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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领域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是否推动了

县域农业经济发展？

——基于多期倍差法的经验证据

鲍曙光

摘要： 本府 社 合作是政 和 会资 “十三五” 期重要的农 模式时 业投融资 。本文运用 2000－2019年微

， ， 了 本据和 数据相结合 板数据 使 多期倍 农业领域 会资 合作 县观数 宏观 的面 用 差法 检验 政府和社 的 域

。 ， 本 了经 发 效应 明 农业 政 和 会资 合 提 县 业经济发农业 济 展 及其作用机制 研究表 领域 府 社 作 高 域农 展

。 一 、 对 、 、 、水平 这 结论 验组非随 调整 更换解释变 整实验组 虑遗漏在进行实 机分配检验 照组 量 调 考

、采济社会环 用变量和经 境延续性 PSM-DID ， 。 本方法后 然 业 域 府和仍 稳健 农 领 政 社会资 合作具有

长 长 ， 。 较济增 效 要 过 加农业 资 优 度环境两 渠道促进县 济发展 相期经 应 主 通 增 投 和 化制 个 域农业经 于

、 力 、 村 ， 本 对低财 农 金融市场 善地区 农 领域政 资 合作 农 影响发达地区 地区 不完 业 府和社会 业发展的

、 力 村在欠 达 财 区 农 金发 地区 高 地 和 融市场 。著完善地区更显 本 对农业 政 和 会资 合 农 发领域 府 社 作 业

也影响 存在 报机制的异展的 回 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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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农业领域 府政 和 本社会 合作资 （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简称“PPP”） 过政府与是指通 社会资

本 ， ， 本 村 、 、作 发挥财 杠 引 社 资 积 务项目 资 设合 政 杆作用 导 会 极参与农业农 公共服 的投 建 运营
①
。

农业 域领 PPP是“十三五”时期重要的农 投融资模式业 创新。2016年《 于推进农 和社关 业领域政府 会

本合作的指导资 意见》、2017年《 本关于深 推进农 府和社会 实施意见入 业领域政 资 合作的 》 一系等 列

文 的 发政策 件 印 ， 了推动 农业领域 PPP 展的快速发 ，PPP也成为“十三五” 间 融期 金 和社会 本资 入投

村 。业 重要方式农 农 的

PPP 目项 ， 、 门、的绩效受 素的影响 分配 的私人部 稳 政治支持 公到很多因 合适的风险 活跃 定的 和

①
资料来源：《“农业领域PPP”模式》，http://www.moa.gov.cn/ztzl/jrfwnyxdhgflt/sdms_a1012/201710/t20171012_583873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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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采 本 （众支 购流程等 定政府和 会 成 与 的关持 透明的 因素是决 社 资 合作 功 否 键 Osei-Kyei and Chan，

2015）。 、 ， 杂；输等领 业 域 利益相 方 多 系更加复 业项目普遍相比于市政 交通运 域 农 领 的 关 更 且关 农

长、 大、 较 ， ， 。投资规模 农业 用地指标紧 业信贷困 在农业建设周期 比 效益不高 设施 张 农 难 基础设施

建设中引入 PPP模式， 在投资激 治存 励 理难题（ 来唐 和 娟娟祥 杨 ，2012），面临更多挑战。这些原因

导致农 域业领 PPP 体总 少目数量项 偏 ， 落 较项 地目 率 低，甚至 了 少出现 失败案例不 ， 了大形成 量资金

浪费。农业领域 PPP 施面 套环境不健项目实 临配 全、 本较确定性成 等问题不 高 （赵勇智等，2019；严

东 丰华 和 景春，2020）。 域农业领 PPP 一项目是 能 推 县 农业 问否 够有效 动 域 经济发展仍存在 定疑 。从

更 视 看宏观 角 ， 国中 PPP总体 入 范 的新阶段进 规 发展 ， 动其规范有 发展推 序可持续 、提升供给质量与

效率 主要发展方成为 向。 这种背景在 下，评估农业领域 PPP 政策效果的 ，对 业领域于提高农 PPP项目

，效 量 善率和质 完 村 义。关政 系具有 意相 策及乡 振兴投融资体 重要

着 论和实 的 断随 理 践 不 演进，当前 PPP研究 重点的 ，已经从 念最初的概 、内涵和风险分析（ 薇刘 ，

2015；贾康和孙洁，2009），发展到效 绩效评价 究率和 研 ， 来绩效 成为评价越 越 PPP 热研究的 点。PPP

评价研究 要 层 展绩效 主 从两个 面 开。大多数研究从微观层面基于 PPP项目特 索 建点探 构 PPP 目绩效项

价 系评 体 。例如， 泽彩王 和杨宝昆（2018）、Mohamad et al.（2018） 了分别探索提出 PPP 效评项目绩

价指标体系； 远和佟庆 高建（2018） 了则评估 中国 下情境 PPP 对模式 公 事业财 影响共 务绩效的 。也有

少 一 来部 经济社会 益 观 视 分析分研究从 效 这 更宏 的 角 本政府和社会资 合作 。 ，政策宏 果 如的 观效 例 陈

思霞和 冬张 连（2021）基 级面板数于县 据，评估发现产业新城 PPP 了 长目显著促 增项 进 县域经济 ；高

和潘水洋震男 （2020）分 现析发 ，PPP 来了较项目资 证券化 的产 带 为明显 GDP 长增 和居 平提民消费水

高；汪 鑫立 等（2019） 了研究 PPP对公 基 设施共 础 供给效率的影响，发现 PPP项目 了的 推 中实施 动 国

。基础设 供 效 提升施 给 率的

村在农 农 领域业 ，涉农 PPP 究并不多的相关研 ， 大 都是 分析且 部分研究 定性 ，只有部 究实证分研

了检 农业领验 域 PPP 。 ， （例如 黄江 国的效果 玉和曹富 2019） ，基于贫 户 卷 研 发现困 调查问 的 究 PPP

对 计 、 计 了 ； 焱 （略 生 结 生 著 正向作 杜 等模式 贫困户生 发展策 果产 显 的 用 强 2018） 论分析的 础在理 基

上， 六基于全国 个案例，从效率、公 续性 度平性和可持 的角 ，对 村农 环境治理 PPP 了式有效性 行模 进

， 村剖析 境治理发现农 环 PPP 对 村 大 力。模 环境治理 灵 困 方 具有式在应 农 失 的多重 局 面 巨 潜

来综合 看， 术学 研究 下 点 足当前相关 有以 几 不 ：一是农 领业 域 PPP相关 较少究研 ，目前还 于起处

步阶段，农业领域 PPP对 丰农业发展 评估 待 富影响效果的 仍有 ；二是农业领域 PPP相关 大研究 是基多

， 大 本 。 ，本于 的定性研 例分析 缺 基 据 科 合理 基实践总结 究或者案 乏 于 样 数 的 学 的实证研究 鉴于此 文

于 2000－2019年 数县级 据，采用 期倍差多 法，实 检 业领域证 验农 PPP 了 长是 促进 县域农否 业经济增 。

，本 ：一 ， 未相比于已 主要 贡献如下 是 者掌握的 献中 尚 证评估中有文献 文的 边际 在笔 文 有研究实 国农

域业领 PPP对 长农业经 增济 的影响，本文 于 域面基 县 板数据实证分析 PPP 长业经济 应的农 增 效 ， 展拓

了 业领域农 PPP 宏 效 估研究的 观 果评 ；二 本是 将微观层面 域文 的农业领 PPP项目信 面的息和宏观层 县

经济社会数 结合域 据相 ，构建 观和宏 的面板数微 观相结合 据， 数据分析 业基于此 农 领域 PPP对 域县 农

业 展的发 影响，丰 了 的相关富 县域农业发展 研究；三 本是 在 估农业 域文 评 领 PPP 对目 农业经济项 县域

https://kns.cnki.net/KNS8/Detail?sdb=CJFQ&sfield=%e4%bd%9c%e8%80%85&skey=%e5%88%98%e8%96%87&scode=13529570&acode=13529570
https://kns.cnki.net/KNS8/Detail?sdb=CJFQ&sfield=%e4%bd%9c%e8%80%85&skey=%e8%b4%be%e5%ba%b7&scode=00000776&acode=00000776
https://kns.cnki.net/KNS8/Detail?sdb=CJFQ&sfield=%e4%bd%9c%e8%80%85&skey=%e5%ad%99%e6%b4%81&scode=11203148&acode=11203148
https://kns.cnki.net/KNS8/Detail?sdb=CJFQ&sfield=%e4%bd%9c%e8%80%85&skey=%e7%8e%8b%e6%b3%bd%e5%bd%a9&scode=36357269&acode=36357269
https://kns.cnki.net/KNS8/Detail?sdb=CJFQ&sfield=%e4%bd%9c%e8%80%85&skey=%e6%9d%a8%e5%ae%9d%e6%98%86&scode=37665434&acode=376654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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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 ， 了影响的基础 业领域增 上 检验 农 PPP对 长 ， 一 丰 了县 增 的 机制 进 步 富 研究域农业经济 影响 相关 。

二、政策背景与研究假说

（一）政策背景及发展现状

十八 三自党 届 中全的 会提出“ 本许社会资 经营等方 参 基 设 投资允 通过特许 式 与城市 础 施 和运营”

， 、 《 本改委等 先 印 财政部 于 广 政府和社 资 合作模式 的通之后 财政部 发 部委 后 发 关 推 运用 会 有关问题

》《 本 》《 办 》《知 关 和社 合作的指导 基础设施 公用事 营管理 法于开展政府 会资 意见 和 业特许经 关于

本共服务领 推 和 会 合作在公 域 广政府 社 资 模式的指导意见》 一 列政策等 系 文件，推 中动 国 PPP发展步

轨正入 。 大力家国 推广 PPP模式， 力 大中国 步成为全球 模最 的逐 影响 和规 PPP市场。PPP 发模式逐渐

， 大， 、 村 。展 投资领域不 从最初的 务 交通 展到农业 环保等领成熟 断扩 水 等领域扩 农 和节能 域

中 业 域国的农 领 PPP 较步 晚起 ，2016 才 热年以后 逐渐成为 点。2017年《中共中央 务 关 深国 院 于

入推 农 供 结构性改进 业 给侧 革 村加快培育农 新动能的业农 发展 若干意见》 确提明 出， 广政府和社推 会

本 ，撬 本 村。 ， 门 《 办合作 动金 和社会 向农业农 部 先后印 国 厅 于资 融 资 更多投 此后 有关 发 务院 公 关 创

村新农 机制的 意基础设施投融资体制 指导 见》《财 部政 本农业 关 深 进农业领 政府和社会部 于 入推 域 资

》 ，实施意见 农业合作的 等文件 推动 领域 PPP 。快速发展 《根 国据 全 PPP综合信 平台管息 理库项目

2021年半年报》，截至 2021 半年年上 ，527个脱 县 运贫 已探索 用 PPP 村模 支持式 脱贫攻坚和乡 振兴，

脱贫县 的占 总数 63.3%， 库 目在 项 1624 ， 计个 脱 县 投 经达到贫 累 资已 1.2万亿元
①
。PPP 了有效支持

村 。的脱贫攻贫困地区 坚和乡 振兴 ，根据 数据库数据 和林业万德 农业 PPP项 数由目 2016年 1月的 84

加到个增 2020年 12月的 298 ， 规模由个 投资 582亿 增元 加到 3698 ，元 业 域亿 农 领 PPP 。快速发展

（二）研究假说

PPP 出模式从经济产 、 对 了就业 方 经 产生 积 的 响等多 面 济 极 影 ， 了 长推动 国家 地区经济增有效 和 。

Linas andAsta（2013）发现， 盟国家中在欧 ，比利时、 长兰和 的经济增 与爱尔 英国 PPP 具有高度投资

关性相 。印度 PPP 了通过推动 提高 效率模式则 私人投资 ， 了 长而 济进 带动 经 增 （Omdeep andNibedita，

2010）。

长基 设施础 是经济增 、 力 必前提条 要 础生产 发展的 件和 基 。Aschauer（1989）、 茂林等廖 （2018）

了 对 长 ，后 算 设施 经济 的产出弹性先 测 基础 增 认为 对 长 。 弛设施 经济 响 张 代瑞熙基础 增 有重要影 亦 和

（2018） ， 对 。 ，实证 发现 农业 础设施 发展有显 影响 从中 的 县 农研究 基 农业经济 著的正向 国 现状看 域

， 对 ， 、持续 设施建 相 后 史欠账 入 足 因导致农 基础设施成业 健康发展 但农业基础 设仍 滞 历 投 不 等原 业

一业现代化为制约农 的瓶颈之 。 业领农 域 PPP 对要针 农业基 施等公共 务项目主 础设 服 ， 了 基强化 农业

础设施建设， 于推动农 经有利 业 济发展。在 业 域农 领 PPP模式中，政府将传统上 门公共部 的由 提供 农

业 础设施 开 给基 等 放 门，部私人 了推动 农 基础设施投 改革和管业 融资体制 理体制改革，金融 会和社 资

本的不断引入成为农业 济经 发展 推因素的重要助 。PPP 本 ，模 效吸引社 资 解 府式可以有 会 投资 缓 政 财

①
资料来源：《全国PPP综合信息平台管理库项目2021年半年报》，https://www.cpppc.org/jb/1000863.j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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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 （政支 多元投出压 推动基础设施的 入 康贾 和孙洁，2009）。PPP 式具有 围 济 模经济的模 范 经 和规

， 本。性 有利于降 务供给成特 低公共服 PPP 、 ， 本资 建 运营等环节 引入社会 提模式包含投 设和 通过 资

了升 基 营管理水础设施运 平， 了 础设施供 效提高 基 给 率。 本生 周 成 看从全 命 期 ，农业领域 PPP 了节约

本础设施 成农业基 提供 ， 了现 业基础 施 量实 农 设 数 、 本和成 等方 的最优组合质量 面 。农业领域 PPP通

本 ， 了 ， 了 本， 了过政府 作的 创新 发挥 市 制的作用 低 农业 提供成 提和社会资 合 模式 场机 降 基础设施 高

， 了 ， 了 。资效率 有 改 基 设 供给 业经济农业投 效 善 农业 础 施 状况 从而推动 县域农 发展

，本 一因 文 出第 个此 提 究 说研 假 ： 领域农业 PPP 了 。提高 域农业经济县 发展水平

农业领域 PPP 推动 农业经济发之所以能够 县域 展， 要是通过 素和制 面发挥作主 要 度两个层 用。在

， 。层面 农业 础 资 足 建设 经济发 重 因 受制于 政 入要素 基 设施投 不 和 滞后是限制中国农业 展的 要 素 财 收

力 ， ，大 对下滑和收 压 趋紧 政府 以突破财 政收 衡规则的束 度提高增速 支 短期内难 政预算和财 支平 缚 幅

。 村 村 ， 撬 本农 基础设 农业农 投 难以满足 业 化 需 财政业 施的投入 融资体系 农 农 现代 的 求 动金融民间资

力 ， ， 村 ， 本 村 （模式创 足 金 服务体 仍 完 间资 参与 业农 投资效 曙度不强 新不 农 融 系 不 善 民 农 率不高 鲍

，光等 2021）。 ， 大， 较 ， 对农 身的 不足 农业整 险 比 效益 这些都 金融业和农民自 积累 体风 低 导致农业

本 力 对和社 引 相 不足会资 的吸 。 对 对 本 力政 相 限 及农 不足的 下在 府支持 有 以 业 金融和社会资 吸引 情况 ，

大府 很 程度 将政 在 上 PPP 一 （作 础设施融 工具视 种基 资 Tan and Zhao，2019）， 本为金融 提和社会资

一 对 ， ， 。供 个相 投融 道 有利于突 政约束 适 超前推 础设施建规范的农业 资渠 破财 度 进农业基 设 在农业

领域 PPP模式中，政府 少部 财 资金利用 分 政 ， 本 一个稳定 业 资 道为金融和社会资 提供 的农 投 渠 ，提升

了 本 。融 社 投资农业 积极性和主金 和 会资 的 动性 PPP 大 本 ，将 量金融 入到 领域 有项目 和社会资 引 农业

了 本 。效解 业经济发 资金缺 资 参与难决 农 展 口及社会 等问题 本 ，府引导激 金 会 投政 励 融和社 资 入 推动

，农业多元化投入 了 ， 来增加 农 定 产 资 能够 产 和直接 业固 资 投 带 出 GDP ，从而促进 域农业经增加 县

。济发展

，度层面在制 PPP 一不仅是 种 ，资模新融 式 了体现更 管理模 社会治理 制的创式和 机 新（ 孙贾康和

，洁 2009； ，刘薇 2015）， 。能 源配置效 和 务 给 率够提升资 率 公共服 供 效 PPP 杂，模式的流程复 这要

， ， 。 了府增加 透 度 强公众 责 而 政府职能 变的催化剂 过去求政 财政 明 加 问 从 成为 转 政府改变 “大 大包

揽” ， ， 本础设 直接生产者 供者转变 间接提 与社会资 的伙伴的做法 由基 施的 和提 为 供者 政府 成为平等

， ， ， ， 。关 各 公 透 有利 政府向 型 府 变 提升 业 资系 司其职 开 明 于推动政府从管理型 服务 政 转 农 投 效率

PPP ，对 了 ， 一 了 ， 了模式遵循 场化制度安 为产生 约 理顺 与市场关系市 排 政府行 束 从而进 步 政府 优化

制度环境。 据根 《财政部 本关于深入 领域政府 社 作 实 意见农业部 推进农业 和 会资 合 的 施 》，农业领域

PPP要“ ， 类市场在 配 中 决定性 用 励 场主体通 公开竞争性 农注重发挥 资源 置 的 作 鼓 各 市 过 方式参与 业

PPP项目合作， 本会资 农业公共服 域的隐性 垒破除社 进入 务领 壁 ，营造 的市场环规范有序 境”
①
。这就

求在农业要 域领 PPP项目中，政府、 本社 资会 、金融机构、村 相关主集体及农户等 体都必须遵守 治法

①
参见《财政部 农业部关于深入推进农业领域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的实施意见》，http://www.gov.cn/xinwen/2017-06/07

/content_5200693.htm。

https://kns.cnki.net/KNS8/Detail?sdb=CJFQ&sfield=%e4%bd%9c%e8%80%85&skey=%e8%b4%be%e5%ba%b7&scode=00000776&acode=00000776
https://kns.cnki.net/KNS8/Detail?sdb=CJFQ&sfield=%e4%bd%9c%e8%80%85&skey=%e5%ad%99%e6%b4%81&scode=11203148&acode=11203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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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 的下 “ 约契 精神”，建立各个 与方平等协 和机制参 商的关系 ， ， 本消 持续 社会资除隐形壁垒 优化

参与 场环境的市 。 长 一营 环境和 程是中国 关键因素商 市场化进 经济增 的 之 （樊纲等，2011； 强董志 等，

2012）。农业领域 PPP要求遵守市场规律， 本社会资 场 体 立稳定 期为 等市 主 建 预 ， 进 市场化进推 农业

， 、 、 ， 对有利于为市 造良好营 平 开 效的市场环 而 农业市 主体产程 场主体营 商环境和公 放 高 境 从 场 生

促进作用激励和 。可见，农业领域 PPP能够 进 济 展 度环促 农业经 发 制 境的优化， 域农业进而推动县 经

。发济 展

因此，本 二文提出 个第 究研 假说：农业领域 PPP 过要素投入 境两个渠通 和制度环 道， 农推动县域

。业 发展经济

三、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

本 本文样 数 括宏观县 经济数据包 级 据和微观 PPP项目信息数据。其中，宏观层面 县 数的 级经济 据

来源于 2001－2014 （ ）《 计 》年 历 鉴 和年 中国区域经济统 年 2015－2020 （ ）《 计年 中 县 统历年 国 域

》，本 对 了 。年鉴 利 插 部分数据 缺失值进行文 用 值法 的 补全 PPP 信息数据 虫从 部项目 通过网络爬 财政

本 心政府和社 合作中 的 国会资 全 PPP综合 项目管理信息平台 库
①
获 。本 研究中用 的得 文 到 PPP项目信

、 、 、 、 、 、息 据 含项 目行业 实 时 运作方 回 机 目建设内数 包 目地点 项目投资额 项 项目 施 间 式 报 制 项 容

等。本 择文选 农业 业和林业行 PPP项目作为农业领域 PPP项目。 本配 文研究目为匹 标，本 了删除 地文

级 及以上 的农业领市 政府实施 域 PPP项目， 保留县级 府仅 政 实施的 PPP项目。此外，本 采 了文还 用 县

收入变域土地财政出让 量，其 来数 源 中国土 市 网据 于 地 场
②
， 布根据网站 的笔者 公 2000年至今的土地

，公告 通过 式获出让 网络爬虫方 得 2000－2019 ，县级政府所 土地出让 易情况 中的年 有的 交 进而将其

， 。土地 微观数据 总 获 县 分年出让收入 加 到县级 得 域 度土地出让收入

本 本文样 数根据 据，2000－2019年， 一 了全 共 施国 实 149个县 农级 业领域 PPP 目项 。其中，云南、

东、 、 州山 江西 河南 领域及贵 农业 PPP 较 。项目 领域数量 多 农业 PPP 运作方式最 的是项目 常见 BOT

方式，采 一这 方式 所有用 的项目占 农业领域 PPP 数的项目 83.2%；最常 的 制 可 性缺见 回报机 为 行 口补

助，采 一 目占所用这 机制的项 有 业 域农 领 PPP 目数的项 65.8%。 业 域农 领 PPP 平均拟合 年限项目 作 为

22.66 ，年 最短为 10 ， 长为年 最 30 。年 本文将 PPP项目 资额 到数及投 加总 ，县级单位 县域宏观并与

，据匹配数 形成 2000－2019 。域非平衡年县 面板数据

（二）变量说明

1. 。被解释变量 本文 释 量的被解 变 为 一第 产业增加值。 ，本 （ 、 ）可得性 县 区考虑到数据 文以 市

一 ， 、 、 、 一第 产业 加 衡 域农业经 发展 即农 林 定时期内 和服 值的 增 值 量县 济 牧 渔业在 创造的货物 务价

。 了 ，本扣除生产 中投入的 间货物 值所得到 为 消除价 变 的 响过程 中 和服务价 的增加值 格 动因素 影 文以

①
全国PPP综合信息平台项目管理库网址：https://www.cpppc.org:8082/inforpublic/homepage.html#/projectPublic。

②
中国土地市场网网址：https://www.landchina.com/publicDe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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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为基期用GDP 对 一 了 。产业增 进 平价格指数 第 加值 行 减

2. 。解释变量 本 心文 核 变量为的 解释 PPP 。项 实施目 PPP ，项目实 变量 以县施为虚拟 域是否实施

了农业领域 PPP项目衡量，即 在实施农 领域县域 业 PPP项 以后目当年及 年份赋值为 1， 施农业领实 域

PPP项目 及前以 未 施 农业实 过 领域 PPP项目赋值为 0。

3. 。变量控制 （参 学考张 良 2012） ，本 ： 力、的 究 文选 的 制 包括 农业 械总动 户籍研 取 控 变量 机 人

、一 末 。公共预算 融机 款余额口数 般 支出和年 金 构贷

了 ，本 对为 剔 常值的影 文 被解 控制变量除异 响 释变量和 均在 1%和 99% 。水平上进 缩的 行 尾处理

， 少 一 ，本 对 对 。同 为 多重 消除量 影 文 解释变 和 制 取 数时 减 共线性和在 定程度上 纲的 响 被 量 控 变量

表 1 变量定义与描述性统计

变量 称名 义变量定 观测值 均值 标准差

一第 产业增加值 （ 、 ） 一 对 （县 市 产业增加值区 第 的 数 ： ）原单位 万元 41335 11.74 1.24

PPP项目实施 实施农业县域在 领域PPP 当年及以项目 后年份 为赋值 1， 则 值为否 赋 0 41394 0.01 0.09

力农业机械总动 （ 、 ）县 市 区 力农业机 动械总 对 （数的 原 ： ）单位 万 瓦千 特 41301 3.03 1.09

户 口籍人 数 （ 、 ） 对 （县 市 户籍人口规区 模的 数 原 ： ）单位 万人 41339 3.53 0.93

一 支出般公共预算 （ 、 ）一 对 （区 般公共预 出规模的县 市 算支 数 原 ： ）单位 万元 41339 12.37 1.53

末 融机构贷年 金 款余额 （ 、 ）市 区县 末年 金 机 余融 构贷款 额 对 （的 数 原 ： ）单位 万元 41283 11.34 1.28

（三）模型设定

由于不同县（市、区）实施 领农业 域 PPP项 的时间 在 异目 存 差 ，因此，本文使用多 倍差法检验期

农业领域 PPP 了 。 ：项目是否 业经 展 模型具体促进 县域农 济发 如下

0 1
1

J

it it k it i t it
k

gdp D X     


        （1）

（1）式中， itgdp 一为第 业增加产 值， itD 为 PPP 实施变量项目 。 1 心 计 数是核 估 系 ， 本是 文关

心 农的 业领域 PPP 。的 均 理效平 处 应 itX ，表示控制变量 k 。 了控制变 系 为 制县级表示 量的 数 控 层

对面 外 策 县域经 产生的动态的 生政 济 影响，本 了控制 截面文还 固定效应（ i ） 时间 效应和 固定 （ t ）。

了 ，本 采 类 。为 剔除 差和自相 的影响 层面聚 稳异方 关 文 用县域 健标准误

四、实证结果分析

（一）多期倍差法前提条件检验

计 势使用多期 差 前 是 有平倍 法估 的 提 具 行趋 ，即实施农业领域 PPP项目之前， 对验 与 组的实 组 照

势 本一农 经 发 平变化趋 致业 济 展水 基 。本文借鉴Beck et al.（2010）的研究， 势平行趋 检进行 验。根据

图 1， 业领农 域 PPP 施前实 2年到前 5 ， ，回归系数 不显著 个组的农 展水平年的 均 这表明 两 业经济发

势 ， 势 。在 策 的 化 无明 设政 实施前 变 趋 显差异 满足平行趋 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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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平行趋势假设检验

（二）基准回归结果

（根据 1） ，本 了评 农 领域式 文 估 业 PPP对 ，县 农 经 展的影响 通过逐步加 量域 业 济发 并 入控制变

方法验 健性证模型的稳 ， 最终回归结 表模型 果如 2所示。（1） 未列 包含控 回归结果是 制变量的 ，（2）～

（5） 增加控制 量 结列是逐步 变 的回归 果， 了所 方程 和时间 效有 均考虑 个体固定效应 固定 应。在 步增逐

加 制 量 况下控 变 的情 ，PPP项目 施变量均在实 1% 计 上显著的统 水平 ，且系数为正， 明农 域说 业领 PPP

了 ， 一提高 县域 经济发展 平 第 个农业 水 研究假说 。 较大 对得证 在农 口 和农业 础 设业资金缺 基 设施建 相

滞 的情后 况下，农业领域 PPP 本导金融 会 增 农业投 的 要 和农业基 设施投融成为引 和社 资 加 入 重 手段 础

资创新模式， 了带动 农业 基础 建设投资增加和 设施 ， 了从而推 业经济发动 农 展。农业领域 PPP在补齐

村 、 、 村 。农 公共基 板 提升公 服 推 乡 兴战 推动作 他础设施短 共 务质量 动 振 略实施方面具有重要 用 其 控

本 ，本 一一赘 。制 量结果 理 预 相符 文不 述变 与 论 期基 再

表 2 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1） （2） （3） （4） （5）

PPP项目实施
0.059*** 0.061*** 0.053*** 0.057*** 0.056***

（0.017） （0.016） （0.016） （0.016） （0.016）

力机械总动农业
0.225*** 0.154*** 0.137*** 0.136***

（0.007） （0.006） （0.005） （0.005）

户籍人口数
0.617*** 0.536*** 0.529***

（0.017） （0.017） （0.017）

一般公 算支出共预
0.180*** 0.172***

（0.007） （0.007）
末年 金 构贷款余融机 额 0.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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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4）

常数项
11.744*** 11.063*** 9.097*** 7.390*** 7.319***

（0.001） （0.021） （0.058） （0.082） （0.087）
效应时间固定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 制控 已控制

个 固 效应体 定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制已控

本量样 41329 41298 41298 41298 41242
F值 12.336 514.698 1000.262 978.610 780.091
R2 0.958 0.962 0.965 0.967 0.967

：注 ***、**和*分 表别 示 1%、5%和10% ， 。著性水平 号内为稳健的显 括 标准误

检验农业为 领域 PPP 长 长济增的 期经 效应，本文替换被解 量释变 ， 一将当年 产业增 为第 加值替换

一 ， 。 ，本 计 了当年及 第 产业增 值 值 后 新回 性 文分 当滞后年份 加 的平均 然 重 归 为保障结果的稳健 别 算

及 后年 滞 1年、当 及 后年 滞 2年、 年及滞后当 3年、当年及滞后 4年、 滞后当年及 5 一年的第 产业增

。值的 值 具体回归 如表加 平均 结果 3 。所示 据表根 3， （除 3） ， 列列外 其他 PPP项目实施变量均在

5%及以上的 计统 水平上显著，且 数系 ，为正 说明农业领域 PPP 于县域有利 农业 长经 期济 ， 一展 进发

了 一步 证 个 假说验 第 研究 。同时， 一阶段的农业这 领域 PPP 都带有示项目 范性， 带动 主体可能会 其他

对增加 农 投资业的 。农业 域领 PPP 了不仅 公共基础 的资金缺补足 地区 设施建设 口，而 引 社且通过 入 会

本 了资 提升 PPP项目管理水平， 了业参与 营 良 的制度 境为农 主体 造 好 环 ， 了续 动 农业经 发展持 地推 济 。

表 3 农业领域PPP项目的长期经济增长效应

变量
2期平均 3 均期平 4期平均 5期平均 6 均期平

（1） （2） （3） （3） （4）

PPP项 施目实
0.047** 0.067** 0.047 0.076** 0.196***

（0.021） （0.027） （0.029） （0.032） （0.037）
控制变量 制已控 已控制 控制已 已控制 制已控

个体和 效应时间固定 已控制 已控制 控已 制 已 制控 已控制

本样 量 25636 17440 12233 8837 6267
F值 431.257 220.651 97.658 66.024 32.287
R2 0.970 0.972 0.973 0.975 0.976

：注 ***、**和* 表示分别 1%、5%和10% ， 。著 水 括号内 稳 标的显 性 平 为 健 准误

（三）稳健性检验

1. 。实验组非 机分配检验随 布 ，前提条件 足随 特征 但农业倍差法的 是实验组满 机分 领域 PPP项目

的实 并不是施 随机的。本 一在基准回 增加 系列 能 业 域文 归模型中 可 影响农 领 PPP 择目选项 的变量，以

对 扰。一 （分配因 果 干 借鉴陈 霞 张排除非随机 素 结 的 是 思 和 冬连 2021） ，的研究 构 地理位置虚建 拟变

， 心大 毗 。体现县级 经济 城市在地理 如果县级 位受省 辖或隶属量 以 单位是否与 圈核 上 邻 单 会城市管 直

， 赋值为辖市 则 1； ，否 赋则 值为 0。二 加 县 农业是 入 域 领域 PPP 一第 产业 值项目实施基年的 增加 变

， 。三 ，量 体现实 当 县 位的农业 济发展水平 食主产区 域农 展特以 施 年 级单 经 是构建粮 变量 反映县 业发

。 ，征 如果 单位属于 食主产 为县级 粮 区 则赋值 1； ，否则 赋值为 0。 加入县级 位 总 量四是 单 的粮食 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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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 类产量油 和肉 总产量 3 ， 。本 了映县域 产 发 特征 文 基 模 础上控制 些变个指标 反 农业 业 展 在 准 型基 这

势 ，量与时 乘项 得到 表间趋 的交 回归结果如 4的（1）列 。示 根据所 （1）列结果， 择随机选 实 组非 验

本 本 ，并不 基 结论 农会影响 文 业领域 PPP 了 。进 县域农 经促 业 济发展

2. 对 。调 照整 组 对 择 。 （ ） 权、照组 差法的 结 区 县 市 在 城 化选 同样会影响多期倍 回归 果 和 职 镇 水

、 较大 ， ，本 本，农业发展 面临的环境 展模式上 因此 试删除所有 样平 所 和农业发 均存在 差异 文尝 区级

（ ） 本， 。仅保留 市 级样 回归 回归县 然后重新 结果如表 4的（2）列 ，所示 据根 （2）列结果， 对调整

，本 ，照 后 文 域组 结论仍然稳健 农业领 PPP 了 。显著 县 农 经济发 水提升 域 业 展 平

3. 。更 释变量换解 本 心 （ 、 ）文 试将核 解释 为县 市 区 域尝 变量替换 实施农业领 PPP ，项 次数目的

重新回 得到结果 表归后 如 4的（3）列所示。根据（3）列结果，更 量后换解释变 ，本文结 仍论 然稳健，

农 领业 域 PPP 了 。提升 平县域农业经济发展水

4.调整 组实验 。在 PPP项 运行中目 ， 执于 备 和 行阶段处 准 阶段 的 PPP 未必 落项目 能够 实融资并形

成最终投资，因此，本 执保留 行阶段的文仅 处于 PPP 本项目样 ，识别农业 域领 PPP对县域 发农业经济

。展水平的影响 归结果回 如表 4的（4）列所示，调 实 组整 验 ，后 本文 本基 结论仍然成立。

5. 虑遗漏 和 济 会环境 延 性考 变量 经 社 的 续 。本 鉴文借 Acemoglu et al.（2019）、陈思霞 张冬连和 （2021）

， 一 ， 、的研 模型中引 量 期 项 以控制地 济 社会环 等不可 因素究 在回归 入被解释变 滞后 区经 境 观测时变

对回归 响结果的影 ，具体结 如果 表 4的（5）列所示。（5）列 果表结 明， 了 后项后控制 被解释变量滞 ，

PPP ， ，实 变 仍然显 且 数 农业领域项目 施 量 著 系 为正 PPP 长 。在显著的农 效应存 业经济增

表 4 稳健性检验结果

变量
机分实验组非随 配 对整 照组调 更换 变量解释 调整 验组实 增加 变量滞后被解释 项

（1） （2） （3） （4） （5）

PPP 施项目实 0.057* 0.045*** 0.064*** 0.074***

（0.034） （0.016） （0.018） （0.023）
农业领域PPP项目实施

次数

0.059***

（0.015）
控 变量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制已控

体 时间固 效个 和 定 应 已控制 已控制 已 制控 已控制 已控制

本样 量 2333 37113 41242 41157 25489
F值 30.446 642.378 780.510 774.016 4891.922
R2 0.979 0.968 0.967 0.967 0.939

：注 ***、**和*分别表示 1%、5%和10% ， 。显著 平 括号内为 标准误的 性水 稳健

6.基于 PSM-DID 。方法的 验稳健性检 一 计 ，本为进 步 倍差法的 偏 用降低多期 估 误 文利 PSM-DID

。法 行稳方 进 健性检验 用 PSM-DID 计 ， 对验共同 假 即 验匹配 实 组 组的协估 需要检 支撑 设 经 后 验 和 照

变 是否变得平量 衡。本 采用卡尺最 核匹 法文分别 近邻匹配和 配方 ，检验农业领域 PPP对县域农业 济经

。发展 同支撑假 果如表的影响 共 设检验结 5 ， ， 采所 从 量 检 结果 邻示 各协变 的 验 看 无论是 取卡尺最近

， ， 本匹配 还 核 配方法 配 所 变量均不 在系统性差 使用方法 是 匹 匹 后 有协 存 异 说明 文 PSM-DID方法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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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的

表 5 共同支撑假设检验结果

量变
卡 近邻尺最 匹配 核匹配

标准化偏差 t值 p值 标准化偏差 t值 p值

力农业机械总动 0.1 0.05 0.957 0.9 0.35 0.729

户籍人口数 1.7 0.71 0.475 -0.1 -0.06 0.954

末年 构 款 额金融机 贷 余 3.2 1.22 0.223 2.7 1.12 0.261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1.5 0.56 0.578 1.4 0.53 0.596

本文借鉴李青原和 泽华肖 （2020） ， 本、 本研 分别使 匹 成 样 满足共 支撑假说的的 究 用 配 功的 同 样

， 本权 对 本 权 ，归 以及在 情况 样 进行加 回 在进行回 考虑样 重的 下 全 归 以 一定程度 缓解基 存上 准回归中

择在的选 偏差问题，得到回归 果结 如表 6 示所 。 据根 表 6，采用 PSM-DID 计方法估 所得到的结果与表

2 本一 ，结果 核基 致 心 释 量在解 变 5% 计 ， ，及 上 统 上显著 且 数为正 表明以 的 水平 系 农业领域 PPP有

。利于推 经济动县域农业 发展

表 6 PSM-DID方法稳健性检验结果

（卡尺最近邻匹配 k=2） 核匹配

变量 本匹配成功样 本支撑样共同 权加 回归 本成功样匹配 本共 支同 撑样 权回加 归

（1） （2） （3） （4） （5） （6）

PPP项 实施目 0.049*** 0.071*** 0.045** 0.042** 0.056*** 0.041**

（0.019） （0.016） （0.019） （0.021） （0.016） （0.021）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制已控 已控制 控已 制 已 制控 已控制

个 和 固定体 时间

效应
控制已 已控制 已控制 控制已 已控制 已控制

本量样 6715 40985 6715 4766 40873 4766
F值 172.915 762.866 177.852 205.825 815.341 203.813
R2 0.965 0.966 0.964 0.965 0.966 0.966

：注 ***、**和*分别表示 1%、5%和10% ， 。著性水平 号内为 误的显 括 稳健标准

（四）影响机制检验

根据上述分析， 业领域农 PPP主 通 投 和 度环 农业经 展要 过要素 入 制 境两个渠道影响县域 济发 。本

采用 介效应 型 析 领域文 中 模 分 农业 PPP影响 域农业经济 制县 发展的机 。要素投 以县 定入中介变量 域固

资产投资 衡量规模 ，代表 业领域农 PPP 来 投资增加带 的农业 。 中介变量 制 得 衡制度环境 以 度环境 分 量，

义将该指标定 为 1 出与地 产 值 比值减去政府支 区生 总 的 （ 小王 等鲁 ，2019）。 大度 得分数值制 环境 越 ，

一 ， 对代表这 地区 化配置程 利于 业市场主体 良好的营 环境和资源市场 度越高 越有 为农 提供 商 相 公平透

。 （明的市场 阮荣平等环境 参照 2014） ， ，研 以的 究 首先 一产 增第 业 ，加 县域固值作为被解释变量 以

心产 资 模和制 环 得 核 解释变 进行回归定资 投 规 度 境 分为 量 ， 对 长分 量 县域农 影响析中介变 业经济增 的 ；

其次，以县域固定 投资规模 制度环 被解释变资产 和 境得分为 量，以 PPP 心实施变量 核 量项目 为 解释变

，行 归 检进 回 验农业领域 PPP对 。的作用 效 模 回归结 如中介变量 中介 应 型 果 表 7 。所示

https://kns.cnki.net/KNS8/Detail?sdb=CJFD&sfield=%e4%bd%9c%e8%80%85&skey=%e6%9d%8e%e9%9d%92%e5%8e%9f&scode=08984842&acode=08984842
https://kns.cnki.net/KNS8/Detail?sdb=CJFD&sfield=%e4%bd%9c%e8%80%85&skey=%e8%82%96%e6%b3%bd%e5%8d%8e&scode=46278824&acode=462788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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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表根 7（1）列结果， 对 一县域固定资 模和制度 第 产 加值有显著 进产投资规 环境得分都 业增 的促

。 本 对 长 ， ，作用 固 资产投 要素 经济 在农业投 不 况 增 固定定 资代表资 增 的影响 资 足的情 下 加 资产投资

长。 ，业经济 度 境 分则代 政 与 关系 良好 政府与市场 于约束政能够推动农 增 制 环 得 表 府 市场 的 关系有利

、 ， ， 了腐败 当的公共决 农业市场 体提供 度环境和 同样促进府不当干预 和不 策 为 主 良好的制 稳定预期

。域 济 展县 农业经 发

据表根 7（2） ，列结果 PPP 在项目实施变量 1% 计 ， ，的统 上 著 系数为 说 农水平 显 且 正 明 业领域

PPP ， 。有利于 顺政府与市 善市场经理 场关系 完 济环境 PPP模式 一是 种政府与 本社会资 长之 的间 期 新

型合 机制作 ， 本政 资 是平等 系府与社会 的伙伴关 。农业领域 PPP 了打破 传统公 产 和服共 品 务的“单中

心” ， 了现供给模式 实 、 、政府 社 的 调互动市场 会 协 ， ，动 府 和市场机 完善 为农业推 政 转型 制 市场主

， 。建立稳定 制度 从而有利于 农业经济 展体 预期和良好 环境 县域 发

根据表 7（3）列结果，PPP项目实施变量在 1% 计水平上显统 著，且 正系数为 ， 明 业领说 农 域 PPP

了 投资增加 县域固定资产 。 本根 数据 文 据，农 领域业 PPP项 投 规 均值为目 资 模的 88035万元，相当于

一县域 加值均值第 产业增 229567万元的 38.3%。PPP 较大投资项目 规模 ， 大 一可在短时间 增加 个内 幅

地 的农业区 投资规模， 本对带动金融 农业的投和社会资 入，对 竿推 农 发 起到动县域 业 展 立 见影的作用。

述综上所 ，农业领域 PPP 了推 农 固定资 投 的 和地区制 环境的优化动 业 产 资 增加 度 ， 了第进而推动

一 ， 了 ， 二 。产业增 促进 农业经济发 个研究假 得证加值的增加 县域 展 第 说

表 7 中介效应模型回归结果

变量
一 增加值第 产业 制 分度环境得 固定资 投产 资规模

（1） （2） （3）
制 环 得分度 境 1.037***

（0.037）
模县域固定资产投资规 0.057***

（0.006）
PPP项目实施 0.019*** 0.099***

（0.003） （0.017）
控 变制 量 已控制 控已 制 已控制

个体和时 固定效应间 已控制 制已控 已控制

本样 量 28121 28131 41192
F值 6072.935 766.762 114.609
R2 0.849 0.705 0.945

：注 ***、**和*分别表示 1%、5%和10% ， 。的显著性 括号内为 健标准水平 稳 误

（五）异质性检验

1. 济发展水区分经 平。 域农业领 PPP 较大项目通 资常 金规模 ，当 实 的农前 施 业领域 PPP 大项目 多

，对 大 、域农业 发 提 示范和 导 经 发达地区 公共服务供 础设施等能为县 经济 展 供 引 于 济欠 加 给 补齐基 发

义 大。 ，本 ， 本划 ，重 因 依据地区生 值中位数 样 分为 和欠发达展短板意 此 文 产总 将 发达地区 地区 分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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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分别回归。其中， 义生 总 高于 为发达地区 产 值 中位数的县级单位定 地区， 义反 则 为欠发 地之 定 达 区。

回 果如表归结 8的（1）和（2）列所示。根据（1）和（2）列结果，农业领域 PPP对 农业欠发达地区

，对 。 较 ，发展具有显 用 发达地 的作用 于发达地 地区农业 展 资经济 著作 区 不显著 相 区 欠发达 发 面临的

，约 更加金 束 严重 因而农业领域PPP对 。发达地 业 展 作用更 显欠 区农 发 的 加 著

2. 力 。区 水平分财 PPP 一 本 ， 对模式 功的 个基 前 的合理支 机制成 提是政府 持 政府补偿 PPP 绩项目

（效存在显 激励作用著的 An et al.，2018）。 ，业具有 不稳定性农 弱质性和 农业领域 PPP 对项目 地方

力 较 ， 对 力 了较 。本贴 财 持 依赖 财 提出 求 依 县域人补 和地方 支 的 程度 高 这就 地方政府 高要 文 据 均财政

收入
①

， 本划 力 力 。 ，位数 将样 为高财 地区 区分别回中 分 和低财 地 归 其中 人均财政收入高于中位数的

义 力 ， 义 力 。级单位定 高财 地 定 为低财 结果如表县 为 区 反之则 地区 回归 8 （的 3） （和 4） 。根列所示

据（3）和（4） 结果列 ，农业领域 PPP对 力 业经济 的 响 著高财 地区农 发展 影 显 ，对 力低财 区 业地 农 经

发展的影 不显著济 响 。农业领域 PPP 较大普遍资金项目 规模 ，对 力 较要求地方财 高， 力而财 更加充因

地区更有 能为农足的 可 业领域 PPP 力目提供足 持项 够的财 支 ， 力从而使 财 农 领高 地区的 业 域 PPP发挥

更显著的效果。 面区分 发 水 的分析 知结合前 经济 展 平 可 ， 业农 领域 PPP 一发展存在 定“矛盾”：农业

领域 PPP 发达地区 显著项目在欠 的效果更加 ， 力效果发挥却 于地方财 障但其 依赖 保 ，欠发 临达地区面

大 力 力 ， 了更 的财 和财 约束 而 业 域政支出压 从 抑制 农 领 PPP 长 。业经农 济增 效应的发挥

3. 村农 金融 环区分 市场 境。良 的金融 态 境好 生 环 是 PPP 目运作成 的关键项 功 （陈华和王晓，2018）。

本 大 ， 本划 村依据北京 金融 的中位数 将 为农 金融 场完善文 学数字普惠 指数 样 分 市 地区和 完善地区不 分

。别回归 ， 义其中 数字 惠 数 于 位数普 金融指 高 中 的县级单位定 为 村 融市场农 金 完善 ， 义地 反 则定区 之

为 完不 善地区。 归结果如回 表 8的（5）和（6）列所示。 结果根据回归 ，农业领域 PPP 效应的积极 在

村金融市场完 区的作用 著农 善地 显 ， 村在农 金融市场不完善地区不显著。可见，农业 域领 PPP农业经

长 大 村 。济 效 的发 金融市 境 影增 应 挥在很 程度上受到农 场环 的 响

4.区分 PPP回 机报 制。农 域业领 PPP项目回 机制分为使报 用者付费、可行性缺口补助、 付政府 费

3 。 ， 一中 使用者付 种更加市 化的种 其 费是 场 PPP ，运 府付费的行模式 政 PPP 政府的支更加依赖 持。

本 子 本 子 本文 于 用 付费 回归分别基 使 者 样 和政府付费 样 进行 ，分 同 报 制农业 域析不 回 机 领 PPP对 域县

，经济发展 影响 结果如农业 的 表 8的（7）和（8）列 。 ， 心所示 根据 种回 制下的核 解回归结果 两 报机

量的系数 显著释变 都 ，且符号为正。使用者付费机制下 PPP 大项目实施 量 于 府 费机变 的系数 政 付 制下

PPP ，系数 说 场 程 更高的 业 域项目实施变量的 明市 化 度 农 领 PPP 长 大。的农业经 增 效应更项目 济

表 8 异质性分析结果

变量 区发达地
欠发达

地区

力高财

区地

力低财

区地

金融市场

地区完善

金融 场不市

完善地区

用者付使

费机制

付费政府

机制

（1） （2） （3） （4） （5） （6） （7） （8）

PPP 目项 实施 0.009 0.113*** 0.151*** 0.000 0.055*** -0.018 0.066*** 0.060***

（0.017） （0.026） （0.026） （0.018） （0.019） （0.028） （0.020） （0.020）

①
财政收入为县域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和土地出让收入之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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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 量控 变 控制已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制已控 控已 制 已控制

体 时个 和 间

定效应固
已 制控 已控制 已控制 制已控 已控制 已控制 制已控 已控制

本样 量 20546 20587 27155 13995 35418 5524 41125 41114

F值 217.264 76.198 301.622 239.973 573.749 13.963 774.605 773.147

R2 0.958 0.962 0.967 0.952 0.967 0.981 0.967 0.967

：注 ***、**和* 表示分别 1%、5%和10% ， 。的 著性水 为稳健标显 平 括号内 准误

五、研究结论与启示

政府和 本社会资 作合 是“十三五” 。本期 要 农业 层面的 领时 重 的 投融资模式 文将微观 农业 域 PPP

项 信息数 和 观目 据 宏 层面 2000－2019 ，年的县域 济社会数据 建微观和 的面经 相结合 构 宏观相结合 板

据数 ，使用多期 法倍差 ， 了检验 农 领域业 PPP 长的 经济增 效 用机制县域农业 应及其作 。研 表究 明，农

领业 域 PPP 了提 县域高 农业经济发展水平。 进行实 非 机 配检验在 验组 随 分 、 对整 组调 照 、 解释变更换

、 、 、采量 整实验组 考 量和经济 延续调 虑遗漏变 社会环境的 性 用 PSM-DID ， 一方法后 这 结 然稳论仍

健。农 领域业 PPP 长 长具 增 效应有 期经济 ，主 加要素投 和 度 境 个渠要通过增 入 优化制 环 两 道促进县域

发展农业经济 。 较相 于对 达 区 影响发 地 的 ，农 领业 域 PPP对欠 地区农业 济发展的促 加发达 经 进作用更

显著； 力对地 域方财 农业领 PPP的 存在显著影绩效 响， 力财 地区农 领域高 业 PPP 长的 增 效应农业经济

；更显著 相较 村农 金融市于 场 ， 村不 区 金 市场完善地 农 融 完善地区的农业领域 PPP政策效 显果更 著；

相较 ，政府付 机于 费 制 市 回报机制 农业领域场化 下 PPP 。效率更高

本 研究主要 下几 示文 可以得出以 点启 ：一是农业领域 PPP 够有效推 县域农 展能 动 业经济发 ，因此

需要重视 PPP 式在农业 域 和 用模 领 的创新 应 。应 村结合乡 振兴、共同富裕战略，推动农 域业领 PPP与

、 。政 转移支 专 债 结合府 付 项 等相 二是在 进农业领域推 PPP ，中发展过程 应考虑 平差地区发展水 异，

地施策因 。 大对要加 达地区农 领域欠发 业 PPP 力项 支持 度目的政策 ，在资金、 等方面给 优土地 予 惠政

策，通过 PPP模 推动 发展式 欠发达地区农业经济 。三是 相 法 法规健全 关 律 ， 村推 政 职 变和农进 府 能转

，要 市场改革素 为农业领域 PPP 。发展提供 和制 境良好的政策 度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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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es Public Private Partnership inAgriculture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CountyAgricultural Economy? Empirical Evidence Based onMulti-period

DIDMethod

BAOShuguang

Abstract: Public Private Partnership (PPP) in agriculture is an important innovation of agricultural investment and financing mode

during the 13th FiveYear Plan period. By using the panel data of the combination of micro data and macro data from 2000 to 2019,

and using the multi-period DIDmodel, this article examines the development effect and mechanism of Public Private Partnership in

agriculture on county agricultural economic development. This conclusion is robust after the non-random allocation tests of

experimental group, adjustment of control group, replacement of explanatory variables, adjustment of experimental group,

consideration ofmissing variables and the continuity of economic and social environment, and the application of PSM-DIDmethod.

Public Private Partnership in agriculture has a long-term economic growth effect, which mainly promotes the development of

county agricultural economy by increasing agricultural investment and optimizing regional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Compared

with developed areas, areas with low financial resources and areas with imperfect rural financial markets, the impact of Public

Private Partnership in agriculture is more significant in underdeveloped areas, areas with high financial resources and areas with

perfect rural financialmarkets. The impact of Public Private Partnership in agriculture also has heterogeneity of returnmechanism.

Keywords:Agriculture; Public Private Partnership; County;Multi-periodD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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