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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54：2014-2022年地方政府投融资退出类平台数量变化趋势（单位：家）

图表55：2022年地方政府投融资退出类平台区域分布（单位：家）

图表56：2022年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退出归因（单位：%）

图表57：截至2023年地方政府投融资退出类平台代表性存量债产品概况（单位：亿元，%）

图表58：中国政府投融资平台存量债化解思路分析

图表59：PPP模式融资与经营模式

图表60：PPP模式的分类

图表61：PPP模式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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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62：政府投融资平台转型原则分析

图表63：政府投融资平台转型路径

图表64：政府投融资平台分类转型路径分析

图表65：地方政府融投资平台业务布局路径分析

图表66：地方政府融投资平台人力资源管理体系搭建

图表67：政府融投资平台运营机制-资源禀赋、动能禀赋和市场禀赋的对应指标

图表68：地方政府融投资平台运营机制转型方向

图表69：政府投融资平台运营模式

图表70：财政划拨城建资金支出分类

图表71：政府部门主导型运营模式的特点及优缺点分析

图表72：城投公司类型

图表73：城投公司主导型运营模式的特点及优缺点分析

图表74：公私合作型运营模式的特点及优缺点分析

图表75：2016-2022年北京市地方政府债务余额情况（单位：亿元）

图表76：“北京模式”的特征概况

图表77：2015-2022年上海市地方政府债务余额情况（单位：亿元）

图表78：“上海模式”的特征概况

图表79：2015-2022年广东省地方政府债务余额情况（单位：亿元）

图表80：“广东模式”的特征概况

图表81：2015-2022年重庆市地方政府债务余额情况（单位：亿元）

图表82：重庆模式主要内容

图表83：“重庆模式”的主体特征

图表84：“重庆模式”的投资特征

图表85：“重庆模式”的风险管理特征

图表86：2016-2022年天津市地方政府债务余额情况（单位：亿元）

图表87：天津市政府投融资平台层次结构

图表88：天津市政府投融资平台项目分类

图表89：上海城投（集团）有限公司转型历程

图表90：镇江新区经济开发总公司转型路径分析

图表91：北京亦庄国际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转型后业务架构

图表92：连云港市城建控股集团转型前后业务架构对比

图表93：中国政府投融资平台模式优缺点分析

图表94：政府投融资平台风险形成根源

图表95：政府投融资平台债务类型划分

图表96：政府投融资平台经营风险解读

图表97：政府投融资平台偿付风险

图表98：政府投融资平台机制完善分析

图表99：《加快推进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市场化转型》内容解读

图表100：中国政府投融资平台可持续发展建议

图表101：政府采取的相关措施建议

图表102：平台公司采取的相关措施建议

 

如需了解报告详细内容，请直接致电前瞻客服中心。

全国免费服务热线：400-068-7188  0755-82925195 82925295 83586158 

或发电子邮件：service@qianzhan.com 
 
或登录网站：https://bg.qianzhan.com/
 
我们会竭诚为您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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