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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中国计划”（Urban China Initiative）和麦肯锡全球研究院联

合举办了“城镇化进程中的地方政府融资模式”研讨会，40 余名政、企、

学界经济学家及城市专家在会上探讨了地方政府融资的现状、挑战及未来

变革方向。 

近两年，随着房地产调控持续，“土地财政”模式难以为继，这也显

著加大了地方的财政压力和融资压力。与地方财政收入和银行融资减少形

成鲜明对比的是，地方发展经济的需求却在增加，社会保障、教育、医疗、

行政支出等刚性支出不断增加，很多产业发展也要求地方资金配套。同时

未来几年也是加速推进城镇化的重要时期。市政建设投资存在巨大缺口，

地方政府急需开辟新的融资渠道和创造新型融资工具。 

另一方面，针对地方融资平台的整顿工作最近几年一直在进行。2012

年底，财政部、发改委、人民银行、银监会等四部委联合下发《关于制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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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政府违法违规融资行为的通知》，规定“融资平台公司因承担公共租赁

住房、公路等公益性项目建设举借需要财政性资金偿还的债务”、“不得

向非金融机构和个人借款，不得通过金融机构中的财务公司、信托公司、

基金公司、金融租赁公司、保险公司等直接或间接融资”。2013 年 4 月

25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会议明确要求抓紧建立规范的地方政府

举债融资机制。 

研讨会上，国家发改委宏观研究院资深研究员刘立峰，鹏元资信评估

有限公司常务副总裁、评级总监周沅帆，以及贵阳市云岩区区长、原贵阳

市金融办主任杨继分别介绍了有关地方政府融资的深入见解和地区经验。 

国家发改委宏观研究院资深研究员刘立峰: 

在我看来，地方政府融资是地方的各级政府为实现经济和社会的发展

目标，通过财政、金融渠道筹措资金的行为。我国已经出现了一个相对稳

定的融资结构体系，以土地财政为引擎，融资平台为枢纽，政府背景贷款

为源泉，三者互为依托。 

2002 至 2011 年，土地出让收入从 283 亿元迅速窜升到 6586 亿元，年均

增长 41.9%；土地收益占地方政府财政性资金的比例由 18.3%提高到

56.6%。地方政府城建融资对土地收益的依赖可见一斑。 

固然土地财政对于推进城镇化有着积极作用，但土地出让净收益减少、受

经济波动影响较大，将影响政府土地储备中心或融资平台的还贷能力，迫

使商业银行加强对土地抵押贷款的控制。另一方面，现有征地制度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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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将限制地方政府通过土地抵押获得银行贷款的能力。此种情况将迫使地

方政府从依赖土地抵押贷款向多元化融资转型。未来，市政债、公私合作

和城市运营商模式将得到发展与推广。 

鹏元资信评估有限公司常务副总裁、评级总监周沅帆： 

当前地方政府的资金未能得到高效利用，问题是多方面的，比如融资

主体不规范、职能不明晰；融资模式比较单一，风险集中在银行体系；地

方政府所依赖的土地财政长期难以为继；融资平台管理不完善等等。 

我国地方政府拥有大量国有资产，只要合理利用资源，就能实现资产收益

的最大化。比如地方政府拥有各类国有企业股权，可以通过资产重组改制

等手段，将企业的优势资产做大做强，充分发挥地方龙头企业的优势，促

进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 

再如地方政府作为城市管理者，拥有城市建设和开发等诸多权利，这些权

利本身也是一种资源。地方政府应积极发挥这部分资源的作用，通过市场

创造收益。 

要想更好地实施地方融资，需明确政府职能、打造多元化的融资主体、积

极发挥各种融资方式的作用，并提高政府信息透明度。此外，加大债券融

资力度、推进资产证券化融资、大力发展项目融资等有利于地方政府融资

模式创新的办法也应该推广。 

贵阳市云岩区区长，原贵阳市金融办主任杨继： 

以贵阳为例，由于存在地形地貌、产业结构和人口密度的难点，城市

预览已结束，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
https://www.yunbaogao.cn/report/index/report?reportId=1_4698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