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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PPP模式的山东探索
吴洪斌|郝雪莹|张磊|王爱军

随着农村改革逐步深化，沉睡资

源不断被激活，乡村产业、农村基础

设施建设等投资增长点不断增多，蕴

含着巨大的投资机会。为充分有效地

统筹利用资源，山东省各级财政部

门按照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的

高标准、高要求，在农业农村领域探

索运用PPP模式，取得了明显成效。

2020年8月20日，山东省召开政府和

社会资本合作（PPP）助力乡村振兴战

略现场会暨潍坊市项目推介会。截至

目前，开展乡村振兴领域PPP项目66

个，总投资额346亿元，政府拟出资 8

亿元，预计将吸引撬动社会资本338

亿元，撬动比例超过40倍。

以机制为先

夯实高效运作PPP基础

由于乡村振兴所需资金数量大，

且开发保护要求高，而各地财政资金

普遍紧张，“钱从哪里来”成为制约发

展的根本问题。因此省财政部门紧抓

痛点，解决难点，大力探索运用PPP

模式引导投资，既平滑政府财政支出、

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又集聚乡村资源，

提升乡村效益，助力乡村振兴高质量

发展。在推介会上，财政部PPP中心

主任焦小平指出，“PPP模式的推广应

用对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具有重要

推动作用。”

围绕乡村振兴的重大主题，全省

各级政府部门普遍建立了政府主导、

财政牵头、各部门密切配合的PPP组

织领导机制，研究解决三农领域项目

推进中的重大问题，保障项目规范运

作。同时，山东财政PPP管理部门突

出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各级财政凝

聚“政府+企业+中介+金融+媒体”

的强大推力，提升项目运作质量和效

率。此外，省财政厅通过门户网站发

布信息、举办项目推介会、组织融资

论坛等方式，为PPP项目推介搭建平

台，促进乡村振兴项目尽快落地。

为进一步发挥社会资本优势、撬

动更多社会资源、优化公共产品和服

务供给，自2020年起，省财政厅启动

PPP“高质量发展年”活动，印发《关

于开展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高

质量发展年”活动的指导意见》。目

前，乡村振兴类PPP项目已覆盖全省

15市50个县区，涵盖市政工程、交通

地方实践

柳疃镇乡村振兴 ——“丝绸小镇”文旅融合及基础设施PPP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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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输、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等13个行

业领域。

以政策为纲

凝聚助推乡村振兴合力

近几年，山东省财政厅会同省住

房城乡建设厅发起百镇建设示范行

动，通过推广运用PPP模式，引导金

融资本、社会资本投入示范镇建设，

对乡镇道路、垃圾污水处理、供水、

供气、供热等基础设施进行改扩建。

2020年，会同省农业农村厅等行业主

管部门积极研究谋划，联合发文征集

乡村振兴的项目。目前已征集项目13

个，投资总额43亿元。山东省财政厅

党组成员、副厅长李峰强调，山东省

鼓励财政政策与金融政策配套联动，

指导市县探索金融支持PPP项目方

式，降低门槛，简化流程，引导金融和

社会资本更多投向农业农村。

以潍坊市为例。由于农业农村项

目投资收益低、风险高、周期长，潍

坊市根据不同类型项目特点，在农村

医养、产业发展、存量资产转换等方

面形成了新的“潍坊模式”。2017年，

研究出台PPP项目资金奖补办法，每

年安排1000万元对全市规范落地项

目予以奖励。2018年，将涉及农业农

村的项目优先纳入PPP资金奖补范

围，单个项目奖补额度在原有基础

上增加了150%。2020年 1月，市财

政局在全省率先出台《关于加快乡村

振兴领域PPP模式运用的意见》，加

大对PPP项目扶持力度，强化模式创

新，规范项目运作，全力引导社会资

本投入农业农村领域。中国社科院

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立胜表示 ，“潍

坊模式”作为山东乡村振兴的一个样

板，对欠发达地区有很强的启示和指

导作用。

山东省不断推动农业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选择具有稳定经营性现金

流、适宜市场化运作的农业公共设施

及公共服务项目，引入社会资本参与

开发运作。围绕乡村公共服务和基础

设施建设的堵点、难点、痛点，着力

补短板、强弱项，聚焦乡村道路、供

水、供气、供热、水利设施、垃圾污

水处理、人居环境整治等重点领域，

大力推广运用PPP 模式开展建设管

理维护，推动农业农村改革向纵深 

推进。

以民生为重

深挖农业农村PPP项目潜力

山东PPP项目以民生需求为重，

聚焦现代农业产业培育乡村发展新动

能。目前，已全面覆盖高标准农田建

设、农业节水行动等农业基础设施和

农业产业园、绿色农产品加工等质量

兴农战略，有效促进现代农产品冷链

物流、休闲农业、乡村旅游等一二三

产业融合发展。

以昌邑市现代农业产业园为例。

原先产业园土地盐碱化严重，淡水资

源匮乏，农田水利设施年久失修，农

业种植局限于一户一地模式，机械化

程度低，小麦、玉米亩产不足400斤。

为彻底扭转靠天吃饭局面，昌邑市立

足打造现代农业产业园区，将产业带

动能力作为选择PPP项目社会资本方

的重要因素。引入以青阜农业公社为

代表的一批优质社会资本，凭借其技

术和资金支持，推广高效节水灌溉，

完善路网和水利设施，带动农业产业

发展，实现了“引入一个项目、发展

一个产业、带动一个片区”。目前，园

区流转土地6.8万亩，建成高标准农

田4万亩，亩产小麦突破1100斤，成

为省内土地经营规模最大、机械化程

度最高、基础配套设施最全、服务链

条最完整的现代农业发展综合体，直

接带动农民增收3000多万元。此外，

为加快农业规模化经营，带动农民持

续致富增收，市党委和政府抓住国家

推广应用PPP模式的有利时机，拟引

入社会资本投资1.1亿元，建设昌邑

柳疃现代农业产业园，高标准农田示

范区1.5万亩。通过实施“群井汇流”

和“海绵村庄”工程，构建农田路网

林网框架，发展生态畜牧养殖，搭建

电子商务平台，实现一二三产业融合

发展。

山东省财政厅党组成员、副厅长

李峰表示，为充分发挥PPP吸引撬动

社会资本的作用，积极助力乡村振兴

战略，山东省下一步将运用好“一张

蓝图、两个平台、三方资源”。一张蓝

图，即牢固树立新发展理念，一以贯

之抓到底，在农业农村领域持续推广

运用PPP模式；两个平台，既要利用

好全国PPP综合信息平台，又要借助

融资推介会、现场交流会等形式搭建

沟通平台，推动项目加速落地；三方

资源，即整合政府、社会资本、金融

机构三方资源，为乡村振兴筹集更多

资金。

为实现农业农村领域PPP项目数

量更多、融资更快、质量更好，充分

发挥PPP模式优势，山东省财政厅将

继续加大农业农村领域PPP模式推广

力度，在高标准农田、现代农业产业

园、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等领域打造一

批精品项目，弥补农业农村基础设施

和公共服务短板，推动项目落实落地，

为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贡献PPP

力量。

（作者单位：山东大众日报社

山东省财政厅政府投融资管理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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