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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深入推进PPP模式需关注的五大问题及应对思路

付金存1

推行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模式是我省全面深化改革

的一项重要举措。然而在实际推进过程中，我省各级地方政府还

普遍存在社会资本认定不明、主导部门定位不清、PPP 认知存在

偏差、民营企业心存疑虑、国有企业与民争利、政府监管定位模

糊等突出问题。这需要政府通过顶层设计，重视制度创新,针对

性地采取多种政策措施，以有效解决上述问题，更好地发挥 PPP

模式在深化改革，转型发展中的积极作用。

（一）制定公私部门认定的标准和规范

合理界定公私部门的主体性质是推进 PPP 模式的首要问题。

但国家财政部、发改委两部委对 PPP 社会资本主体资质规定不一

致，对我省 PPP 模式推进的指导性有限。

面对这一情况，可针对我省的实际情况进行制度创新，由省

政府出台专门文件，明确界定 PPP 模式中社会资本的主体资质和

范围。从长期来看，PPP 主体资质认定应回归 PPP 的本源：即凡

是承担行政任务，履行行政职责或政府职能的主体，就应视为

PPP 中的公共部门，除此之外的主体，则应列入私方合作者范畴。

（二）明确 PPP 模式的主导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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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部、发改委两部委分别要求本系统的地方政府部门牵头

抓PPP文件落实，致使我省地方同级政府部门PPP工作交叉重复，

PPP 推进效率不高。

在当前 PPP 模式缺乏权威性立法文件的前提下，建议由省政

府牵头编制《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模式实施手册》，

对这一问题给出明确答案，并由省政府发布在全省各级各类 PPP

项目中实施。对于确实需要多个部门共同推进的重大 PPP 项目，

可通过成立“PPP 项目领导小组”等形式，建立同级政府部门间

的协调机制，共同推进 PPP 模式。

（三）树立推广 PPP 模式的正确理念

当前，部分地方政府对实施 PPP 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制

度规范等基本问题还停留在对有关文件的字面理解和认识上，对

哪些项目适合 PPP 模式，社会资本比例和资本投资回报率如何确

定等实际问题缺乏明确指导意见和操作规范。

针对上述问题，建议省财政厅、发改委对推行 PPP 模式中的

重要共性问题作认真研究，加强上级政府部门对下级政府部门的

指导；鼓励地方政府部门大胆进行诱致性 PPP 制度创新（从下到

上的制度创新）；收集、编写和宣传我省可复制推广的 PPP 项目

成功案例，发挥其示范作用；充分发挥省内高校科研院所的智库

作用，建立 PPP 模式政、产、学、研合作机制。

（四）积极推进公用事业市场化结构重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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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公用事业不同业务领域的性质和特征进行市场化结构

重组，是 PPP 模式有效推进的必要条件之一。因此，建议在省委、

省政府统一领导下，鼓励地方政府出台具体政策，在市场化程度

较高的行业或领域出让部分存量国有资产，通过 PPP 项目的形式

盘活用活这些存量国有资；针对经营性、准经营性和非经营性

PPP 项目的特点，地方政府要制定差别化政策，加大对准经营性

特别是非经营性 PPP 项目的支持力度。

（五）强化政府对 PPP 项目的有效监管

PPP 项目具有基础性、公益性、区域垄断性、长期性和动态

性等特点，各级政府要充分认识 PPP 项目监管的重要性和复杂

性，明确监管主体和责任；需要进一步明确监管职能只能地方各

级政府和行业管理部门承担，不能将监管职能推给政府授权的事

业单位、行业运营公司或其他相关机构等 PPP 项目实施机构，这

些机构没有法定的监管权；监管主体应该参与特定 PPP 项目全过

程，以掌握充分的监管信息，保证政府监管的有效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