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经 济A4 □2023 年 3 月 27 日 星期一 □本版责编 杜汶昊 □本版美编 郭佳卉

传统融资模式难以为继传统融资模式难以为继 政策手段亟待创新政策手段亟待创新

城市更新项目资金难题怎解城市更新项目资金难题怎解
■中国城市报记者 郑新钰

“城市更新的运营项目融
资现状太难了！”近日，司空定
制家居科技有限公司CEO刘
湘文在接受中国城市报记者采
访时吐露的心声，折射了城市
更新工作的痛点和难点——依
附于地产投资的金融模型已不
适合城市运维阶段的需求。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完
善支持绿色发展的财税、金融、
投资、价格政策和标准体系。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
“实施城市更新行动”，将其作
为着力扩大国内需求的工作重
点之一。

城市更新项目特别是运营
类项目融资难题如何解？绿
色金融如何为其提供动能？
地方城市有哪些探索实践？中
国城市报记者进行了相关梳理
采访。

探索产融结合之路

今年的全国两会已落下帷
幕，万华禾香生态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董事长郭兴田对会上频
繁出现的3个词印象深刻——
中国式现代化、高质量发展和
扩大内需。

“我们14亿多中国人民要
想过上幸福的生活，势必要找
到一条绿色可持续之路。”郭兴
田在实践中感受到，我国经济
发展模式正在由投资驱动型转
向运营驱动型，过去“大量建
设、大量消耗、大量排放”和过
度房地产化的城市开发建设方
式已经难以为继。

在郭兴田看来，城市发展
也正由粗放式发展进入到精细
化发展阶段。“城市的深度精细
化运营既是扩内需、保就业、稳
投资、促消费、建设强大国内市
场的重要战场，也是实现财税
转型的新路径。”由此，郭兴田
认为，对城市存量资产进行科
学系统化地梳理和盘点，靠运
营管理、优化配置，让存量资产
发挥出更大的经济价值和产业
价值，显得尤为重要。

中国城市报记者了解到，目
前存量改造和运维项目是面向
以长期运营驱动为底层逻辑的
项目，需要大量前期资本投入，
单靠政府财政投入远远不够。

“目前国内城市更新项目
的融资手段仍以财政资金、专
项债、PPP（政府和社会资本合
作模式）、F+EPC（融资+设计
—采购—施工总承包模式）等
方式为主进行融资。”刘湘文提
到，城市更新基金兴起于2021
年，逐渐成为非常重要的融资
手段之一。

根据刘湘文的梳理，截至
2022年底，国内城市更新基金
的模式主要分为两种：一是政
府主导型——财政部门负责实
施，城投公司负责具体代为出
资人职责；二是企业主导型
——主要是由参与城市更新项
目的房地产开发企业和建筑企
业发起。

“无论是政府主导还是企
业主导，目前的城市更新基金
仍然面向传统基建和地产开发
领域，主要收益来源于土地整
理、土地增值。”刘湘文说。

实践下来，现如今业内的
共识是，城市更新项目应有区别
于传统高周转、高毛利的地产发
展模式和资产抵押风控模型。

金融机构、社会资本以及产业资
本，要在新型的城市更新整体解
决方案中寻找新的机会。

打造多层次
绿色金融投融资体系

如何为城市更新项目注入
长期、稳定、低息的金融活水？
中国城市报记者注意到，不少
城市先试先行，在搭建绿色金
融投融资体系方面进行了有益
探索。

比如拥有913万老区人民
的河南省信阳市，正通过引导
和鼓励相关产业资本和金融资
本参与，形成政府资金与社会
资本相互补充的多层次绿色金
融投融资体系。

“城市更新既是民生工程
也是发展工程，有扩内需、促消
费、稳投资、保就业的重要作
用。”3月20日，在一场媒体见
面会上，信阳市委常委、副市长
李俊向中国城市报记者表示，
今年信阳第一批共谋划城市建
设项目834个，总投资3661.31
亿 元 ，年 度 计 划 完 成 投 资
1120.82亿元。

值得关注的是，信阳市计
划与万华生态集团合作，通过

“绿色金融+城市更新+产业园”

模式，发行首支城市更新基金。
李俊介绍称，该基金由政

府引导，依托社会资本，结合城
市资源特点，通过绿色金融加
城市更新加产业园模式，致力
于推动城市更新项目建设。投
入范围主要涵盖工业产业园、
人才公寓、老旧小区改造、绿色
家装、综合能源、医疗教育等城
市更新项目，以及围绕城市更
新的产业链企业。

据悉，目前该专项基金得
到了众多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
的关注，已经就具体项目如信
阳市综合检验检测产业园、信
阳市妇幼保健院院区改造、雷
山匠谷人才公寓、新城国际底
商改造等展开合作。

“一线城市资源过剩，产业
和资本的集聚都非常明显，但
二三线城市乃至县域地区，产
业集聚和融资能力都相对较
弱。”刘湘文呼吁政府和监管部
门出台更多合适的扶持政策，
引导产业和资本将目光投向二
三线城市。

让存量资产实现
真正激活和运营

为了让金融活水真正激活
存量资产，郭兴田提出了三点

建议：首先，财政资金适度引
导。设立专项产业基金，鼓励
和带动社会产业资本积极参与
存量资产改造和项目运营。

其次，政策性银行大力扶
持。金融机构监管部门要认真
研究存量资产改造和运维的特
性，针对性地出台鼓励政策性
银行扶持社会资本参与城市更
新和存量改造的相关低成本融
资政策。

最后，商业金融机构积极
参与。存量运维项目具有轻资
产、长周期、低毛利、稳定性强
的特点。商业银行自身要做好
产品创新，可以采用数字化、智
能化手段进行运维监管，可积
极尝试将传统的事前风控逐步
转向事中风控模型，配套做好
绿色金融的支持服务，真正为
资产的可持续运营赋能。

“综上，在充分发挥财政政
策的引导、支持、激励、杠杆作
用的前提下，充分引导和带动
社会资本参与城市绿色低碳更
新改造项目，拓宽绿色发展的
多元化融资渠道，从而让存量
资产实现真正激活和运营，开
辟新的内需市场，带动新的就
业和税收。同时，逐步实现金
融资本的去地产化、去泡沫
化。”郭兴田说。

江西出台财政江西出台财政““2424条条””促经济回稳向好促经济回稳向好
■中国城市报记者 郑新钰

近日，江西省财政厅出台
《关于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并加
力提效 促进经济回稳向好的
若干措施》（以下称“24 条措
施”），集中力量助力投资、消
费、外贸协同发展。

中国城市报记者了解到，
“24条措施”坚持把高质量发
展作为首要任务，在抓好稳经
济一揽子政策和接续措施落实
的基础上，将财政发力方向聚

焦到“三驾马车”上来，突出对
实体经济的帮扶，推进经济运
行整体好转。

具体来说，首先，把握战略
基点，推动投资扩围增效。11
条具体内容体现在3个方面：加
强“两新一重”基础设施建设，推
进基础性、公益性、补短板方面
项目建设；支持科技创新升级，
推动重大平台建设、关键核心技
术攻关、基础研究等；推进制造
业高质量发展，支持布局未来产
业，培育增长新动能，促进传统

产业转型、新兴产业倍增。
其次，抓住核心重点，推动

消费提质扩容。主要包括 3
条：提振商贸消费，举办应季促
销活动等，营造浓厚的消费氛
围；拓展文旅消费，加快建设一
批省级夜间文旅消费集聚区，
积极创建国家文化和旅游消费
示范城市，鼓励持续推出专项
消费券、免门票等系列优惠活
动；保障民生商品保供稳价。

再次，紧盯企业痛点，推动
市场壮大发展。4条具体内容

体现在3个方面：实施税费优
惠政策，延续实施新能源汽车
免征车辆购置税政策，深入开
展涉企违规收费整治，建立协
同治理和联合惩戒机制，坚决
查处乱收费、乱罚款、乱摊派；
加大政府采购政策支持，综合
运用预留份额、价格扣除等举
措支持中小企业参与政府采
购，将政府采购工程面向中小
企业的预留份额阶段性提高至
40%以上政策延续到2023年
底；加强财政金融政策引导，实

施小微企业融资担保降费奖补
政策。

最后，破除贸易堵点，推动
经济循环畅通。6条具体内容
体现在3个方面：加大招商引
资力度，实施招大引强奖励政
策；全力稳定对外贸易，深入实
施“千企百展”工程，对企业出
境参展给予资金补助；推进高
水平对外开放，稳定开行赣欧
班列、铁海联运精品线路，打造
江西起运、通达全球的国际物
流大通道。

2023海南国际文创周
在三亚开幕

3月24日，以“共振·燎原”为

主题的2023海南国际文创周在

海南三亚开幕。本届文创周包

含1场主论坛，以及涵盖县域、乡

创、文旅、文创、设计五大领域的

共创活动。此外，文创周现场还

设置了展示各类文创产品的市

集，吸引不少消费者打卡、选

购。图为2023海南国际文创周

市集上人头攒动。

中国城市报记者 张亚欣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