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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路工程投融资机制竞争态势概述

§ 公路工程投融资市场规模，

1. 公路工程投融资市场规模庞大，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近年来，我国公路工程投资保持稳步增长态势，2021年全国

公路工程投资额达到3.6万亿元，同比增长7.5%。

2. 公路工程投融资市场具有地区差异性。东部地区公路工程投

资额较高，中部和西部地区投资额相对较低。

3. 公路工程投融资市场存在季节性波动。一季度和二季度是公

路工程投资的高峰期，三季度和四季度投资额相对较低。

§ 公路工程投融资方式，

1. 公路工程投融资方式多样化，包括政府投资、银行贷款、社

会资本投资、发行债券等。

2. 政府投资是公路工程投融资的主要方式，占比约为60%。

3. 银行贷款是公路工程投融资的第二大方式，占比约为20%。

4. 社会资本投资和发行债券是公路工程投融资的补充方式，占

比分别为10%和5%。



 公路工程投融资机制竞争态势概述

公路工程投融资风险，

1. 公路工程投融资存在多种风险，包括政策风险、市场风险、施工风险、资金风险、环境风险等。

2. 政策风险是公路工程投融资面临的主要风险之一，包括政府政策变化、行业政策调整等。

3. 市场风险是公路工程投融资面临的另一大风险，包括工程量变化、工程成本上升、工程价格下跌

等。

4. 施工风险是公路工程投融资面临的常见风险，包括施工质量问题、施工进度延误、施工事故等。

公路工程投融资政策，

1. 国家出台了一系列公路工程投融资政策，支持公路工程建设和发展。

2. 《公路法》是我国公路工程投融资的基本法律，规定了公路工程投资、建设、养护和管理等方面

的法律制度。

3. 《公路工程投融资管理办法》是我国公路工程投融资的主要行政法规，规定了公路工程投融资的

程序、方式、管理等内容。

4. 《公路工程招投标管理办法》是我国公路工程招投标的主要行政法规，规定了公路工程招投标的

程序、方式、管理等内容。



 公路工程投融资机制竞争态势概述

§ 公路工程投融资改革，

1. 公路工程投融资体制改革是近年来我国公路工程投融资领域

的一项重要改革。

2. 公路工程投融资体制改革的目的是健全公路工程投融资机制，

提高公路工程投融资效率，保障公路工程建设质量。

3. 公路工程投融资体制改革的主要内容包括完善公路工程投融

资政策体系、建立公路工程投融资风险分担机制、加强公路工

程投融资监管等。

§ 公路工程投融资前景，

1. 公路工程投融资市场前景广阔。随着我国经济的持续发展，

公路工程建设需求将不断增长。

2. 公路工程投融资方式将更加多样化。政府投资、银行贷款、

社会资本投资、发行债券等多种投融资方式将共同作用，满足

公路工程建设资金需求。

3. 公路工程投融资风险将得到有效控制。随着公路工程投融资

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公路工程投融资风险将得到有效控制，

公路工程建设质量和安全将得到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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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T、TOT、EPC等模式优劣势对比

BOT、TOT模式比较

1. 相同点：BOT与TOT同属于以特许经营权为核心的融资机制，均由政府部门通过招标方式选择特许权人，授权其负责工程的建设、运营和维护。

2. 不同点：

  - 投资主体不同：BOT模式下，特许权人负责工程的投资和建设，而TOT模式下，特许权人负责工程的运营和维护，投资主体则是政府部门或其他公共机构。

  - 风险承担不同：BOT模式下，特许权人承担工程建设和运营过程中的大部分风险，而TOT模式下，特许权人承担运营和维护过程中的风险，而工程建设期

间的风险由政府部门或其他公共机构承担。

  - 收费方式不同：BOT模式下，特许权人通过向用户收取通行费或其他费用来获得收益，而TOT模式下，特许权人通过向政府部门或其他公共机构收取特许

权使用费来获得收益。



 BOT、TOT、EPC等模式优劣势对比

§ BOT、EPC模式比较

1. 相同点：BOT与EPC同属于以项目公司为主体的融资机制，均由项目公司负责工程的建设、运营和维护。

2. 不同点：

  - 投资主体不同：BOT模式下，项目公司需自筹资金或通过贷款方式筹集资金，而EPC模式下，项目公司可通过总

承包商的方式进行工程建设，无需自筹资金。

  - 风险承担不同：BOT模式下，项目公司承担工程建设和运营过程中的大部分风险，而EPC模式下，项目公司承担

工程建设过程中的风险，而运营和维护过程中的风险由总承包商承担。

  - 收费方式不同：BOT模式下，项目公司通过向用户收取通行费或其他费用来获得收益，而EPC模式下，项目公司

通过向政府部门或其他公共机构收取工程款来获得收益。



 BOT、TOT、EPC等模式优劣势对比

TOT、EPC模式比较

1. 相同点：TOT与EPC同属于以政府部门或其他公共机构为主体的融资机制，政府部门或其他公共机构通过招标方式选择总承包商，委托其负责工程的建设、

运营和维护。

2. 不同点：

  - 投资主体不同：TOT模式下，投资主体是政府部门或其他公共机构，而EPC模式下，投资主体是总承包商。

  - 风险承担不同：TOT模式下，政府部门或其他公共机构承担工程建设和运营过程中的大部分风险，而EPC模式下，总承包商承担工程建设和运营过程中的

风险。

  - 收费方式不同：TOT模式下，政府部门或其他公共机构通过向用户收取通行费或其他费用来获得收益，而EPC模式下，总承包商通过向政府部门或其他公

共机构收取工程款来获得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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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PPP）模式解析

PPP模式的定义与基本原则

1. PPP模式（Public-Private-Partnership）是指政府与社会

资本在基础设施或公共服务领域进行合作，以满足公共需求和

提供公共服务的融资、建设和运营模式。

2. PPP模式的基本原则包括：风险共担、利益共享、权利义务

对等、合作平等、公开透明、依法合规等。

3. PPP模式的优势在于能够充分调动社会资本的积极性和创造

力，提高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提供效率，缓解政府财政压

力，促进经济发展。

PPP模式的主要参与方及其角色

1. PPP模式的主要参与方包括政府部门、社会资本方、运营方、

金融机构等。

2. 政府部门负责项目立项、可行性研究、招投标、合同签订、

监督管理等工作。

3. 社会资本方负责项目的出资、建设、运营和维护等工作。

4. 运营方负责项目的日常运营和维护工作。

5. 金融机构负责向PPP项目提供贷款或其他融资服务。



 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PPP）模式解析

§ PPP模式的风险分担机制

1. PPP模式下，项目风险主要包括建设风险、运营风险、需求风险、金融风险、法律风险等。

2. 政府和社会资本方通常通过合同约定风险分担方式，常见的风险分担方式包括：

固定比例分担、风险比例分担、条件性风险分担、全额风险分担等。

3. 风险分担机制的选择应根据项目的具体情况而定，以确保项目风险能够得到妥善分担和控

制。

§ PPP模式的收益分配机制

1. PPP模式下，项目的收益主要包括项目收入、政府补贴、资产增值收益等。

2. 政府和社会资本方通常通过合同约定收益分配方式，常见的收益分配方式包括：固定收益

分配、浮动收益分配、混合收益分配等。

3. 收益分配机制的选择应根据项目的具体情况而定，以确保项目收益能够得到合理分配。



 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PPP）模式解析

PPP模式的退出机制

1. PPP模式下，社会资本方在项目合作期满后，通常需要通过退出机制退出项目。

2. PPP模式下的退出机制主要包括：项目股权转让、项目资产出售、项目回购等。

3. 退出机制的选择应根据项目的具体情况而定，以确保社会资本方能够顺利退出项目。

PPP模式的法律法规框架

1. PPP模式在我国的发展离不开法律法规的规范和支持。

2. 我国目前已经出台了一系列关于PPP模式的法律法规，包括《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条例》、《财

政部关于开展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的指导意见》等。

3. 这些法律法规为PPP模式的规范发展提供了法律依据，保障了政府和社会资本方的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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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于收益风险分担的投融资机制创新

基于收益风险分担的投融资机制创新

1. 回报与风险是互为关连、相辅相成的，明晰收益分配、合理承担亏损风险，是基于收益风险分担

原则的核心所在。

2. 科学统筹投资风险与经营风险，兼顾兼顾收益与风险，在合适范围内激励投资人与经营人共同努

力，以实现通力合作。

3. 由政府、投资人、经营机构以及最终受益方等各方共同参与和协商，系统式地协调风险与收益，

促使各方深入挖掘投资潜力和创新动力。

引入利益相关者参与机制

1. 建立由政府、社会组织、企业、民间团体组成的利益相关者网络，确保各方利益在决策过程中得

到体现。

2. 制定利益相关者参与机制，规范参与主体参与投融资决策的过程和方式，保障其参与权利。

3. 充分听取利益相关者的意见和建议，通过利益相关者参与机制，对投融资规划、项目实施、运营

效益等进行评估和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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