠民惠企行动，统筹电商平台、专业培训

机构等多类服务资源，面向涉农主体在内的广大中小企

业和个人，免费提供农村电商课程和相关服务。

农产品供应链进一步优化。今年以来，农村电商在

促进农产品产销对接、推动农业转型升级、促进脱贫攻

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等方面成效

显著。农业农村部下一步将以“互联网+”农产品出村

进城工程为抓手，促进农产品产销顺畅衔接、优质优价，

带动农业转型升级、提质增效，拓宽农民就业增收渠道，

为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新动能。

12 月 5 日，俯瞰江苏省盱眙县天泉湖，冬日时节的红杉林色彩斑斓，一艘小船驶在湖心，漾开浅浅的波纹。在蓝天白云眏衬下，人与自

然构成美丽的画卷。近年来，盱眙县通过实施生态修复行动，全县水环境持续改善，也有力推动了当地旅游业的发展。

许昌银摄（影像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