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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1世纪项目管理系列规划教材”自2003年陆续出版以来，受到了广大师生的好评，有两本书被
列入教育部“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之中。
时隔五年，出版社决定修订再版，遵嘱作序。
　　2003-2008年是极不平凡的五年，不管是中国还是世界各国，我们可以列出许许多多极具影响的重
大事件。
谨以中国为例，历时18年（1992~2009年）有113万大移民的三峡工程到2008年已基本完成；创造世界
铁路建设奇迹的青藏铁路，克服重重困难于2006年7月1日全线通车；还有2008年百年罕见的南方大雪
，烈度接近极限的汶川大地震，令世界各国为之震撼的北京奥运会，神七英雄漫游太空⋯⋯试想这些
重大事件，哪一件不是我们所关注的“项目”？
哪一件不需要我们极尽全能地去管理？
我们说企业是在“运作”和“项目”这两类活动中不断发展的。
往深层次地去考虑，我们的社会不也是在“运作”和“项目”这两类活动中不断发展吗？
只不过以前项目管理学科还没有发展到像今天这样，人们还没有从“项目”的概念上来认识这些重大
事件。
经过几十年的发展，项目管理已逐渐为人们所认知，在社会发展中所起的作用也逐渐为人们所认同。
特别是近年来在项目管理领域呼声甚高的“项目导向型社会”的出现就是明证。
　　近几年来，项目管理学科在急速发展，在我国的大学本科、硕士教育中都已设置了项目管理专业
，就在这三五年之内，我国设置工程硕士的高等院校也已发展到了100多所。
这不仅说明项目管理学科已逐渐为人们所认知，更说明社会的发展很需要项目管理。
再回看我们的“系列教材”，如何更好地为教育、为社会服务就是一个很迫切的问题了。
　　出版物的修订与再版无非是做两件事：一是补充新的内容，二是修改原版中已发现的问题和错误
。
这里说的补充新的内容，既包括系列教材各分册需要补充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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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主要讲述了项目融资的基本概念、项目融资的组织与结构、不同融资模式和运行模式、项目融资
的程序、项目融资中存在的风险及其防范方法，讲解了项目融资的担保、项目融资的资金来源，以及
项目融资的政治、经济、法律环境等。
本书的特点是纳入了项目融资最新的研究成果和最新的实践经验总结、设置了专门的案例篇章、收集
了多个典型的成功或失败的案例，每一章后面都附有案例分析和思考题，有利于教学使用。
　　本书既可作为高等院校项目管理、工程管理专业本科生及研究生的教材，也可作为政府项目管理
部门和从事项目开发机构的培训教材，对致力于项目融资的实践工作者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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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2章 项目融资的组织与结构　　2.1 项目融资的参与者　　项目的参与者一般包括项目发起人、
项目业主、项目经理和项目承包商等。
以项目融资方式筹集资金的项目，通常是工程量较大、资金需求多、涉及面广的项目。
同时，这类项目有完善的合同体系和担保体系来分担项目的风险，因此，项目融资的参与者众多，常
见的项目融资参与者主要有以下14类。
　　1.项目发起人　　项目发起人，也称为项目主办方，是指项目的倡导者和投资者。
项目发起人可以是一家公司，也可以是由多方组成的集团，例如由承包商、供应商、项目产品的购买
方或项目产品的使用方以及政府部门等多方构成的联合体。
项目发起人也可能是项目的利益相关者，包括项目的直接受益者和间接受益者。
例如在石油开发项目中，项目所在地的运输集团也可以成为项目发起人之一。
项目发起人是项目的股东，他们期望通过项目运营收回资金并获得盈利。
项目发起人通常仅限于发起项目，但不负责项目的建设和运营。
　　2.项目公司　　项目公司是为了项目建设和运营的需要，而由项目发起人组建的独立经营的法律
实体。
项目发起人是项目公司的股东，仅以投入到项目公司中的股份为限对项目进行控制，并承担有限的偿
债责任。
项目公司为建设和运营项目，需要进行大量的融资，并以项目本身的资产和未来的现金流作为偿还债
务的保证。
有些项目公司仅是为项目的融资而成立，并不参与项目的建设和运营，仅起一个资产运营公司的作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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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项目融资最新的研究成果和最新的实践经验总结。
　　介绍了项目融资的基本概念、组织与结构、程序以及不同的融资模式和运行模式。
　　介绍了项目融资中存在的风险及其防范方法，讲解了项目融资的担保，项目融资的资金来源以及
项目融资的政治、经济、法律环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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