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四节  购买性支出 

 

二、基础设施投资 

1.基础设施投资的性质 

基础设施特别是大型基础设施，大都属于资本密集型行业，很难由个别企业的独立投资来完成。大型基础设

施具有初始投资大、建设周期长、投资回收慢的特征。 

 

2.基础设施投资的提供方式 

（1）政府与民间共同投资的提供方式。适用于具有一定的外部效应、盈利率较低或风险较大的项目，如高速

公路、集装箱码头及高新技术产业等。政府在其中主要发挥资金诱导和政策支持作用。 

 

（2）政府筹资建设，或免费提供，或收取使用费。主要适用于：   

① 战备公路、核电站、宇航事业等维护国家安全需要的项目 

② 长江三峡、青藏铁路、南水北调等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项目 

③ 反垄断的需要。垄断排斥竞争，因此对垄断行业政府可以通过公共定价严格管理，也可以由政府直接投资 

④ 市区道路、上下水道、过街天桥等基层设施项目。 

 

（3）政府投资，法人团体经营运作。政府既拥有最终的决策权，法人团体拥有经营自主权，责任明确。如道

路、港口、中小机场等。 

（4）私人出资、定期收费补偿成本并适当盈利，或地方主管部门筹资、定期收费补偿成本。如地方性公路和

桥梁建设等。（贷款修路、收费还贷） 

 

（5）PPP 模式。 

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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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资本承担设计、建设、运营、维护基础设施的大部分工作，通过“使用者付费”及必要的“政府付费”获

得合理投资回报；政府部门负责基础设施及公共服务价格和质量监管，以保证公共利益最大化；形成利益共

享、风险共担、全程合作的伙伴式合作关系；实质是政府购买服务； 

 

PPP 模式不仅是一种融资手段，而且是一次体制机制变革，涉及行政体制改革、财政体制改革、投融资体制改

革。 

❷ 优点：PPP 模式以提供产品和服务为出发点，达成特许权协议，形成“利益共享、风险共担、全程合作”

伙伴合作关系，优势在于使合作各方达到比单独行动预期更为有利的结果，即政府的财政支出更少，企业的

投资风险更小。 

 

❸ 推广运用 PPP 模式的意义： 

① 促进经济转型升级、支持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必然要求。 

政府通过 PPP 模式向社会资本开放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项目，可以拓宽城镇化建设融资渠道，形成多元化、

可持续的资金投入机制，有利于整合社会资源，盘活社会存量资本，激发民间投资活力，拓展企业发展空间，

提升经济增长动力，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 

 

② 是加快转变政府职能、提升国家冶理能力的一次体制机制变革。 

PPP 模式要求平等参与、公开透明，政府和社会资本按照合同办事，有利于简政放权，更好地实现政府职能转

变，弘扬契约文化，体现现代国家治理理念。 

 

③ 是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构建现代财政制度的重要内容。 

PPP 模式的实质是政府购买服务，要求从以往单一年度的预算收支管理，逐步转向强化中长期财政规划，这与

深化财税体制改革的方向和目标高度一致。 



 

3.财政投融资制度--政策性金融 

（1）财政投融资的概念 

是政府为实现一定的产业政策和其他政策目标，通过国家信用方式筹集资金，由财政统一掌握管理，并根据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以出资（入股）或融资（贷款）方式，将资金投向急需发展的部门、企业或事业的

一种资金融通活动，被称为“政策性金融”。 

在我国，基础部门属于资金短缺部门（投资需求大于储蓄），而居民和工业内部加工部门属于资金过剩部门，

政府运用投融资机制保持对基础设施的适度投资水平，对于调整产业结构、提高社会经济效益，效果十分明

显。 

 

（2）财政投融资和商业性投融资的不同 

投资并不意味着完全的无偿拨款，也不同于商业性投融资。  

商业性投融资主要通过资本市场和商业银行获得资金，它适合于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厂商，商业性投融资渠道

提供的资金要求兼顾安全性、流动性、盈利性，基础产业部门很难全部满足。 

 

（3）财政投融资的基本特征 

❶ 财政投融资的目的性很强，范围有严格限制，主要为具有提供“公共物品”特征的基础产业部门融资。 

❷ 财政投融资是一种政府投入资本金的政策性融资。 

❸ 计划性与市场机制相结合。 

财政投融资的重要依据是市场参数，并对市场的配置起补充调整作用。 

财政投融资可通过多种方式取得资金，如通过投资预算、信用渠道、金融机构、资本市场、甚至还可以从国外

获取。 

 

❹ 财政投融资的管理由政策性金融机构负责统筹管理和经营。 

一般来说，政策性银行的资本金，主要由政府预算投资形成，与经常性预算是分开的。 

❺ 财政投融资的预算管理比较灵活。 

在预算年度内，财政投融资预算在一定范围内（如 50％）的追加，无需主管部门的审批，而国家预算的调整，

需要经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批通过。 

 

三、“三农”支出 

1.“三农”是指农业、农村和农民。 

“三农”支出是指财政用于农业、农村和农民方面的支出。研究“三农”问题的目的是要解决农业发展、农村

稳定、农民增收。 

 

2.“三农”支出的必要性 

（1）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自然也是财政的基础； 

（2）在发展农业中，国家财力的支持是政府和财政的一项基本职责； 

（3）从长远看，农业投入的资金应当主要来自农业部门和农户自身的积累，国家投资只应发挥辅助的作用。

但要使农业农村部门和农户自身的积累成为农业投入的主要资金来源，是有条件的，而我国则很难满足其条

件。 

 

3.财政对农业投资的特征： 

（1）以立法的形式规定财政对农业的投资规模和环节，使农业的财政投入具有相对稳定性。 

（2）财政投资范围应明确界定，主要投资于以水利为核心的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农业科技推广、农村教育和

培训等方面。 

（3）注重农业科研活动，推动农业技术进步。 

 

4.我国财政支农政策 



（1）根据固家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的规定，多渠道筹集资金，加大对农业的投入。例如确保财政的农业投

入的增幅高于经常性收入的增幅。 

（2）我国农业正面临着新的考验，财政必须从统筹城乡社会经济发展的战略入手，把解决“三农”问题放在

突出的位置予以支持，并从思想观念上实现“两个转变”： 

一是由过去的农村支持城市、农业支持工业逐步转变为城市反哺农村、工业反哺农业； 

二是加大农村财政投资体制改革的力度。 

 

（3）可采取的具体措施主要有： 

① 大幅度增加国家对农业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各级政府在计划和安排资金投入上应优先保证农业发

展的需要。 

② 在农业投资方向上深化政革：将农业投资的重点放在解决影响农业主体效益提高的薄弱环节上，进步加大

有利于促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有利于直接增加农民收入、有利于提高我国农业国际竞争力等

项目的投资力度，增加农业科研和科技推广领域的投资。 

 

③ 深化改革财政对农业的投资方式，对主要体现社会效益以及能够形成国家资产的农业项目，原则上采取国

家直接无偿投资的方式；对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具有示范价值和经济效益显著的建设项目，可以采取国家投

资参股、资本金投入和担保、贴息等方式，也可以在项目建成后采取资产租赁、转让和出售等方式实现国家

投资的回收。 

④ 健全财政监督机制，确保国家支农资金及时全额到位，完善农业投资法律体系，加强国家对农业财政投资

的法律约束。 

 

【例-单选题】关于基础设施特点的说法，错误的是（  ） 

A.资本密集型反映了基础设施的属性 

B.基础设施需要投入大量资本 

C.基础设施建设周期较长 

D.基础设施投资回收期较短 

答案：D 

解析：基础设施特别是大型基础设施，大都属于资本密集型行业，具有初始投资大、建设周期长、投资回收慢

的特征，这些特点决定了大型的基础设施很难由个别企业的独立投资来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