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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PPP(public鄄private partnership)模式是一种采

用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的融资模式。 如何充分发挥

PPP 模式的融资优势,采用 PPP 模式建设海绵城市,
推动我国海绵城市建设进程,是国内外学者关注的

重点。

1摇 海绵城市建设采用 PPP 模式的原因

海绵城市建设是一项政府为了确保公共利益、
优化提高公共服务水平而进行防洪水、保供水、促节

水的宏伟工程,是涉及水生态、水资源、水环境、水安

全、水文化的惠民工程,是打造城市宜居环境、提高

居民生活品质的一项公共建设服务,属于政府应该

提供的公共产品和服务的范围。 而 PPP 模式能提

高财政资金公共服务供给绩效水平。 当前,传统的

融资渠道遇到困难,政府融资平台受到制约,而大量

社会资本找不到投向。 海绵城市建设的启动无疑为

产业转型升级带来机遇。 海绵城市建设项目采用

PPP 模式,通过物有所值和财政承受能力的评价,可
以解决政府盲目上项目的问题,可以提高财政资金

的供给绩效,在制度安排和资金投放上保证海绵城

市建设的可持续性和稳定性。 另外,PPP 模式可以

充分结合政府的控制力、影响力与社会资本的灵活

性、创新性、风险抵抗能力,克服政企合一积贫、积
弱、积弊的诟病。

2摇 海绵城市建设采用 PPP 模式的风险及风
险规避

2. 1摇 风险

a. 政府管理风险。 从建设内容看,海绵城市建

设是综合工程,涵括勘察、设计规划、投资、建设运

营,以及历史人文、生态建设等,具有高复杂性。 同

时,项目条件不清晰,相关部门在项目各阶段责任不

明确,地方政府在组织管理这项工程时也会遇到诸

多挑战,如轻规划重投资、建而不管等,难以做到因

地制宜和可持续发展。 而企业的逐利本性和缺乏约

束性考核,地方政府在相关范畴内所需的治理能力

欠缺,增加了政府的管理风险。
b. 技术风险。 海绵城市建设作为一项综合性

的工程,涉及全产业链的规划、建设和运营等,对技

术要求非常高。 国外虽有比较成熟的城市建设技术

体系可以借鉴,但由于城市之间差异大,我国企业尚

没有建设海绵城市的成熟经验,相关技术的适用性

和系统性认知缺乏,需要制定一系列相关技术指

南等。
c. 投资风险。 PPP 模式的核心特征是“风险共

担、利益共享冶。 我国目前没有专门针对 PPP 模式

的法律法规,这是贯穿 PPP 项目全生命周期所面临

的最大风险,也是最致命风险。 从社会资本角度,项
目必须有财务清偿能力和盈利能力,而项目回报难

是社会资本目前比较顾虑的问题和风险。
2. 2摇 风险规避

a. 在项目发起环节进行严格的项目识别、筛选

和认真评估,做好顶层设计。
b. 建立完善 PPP 信息平台,加快完善合作伙伴

遴选机制。 在 PPP 项目伙伴的预审、优选和协商等

流程,通过公开招标或邀请招标以及全方位的审查,
增强项目的竞争性和透明性。

c. 在项目缔约环节对风险进行全面定量描述

和成本估算,设计合理的风险分担机制,优化资源

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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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建立健全 PPP 项目回报机制。 对海绵城市

这种难以准确测算回报且付费体系不成熟的项目,
积极探索项目回报商业模式,如通过财政、税收,配
置土地、物业、广告等经营资源,为稳定投资回报、吸
引社会投资创造条件。

3摇 海绵城市建设采用 PPP 模式的核心原则
与“6 个加法冶

3. 1摇 核心原则

海绵城市建设采用 PPP 模式的核心原则是“一
个加法和一个减法冶。 对第一个 P(Public),政府要

学习做“减法冶,学会放手,相信社会资本的创造力,
相信社会资本和政府一样有担当和风险判断的能

力,做到简政、放权、让利,从而充分释放和激发社会

资本的活力和动力。 具体而言,政府在 PPP 项目的

关键过程中做好主导工作,发挥社会参与与监督作

用,建立信用法规制度,建立全国统一的公开信息平

台和信用信息征集共享平台,完善市场监督体系,对
项目全生命周期实行动态监管。 对于第二个 P
(Private),社会资本要学习做“加法冶,即在新形势

下社会资本适应市场规律,打造自身核心竞争优势,
寻找合适的商业模式,在这一轮“海绵经济冶的大潮

中找到机遇,成功升级转型,把企业做大做强。

3. 2摇 “6 个加法冶
第 1 个加法:棚户区改造,利用旧城改造拉动刚

需。 第 2 个加法:用地规划及城市公共空间规划。
借鉴重庆经验,做好用地规划及城市公共空间规划,
利用土地流转盘活存量。 第 3 个加法:绿地系统规

划。 利用旅游景观、古城修复,改造拉动文化旅游市

场,增加社会资本可期回报。 第 4 个加法:生物多样

性技术。 利用生物多样性技术涵养水源,净化水质,
拉动生物园林、动植物工厂及其“绿色冶市场需求。
第 5 个加法:中国元素的文化创新。 利用具有中国

元素的文化创新来建设海绵城市,契合新农村建设

理念。 用文化理念创新新农村建设,进行棚户区改

造,修复古镇村落,开展农村养老服务等,充分拉动

农村地区人口的消费需求,既促进三农建设,服务实

体经济,又实现了产业结构的调整。 第 6 个加法:推
进海绵产业升级。 围绕海绵城市建设新技术、新工

艺、新材料的实体经济需求,孵化发展实体经济,复
兴以水为源头的本土文化,最终实现生态文明建设

的终极目标———“山清水秀岸绿天蓝人气爽,养眼

洗肺精神佳冶,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看得见山、望得

见水、记得住乡愁冶的工作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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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摇 长江生态环境修复重点

笔者认为,当前长江生态环境问题主要是人类

活动剧烈改变了河流条件、降低了环境容量,因此,
降低工程影响是修复重点。 首先要舒缓工程造成的

正反馈强不稳定过程,借助自然力量,坚持以非结构

措施为主,不造成新的破坏。 修复工作应主要通过

调整规划,优化管理,采取必要技术手段,尽量恢复

长江自然生态功能,提高环境容量。 针对长江水文

过程、通量和生境条件变化,建议采取以下 6 方面生

态环境修复措施:淤以“水资源工程冶重新定位上游

大型水电站,用水资源目标优化大型水库调度。 对

金沙江中上游及支流大型水库,汛期以蓄水蓄能为

主;对长江下游水库,主汛期降低汛限水位,相机拦

洪;对三峡水库,要严格执行既定防洪职责,并优化

提高防洪能力;对流域水库,主汛期后要提前蓄水,
减少秋季蓄水量。 于高效开展“水库挖泥冶,修复河

流物质和营养通量,抑制荆江等河道冲刷,减少水库

污染物存积量,消除河流内部污染源。 盂引清水入

洞庭,扩大洞庭湖区水量和环境容量,增加河湖调控

机制,从根本上减少荆江冲刷,维护河湖稳定格局。

榆加强中下游河道的维护和分蓄洪区的建设。 提高

城-汉河段泄洪能力,维持自然湖区的水位和联通

性;以安全与发展为目标,加快蓄滞洪区设施和现代

农业的建设,妥善处置超额洪水,确保区内群众生活

水平。 虞上游梯级水库“调峰调能冶,集成开发水面

与滇藏等高辐射地区光伏电源,以水电为龙头大幅

增加清洁能源的比例,有效降低梯级水库积温和温

滞效应。 愚改革水电利益分配机制,保障流域生态

保护与绿色发展资金。
(收稿日期:2016 08 21摇 编辑:彭桃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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