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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上半年，杭州民间投资增速出现大幅度回落。从成因分析看，有短期形势波动的影响，也有长期累

积的结构性问题。下半年乃至今后几年，如果不采取有力措施，民间投资增速持续下滑的态势恐怕仍将延续

。鉴于当前民间投资受企业投资信心不足、银行信贷收紧、土地供应趋紧、PPP 模式有待落地、土地市场降

温等因素叠加影响，建议政府着力在优化实体经济发展环境、推进存量资产二次开发、加快 PPP 模式落地、

促进房地产投资平稳增长等四方面创新举措，加大工作力度。 

影响民间投资增速回落五大因素 

今年以来，民间投资增速下降，从数据上看是项目投资大幅下降、房地产稳中趋缓造成的；从深层次看

，市场需求不足导致企业投资信心不足、受“两链”风险影响伟封于信贷政策收紧、土地供应紧张和利用效

率低下并存、PPP 模式还有待落地、土地市场降温等五大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从长期看，民间投资增速下

行压力依然较大。 

——市场需求不足导致企业投资信心不足。经历了 2008 年金融危机以来 7 年“温水煮青蛙”式的煎熬后

，企业受到有效需求不足和成本上升过快双重挤压，盈利状况持续恶化。一是市场需求不足。上半年杭州规

上工业销售产值同比仅增长 L1%，较去年同期回落 5 个百分点。出口交货值同比下降份肠，较去年同期回落

5.8 个百分点。设备产能释放不足，据监测，产能利用率在 70%以上的企业占 42.8%，同比回落 3.6 个百分点

。二是企业经营状况堪忧。1-5 月，规上工业实现利润总额同比零增长，回落 18.9 个百分点。企业亏损面扩

大，规上工业亏损面 25.9%，较去年同期扩大朽个百分点．亏损总额 44.7 亿元，同比增长 18.8%。在此情况

下，企业投资意愿不足。据监侧，76.9%的企业未来三个月没有投资计划。 

一一受“两链”风险影晌银行信贷政策有所收紧。据监测，今年二季度，19.9%的企业表示较一季度融资

难度增加，朋 6％的企业反映“两链”风险高于或与去年同期持平。393l 的企业反映应收账款增加，较一季

度提高 102 个百分点。上半年股市大量的杠杆融资无疑使“两链”风险有所累积。通过调研发现，“两链”

风险防控背景下，银行对新上项目的贷款授信更趋谨慎，民间投资项目要取得授信难度加大，成本更高。另

一方面，银行对在建项目抵押品要求更高。桐庐某工业企业反映，以前能用未变更的土地使用证进行抵押贷

款，但今年银行政策收紧无法贷款，目前仍在协调之中。 

——土地供应紧张和利用效率低下并存。新增用地和盘活存量空间是新增投资的前提。沿海城市逐渐从

“规模扩张型”向“空间优化型”转变，城市边界、园区边界基本确定，新增土地供应的空间大幅压缩，这

给新兴的园区土地供应带来较大制约。大江东产业集聚区承担了“再造一个杭州工业”的重要使命，但每年

新增用地指标仅 10x）余亩，规划区内还涉及大量农保地，华东医药、福特二期等重大产业项目难以落地。

另一方面，不少“僵尸”项目占用了大量存量空间。根据统计局提供的大对标材料,2013 年杭州士地产出为

5027 万元平方公里，仅为武汉的二分之一、成都的三分之二。开发区土地投入和产出水平还达不到全国平均

水平。这也是杭州民间投资未来空间之所在。 

——民间资本进入政府投资领域还有待政策创新。PPP 项目是引导社会资本进入政府投资领域的有效载

体。今年上半年，国家向社会发布了 1043 个拟 PPP 项目，目前仅有 13％的项目谈成落地。2013 年，杭州率

先淮出 91 个拟引进社会资本的项目，其中首批 46 个。从实施的情况来看，成功的并不多。究其原因在于 PPP

还面临诸多政策不确定，表现为政策标准、管理规范、权属划定等方面存在较多不确定性，这也是项目业主

积极性不高、社会资本观望的主要原因。同时，现有 BT、B0T 等模式虽然实施较多，但 BOT 对特定项目现金

流要求比较高， Br 对地方政府短期内还款压力较大，还鲜有其他创新模式成功的案例。 

——土地市场降温准以支撑房地产投资高速增长。杭州民间投资中房地产投资占比较高，接近 70%。房

地产市场的冷暖决定了民间投资增速的高低。据透明售房网资料显示， 2012-2014 年，杭州市区成交土地可

建建筑面积分别达到 1179 万平方米、2156 万平方米、1352 万平方米，但今年上半年仅 197 万平方米。根据

开发周期计算，前几年供应的土地将于近两年内开发完毕，后续缺乏土地供应将导致房地产投资大幅下滑。



另一方面，房地产企业流动资金紧张，拿地刻青不高。据监测,58％的房企现金流紧张，36.5％的房企二季度

在售项目有亏损。二季度监测房地产企业无一拿地，未来三个月 97.1% 的房企没有拿地计划。无拿地计划主

要原因是库存压力大 (26.7%)、资金紧缺（25%)恻于业信自不足（21.7%)。 

多措并举提振民间投资 

当前稳增长压力有增无减，促进民间投资增速平稳回升是重中之重。建议着力在提振民间投资信心、推

动存量资产二次开发、撬动社会资本进入公共领域、促进房地产投资平稳增长等四方面创新举措，加大工作

力度。 

优化实体经济发展环境，提振民间投资信心。在落实好工业经济稳增长、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扩大有效

投资等政策基础上，进一步加大对实体经济的扶持力度。一是加大财税支持力度。当前企业盈利状祝持续下

滑，部分企业难以支撑。建议进一步加大减税力度，帮助企业度过难关，同时引导国有资本联手社会资本共

同组成投资基金，进入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二是积极化解“两链”风险，防止牵一发动全身。建议有关部

门高度关注“两链”风险涉及企业，及时研究风险处置办法，引导银、企共同防范风险。鼓励企业通过上市

、发债等途径拓展融资渠道，提高直接融资比例。三是简政放权，推进“四张清单一张网”改革，深化商事

制度改革，推行“五证合一”登记制度，进一步简化登记流程。 

创新政策处理方式，推进存量资产二次开发。存量用地因权属关系复杂、法律法规不健全等因素影响，

政策处理难度大、成本高。单纯依靠政府主导式收回模式，很难走出“高回收成本一高地价一高发展成本”

的困境。建议学习深幼！经验．创新政策处理方式，加快存量土地二次开发。一是创新利益共享机制，树立

“发展权共享”的理念，鼓励并允许原存量土地、存量用房（老厂房、仓储设施）探索自主改造和合作改造

的方式，创新土地增值收益在政府、原产权人、开发企业之间的分配模式。二是适度放开工业用房、创新型

产业用房的分割和上市交易，降低创新型经济发展成本，鼓励存量产业用地通过适度提高容积率的方式，配

建创新型产业用房。 

完善 PPP 政策体系，撬动社会资本投资。多措并举，加快推进 PPP 模式在杭州落地，形成全国示范样板

。一是制定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出台 PPP 配套实施细则，对 PPP 操作流程、招投标相关规定，权属划分、

工程管理与评价、成本与收益等重点问题进行明确。成立 PPP 中心，建立全市性协调机构。二是创新 PPF 模

式内容。将特色园区、特色小镇等建设纳入 PPP 范畴，引入资产证券化、专业运营商等模式，鼓励社会资本

投资、运营新兴产业孵化平台、创业平台等。三是研究出台扶持 PPP 投资方、中介机构的优惠政策，培育第

三方市场，为 PPP 推行提供良好服务环境。 

加大货币安置力度，促进房地产投资平稳增长。房地产投资的平稳增长，对促进民间投资增速回升至关

重要。上半年杭州楼市成交火爆，但高成交量和高库存量并存，下半年楼市交易预计会有所回落，去库存压

力有增无减。应继续着力加快去库存化，进一步提高房产企业拿地和投资信心。一是大力推进住房货币化保

障，逐步减少安置房和保障房供应。二是将货币化安置范围扩大到人才用房、创业团队办公用房，消化一批

住宅和商业办公用房。三是通过租金补贴或产权置换的方式，利用现有空置商业地产，开设养老机构、专业

医院等社会服务设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