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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报告简介

观研报告网发布的《2017-2021年中国公私合作(PPP)模式市场运营态势及投资战略研究报
告》涵盖行业最新数据，市场热点，政策规划，竞争情报，市场前景预测，投资策略等内容
。更辅以大量直观的图表帮助本行业企业准确把握行业发展态势、市场商机动向、正确制定
企业竞争战略和投资策略。本报告依据国家统计局、海关总署和国家信息中心等渠道发布的
权威数据，以及我中心对本行业的实地调研，结合了行业所处的环境，从理论到实践、从宏
观到微观等多个角度进行市场调研分析。

官网地址：http://baogao.chinabaogao.com/xixinfuwu/292809292809.html

报告价格：电子版: 7200元    纸介版：7200元    电子和纸介版: 7500

订购电话: 400-007-6266 010-86223221

电子邮箱: sale@chinabaogao.com

联 系 人: 客服

特别说明：本PDF目录为计算机程序生成，格式美观性可能有欠缺；实际报告排版规则、美
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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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报告目录及图表目录

PPP（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又称PPP模式，即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是公共
基础设施中的一种项目运作模式。在该模式下，鼓励私营企业、民营资本与政府进行合作，
参与公共基础设施的建设。

在国务院、相关部委和地方政府密集出台系列性PPP政策文件，大力推广PPP模式的
背景下，我国PPP迎来了井喷式发展。财政部PPP中心日前发布的全国PPP综合信息平台项
目库第7期季报显示，截至6月末，按照财政部相关要求审核纳入项目库的项目，即全国入库
项目有13554个，总投资额达16.4万亿元。

目前，PPP项目覆盖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19个行业
领域。PPP项目共分为识别、准备、采购、执行、移交5个阶段。落地率是指执行和移交两
个阶段项目数之和与准备、采购、执行、移交4个阶段项目数总和的比值，不考虑识别阶段
项目。第7期季报显示，截至今年6月末，已签约落地项目2021个、投资额3.3万亿元，落地
率34.2%。上海以100%位居第一，北京、安徽分别以66.7%、62.5%分列第二、三位。 

从地域和行业领域来看，落地项目数前三位的是山东、新疆和安徽，合计占落地项目
总数的30.4%。记者注意到，四川、新疆（不含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河南、内蒙古4个地
区投资额均超过万亿元。 

落地项目数前三位的行业领域是市政工程、交通运输以及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合计
占落地项目总数的64.3%。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可再生能源等多个领域PPP项目都具有推
动经济结构绿色低碳化的作用。截至6月末，全国入库项目中绿色低碳项目7826个、投资额
6.4万亿元，占全国入库项目的比重分别为57.7%、39.3%。截至6月末，已落地绿色低碳项
目176个、投资额13555亿元，分别占全国落地项目的58.2%、41.1%。 

从社会资本合作方类型角度分析，民企参与行业数比去年增多。截至6月末，495个落
地的国家示范项目包括283个独家社会资本项目和212个联合体项目，签约社会资本共785家
，其中民营企业（含民营独资和民营控股）291家，占比37.1%，比去年同期统计结果高5.1
个百分点。民营企业参与的行业领域达15个，其中市政工程94个、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27
个、能源11个。
PPP模式一般流程图 资料来源：中国报告网数据中心整理 PPP项目有使用者付费、
政府付费和可行性缺口补助等3种收入来源。采用政府付费和可行性缺口补助的项目因涉及
政府财政资金使用而备受业界关注。从季报统计看，截至6月末，使用者付费项目有4929个
、投资额5万亿元，分别占入库项目总数和总投资额的36.4%和30.5%；政府付费项目4659
个、投资额4.3万亿元，分别占入库项目总数和总投资额的34.4%和26.5%；可行性缺口补助
项目3966个、投资额7万亿元，分别占入库项目总数和总投资额的29.2%和43.0%。
行业内公司2016年营业收入和利润的增长率 资料来源：中国报告网数据中心整理 中
国报告网发布的《2017-2021年中国公私合作(PPP)模式市场运营态势及投资战略研究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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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严谨、数据翔实，更辅以大量直观的图表帮助本行业企业准确把握行业发展动向、市
场前景、正确制定企业竞争战略和投资策略。本报告依据国家统计局、海关总署和国家信息
中心等渠道发布的权威数据，以及我中心对本行业的实地调研，结合了行业所处的环境，从
理论到实践、从宏观到微观等多个角度进行市场调研分析。它是业内企业、相关投资公司及
政府部门准确把握行业发展趋势，洞悉行业竞争格局，规避经营和投资风险，制定正确竞争
和投资战略决策的重要决策依据之一。本报告是全面了解行业以及对本行业进行投资不可或
缺的重要工具。

本研究报告数据主要采用国家统计数据，海关总署，问卷调查数据，商务部采集数据
等数据库。其中宏观经济数据主要来自国家统计局，部分行业统计数据主要来自国家统计局
及市场调研数据，企业数据主要来自于国统计局规模企业统计数据库及证券交易所等，价格
数据主要来自于各类市场监测数据库。
第一章 公私合作（PPP）基本概述
1.1 公私合作（PPP）简介
1.1.1 PPP模式的定义
1.1.2 PPP模式的优势
1.1.3 PPP模式的意义
1.1.4 PPP模式的任务
1.2 公私合作（PPP）模式的类型
1.2.1 融资性质
1.2.2 非融资性质
1.2.3 其他性质
1.3 公私合作（PPP）项目分类
1.3.1 外包类
1.3.2 私有化类
1.3.3 特许经营类
1.4 公司合作（PPP）特征分析
1.4.1 伙伴关系
1.4.2 利益共享
1.4.3 风险共担
1.5 公私合作（PPP）模式风险分析
1.5.1 政策风险
1.5.2 汇率风险
1.5.3 技术风险
1.5.4 财务风险
1.5.5 营运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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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2015-2017年PPP模式国际发展分析
2.1 国际PPP管理机构的共性分析
2.1.1 设立PPP中心的必要性
2.1.2 PPP中心的主要职能
2.1.3 PPP中心的机构设置
2.1.4 成功PPP中心的共性
2.2 美国
2.2.1 从官僚提供到PPP模式
2.2.2 美国保障房的PPP模式
2.2.3 美国港口建设PPP模式
2.2.4 美国创新型机关建设PPP模式
2.3 加拿大
2.3.1 加拿大PPP发展现状
2.3.2 加拿大PPP管理模式
2.3.3 PPP对加拿大经济的影响
2.3.4 卑诗省保障房PPP模式
2.4 英国
2.4.1 英国PPP管理模式
2.4.2 英国桥梁建设PPP模式
2.4.3 PPP推动民资参与公共建设
2.4.4 英国开展PPP业务特点分析
2.4.5 英国PPP模式经验借鉴
2.5 澳大利亚
2.5.1 澳大利亚PPP管理模式
2.5.2 澳大利亚PPP融资模式
2.5.3 澳大利亚PPP运营管理经验
2.5.4 澳大利亚学校建设PPP项目
2.5.5 澳大利亚文化建设PPP模式

第三章 2015-2017年中国PPP模式发展环境分析
3.1 经济环境
3.1.1 国际经济发展形势分析
3.1.2 中国经济运行情况分析
3.1.3 中国工业经济运行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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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4 中国服务产业快速增长
3.1.5 中国宏观经济运行趋势
3.2 投融资环境
3.2.1 货币信贷环境稳定
3.2.2 社会融资规模现状
3.2.3 小额贷款企业现状
3.2.4 民间投资企稳回升
3.3 财政环境
3.3.1 财政政策形势分析
3.3.2 2017年财政支出政策
3.3.3 2017年财政收支安排
3.3.4 财政改革发展分析

第四章 2015-2017年中国PPP模式发展分析
4.1 国内PPP模式发展历程分析
4.1.1 探索阶段
4.1.2 试点阶段
4.1.3 推广阶段
4.1.4 反复阶段
4.1.5 普及阶段
4.2 中国推广PPP模式的意义分析
4.2.1 新型城镇化建设需要
4.2.2 利于改进政府公共服务
4.2.3 利于建立现代财政制度
4.3 2016年中国PPP模式发展分析
4.3.1 财政部大力推广PPP模式
4.3.2 PPP助力构建绿色金融体系
4.3.3 PPP推动经济结构绿色低碳化
4.3.4 PPP推动交通基础设施建设
4.3.5 PPP提高三四线城市服务水平
4.3.6 PPP模式激发社会资本活力
4.3.7 国内PPP模式取得良好成效
4.4 2016年中国PPP项目发展现状分析
4.4.1 2016年国家PPP项目总况
4.4.2 至2016年底国家PPP示范项目运行现状



观研报告网 www.chinabaogao.com

4.4.3 至2016年底全国PPP入库项目运行现状
4.4.4 2016年国家PPP入库项目变化趋势分析
4.5 2017年中国城市PPP发展环境指数分析
4.5.1 PPP发展环境的评价框架
4.5.2 PPP发展环境相关指标分析
4.5.3 城市PPP发展环境指数100强
4.5.4 PPP发展环境指数诊断分析
4.6 PPP领域上市公司投资动态分析
4.6.1 投资规模统计
4.6.2 投资区域分布
4.6.3 投资领域分布
4.6.4 投资模式分析
4.6.5 典型投资案例
4.7 国内第三批PPP示范项目详细分析
4.7.1 国内第三批PPP示范项目简介
4.7.2 第二、三批PPP示范项目对比
4.7.3 第三批PPP示范项目总体情况
4.7.4 第三批项目覆盖一级行业情况
4.7.5 第三批项目覆盖二级行业情况
4.8 推广运用PPP模式面临的主要任务
4.8.1 构建适宜PPP模式发展的制度环境
4.8.2 推动成立PPP协调管理机构
4.8.3 认真组织PPP项目试点工作
4.8.4 认真做好PPP模式的宣传培训工作
4.9 PPP模式推广运用工作推行建议
4.9.1 大力推动制度创新
4.9.2 坚持科学决策原则
4.9.3 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4.9.4 激发社会资本活力和效率
4.9.5 有效平衡经济与社会效益

第五章 2015-2017年中国BOT模式分析
5.1 BOT模式概述
5.1.1 BOT的发展演变
5.1.2 BOT的实施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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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3 BOT的优势分析
5.1.4 BOT的法律特点
5.2 BOT模式的参与者
5.2.1 项目发起人
5.2.2 产品购买商
5.2.3 建筑发起人
5.2.4 保险公司
5.2.5 债权人
5.2.6 供应商
5.2.7 运营商
5.2.8 政府
5.3 BOT与其它模式的比较分析
5.3.1 与BOO的比较
5.3.2 与BOOT的比较
5.4 BOT建设案例分析
5.4.1 英法海峡隧道
5.4.2 广西来宾电厂
5.4.3 马来西亚南北高速公路

第六章 2015-2017年中国TOT模式分析
6.1 TOT模式概述
6.1.1 TOT的发展意义
6.1.2 TOT的运作程序
6.1.3 TOT的优势分析
6.2 TOT实施注意事项
6.2.1 注意新建项目的效益
6.2.2 转移项目的维修改造
6.2.3 注意转让价格问题
6.2.4 加强国有资产评估
6.2.5 投资法律环境问题
6.3 TOT模式案例分析
6.3.1 兰州七里河安宁污水处理厂
6.3.2 合肥王小郢污水处理厂TOT模式

第七章 2015-2017年中国其他PPP模式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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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DB模式
7.1.1 DB模式的特点
7.1.2 DB模式适用的范围
7.1.3 DB模式工程造价的构成
7.1.4 影响DB模式承包造价的因素
7.2 BOO模式
7.2.1 BOO模式的优势分析
7.2.2 BOO模式的适用范围
7.2.3 BOO模式的综合案例
7.3 合资合作模式
7.3.1 合资合作的层面分析
7.3.2 合资合作的模式分类
7.3.3 合资合作模式的转型

第八章 2015-2017年部分省市PPP模式发展分析
8.1 北京市
8.1.1 北京市PPP模式试点项目实施方案
8.1.2 北京市基础设施建设PPP试点项目
8.1.3 北京市PPP模式试点方案保障机制
8.1.4 2016年北京市PPP工作重心
8.1.5 2016年北京市PPP项目动态
8.2 江苏省
8.2.1 江苏出台办法推进PPP模式
8.2.2 江苏首批PPP模式融资试点
8.2.3 江苏首批PPP试点项目名单
8.2.4 江苏推广PPP项目对接
8.2.5 2016年江苏PPP项目网上推介
8.3 浙江省
8.3.1 PPP政策支持力度分析
8.3.2 浙江PPP项目现状分析
8.3.3 各地级市PPP项目现状
8.3.4 PPP重点发展区域
8.4 山西省
8.4.1 PPP政策支持力度分析
8.4.2 山西PPP项目现状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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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3 各地级市PPP项目现状
8.4.4 PPP重点发展区域
8.5 湖南省
8.5.1 湖南推广PPP模式指导意见
8.5.2 湖南PPP模式“两供两治”
8.5.3 政府购买养老服务PPP模式
8.5.4 湖南省扩大有效投资相关意见
8.5.5 2016年PPP示范项目入围情况
8.6 四川省
8.6.1 首次PPP模式建养老机构
8.6.2 2016年PPP示范项目入围情况
8.6.3 进一步加强政府债务和融资管理
8.6.4 四川省推行PPP模式关注问题
8.6.5 四川省推行PPP模式实践路径
8.7 广东省
8.7.1 广东省PPP项目库审核规程
8.7.2 广东运用PPP模式推动绿色GDP
8.7.3 广东公共设施建设领域PPP试点
8.7.4 广东省PPP项目发展现状分析
8.7.5 广州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项目方案
8.8 福建省
8.8.1 福建推广PPP试点的指导意见
8.8.2 福建首批122个PPP试点项目
8.8.3 福建PPP试点的关键环节
8.8.4 2016年PPP示范项目入围情况
8.9 新疆自治区
8.9.1 PPP政策支持力度分析
8.9.2 新疆PPP项目现状分析
8.9.3 各地级市PPP项目现状
8.9.4 PPP重点发展区域
8.10 其他省份
8.10.1 河北省
8.10.2 安徽省
8.10.3 江西省
8.10.4 广西自治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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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2015-2017年PPP项目合同分析
9.1 PPP项目的基本合同体系
9.1.1 项目合同
9.1.2 股东协议
9.1.3 履约合同
9.1.4 融资合同
9.1.5 保险合同
9.1.6 其他合同
9.2 PPP项目合同管理的原则
9.2.1 依法治理
9.2.2 平等合作
9.2.3 维护公益
9.2.4 诚实守信
9.2.5 公平效率
9.2.6 兼顾灵活
9.3 服务合同
9.3.1 主要特征
9.3.2 适用范围
9.3.3 潜在优势
9.3.4 潜在劣势
9.4 管理合同
9.4.1 主要特征
9.4.2 适用范围
9.4.3 潜在优势
9.4.4 潜在劣势
9.5 承租合同或租赁合同
9.5.1 主要特征
9.5.2 适用范围
9.5.3 潜在优势
9.5.4 潜在劣势
9.6 特许权
9.6.1 主要特征
9.6.2 适用范围
9.6.3 潜在优势
9.6.4 潜在劣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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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 BOT和类似安排
9.7.1 主要特征
9.7.2 适用范围
9.7.3 潜在优势
9.7.4 潜在劣势
9.8 合资企业
9.8.1 主要特征
9.8.2 适用范围
9.8.3 潜在优势
9.8.4 潜在劣势

第十章 PPP模式化解政府债务分析
10.1 政府债务趋势及消化模式分析
10.1.1 长期政府债务扩张
10.1.2 转嫁成本消化债务
10.1.3 结构调整消化债务
10.1.4 被动式消化债务
10.2 PPP化解债务运作模式选择
10.2.1 转化现有基础设施
10.2.2 新建基础设施分析
10.2.3 改扩建现有基础设施
10.2.4 PPP化解地方债务的关键
10.3 不同领域PPP化解债务模式分析
10.3.1 市政建设
10.3.2 土地收储
10.3.3 教科文卫
10.3.4 保障性住房
10.3.5 农林水利建设
10.3.6 交通运输设施建设
10.3.7 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

第十一章 PPP项目实施运营分析
11.1 PPP项目实施流程分析
11.1.1 收集投标人信息
11.1.2 公告和资格预审



观研报告网 www.chinabaogao.com

11.1.3 确定采购流程
11.1.4 投标估值流程
11.1.5 通用招标文件
11.1.6 合同关键要素
11.1.7 谈判与合同生效
11.1.8 主要的实施事项
11.2 PPP项目的主要运营风险
11.2.1 市场收益不足风险
11.2.2 项目唯一性风险
11.2.3 配套设备服务提供风险
11.2.4 市场需求变化风险
11.2.5 收费变更风险
11.2.6 政府信用风险
11.2.7 应对风险建议
11.3 PPP项目运营建议
11.3.1 项目选择方面
11.3.2 伙伴选择方面
11.3.3 合同订立方面
11.3.4 合同履行方面

第十二章 2015-2017年园区开发中PPP模式应用及案例分析
12.1 中国园区发展概述
12.1.1 国内园区发展沿革
12.1.2 国内园区发展现状
12.1.3 园区发展的一般路径
12.1.4 园区发展需要政企合作
12.2 园区开发类项目应用PPP模式的适用性分析
12.2.1 园区开发适合应用PPP模式
12.2.2 园区开发具备PPP模式基础
12.2.3 园区开发符合PPP模式特性
12.2.4 园区开发契合PPP模式本质
12.2.5 园区开发满足PPP模式要求
12.3 园区开发类项目应用PPP模式的要素解析
12.3.1 项目内容
12.3.2 风险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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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3 回报机制
12.3.4 监管体系
12.4 2015-2017年园区开发PPP项目发展现状
12.4.1 发展总况
12.4.2 发起类型
12.4.3 发起时间
12.4.4 合作期限
12.4.5 分布区域
12.4.6 实施阶段
12.4.7 运行方式
12.4.8 回报机制
12.4.9 项目投资额
12.5 2015-2017年园区开发PPP项目案例分析
12.5.1 项目分类与对应案例
12.5.2 典型园区开发PPP案例
12.5.3 固安工业园区PPP项目
12.5.4 汕头滨海新城PPP项目
12.5.5 徐家湾综合改造PPP项目
12.5.6 武汉经济产业园PPP项目
12.5.7 园区开发PPP案例对比分析
12.6 园区开发PPP模式的推进建议
12.6.1 因地制宜应用PPP模式
12.6.2 解决项目不匹配问题
12.6.3 产生PPP项目示范效应
12.6.4 应用PPP项目的特殊性

第十三章 2015-2017年交通领域PPP模式应用及案例分析
13.1 2015-2017年铁路PPP模式发展情况及案例分析
13.1.1 国外经典案例借鉴分析
13.1.2 国内铁路建设融资需求
13.1.3 鼓励社会资本投建铁路
13.1.4 城际铁路PPP模式分析
13.1.5 城际铁路PPP案例分析
13.2 2015-2017年机场PPP模式发展情况及案例分析
13.2.1 民用机场PPP模式可行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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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2 民用机场PPP模式应用案例
13.2.3 民用机场PPP模式发展建议
13.2.4 通用机场PPP模式应用分析
13.2.5 通用机场PPP模式建设案例
13.3 2015-2017年PPP模式在港口建设中的应用分析
13.3.1 国外港口PPP项目案例分析
13.3.2 国内港口投融资领域发展现状
13.3.3 PPP框架下的港口投融资安排
13.3.4 国内港口PPP模式应用动态
13.4 2015-2017年PPP模式在公路建设中的应用分析
13.4.1 公路建设资金需求分析
13.4.2 公路建设传统融资方式
13.4.3 公路建设中BOT模式的应用
13.4.4 公路建设中BLT模式的应用
13.4.5 公路建设中产业基金的应用

第十四章 2015-2017年城市轨道交通领域PPP案例分析
14.1 城市轨道交通投融资模式分析
14.1.1 政府全投资模式
14.1.2 市场化投资模式
14.1.3 以地养铁——“R+P”（港铁）模式
14.1.4 PFI（Private Finance Initiative）模式
14.2 城市轨道交通PPP模式分析
14.2.1 城市轨道交通PPP模式应用条件
14.2.2 城市轨道交通SB-O-T模式
14.2.3 城市轨道交通B-SO-T模式
14.3 伦敦地铁运营维护项目分析
14.3.1 项目背景与概况
14.3.2 伦敦地铁PPP模式之失
14.3.3 对我国轨道交通建设的启示
14.4 北京地铁4号线PPP案例分析
14.4.1 北京地铁4号线简介
14.4.2 4号线PPP公司股东
14.4.3 4号线PPP项目运作模式
14.4.4 4号线PPP项目运作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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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4.5 4号线PPP项目票价机制
14.4.6 4号线PPP公司承担的风险
14.4.7 4号线采用PPP模式的意义
14.5 北京地铁14号线PPP案例分析
14.5.1 北京地铁14号线简介
14.5.2 14号线PPP项目运作模式
14.5.3 14号线PPP项目运作过程
14.5.4 政府企业分工明确
14.5.5 项目风险分担机制
14.6 北京地铁16号线PPP案例分析
14.6.1 北京地铁16号线简介
14.6.2 16号线PPP项目运作模式
14.6.3 16号线PPP项目股权结构
14.6.4 16号线PPP项目最新进展

第十五章 2015-2017年水务领域PPP模式应用及案例分析
15.1 水务行业融资方式
15.1.1 政府融资
15.1.2 企业主导的市场融资
15.1.3 合资融资模式
15.1.4 项目融资模式（PPP）
15.1.5 新型融资模式
15.2 国际发达国家水务市场化分析
15.2.1 英国：完全私营模式
15.2.2 荷兰：完全公营模式
15.2.3 美国：公营为主的混合模式
15.3 中国城市水务行业PPP运行的关键问题
15.3.1 自然垄断与行政垄断
15.3.2 融资目标或效率目标
15.3.3 短期价格竞争与长期价格垄断
15.3.4 合法成本与合理成本
15.3.5 风险共担与风险兜底
15.3.6 PPP中的政府多重角色的困惑
15.3.7 竞争规避与垄断延续
15.4 国内水务行业PPP案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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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4.1 水务行业PPP发展机遇
15.4.2 成都自来水六厂BOT模式
15.4.3 汕头污水处理厂BOT模式
15.4.4 杭州污水处理厂BT模式
15.4.5 天津污水处理厂DBO模式
15.4.6 北京污水处理设施运营项目

第十六章 2015-2017年海绵城市领域PPP模式应用及案例分析
16.1 海绵城市领域PPP模式发展分析
16.1.1 海绵城市PPP模式可行性分析
16.1.2 PPP模式助力海绵城建资金问题
16.1.3 海绵城市PPP项目仍依赖政府补贴
16.1.4 重点关注海绵城市PPP项目落地率
16.1.5 创新模式助力海绵城市PPP项目推广
16.2 美国High Point改造项目案例分析
16.2.1 项目简介
16.2.2 改造目标
16.2.3 融资模式
16.2.4 细节展示
16.2.5 经验借鉴
16.3 国内海绵城市PPP模式应用分析
16.3.1 “池州模式”初见成效
16.3.2 镇江海绵城市建设PPP项目
16.3.3 PPP助力多地海绵城市建设
16.3.4 嘉兴海绵城建PPP试点项目
16.4 应用PPP模式发展海绵城市建设的建议
16.4.1 有利政策吸引社会资本
16.4.2 加强民间资本利益保障
16.4.3 进一步完善法律政策

第十七章 2015-2017年垃圾处理领域PPP案例分析
17.1 太原市城市生活垃圾焚烧处理BOT项目
17.1.1 项目情况
17.1.2 运作过程
17.1.3 合同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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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4 参与主体
17.1.5 运作要点
17.1.6 运作流程
17.1.7 法律文件
17.1.8 风险分配
17.2 北京市海淀区循环经济产业园再生能源发电厂PPP项目
17.2.1 项目规模
17.2.2 项目总投资
17.2.3 项目选址
17.2.4 项目运作模式
17.3 北京市高安屯垃圾焚烧厂项目
17.3.1 项目基本情况
17.3.2 项目运作模式
17.3.3 项目融资方案
17.3.4 国家政策支持
17.3.5 项目实施意义
17.4 苏州市吴中静脉园垃圾焚烧发电项目
17.4.1 项目概况
17.4.2 各方主体
17.4.3 合作机制
17.4.4 收益机制
17.4.5 借鉴价值
17.5 大理市生活垃圾处置城乡一体化系统工程
17.5.1 项目概况
17.5.2 建设模式
17.5.3 运行模式
17.5.4 结算方式
17.5.5 监管方式
17.5.6 借鉴价值

第十八章 2015-2017年国内PPP项目资产证券化分析
18.1 2015-2017年国内PPP项目资产证券化发展动态
18.1.1 中东部率先试水PPP资产证券化
18.1.2 首单私募PPP资产证券化项目分析
18.1.3 首批PPP资产证券化项目获准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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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4 PPP资产证券化的发展存在压力
18.1.5 第二批PPP资产证券化发展动态
18.2 2015-2017年国内首批PPP资产证券化项目相关分析
18.2.1 首批四单PPP资产证券化项目共性
18.2.2 首批四单项目的参与方受益分析
18.2.3 首批PPP资产证券化项目的意义
18.2.4 首批PPP资产证券化项目高效落地
18.2.5 PPP资产证券化后续推广的关键问题
18.3 PPP项目资产证券化产品的主要特点
18.3.1 产品整体特点
18.3.2 类固收产品
18.3.3 安全性较高
18.3.4 产品期限较长
18.4 PPP资产证券化的主要参与方
18.4.1 计划管理人
18.4.2 投资人
18.4.3 推广机构
18.4.4 评级机构
18.4.5 律师事务所
18.4.6 会计事务所
18.5 PPP项目资产证券化操作实务分析
18.5.1 法律基础
18.5.2 操作流程
18.5.3 核心问题
18.5.4 应对策略
18.6 PPP项目资产证券化存在的问题
18.6.1 期限不匹配的问题
18.6.2 现金流覆盖本息问题
18.6.3 收益权质押担保问题
18.6.4 社会资本退出的问题
18.6.5 中长期投资者较缺乏
18.7 PPP项目资产证券化建议
18.7.1 PPP资产证券化政策建议
18.7.2 PPP非标准产品标准化发展
18.7.3 搭建PPP资产证券化交易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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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4 加速推进PPP项目资产证券化

第十九章 2015-2017年金融机构参与PPP项目的途径及案例分析
19.1 银行机构
19.1.1 “信贷+PPP”业务模式分析
19.1.2 “投贷+PPP”业务模式分析
19.1.3 “理财+PPP”业务模式分析
19.1.4 产业基金模式介入PPP项目
19.1.5 金融服务模式介入PPP项目
19.1.6 银行PPP业务发展新方向
19.2 信托机构
19.2.1 贷款融资模式介入PPP项目
19.2.2 信托机构直接投资PPP项目
19.2.3 产业基金模式介入PPP项目
19.2.4 “股权+债权”投资PPP项目
19.2.5 PPP促进政信合作模式转型
19.3 保险机构
19.3.1 “保险+PPP项目”政策发展分析
19.3.2 “股权融资+PPP”业务模式分析
19.3.3 “直接投资+PPP”业务模式分析
19.3.4 保险资金投资PPP项目优势分析
19.3.5 保险资金投资PPP项目劣势分析
19.4 证券机构
19.4.1 PPP项目的债券设计与承销
19.4.2 资管计划模式介入PPP项目
19.4.3 另类投资模式介入PPP项目
19.4.4 PPP业务提升券商抗风险能力

第二十章 2014-2017年国内PPP模式相关政策分析
20.1 2014年PPP模式相关政策解读
20.1.1 关于推广PPP模式有关问题的通知解读
20.1.2 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解读
20.1.3 PPP模式《指导意见》与《操作指南》解读
20.1.4 PPP示范项目实施有关问题的通知解读
20.2 2015年PPP模式重点政策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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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2015年PPP模式重点政策概览
20.2.2 市政PPP项目推介工作的通知解读
20.2.3 收费公路推广PPP模式的意见解读
20.2.4 公共租赁住房推进PPP模式的通知解读
20.2.5 《PPP物有所值评价指引》解读
20.3 2016年PPP模式重点政策解读
20.3.1 2016年PPP模式重点政策概览
20.3.2 PPP项目财政管理暂行办法解读
20.3.3 公共服务领域推进PPP的通知解读
20.3.4 林业领域推进PPP模式的意见解读
20.3.5 传统基础设施PPP资产证券化解读
20.4 2017年PPP模式重点政策分析
20.4.1 2017年PPP模式重点政策概览
20.4.2 PPP信息平台公开管理办法解读
20.4.3 农业领域推进PPP模式的意见解读
20.4.4 规范PPP项目资产证券化的通知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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