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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摘要、目录、图表

    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是指各级地方政府成立的以融资为主要经营目的的公司，包括不同

类型的城市建设投资、城建开发、城建资产公司等企业（事）业法人机构，主要以经营收入

、公共设施收费和财政资金等作为还款来源。  

    政府融资平台公司指由政府及其部门和机构等通过财政拨款或注入土地、股权等资产设立

，承担政府投资项目融资功能，并拥有独立法人资格的经济实体。 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有四大

统计口径：  

    （一）央行口径 央行口径主要按贷款主体进行分类，包括：各类开发区、园区投融资平台

；国有资产管理公司；土地储备中心类公司；城市投资建设公司；财政部门设立的税费中心

；交通运输类政府投融资平台；其他类型等七大方面。  

    （二）银监会口径 银监会口径主要按资金用途进行分类，其对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标准的认

定包括四大方面：是否由政府主导或者绝对控制；主要业务是否是融入资金；融资行为是否

全部或者部分由地方财政直接或间接承担偿债责任或提供担保；所筹集资金是否主要用于基

础设施建设或准公益性政府投资项目。此外，政府部门贷款亦纳入统计口径范围之内。  

    （三）狭义口径 狭义口径是各行发放的有对应项目、但无明确项目收入对应、其还款来源

为统筹安排的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贷款。  

   （四）打捆贷款口径 打捆贷款口径则是无对应项目的相关贷款，这类项目风险最大。  政府

融资平台四大融资渠道       

融资平台   

渠道       

银行贷款   

银行贷款是地方政府最重要的融资渠道。       

债权融资   

地方政府债券融资主要通过地方政府债券和城投债两种金融产品。       

信托融资   

按照是否有银行参与，地方政府信托融资分为集合信托和银信合作理财。       

股权融资   

目前已经上市融资且具有城投背景的公司较多，主要有三种模式：（一）整体上市，（二）

优质资产打包上市，（三）原有上市公司战略转型     资料来源：艾凯咨询网整理  

    政府项目融资中大部分依赖银行贷款，信托融资、债权融资和股权融资很大程度上仅起到



补充融资平台资本金以撬动更多银行贷款的作用，预计这种情况将继续保持并发展下去。随

着我国监管部门对融资平台风险的逐步重视、对融资平台融资的逐步规范，地方融资平台将

更多地依赖自身真实经营状况和当地未来实际的发展前景合理选择融资模式，加快地方城市

建设。  

    本研究报告数据主要采用国家统计数据，海关总署，问卷调查数据，商务部采集数据等数

据库。其中宏观经济数据主要来自国家统计局，部分行业统计数据主要来自国家统计局及市

场调研数据，企业数据主要来自于国统计局规模企业统计数据库及证券交易所等，价格数据

主要来自于各类市场监测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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