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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是我国大力推广PPP的第

四个年头，根据财政部PPP综合信息

平台项目管理库数据统计，截至2018

年12月31日，山西省PPP项目累计

354个，项目累计投资额2751.55亿元。

相较于2017年，项目数增长了193个，

投资额新增了1358.15亿元，项目新

增数在全国名列前茅。PPP项目在山

西迎来了“爆发式、井喷式增长”，有

力推动了山西经济转型发展，得到各

级政府和社会资本的广泛认可。

2018年，山西省出台《关于支持

民营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

山西省30条），提出“引导民间资本

参与PPP项目，提高民间资本比重。

择优选择一批市场前景好的项目开展

社会资本投资示范，吸引民间资本参

与”。但是财政部PPP综合信息平台数

据显示，截至2018年12月31日，山

西省已进入执行阶段的PPP项目为87

个，从中标社会资本方经济性质来看，

国有企业是当前山西省PPP市场的主

要投资方，民营企业中标项目特别是

在中标金额方面占比较小，民营企业

参与PPP项目的程度仍然较低，市场

份额仍然偏少，在进入PPP领域存在

着诸多壁垒和“堵点”。因此，支持民

营企业参与PPP项目的政策落地见效

仍然有较长的路要走。

山西省民营企业参与PPP项目的

整体概况

山西省本省民营企业参与PPP

项目无论从广度还是深度，远落后于

全国其他省份民营企业。2018年，已

进入执行阶段PPP项目的中标主体

中，民营企业合计27个，注册地大部

分均在北上广等发达地区，在山西省

省内注册的民营企业合计11个，占

比约为40%。已进入执行阶段的民

营企业参与的PPP项目中，投资额最

大的为华商三津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金额为27.03亿元，规模相当于山西

省民营企业排名第一的临汾市海姿

供气供热有限公司投资额的3倍。可

见，山西省省内民营企业参与PPP项

目的投资规模远小于省外民营企业。

省内民营企业相较于省外民营企业，

山西省民营企业参与PPP项目的难点与思考
王利

还呈现出参与的PPP项目金额较小

的特点。例如：山西喜悦发道路建设

养护有限公司是山西省民营企业参

与项目数最多的企业，中标项目数为

2个，但与其中标数量相同的北京东

方园林环境股份有限公司、北京碧水

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相比，其项目投

资额排名落后30名左右。此外，山西

省民营企业参与PPP项目整体呈现

以下三个特点：

一是中标数目少，中标额度低。

根据财政部PPP综合信息平台数据统

计，从中标项目数来看，2018年山西

省已落地PPP项目87个，其中，民营

企业作为牵头人或者单独中标项目32

个，占落地项目总数的37%；国有企

业作为牵头人或者单独中标项目55

个，占落地项目总数的63%。从中标

项目投资额来看，山西省已落地PPP

项目745.03亿元，民营企业作为牵头

人或者单独中标的PPP项目投资额为

130.79亿元，占比18%；国有企业作

为牵头人或者单独中标的PPP项目投

资额为614.24亿元，占比82%。可见，

摘	 要：2018年是我国大力推广PPP的第四个年头，PPP项目在山西迎来了“爆发式”增长，有力推

动了山西经济转型发展，得到各级政府和社会资本的广泛认可。但民营企业参与PPP项目的程度仍然较

低，市场份额仍然偏少，在进入PPP领域存在着诸多壁垒和“堵点”。本文建议从营造公平环境、扶持引进

人才、破解融资难题等方面破题，继续落实政策，持续发力，为山西经济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关键词：民营企业；PPP项目；营商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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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企业是当前山西省PPP市场的主

要投资方，民营企业中标项目特别是

在中标金额方面占比较小。

二是独立性不强，联合体居多。

在山西省2018年已进入执行阶段的

87个PPP项目中，共涉及参与企业62

家。其中，民营企业28家，国有企业

34家，民营企业占比45%。从中标项

目主体情况看，以民营企业为联合体

牵头人或单独中标的项目数有32个，

项目投资额为130.79亿元，占比分别

为37%、18%。民营企业参与PPP项

目的市场份额大多依赖于与国有企业

组建项目联合体投标，或民营企业之

间抱团取暖。

三是项目层次较高，延伸性不足。

从民营企业参与PPP项目的层次看，

山西省19个入选国家示范PPP项目

中，民营企业参与了10个项目，占比

超过了50%。而山西省已落地的36个

省级示范PPP项目中，民营企业参与

了11个项目，占比为31%。由此可见，

民营企业在级别较高的国家级项目中

参与情况较好，随着项目级别的降低，

参与幅度降低，延伸性和持续性不足。

山西省民营企业参与PPP项目

面临的困境

（一）营商环境不公平。各地市政

府采取各种措施鼓励和引导民营企业

参与PPP项目，然而在实际执行过程

中，民营企业遇到了三种“进入壁垒”。

第一种壁垒来源于政府部门。其

传统的工作思路是：民营企业虽然有

资金、技术，但一旦在PPP项目中出

现问题，将要面临秋后追账等情况，

而国有企出现问题，则是“肉烂在锅

里”。因此，出于规避风险的考虑，实

施机构在选择社会资本方时，偏向于

优先选择实力较强的国有企业，客观

上恶化了民营企业的生存环境。

第二种壁垒来源于项目本身。

PPP项目对投标单位都有诸如“企业

注册资本金”等资格要求，大部分民

营企业的综合实力远不如国有企业或

其他地方企业。项目体量越大、投标

意向企业越多，准入要求也越高，民

营企业的竞争压力自然增加。

第三种壁垒来源于企业自身。民

营企业本身存在财务制度不健全、管

理团队的裙带现象、追逐短期利益、

道德标准模糊等问题，在信息不对称

的情况下，理性决策者只得抬高门槛

以规避风险。

营商环境的不公平导致PPP项目

推广中的马太效应，实力雄厚的国有

企业不断做大做强，民营企业的生存

空间越来越小，优质的PPP项目轮不

到民营企业，而央企国企不感兴趣的

“难啃的骨头”则留给了民营企业。

（二）民营企业融资难。PPP项

目的贷款融资额占到项目总投资的

70%—80%，故其可融资性直接决定

项目的落地性，项目的成功离不开金

融机构的资金支持。现行的银行授信

准入，要求项目公司股东全额担保等

条件标准将很多民营企业挡在了门槛

之外。对于那些已中标的民营企业，

如果无法获得银行贷款，只能采取其

他高成本的融资渠道，加重财务费用

的负担，影响项目的落地性，进而间

接影响民营企业参与PPP项目的声

誉。造成这种困境，主要源于以下三

个方面：

一是社会资本投资方的短视性。

PPP模式在一定程度上要保证社会资

本“有利可图”，社会资本的投资目标

是寻求既能够覆盖现金流，又有合理

投资回报的项目。PPP项目一般资金

规模大、运营期限长，有些项目需要

1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才能获得收益。

中标PPP项目的民营企业在融资过程

中发现社会资本的投资方一般要求5

年内收回资本金和利润，而PPP项目

收益期与投资期的不匹配性，增加了

民营企业的融资难度。

二是银行授信门槛高。按照现行

金融政策规定，PPP项目资本金比例

不得低于20%，基于PPP项目投资规

模普遍较大，故项目公司成立初期到

位的项目资本金自然难以满足建设

期的资金需求，因此项目后期贷款的

可融资性直接决定了PPP项目的落地

性。根据对民营企业的调研反馈，由

于部分金融机构对《关于规范政府和

社会资本合作（PPP）综合信息平台项

目库管理的通知》的过度解读，对民

营企业的融资担保要求普遍偏高。部

分民营企业表示：PPP项目融资本应

以项目公司为主体展开，而导致实际

操作中	“项目贷”扭曲成了“股东贷”，

对股东的增信要求、准入标准，进一

步增加了民营企业融资的困难。

三是政府存在失信违约行为。

PPP项目的特点是现金流的前低后

高，特别是建设期内只有现金流出，

没有现金流入，而且资金需求量大，

对资本流动性的要求更高。民营企业

在难以获得银行贷款的情况下，政府

不能诚信履约的现象进一步加剧了民

营企业的融资难度。被调研民营企业

表示：政府并非不支付政府付费部分，

而是在支付时间上有出入，但拖欠应

付款项一日，很可能导致企业还息日

无足够的现金流，进而影响PPP项目

公司的持续性及银行征信。

对财政政策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期望

（一）公平分配财政资金，营造公

平的营商环境。山西省出台的30条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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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新农合与城镇居民医保基

金整合以来，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

基金实现了市级或县级统筹。根据笔

者对河北省11市的调查，目前居民医

保基金统筹层次与模式主要有三种：

一是已经实行了完全的市级基金统筹

的管理模式。市属区域内，统一政策、

统一筹资和待遇，收入全部上交市级

财政专户，支出由医保基金财政专户

支付，统收统支。二是过渡式的市级

统筹管理模式。市属各县区上缴风险

调剂金，如果县区收不抵支，市级回

拨风险调剂金补充县区医保基金的不

足。三是县级统筹模式。由各县负责

所属范围内的基金收支管理。河北省

大部分市目前实行的是过渡式的市级

完善城乡居民医保基金市级统筹管理的建议
王建淼｜宋茹

统筹管理模式。

目前河北居民医保基金市级统筹管

理中存在的问题

从河北省两年多来的实践可以看

出，共性问题主要表现为：

一是提高医保基金配置和使用效

率不明显。实行市级统筹后，由于市

摘	 要：2016年1月《国务院关于整合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意见》提出整合原新农合制度与

原城镇居民基本医保制度，建立统一的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制度。近几年来，政府一直致力于推进城乡居民

基本医疗保险基金市级统筹，取得了一些成效，也暴露出一些问题。推进压实居民医保基金市级统筹，仍

需从分清市县间的责权利、增强全局意识、完善管理机制等方面发力。

			关键词：市级统筹；城乡居民；医保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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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利好民营经济的发展，政府在选择

被扶持主体时需要注意以下几点：一

是财政资金应倾向于对山西省民营企

业的扶持。PPP项目的参与情况显示，

山西省民营企业参与度最低，这类民

营企业更加需要财政资金的引导和鼓

励。二是财政资金分配应避免向民营

企业中的主导者过度倾斜，否则会造

成民营企业内部之间的不公，使强者

越强，弱者越弱。应在支持相关企业

的同时，对其同行业企业有帮扶要求

及“贴对子”政策，在民营企业内部形

成合作共赢的氛围。三是普惠式的财

政扶持方式不可取。在有限的财政资

金约束下，“撒胡椒面”式的资金分配

难以发挥引导作用，财政资金使用效

益差。应重点支持行业内标杆性强、

技术性强的民营企业，充分发挥其带

头作用。

（二）人才引进需要财政扶持。引

进高素质人才对企业的发展具有重大

作用。一个企业能否引进好的人才，

除了取决于企业领导层对引进人才的

重视和识别人才的能力外，还取决于

企业有没有能够吸引和留住优秀人才

的良好环境。在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

引进人才的竞争中，财政政策如果在

人才的住房、社保、职称技能等方面

能给予民营企业针对性的支持，将会

产生大于奖励性资金的效果。

（三）破解民营企业融资难。财政

政策可通过融资担保方面的支持来缓

解民营企业的融资困境。比如，利用

财政资金成立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

为符合条件的民营企业提供部分抵押

担保的资金支持，缓解民营企业融资

难的问题。此外，应加快清理政府对

民营企业欠款的步伐，以防范化解存

量流动性风险。

（作者单位：山西金信清洁投资

引导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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