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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特许经营项目融资是适用于基础设施、公用事业和自然资源开发等大中型项目的越来越流行的
重要筹资手段，BOT、PFI和PPP则是特许经营项目融资的典型模式。
这里所说的项目融资专指狭义项目融资，即“通过项目融资”，而非广义的“为项目融资”。
项目融资有许多模式，较流行、大家也最熟悉的是BOT，即build-operate-transfer (建造-经营-移交)，是
指政府通过特许权协议，授权外商或私营商进行项目(主要是基础设施和自然资源开发)的融资、设计
、建造、经营和维护，在规定的特许期(通常为10~~30年)内向该项目的使用者收取费用，由此回收项
目的投资、经营和维护等成本，并获得合理的回报，特许期满后项目将移交(一般是免费)给政府。
　　BOT自1984年土耳其首相Turgut Ozal首次应用于土耳其公共基础设施的私有化过程中后，引起了
世界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广泛关注和应用，是为大型项目融资的一种流行方式。
在我国，BOT是政府通过与外商或私营商签订特许权协议吸引外资或民间资本加快国内基础设施建设
的一种手段，故也常称做“特许权或特许经营招标”或“法人招标”. BOT模式有BOT
、BOOT(build-own-operate-transfer，建造-拥有-经营-移交)、BOO (build-own-operate，建造-拥有-经营
）三种基本形式和BT、BLT、ROT、TOT等十多种演变形式。
　　项目融资中另一较为流行的模式是ABS，即asset-backed/based securitization (基于资产的证券化)，
是指将缺乏流动性但能产生可预见的、稳定的现金流量的资产归集起来，通过一定的安排，对资产中
的风险与收益要素进行分离与重组，进而转换为在金融市场上可以出售和流通的证券的过程。
ABS是20世纪80年代首先在美国兴起的一种新型的资产变现方式，根据资产类型的不同，主要有信贷
资产证券化(以信贷资产为基础资产的证券化)和不动产证券化(以不动产如基础设施、房地产等为基础
资产的证券化)两种。
与BOT相比，ABS有时更具优点，例如，一些出于某些考虑不宜采用BOT的基础设施项目，如重要铁
路干线和大规模电厂等，都可以采用ABS.　　随着项目融资的发展，另外一个词PPP(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公私合伙/合营，但在我国，由于国有企业是独立核算的法人，可以或已经作为非公共部
门参与了很多项目，因此，PPP译为“政企合伙/合营”更准确)越来越流行，特别是在欧洲。
该词最早由英国政府于1992年提出，是指政府与私营商签订长期协议，授权私营商代替政府建设、运
营或管理公共基础设施并向公众提供公共服务。
由此可见，PPP本质上和BOT差不多，但PPP的含义更为广泛，反映更为广义的公私合营关系，除了基
础设施(公路、铁路、地铁、隧道、桥梁、机场、港口、通信、供电/水厂、污水/垃圾处理厂等)、自
然资源开发(采矿/油/气、处理/冶炼厂、输送管等)，还包括公共服务产品/机构(如邮局、医院、学校
、剧院、体育馆、监狱、警察局等)的民营化等(后者在英国则称做private finance initiative， PFI)。
但与BOT相比，PPP更强调的是政府在项目中的参与(如占股份)，更强调政府与企业的长期合作与发挥
各自优势，共享收益、共担风险和社会责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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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特许经营项目融资（BOT、PFI和PPP）是适用于基础设施、公用事业和自然资源开发等大中型项目的
越来越流行的重要筹资手段。
本书结合作者多年的研究、教学和实践经验编写而成，系统介绍特许经营项目融资的含义、特征、优
缺点、应用范围、项目过程、结构、合同、资金来源、风险管理等，并有大量的实际案例和有关法规
政策文件，既有理论的系统性和前沿性，更有实务运作的指导性；既可作为大学相关专业（如工程管
理、项目管理、工商管理、金融、投资）研究生和本科生相关课程的教材，又可作为各种中高级管理
人员培训班有关投融资与资本运作课程的教材，以及有关业界相关人员（如政府、银行、投资、法律
、工程和管理人员等）的实务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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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　项目融资的重要性　　1.1.1　基础设施行业规划对融资模式改革的要求　　2004年12月17日，
《国家高速公路网规划》已经由国务院审议通过，规划中指出2005-2030年，国家将斥资两万亿元，新
建5.1万公里高速公路，使我国高速公路达到8.5万公里。
在规划的8.5万公里中，到2004年底，已通车里程已超过3.4万公里，继续保持世界第二。
据估计，建成这个系统大约需要30年，2020年前高速公路网将处于较快的建设阶段。
而据“十一五”规划，到2010年，全国公路总里程将达到200万公里，其中高速公路3.5万多公里，年均
投资规模约1400亿元；到2020年，全国公路总里程达到250多万公里，其中高速公路达到7万公里以上
，国家对公路（含高速公路）建设的投资预计是人民币21 000亿元，2010-2020年年均投资约1000亿元
。
类似地，我国的《中长期铁路路网规划》计划到2010年（即“十一五”期间），建设新线1.98万公里
，其中客运专线9800公里，建设既有线复线8000公里，既有线电气化改造1.5万公里，使全国铁路营业
里程达到8.5万公里以上（其中复线3.5万、电气化3.5万公里），复线、电气化率均达到45％以上，快
速客运网总规模达到2万公里以上，煤炭通道总能力达到18亿吨，西部路网总规模达到3.5万公里，平
均每年投资1500亿以上。
到2020年，使全国铁路营运里程达到10万公里，复线率和电气化率均达到50％，其中建设客运专线1.2
万公里以上，规划建设新线约1.6万公里，规划既有线增建二线1.3万公里，既有线电气化1.6万公里。
以保证铁路运输能力满足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主要技术装备达到或接近国际先进水平。
根据规划，预计到2020年的铁路建设投入达20 000亿元。
在“十一五”规划中，未来全国特大城市的地铁和轻轨通车里程将超过1500公里，投资总额超过2000
亿元。
因此，未来十几年仅交通建设就需要巨额的投资，如果单靠国家投资是不现实的，也是不可行的。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沿海港口的建设也将有巨大的发展。
到2010年，中国沿海港口总吞吐能力将达到35亿吨，集装箱码头总吞吐能力达1.2亿标准箱（TEU）。
据统计，2004年，国家港口建设投资约300亿元，2003年为200亿元，其增长速度接近50％。
有专家概算：建设1万TEU集装箱码头设计规模，沿海和长江中下游港口需2000万元左右，而长江上游
则高达3000万元以上；按平均投资2500万／万TEU计，1.2亿标准箱总投资约为3000亿元，目前已完
成7600万标准箱建设，光此项资金缺口约为1100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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