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投资咨询有限责任公司于1986年3月经国务院批准

设立，是我国最早设立的，为投融资活动提供全方位、一体

化咨询和资产管理服务的国有大型投资咨询公司，是中国建

银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公司致力于发展成为一

家具有较高社会影响力的投资咨询公司，为客户提供高附加

值的咨询顾问和资产管理服务。

公司构建“咨询顾问+资产管理”的服务体系，提供专

业的综合解决方案，聚焦于基础设施、公用事业、新兴产业

等领域，为政府机构、国有企业、大型企业集团、上市公司

等客户提供PPP咨询、国企改革、战略规划、财务顾问、管理

咨询等咨询服务。公司专注于绿色产业，以推动技术进步、

产业升级为使命，助力实体经济发展。

近年来，公司先后为杭绍台高铁PPP项目、广东省国资

国企改革等数百个重大项目提供顾问服务。通过政府引导基

金、并购重组基金和产业升级基金等方式，与浙江省、山东

省、辽宁省和内蒙古自治区等政府有关部门大力合作，促进

地方经济发展。

公司介绍

○ 政府与公共咨询

○ 产业咨询与投资

○ 战略与管理咨询

○ 资产管理——中咨华盖

○ 资产管理——中咨华澍

我们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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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9月11日，中国投资咨询提供全流程PPP咨询服务的杭绍台铁

路PPP项目举行签约仪式，标志着中国铁路史上首条民营资本控股的高速

铁路诞生，被列入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为迎接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

代表大会胜利召开而编写的《党的十八大以来大事记》。

杭绍台铁路全长269公里，可研估算总投资为448.9亿元。作为大湾区

的骨干通道，杭绍台铁路对于填补杭州都市圈与温台城市群之间的对角区

域路网空白，实现浙江省会杭州与台州市高铁1小时交通圈，加快温台城

市群融入长江经济带和“一带一路”国家发展战略、带动区域经济协调发

展和沿线旅游资源开发均具有重要意义。

2015年12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关于做好社会资本投资铁路项目

示范工作的通知》(发改基础〔2015〕3123号），将杭绍台铁路列为8个社

会资本投资铁路示范项目之一，以期发挥示范项目带动作用，探索并形成

可复制推广的成功经验，打造社会资本投资建设铁路的样板。杭绍台铁

路PPP项目的成功落地，充分发挥了社会资本投资铁路示范项目的带动作

用，标志着铁路投融资体制改革迈入新阶段，对于拓宽铁路投融资渠道，

完善投资环境，打通社会资本投资建设铁路“最后一公里”，促进铁路事

杭绍台铁路PPP项目的成功落地，在中国铁路史上首次实现

了民营资本控股，对我国铁路行业改革具有里程碑意义。

本文从投融资改革、铁路特有体制机制、铁路利益关系及

激发民间投资有效活力等方面着眼，结合近年来国家的政

策文件导向与数据资料，以杭绍台铁路PPP项目的宝贵经验

为基础，论证分析民营资本进入高铁领域的重要意义。

文‖中国投资咨询 周伟、蹇梦微

民营资本进入高铁领域的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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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PP的三年发展之路

十八大三中全会通过和发布《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

题的决定》以来，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PPP）成为中国经济工作中闪亮

的词条。PPP是全面深化改革指导思想在经济体制改革上的回顾、总结、

探索和应用。通过优化要素配置，PPP有效地激发了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

领域的市场活力。自2014年正式推行至今已三年，成果斐然。

一、 践行《决定》精神，PPP政策法规框架成型

《决定》指出，“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

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

政府作用。”

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这一重要的体制改革工

作，政策机制建设一直走在最前面。2014年，国务院印发《关于创新重点

领域投融资机制鼓励社会投资的指导意见》(国发〔2014〕60号)，从国家

层面首次对PPP模式进行系统完整规范，提出了进一步创新投融资方式，

包括建立健全PPP机制的方向。三年来，国务院领导下，财政部、国家发

展改革委主导，各部委积极配合，PPP的相关政策日趋完善。据不完全统

计，截至2017年6月，中央各部委共出台PPP政策共143个。2017年7月，

本文通过对十八大三中全会通过和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

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进行剖析，肯定了PPP在有效激发

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领域方面的市场活力的贡献，并详细从五个

方面解读了《决定》推行以来的斐然成果。

文‖中国投资咨询 周良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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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中国人民谋幸福”，贯穿习近平总书记十九大报告之中。党的

十九大强调指出，增进民生福祉是发展的根本目的，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

美好生活需要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并“永远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

为奋斗目标”。

人民幸福要落地，服务产业的支撑不可少。党的十八大提出要加快转

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服务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发展壮大。十八大以来, 

党中央领导下服务产业发展迅速，特别是同人民生活息息相关的幸福产业

发展格外引人注目。PPP模式的引入，为幸福产业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

动作用。多元化的主体进入幸福产业，推动市场壮大服务提升，项目落地

速度加快，拉动居民消费升级。展望新的五年，PPP促力幸福产业，将迎

来发展的黄金时代。

一、总理点赞幸福产业，产业发展领跑国民经济

2016年6月，李克强总理在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发表特别致辞，首次提

出了“幸福产业”概念。总理指出，旅游、文化、体育、健康、养老“五

大幸福产业”的快速发展，既拉动了消费增长，也促进了消费升级。同年

本文以“十九大”报告中对民生福祉的要求为着眼点，引

入对幸福产业发展的分析。通过回顾近年来幸福产业的发

展趋势，分析PPP模式对幸福产业发展的促进作用，梳理不

同区域的创新做法，及项目带来的综合效应，提出幸福产

业PPP项目发展正迎来黄金时期。

文‖中国投资咨询 周良仪、张洁宇

PPP促力幸福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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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战略作为中国首倡、高层推动的国家战略，

对实现我国现代化建设、实现沿岸国家优势互补、构建国

际合作的新平台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如何把握“一带一

路”的新机遇，如何应对新形势下的的投资风险，是中国

工程企业目前关注的重点。

文‖中国投资咨询 陆琦、张磊、赵君华

中国工程企业参与
“一带一路”的机遇与挑战

自2013年以来,“一带一路”建设逐渐从理念转化为行动，从愿景转

变为现实，建设成果丰硕。国家大力推进“一带一路”战略，为中国工程

企业带来了广阔的市场空间。中国建筑工程企业要审时度势、顺势而为，

把握历史新机遇，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地区基础设施投资建设，以拓展

盈利空间，实现转型发展，提升综合国际竞争力。

“一带一路”倡议为中国工程企业带来哪些机遇？

一、“一带一路”正在从中国倡议变成全球共识，为基础设施建设发

展带来政策红利

在十九大报告中,“一带一路”倡议被确定为对外开放战略的重点，

成为全球瞩目的焦点。很多国家和机构将此视为未来海外直接投资的关键

来源之一。2017年5月“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中国承诺加大

对“一带一路”建设资金支持，向丝路基金新增资金1000亿元人民币。中

国国家开发银行、进出口银行将分别提供2500亿元和1300亿元等值人民币

专项贷款，用于支持“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建设、产能、金融合作。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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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监看

十九大

内蒙古养老服务产业基金因地制宜，针对内蒙古特殊的区

情以及牧民的养老需求，投资了阿巴嘎旗哈乐穆吉养老服

务中心、苏尼特左旗牧区养老服务中心等项目，有效支持

了具有民族特色的牧区养老服务项目投资和运营，推动了

当地养老服务产业的发展，并不断总结新的养老模式和投

资方式，希望可以打造出具有特色的养老产业链。

文‖中咨华盖 吴云、郑惠斌

内蒙古养老服务产业基金，
      助力牧区养老新模式

一、养老产业的现实意义与政策支持

按照联合国对老龄化社会的定义：60岁以上人口占比超过10%，65岁

以上人口占比超过7%。2016年，国内60岁以上人口比例为16.7%，远远

超过定义比例，已大踏步进入老龄化社会，预计到2020年将达到17.8%，

2030年将达到25%。

 

国家近年来十分重视养老产业的发展，密集出台了多个重要文件，对

养老服务标准、养老服务市场放开、医养结合、养老互联网建设等作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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