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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商环境生态如何提升
民营企业 ＰＰＰ项目参与度
———基于２６０个城市的 ｆｓＱＣＡ研究

侯文华，尹清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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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基于整体论的组态视角，以我国２６０个城市作为样本，采用ｆｓＱＣＡ方法探究营商环境提升民营企业 ＰＰＰ项目
参与度的驱动路径，并分地区探究样本空间情境差异。研究发现：单个营商环境因素并不构成实现民企 ＰＰＰ高参
与度的必要条件，但良好的金融服务与创新环境为高参与度的实现发挥了积极作用；金融驱动型、市场助力型与政

府主导型三类影响路径可有效产生高参与度。完善公共服务对东部城市民企 ＰＰＰ参与度的提高具有更普适的作
用，而中西部城市通过发挥政府市场联动机制或优化金融服务可以提高民企ＰＰＰ参与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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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强调要健全现代化基础设施

建设体制机制，拓宽多元化投融资渠道，推进基础设施

竞争性领域向民营企业在内的各类经营主体公平开放，

深入破除市场准入壁垒，为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营造良好

环境。在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的过程中，政府与社

会资本合作（Ｐｕｂｌｉｃ－Ｐｒｉｖａｔｅ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ＰＰＰ）成为提供
公共产品和服务的重要机制，而民营资本参与的积极性

是ＰＰＰ模式成败的关键［１］。但过往我国 ＰＰＰ实践中国
有企业常作为社会资本角色参与，对民间投资形成了一

定的挤出效应，自２０１５年以来民企参与 ＰＰＰ项目的份
额一直呈下降趋势，至２０２２年民企中标的 ＰＰＰ项目规
模和数量占比仅为３５％和１８４％①。这与ＰＰＰ模式撬
动民间资本、利用民企先进生产经营技术降低项目风

险、优化总体收益的初衷背道而驰［２，３］。

为坚持初衷、回归本源，发改委、财政部于２０２３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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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月联合发布《关于规范实施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新机
制的指导意见》，明确强调 ＰＰＰ项目要优先选择民营企
业参与，最大程度地发挥民间资本作用。而营商环境作

为民营企业赖以生存发展的外部环境与其投资活动息

息相关［４］，因此国家有关部门高度重视营造良好营商环

境吸引民营企业参与 ＰＰＰ项目。作为 ＰＰＰ模式的战略
推进者，发改委明确表示我国推行ＰＰＰ模式旨在创新投
融资机制，推动多种投资主体的相互融合与优势互补，

应当支持地方政府关注民间投资重点领域，以市场主体

满意度为导向不断规范和完善中国营商环境评价机制，

各地要不断营造有利于民间资本投资健康发展的良好

环境，鼓励和吸引更多民间资本参与国家重大工程建

设，持续稳定地发展基础设施公用事业。

综上，如何优化城市营商环境吸引民营企业参与

ＰＰＰ项目已经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积极探索提升民
企ＰＰＰ投资热情的驱动路径不仅有助于解决项目建设
的资金缺口，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形成 ＰＰＰ资金增
量的长效机制，还可以提升地方政府治理能力，回归

ＰＰＰ模式设计的出发点，持续稳定地发展基础设施公用
事业。但目前研究多聚焦于营商环境中单个要素对民

企参与ＰＰＰ的影响，较少关注营商环境生态对民企参与
ＰＰＰ投资的复杂驱动路径。鉴于民企 ＰＰＰ投资决策是
营商系统内各要素交互作用的产物，有必要从整体组态

视角研究营商环境生态对于民企 ＰＰＰ项目参与度的驱
动机制。

因此本文基于组态视角，以我国２６０个城市作为研
究样本，运用 ｆｓＱＣＡ方法识别营商环境生态影响民企
ＰＰＰ项目参与度的驱动路径。本文拟解决以下科学问
题：（１）营商环境各要素中是否存在产生民企高参与度
的必要条件？（２）营商环境中的哪些要素在产生民企高
参与度的过程中发挥积极作用？（３）何种营商环境生态
能充分产生民企高参与度？（４）东部与中西部产生民企
高参与度的营商环境组态是否相同？本文的边际贡献

如下：（１）立足整体观采用 ｆｓＱＣＡ方法研究城市营商环
境生态中各要素联动匹配产生民营企业 ＰＰＰ项目高参
与度的组态配置路径，突出营商要素组合效应对民营企

业投资决策的综合影响；（２）通过组态空间情境差异对
比东部与中西部城市民企ＰＰＰ高参与度的不同组态，从
顶层设计角度精细化探索不同地区城市营商条件对民

企参与ＰＰＰ的差异化影响，为各城市根据自身条件精准
施策提供参考。

１　理论基础与研究框架
１１　理论基础
１１１　营商环境与民企ＰＰＰ参与度

营商环境是一个地区经济软实力的体现，我国政府

高度重视民间主体的营商环境建设，国务院《优化营商

环境条例》特别强调营商环境在促进经济主体投资方面

的重要作用，同时大量研究表明良好的营商环境是吸引

社会资本参与ＰＰＰ项目的关键［５］。在企业环境理论下，

环境的复杂性、动态性和敌对性都会影响到公司的经营

绩效，进而影响企业的决策行为［６］。改善营商环境可以

促进企业的投资活动［７］，对经济主体的发展活力［８］和投

资区位的选择都有着重要影响［４］。因此政府需要创造

良好的营商环境引导民企参与到ＰＰＰ项目中来［９］。

１１２　营商环境各要素对民企ＰＰＰ参与度的影响
已有研究为进一步探讨营商环境生态与民企 ＰＰＰ

参与度之间的协同影响和作用机制提供了理论支撑，本

节为组态视角界定营商环境要素的条件范围，并梳理单

个营商环境要素与民企ＰＰＰ参与度之间的关系。
（１）公共服务：城市基础设施和服务水平是企业投

资选址考虑的重要因素［４］。高水平的公共服务通常意

味着基础设施完善、管理效率高，这种环境有利于民企

在原有基础上进一步投资 ＰＰＰ项目［１０］，因为他们能依

靠现有可靠的公共基础设施和服务降低运营成本和风

险。优质的公共服务也会吸引更多的市民和企业前来

投资和生活［１１］，增加ＰＰＰ项目的需求和潜在收益，为民
企投资ＰＰＰ项目带来更多回报。

（２）人力资源：高水平的人力资源环境通常意味着
劳动力素质高、人才储备充足、技术和管理人才相对集

中，这种环境下民企更易获得高素质的员工和专业人

才，有利于ＰＰＰ项目的规划、实施和管理，从而增加民企
投资ＰＰＰ的信心［１２］。城市较高的受教育水平与民企参

与ＰＰＰ意愿显著正相关［１０］，此时民企能够更快适应项

目的需求，进而提高执行效率，因此高水平的人力资源

环境能吸引更多民企投资参与ＰＰＰ项目。
（３）市场环境：市场作为“无形之手”是配置资源的

重要手段，完善的市场环境蕴含丰富的生产资源，会对

企业投资区位的选择产生重大影响，自由开放的市场环

境使得市场进入成本更低，不仅能增加非国有经济的比

重，还能提高市场信息的透明度与中介服务水平［１３］，进

而提高市场主体活力与资源获取效率，促进民企在 ＰＰＰ
项目中的参与［１４］。而不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产生的隐

性壁垒会导致国企对民企的挤占效应［１］，削弱民企参与

ＰＰＰ的积极性。
（４）创新环境：良好的创新环境有助于推动企业人

才、知识、技术、设备等要素的协同创新。民企通常具有

更强的创新能力和灵活性，政府可以通过ＰＰＰ模式借助
民间企业技术和管理优势推动项目的技术和管理创新。

先进科技创新水平营造的良好环境为 ＰＰＰ项目提供了
更多的技术支持和创新动力［１５］，从而向富有创新精神的

民企传递出积极信号［１０］，使得他们更愿意参与 ＰＰＰ投
资。

（５）金融服务：充足、高效、稳定的金融服务能够为
民企针对性地提供多样化的金融产品和服务以满足不

同类型ＰＰＰ项目的资金需求，降低其参与ＰＰＰ项目的融
资成本和财务风险，缓解民企参与ＰＰＰ项目时的融资约
束［１４］，增加民企投资的灵活性和选择性，提高他们进入

ＰＰＰ项目的热情［１０］。

（６）法治环境：健全、透明、稳定的法治环境能为民
企投资ＰＰＰ项目提供法律保障和预期稳定性，增强其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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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信心，清晰的法律法规能降低企业参与ＰＰＰ项目的风
险和不确定性，减少法律纠纷的可能性［１６］。此外，法律

环境的完善还能为企业提供明确的产权保护［１７］，确保其

在ＰＰＰ项目中的权益得到有效保障。
（７）政务环境：作为“有形之手”的政府是营商环境

的重要组成。在“帮助之手”下，良好的政务环境可以提

供透明、高效的行政服务，简化审批流程，降低准入门

槛，减少寻租负面影响，在民营企业参与 ＰＰＰ项目时塑
造良好的政企关系［６］，为其创造更有利的投资环境。相

反，在“掠夺之手”下，会存在行政审批繁琐、信息不透

明、政策执行不确定、行政腐败等问题，可能会使民企望

而却步，影响其参与ＰＰＰ投资的意愿［１８］。

１２　研究框架
目前学界普遍关注营商环境这一宏观整体概念或

是营商环境系统中单个要素对民企参与 ＰＰＰ投资的影
响，单纯开展边际“净效应”的线性量化研究无法全面刻

画营商环境构成要素的互动模式，很容易掩盖影响机理的

本质，因而不足以契合民企ＰＰＰ参与度的驱动模式研究。
在交易成本视角的基础上，李志军等［４］较为创新地

采用生态系统视角对我国各城市营商环境进行综合评

估。生态系统论起源于生物学领域，该视角下的营商环

境指企业在进行投融资等活动时所处的综合性外部生

态系统，包括企业所面临的资源条件和环境状况，此时

营商环境的重要性体现为宏观外部环境因素以及这些

因素之间相互关联对企业的影响［１９］。从该视角出发，营

商环境各构成要素并不是孤立存在，而是联动发展的，

不同要素在相互影响的过程中实现协同演化，更符合客

观现实［４］。而民企参与 ＰＰＰ投资决策根植于特定城市
环境中，属于复杂多重因素并发、交互作用的过程，在营

商环境生态情境下能够产生影响民企 ＰＰＰ参与度的多
条等效路径，因此当前尚需进一步研究营商环境生态中

各要素如何共同影响民企 ＰＰＰ参与度。本文基于组态
视角揭示营商环境生态对民企 ＰＰＰ参与度的复杂驱动
路径，研究框架见图１。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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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研究方法与数据构建
２１　研究方法

必要与充分关系是两种新兴因果逻辑解释范式，前

者指前因条件的缺失必然导致结果不会发生，而后者指

单个或多个前因条件能充分产生相应结果，对于这两种

关系的论证，主流做法是基于定性比较分析方法（ＱＣＡ）
的组态技术［１９，２０］。ＱＣＡ不仅能识别必要关系，还可以构
建多重组合从全局逻辑揭示结果变量的原因导向和条

件组态，其中 ｆｓＱＣＡ能进一步处理部分类属问题，利用
该方法构建与分析营商环境的条件组态具有情景适应

性和视角创新性。因此本文着重以 ｆｓＱＣＡ充分条件组
态分析探寻营商环境如何影响民企ＰＰＰ参与度，解决了
传统研究不能处理的多重条件并发的非线性关系，丰富

了营商环境与民营企业投资的实证研究工具箱。

２２　数据构建
２２１　数据采集与测量

（１）结果变量：民营企业在 ＰＰＰ项目中的投资规模
可以充分反映其参与的意愿与积极性［１，２１］，故本文采用

各城市ＰＰＰ项目中民企投资的金额来测量民企 ＰＰＰ参

与度。２０１９年财政部强调规范的 ＰＰＰ项目应当按规定
纳入全国ＰＰＰ综合信息平台项目库，及时充分披露项目
信息①。考虑到前因条件发挥作用的时间效应［２２］，根据

财政部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中心（ＣＰＰＰＣ）项目数据库
中项目公司成立时间在２０１９—２０２２年的项目所在城市
和股东信息来对各城市民企 ＰＰＰ参与度进行衡量。具
体而言，首先利用 Ｐｙｔｈｏｎ和手工操作对 ＣＰＰＰＣ数据库
中信息完整的ＰＰＰ项目数据进行整理，获得了包括 ＰＰＰ
项目公司成立时间、所属地区、社会资本出资额等信息。

其次参考沈言言等［２３］的做法利用采集到的社会资本名

称将由自然人控股的社会资本统计为民企。最后根据

各ＰＰＰ项目所属地区对所有项目按城市进行汇总，得到
各城市在研究期间内民企ＰＰＰ投资额。

（２）前因条件：从《中国城市营商环境评价》获取
２０１８年各城市在公共服务、人力资源、市场环境、创新环
境、金融服务、法治环境和政务环境７个营商环境要素
的评价指数［４］。通过将前因条件与结果的数据匹配，剔

除２９个数据缺失城市，最终获得２６０个地级市及以上城
市作为研究样本。

①财政部网站．财政部关于推进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规范发展的实施意见［ＥＢ／ＯＬ］．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ｇｏｖ．ｃｎ／ｘｉｎｗｅｎ／２０１９－０３／１０／ｃｏｎｔｅｎｔ＿
５３７２５５９．ｈｔ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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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２　数据校准
基于已有研究采用直接校准法将完全隶属、交叉点

和完全不隶属 ３个校准锚点分别设定为 ０７５、０５和
０２５，并将０５隶属度加上０００１常数［１９，２４］。各变量描

述性统计和校准结果如表１所示。
３　结果分析
３１　必要条件分析

采用ｆｓＱＣＡ４１软件对校准后的数据进行必要条件
分析，结果显示营商环境生态中各要素对结果的必要一

致性水平均不超过０９，即不存在实现民企ＰＰＰ高／非高
参与度的必要条件。

３２　组态分析
采用ｆｓＱＣＡ４１软件分别分析导致民企 ＰＰＰ高／非

高参与度的组态。在进行组态充分性分析时设定案例

频数阈值为１，原始一致性阈值为０８，ＰＲＩ一致性阈值
为０７［２５］，将既在中间解也在简单解中出现的条件识别
为该解的核心条件，将仅在中间解中出现的条件识别为

边缘条件［２６］，分析结果如表２所示。
表１　集合、校准和描述性统计

条件和结果
模糊集校准 描述性分析

完全隶属 交叉点 完全不隶属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民企参与度 １６６２７７５０ ５２５９０００ １８１５００ １２９７３８７７ １９８０２６０１ ０ １４９８８１０００

公共服务 ８５１９ ５０５５ ３０９５ ７９２７ ９３１ ０４０８ ７３０７８

人力资源 ２３３２６ １９３０９ １７３３３ ２２５７９ １０１２４ ８９３２ ７６２０３

市场环境 １２７６８ ８１０３ ５２８７ １０８４４ ９６６０ ０２７８ ６５２２８

创新环境 ３０８０ １２８０ ０４６３ ４５６２ １１３６２ ０ ９６３８６

金融服务 ３９２９ ２１４４ １１５８ ４６８２ ９４０１ ０ １００

法治环境 ４７７４０ ４１６１３ ２７７４３ ３８９６８ １２０９９ ０７４９ ７６９７５

政务环境 ２５２１０ １９１９１ １４９３０ ２１７８６ １２２００ ２２１８ ９８０７６

表２　实现民企ＰＰＰ高／非高参与度的营商组态

条件
民企ＰＰＰ高参与度

民企ＰＰＰ非
高参与度

Ｓ１ Ｓ２ Ｓ３ Ｓ４ ＮＳ１

公共服务  ● ● 

人力资源 ● ● ● ●

市场环境   ●  

创新环境 ● ● ● ● 

金融服务 ● ● ● ● 

法治环境   ● ● 

政务环境   ● 

一致性 ０８８８ ０８４７ ０８３８ ０８４０ ０８５９

原始覆盖度 ００７３ ００６８ ００９７ ００８６ ０１２９

唯一覆盖度 ０００９ ０００８ ００５２ ００４２ ０１２９

总体一致性 ０８０４ ０８５９

总体覆盖度 ０１８８ ０１２９

　　注：●＝核心条件存在；＝核心条件缺乏；● ＝边缘条件存在；

＝边缘条件缺乏；下表同

３２１　产生民企ＰＰＰ高参与度的营商环境生态
表２显示产生民企 ＰＰＰ高参与度的组态有 ４个。

其中金融服务与创新环境在每条组态都有出现。这是

因为企业良好的融资能力与技术水平都会助力其参与

ＰＰＰ项目投资［２７］，而城市高效的金融服务水平能为民企

减少融资过程中的资金与时间成本，活跃的创新环境能

够助力民企充分发挥技术与管理优势，激发其参与动

力。４条组态中金融服务在组态Ｓ１和Ｓ２中发挥重要作
用，而通过对比创新环境发挥重要作用的 Ｓ３和 Ｓ４可以
发现市场环境与政务环境在两条组态中表现不同作用。

因此本文确定民企 ＰＰＰ高参与度组态命名的“锚”为营

商环境生态中的金融服务、政务环境与市场环境［２５，２８］，

下面结合典型案例定性资料对产生的３类组态作进一
步分析。

（１）组态 Ｓ１和 Ｓ２：金融驱动型。两条组态中高金
融服务都起核心作用，不同在于两条组态在条件上（Ｓ１
的非高政务环境与Ｓ２的非高公共服务）存在替代关系，
并且公共服务与政务环境均与政府的行为相关。该类

城市主要通过金融的驱动作用与人力资源和创新环境

协同产生促进民企参与 ＰＰＰ投资的营商环境生态。从
投入和产出角度来看，任何产出都需要一定水平的要素

投入，民企ＰＰＰ高参与度的提升离不开金融要素投入的
支持。正是由于金融要素的投入，ＰＰＰ项目全流程体系
才能有效运转，从而利用创新环境充分优化人力资源配

置，为参与ＰＰＰ投资的民企注入资源活水。以湛江为典
型案例，该市推出针对民营与小微企业的“政银担”专项

贷款金融产品有效缓解了民企融资难题。同时该市作

为广东第五人口大市拥有充沛的人力资源，在科技成果

数量、人均发明专利拥有量等创新指标上均处于省内非

珠地区前列。良好的金融服务解决了民企的后顾之忧，

丰富的人力资本与活跃的创新环境促进民企投资热情的

提升，产生了吸引民企参与ＰＰＰ投资的营商环境生态。
（２）组态Ｓ３：市场助力型。该类城市中有效市场主

要通过丰富金融要素投入，充分利用成熟技术合理配置

开发资源和供给服务，营造促进民企参与ＰＰＰ投资的良
好营商生态。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强调市场对资

源的配置作用，通过促使公共产品、人力资本与金融资

源等要素优化组合，通过调节作用实现资源优化配置，

对民企参与ＰＰＰ项目投资形成有效推力作用。以该类
组态的典型案例洛阳为例，该市作为共和国老工业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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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将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作为其主要发展方向，打造装

备制造、精细化工等一批先进制造业产业集群，目前该

市已形成２个千亿级、７个百亿级产业集群，作为中原城
市群副中心城市，洛阳对区域人口的吸引力很强，通过

着力打造更高水平的国家创新型城市，研发投入强度常

年位居全省第一。同时通过优化项目建设审批管理，建

立健全涉企行政处罚裁量标准，保障市场主体的合法权

益，着力打造自主便利的投资市场环境，符合提出的市

场助力民企参与ＰＰＰ投资的营商环境生态。
（３）组态Ｓ４：政府主导型。这类城市主要依托有为

政府营造健全的创新与法治环境，完善公共服务配给，

提升金融服务水准，打造促进民企参与ＰＰＰ投资的营商
环境生态。新结构经济学中的有为政府论强调政府通

过加大公共投资保障金融资源与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

不断完善政策与法规以规范各类主体行为，减轻负外部

性的不利影响，对民企参与ＰＰＰ项目投资形成有效拉力
作用。以该类组态的典型案例阜阳市为例，为支持中小

微民企发展，阜阳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充分运用互联

网大数据等创新理念和技术，整合政府部门、金融机构、

社会机构相关数据资源，搭建综合金融服务平台。实现

政府产业政策、金融机构信贷投向、企业融资需求等多

方信息的快速传递和即时交换，有效连接企业需求和金

融资源供给。该平台还畅通了政府、银行和企业之间的

对接渠道，加强政府部门、司法部门和银行机构之间的

协同合作和信息共享。这反映出该市在政府主导下，通

过与金融、创新与法治等要素的有效配合驱动民企参与

ＰＰＰ投资的营商生态。
３２２　产生民企ＰＰＰ非高参与度的营商环境生态

为验证因果非对称性，对导致民企 ＰＰＰ非高参与度
的营商生态进行了分析，结果如表２，组态ＮＳ１产生非高
参与度，其中人力资源是唯一的核心存在条件，其他营

商环境要素都为缺失状态。这说明单纯依靠充沛的人

力资源并不能有效提升民企参与度。比较发现民企ＰＰＰ
非高参与度组态并不是高参与度组态的对立面，说明形

成非高参与度与高参与度的驱动路径存在非对称性。

３３　稳健性检验
本文对产生民企 ＰＰＰ高参与度的营商环境组态进

行稳健性检验。通过微调案例频数（由１至２）、原始一
致性阈值（由０８至０８３）和ＰＲＩ一致性阈值（由０７至
０７３），对比发现覆盖度和一致性参数的变化不大，且产
生的结果与表２间存在相同或子集合关系，证明结果比
较稳健［１９，２５］。

３４　组态空间情境差异分析
由于我国各地城市在资源禀赋、经济发展水平以及

制度环境方面存在显著差异，因此影响不同地区民企参

与ＰＰＰ投资的营商环境生态可能也各有不同。为验证
该问题，按照国家统计局标准将前文２６０个城市划分为
东部城市（８７个）与中西部城市（１７３个）两组，对比分析
东部与中西部城市民企ＰＰＰ高参与度的不同组态结果，
如表３所示。

表３　不同地区民企ＰＰＰ高参与度的营商组态

条件
东部城市 中西部城市

Ｅ１ａ Ｅ１ｂ Ｅ２ Ｆ１ Ｆ２ａ Ｆ２ｂ Ｆ３ａ Ｆ３ｂ

公共服务 ● ● ● ● ●   

人力资源  ● ●  ●   ●

市场环境  ●    ● ●

创新环境  ● ●  ● ●  ●

金融服务  ● ● ● ● ●  

法治环境   ●  ● ●  ●

政务环境 ●   ●  ● ●

一致性 ０８３５ ０８４３ ０９２６ ０９６１ ０９３０ ０９７２ ０８７３ ０８６９

原始覆盖度 ０１３３ ０１６８ ０１５４ ００７２ ００７３ ００７９ ００８５ ００４８

唯一覆盖度 ００７８ ００８５ ００８０ ００３５ ００４２ ００３７ ００５９ ００２１

总体一致性 ０８４０ ０９０２

总体覆盖度 ０３３２ ０２４７

　　东部地区拥有更多的财政资源用于基础设施、教
育、医疗等公共服务建设，同时具有人才和产业集聚效

应，能吸引更多相关领域的高水平人才聚集，为城市基

本公共服务的提升提供更好支持［２９］。因此东部城市在

实现高参与度上呈现出３种组态，其中Ｅ１ａ和Ｅ１ｂ的核
心条件相同，构成二阶等价组态［２４］，这两条组态揭示了

东部城市提升民企ＰＰＰ参与度的第一类路径，即高水平
的城市公共服务供给水平能弥补地方法治环境的不足，

进而提高民企参与度。组态Ｅ２说明政府积极有为作用

欠佳的背景下，部分东部城市可以依靠活跃的市场环境

与充沛的物力、人力资源与金融服务水平作为驱动条

件，依靠高水平的创新环境和法治环境作为辅助来提高

民企参与度。总体来看，东部城市实现高参与度的３条
组态路径（Ｅ１ａ、Ｅ１ｂ、Ｅ２）中公共服务作为核心条件发挥
着积极作用，即使有些城市政务环境方面存在不足，但

也可以凭借完善的基础设施、充沛的人力资源与活跃的

市场金融环境来弥补政务短板，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

的决定性作用（Ｅ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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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较东部而言，中西部城市经济发展水平较为欠

缺，市场环境尚需改善。受地缘因素影响，该类地区的

基本公共服务可及性与受益性普及相对滞后［２９］，在民企

参与ＰＰＰ投资所需的基建投入方面，中西部城市与东部
城市存在明显的差距。中西部城市实现高参与度存在５
条组态，组态Ｆ１说明在市场与政府均未发挥主体作用
的情形下，部分中西部城市主要通过金融要素投入，通

过不断完善公共服务实现高参与度。二阶等价组态Ｆ２ａ
和Ｆ２ｂ说明市场环境匮乏时良好的制度与创新环境拉
力可以与金融要素共同作用弥补以上不足，从而提升民

企参与度。二阶等价组态Ｆ３ａ和Ｆ３ｂ显示，通过推动有
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可以弥补公共与金融服务

水平的短板，实现民企 ＰＰＰ高参与度。总体来看，中西
部城市实现高参与度的５条组态路径可以分为两类，第
一类组态（Ｆ１、Ｆ２ａ、Ｆ２ｂ）表明在市场环境尚待完善的中
西部城市，金融服务为提升民企参与度发挥了积极作用

（Ｆ１），而创新与法治环境也可与金融服务发挥协同驱动
作用（Ｆ２ａ、Ｆ２ｂ）。第二类组态（Ｆ３ａ、Ｆ３ｂ）表明对于基础
设施与金融服务不佳的中西部城市可以通过构建有为

政府与有效市场互融共生的营商环境优化原则处理好

政府与市场的平衡关系［３０］，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城市资源

要素的劣势，实现民企ＰＰＰ高参与度。
综上，在我国区域位置的不同通常意味着基础设施

条件、市场开放水平和人才聚集等方面的显著差异，由

此在实现高水平民企参与 ＰＰＰ投资的过程中产生了东
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城市差异化的营商环境组态。其

中东部城市主要通过促进公共产品高质量供给来推动

民企参与ＰＰＰ投资，而中西部城市则强调有效市场与有
为政府的有机耦合作用和金融资源要素的投入作用来

实现这一目标。由此为不同地区城市针对当地特点，制

定差异化的策略提升民企ＰＰＰ参与度提供参考借鉴。
４　结论与启示

本文较为特色地以我国２６０个城市作为研究对象，
基于整体论的组态视角，采用ｆｓＱＣＡ方法系统探讨营商
环境生态对民企ＰＰＰ参与度的影响，揭示促进民企参与
ＰＰＰ投资的多种营商组态路径，得到主要研究结论如
下：（１）单一营商环境条件并非产生民企 ＰＰＰ高参与度
的必要条件，但良好的金融服务与创新环境为高参与度

的实现发挥了积极作用。（２）共有三类营商环境路径驱
动产生民企ＰＰＰ高参与度，包括金融驱动型、市场助力
型和政府主导型。（３）东部和中西部城市在实现民企
ＰＰＰ高参与度的驱动路径上存在明显差异。东部城市
的三条组态路径均显示出公共服务作为核心条件发挥

的普适作用。而中西部城市的五条路径显示出政府与

市场间协同或是金融支持发挥了积极作用。

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提出以下启示，为地方政府因地

制宜制定精细化的营商环境优化策略提供参考：（１）各
地应充分运用当地优势，在统筹整合各要素基础上重点

推动关键要素的发展。例如对于金融与人力资源丰富

的城市，应积极鼓励提供充足的金融支持，提升金融市

场活跃度和流动性，同时构建高水平人才队伍，为民企

参与ＰＰＰ项目提供必要的资金和人才支持；对于政务与
法制健全的城市，可通过提高政府服务效率、提供透明

高效的行政服务以及简化审批流程等措施加强民企参

与ＰＰＰ项目的法律保障，为企业提供明确的产权保护以
弥补市场环境的不足，提升其投资信心。（２）不同地区
城市应根据自身独特条件并结合所处地区营商环境要

素的特点量身定制适合本地的提升策略。如中西部地

区应避免公共服务不足的短板，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

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以政府有为推动市场

有效，充分实现金融资源合理有效配置，解决民营实体

的融资难题，激发其在ＰＰＰ投资过程中参与热情。而东
部城市则应充分利用先天优势，利用高水平基础设施充

分调动营商环境各资源环境要素，为民企积极参与 ＰＰＰ
项目投资提供有效外部支持。

本文从城市层面考察营商环境提升民营企业 ＰＰＰ
参与度的驱动路径，受限于数据可得性尚未深入到不同

ＰＰＰ行业，仍值得进一步探讨。同时各城市的民企参与
度提升路径可能会随时间变动，对此尚有进一步研究的

空间。后续研究可考虑基于行业细分领域或是动态数

据开展研究以更科学地探寻民企 ＰＰＰ参与度的提升策
略。

参考文献：

［１］曾莉，罗双双．我国ＰＰＰ实践中民营企业参与度及其影响因素
研究———基于７３１个县域样本的实证分析［Ｊ］．软科学，２０２０，
３４（２）：３３－３８．

［２］ＣｈａｎＡＰＣ，ＹｅｕｎｇＪＦＹ，ＹｕＣＣＰ，ｅｔａｌ．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ＳｔｕｄｙｏｆＲｉｓｋ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ａｎｄＡｌ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Ｐｕｂｌｉｃ－Ｐｒｉｖａｔｅ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Ｐｒｏｊｅｃｔｓｉｎ
Ｃｈｉｎａ［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ｉｎ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２０１１，２７（３）：
１３６－１４８．

［３］ＺｈａｎｇＳ，ＣｈａｎＡＰＣ，ＦｅｎｇＹ，ｅｔａｌ．ＣｒｉｔｉｃａｌＲｅｖｉｅｗｏｎＰＰＰＲｅ
ｓｅａｒｃｈ

"

ＡＳｅａｒｃｈｆｒｏｍ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ａｎｄ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ｓ［Ｊ］．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Ｐｒｏｊｅｃｔ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２０１６，３４（４）：５９７－
６１２．

［４］李志军．２０２０·中国城市营商环境评价［Ｍ］．中国发展出版
社，２０２１．

［５］王波，何寿奎，马维文．长江经济带生态环保类ＰＰＰ投资影响因
素的空间分析［Ｊ］．软科学，２０２４，３８（１）：４５－５２．

［６］龚军姣，张敏．民营企业参与城市公用事业 ＰＰＰ项目的影响因
素研究［Ｊ］．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２０２０（５）：１００－１１２．

［７］牛鹏，郑明波，郭继文．营商环境如何影响企业投资［Ｊ］．当代
财经，２０２２（１）：９０－１０１．

［８］段永彪，董新宇．电子政务、营商环境与城市经济活力———基于
城市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Ｊ］．软科学，２０２３，３７（１２）：１５－２２．

［９］ＷａｎｇＹＬ，ＣｕｉＰ，ＬｉｕＪＣ．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ｔｈｅＲｉｓｋ－ＳｈａｒｉｎｇＲａｔｉｏｉｎ
ＰＰＰＰｒｏｊｅｃｔｓＢａｓｅｄｏｎ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ＭｉｎｉｍｕｍＲｅｖｅｎｕｅＧｕａｒａｎｔｅｅｓ
［Ｊ］．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Ｐｒｏｊｅｃｔ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２０１８，３６（６）：
８９９－９０９．

［１０］时秀梅，孙梁．“一带一路”中私人部门参与 ＰＰＰ项目的影响
因素研究［Ｊ］．财经问题研究，２０１７（５）：１２－１７．

［１１］Ｂａｕｍ－ＳｎｏｗＮ，ＰａｖａｎＲ．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ｔｈｅＣｉｔｙＳｉｚｅＷａｇｅＧａｐ
［Ｊ］．Ｒｅｖｉｅｗｏｆ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ｔｕｄｉｅｓ，２０１２，７９（１）：８８－１２７．

［１２］周正祥，张秀芳，张平．新常态下 ＰＰＰ模式应用存在的问题及



!"#$

!

!"#

"!"!"

!

#

"!#

$%

$!%

$

&"'%

$&$

&#

对策［Ｊ］．中国软科学，２０１５（９）：８２－９５．
［１３］王丽洋，孙燕芳．民营企业参与ＰＰＰ项目的组态路径———基于

ｆｓＱＣＡ的实证研究［Ｊ］．软科学，２０２３，３７（７）：６６－７２．
［１４］Ｆｌｅｔａ－ＡｓíｎＪ，ＭｕｏｚＦ．ＷｈｅｎＢｉｇｇｅｒｉｓＢｅｔｔｅｒ：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Ｖｏｌ

ｕｍｅＤｒｉｖｅｒｓｉｎ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Ｐｕｂｌｉｃ－Ｐｒｉｖａｔｅ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Ｐｒｏｊｅｃｔｓ
［Ｊ］．Ｓｏｃｉｏ－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Ｐｌａｎｎｉｎｇ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２０２３，８６．

［１５］ＳｔｅｉｊｎＢ，ＫｌｉｊｎＥＨ，ＥｄｅｌｅｎｂｏｓＪ．ＰｕｂｌｉｃＰｒｉｖａｔｅ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ｓ：
ＡｄｄｅｄＶａｌｕｅｂｙ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Ｆｏｒｍｏｒ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Ｊ］．Ｐｕｂ
ｌｉｃ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２０１１，８９（４）：１２３５－１２５２．

［１６］Ｆｌｅｔａ－ＡｓíｎＪ，ＭｕｏｚＦ，Ｒｏｓｅｌｌ－ＭａｒｔíｎｅｚＪ．Ｐｕｂｌｉｃ－ＰｒｉｖａｔｅＰａｒｔ
ｎｅｒｓｈｉｐｓ：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ｎｔｓｏｆｔｈｅＴｙｐｅｏｆ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Ｊ］．
Ｐｕｂｌｉｃ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Ｒｅｖｉｅｗ，２０２０，２２（１０）：１４８９－１５１４．

［１７］ＢｅｒｔｅｌｌｉＡＭ．ＰｕｂｌｉｃＧｏｏｄｓ，Ｐｒｉｖａｔｅ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ｓ，ａｎｄ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Ｉｎ
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Ｐｕｂｌｉｃ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ａｎｄＴｈｅ
ｏｒｙ，２０１９，２９（１）：６７－８３．

［１８］ＷａｎｇＨ，ＬｉｕＹ，ＸｉｏｎｇＷ，ｅｔａｌ．ＴｈｅＭｏｄｅｒａｔｉｎｇＲｏｌｅｏｆＧｏｖｅｒｎ
ａｎｃｅ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ｏｎｔｈｅ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ＢｅｔｗｅｅｎＲｉｓｋＡｌ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ａｎｄ
Ｐｒｉｖａｔｅ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ｉｎＰＰＰＭａｒｋｅｔｓ：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ｆｒｏｍ 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Ｊ］．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Ｐｒｏｊｅｃｔ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２０１９，
３７（１）：１１７－１３０．

［１９］杜运周，刘秋辰，程建青．什么样的营商环境生态产生城市高
创业活跃度？———基于制度组态的分析［Ｊ］．管理世界，２０２０，
３６（９）：１４１－１５５．

［２０］ＤｕｌＪ，ｖａｎｄｅｒＬａａｎＥ，ＫｕｉｋＲ．Ａ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Ｔｅｓｔｆｏｒ
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Ｊ］．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Ｍｅｔｈ
ｏｄｓ，２０２０，２３（２）：３８５－３９５．

［２１］王雨辰，胡轶俊．民营企业ＰＰＰ项目参与度研究———基于公共

性的风险分析［Ｊ］．软科学，２０１９，３３（６）：８９－９４．
［２２］敦帅，毛军权．营商环境如何驱动“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培

育？———基于组态视角的定性比较分析［Ｊ］．上海财经大学学
报，２０２３，２５（２）：７８－９２．

［２３］沈言言，宗庆庆．区位劣势、ＰＰＰ项目社会资本参与和引资质
量［Ｊ］．财政研究，２０２２（１０）：４６－５９．

［２４］ＦｉｓｓＰ．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ＢｅｔｔｅｒＣａｕｓａｌＴｈｅｏｒｉｅｓ：ＡＦｕｚｚｙＳｅｔ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ｔｏ
Ｔｙｐｏｌｏｇｉｅｓｉｎ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Ｊ］．Ａｃａｄｅｍｙｏｆ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Ｊｏｕｒｎａｌ，２０１１，５４．

［２５］杜运周，刘秋辰，陈凯薇，等．营商环境生态、全要素生产率与
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多元模式———基于复杂系统观的组态分析

［Ｊ］．管理世界，２０２２，３８（９）：１２７－１４５．
［２６］杜运周，贾良定．组态视角与定性比较分析（ＱＣＡ）：管理学研

究的一条新道路［Ｊ］．管理世界，２０１７（６）：１５５－１６７．
［２７］刘穷志，任静．社会资本参与 ＰＰＰ模式的“素质”研究———来

自中国上市公司的证据［Ｊ］．经济与管理评论，２０１７，３３（６）：
３８－４６．

［２８］ＦｕｒｎａｒｉＳ，ＣｒｉｌｌｙＤ，ＭｉｓａｎｇｙｉＶＦ，ｅｔａｌ．ＣａｐｔｕｒｉｎｇＣａｕｓａｌＣｏｍ
ｐｌｅｘｉｔｙ：ＨｅｕｒｉｓｔｉｃｓｆｏｒＣｏｎｆｉｇｕ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Ｔｈｅｏｒｉｚｉｎｇ［Ｊ］．Ａｃａｄｅｍｙｏｆ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Ｒｅｖｉｅｗ，２０２０．

［２９］宋佳莹，郭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测度：可及性与受益
性视角［Ｊ］．统计与决策，２０２４，４０（４）：９１－９５．

［３０］宋林霖，陈志超．中国语境下的营商环境优化：核心议题与治
理路径［Ｊ］．中国行政管理，２０２１（１）：１４７－１４９．

（责任编辑：秦　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