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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精准扶贫与经营绩效空间分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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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运用2016—2020年民营上市公司为样本,讨论民营企业精准扶贫与经营绩效的空间分异状

况,结果发现:不同省域范围内民营企业精准扶贫与经营绩效存在“高-高”“低-低”“高-低”和“低-高”

四种空间分布。为溯源这种空间分异状况,引入空间常系数模型进行前因要素解析,结果表明:影响民营

企业精准扶贫的外部影响因素为媒体关注程度,影响其经营绩效的外部影响因素为区域制度环境。基于

资源依赖理论,探讨民营企业财富动机与非财富动机在参与精准扶贫至乡村振兴进程中的行动逻辑转换

机理,分析民营企业与乡村间的动态靶向协同路径据此设计民营企业参与乡村振兴的长效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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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党的十九大做出的重大决策部署,是新时代“三农”工作的总抓手[1]。

201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和《乡村振兴战

略规划(2018—2022年)》,明确指出“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

2020年,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

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进一步强调“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

效衔接”和“坚持和完善社会力量参与帮扶机制”。因此,未来乡村振兴战略目标的完成需要巩固

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特别是需要保持精准扶贫的功效)、完善社会力量(尤其是民营企业)参与帮扶。

民营企业在精准扶贫攻坚战中投入了巨大的财力、物力和人力资源,在当地政府整体扶贫战

略的指导下取得了良好绩效,“万企帮万村”精准扶贫行动就是一个典型的范例。同时民营企业

也因其数量众多、分布广阔、运作灵活等特征,能够继续在乡村振兴战略中起到重要作用,“万企

兴万村”行动的开展为此做出了实践。然而考虑到企业是一种可以降低交易成本的“资源配置机

制”[2],如何平衡民营企业自身发展与“反哺乡村”工作之间的协同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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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问题亦可被阐述为:未来应当如何保障民营企业参与乡村振兴长效机制的形成?

首先,我们应当考虑精准扶贫与乡村振兴两大战略之间的逻辑关联,目前关于二者之间有机

衔接的研究成果较多,基本上学者们一致认为,精准扶贫是乡村振兴的前提和基础,乡村振兴是

精准扶贫的深化和提升[4]。精准扶贫行为在组织建设、体制机制、产业发展等方面的成功经验能

够为乡村振兴工作提供宝贵知识财富[5],还能从精准施策、压实责任、全面动员、自力更生等方面

提供可供参考的实践举措[6]。因此概括民营企业参与精准扶贫的成功经验能够为其参与乡村振

兴长效机制的形成提供可行性指导。

其次,就民营企业而言,切实有效的经营战略及绩效,能够为参与精准扶贫以及乡村振兴提

供充裕的资金支持和经营技巧指导;而精准扶贫能够为民营企业带来良好的市场声誉,进而获得

更为有利的政策扶持和税收优惠;乡村振兴则能够为民营企业依托自身资源禀赋,开发更为广袤

的乡村资源,涉足新的产业类型提供强有力的协助。因此民营企业“经营绩效—精准扶贫”二者

可视为长期并行的战略抉择,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政策的演化,“经营绩效—乡村振兴”二者亦然。

我们使用下图展示:民营企业参与“精准扶贫→乡村振兴”的货币支出与其经营绩效关系演进过

程(图1a),民营企业“经营绩效→精准扶贫→乡村振兴”之间逻辑关系(图1b)。

图1a 民营企业参与“精准扶贫→乡村振兴”的货币支出与总体经营绩效关系演进

图1b 民营企业“经营绩效→精准扶贫→乡村振兴”之间逻辑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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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图1可知,从整体发展态势来看,尽管民营企业受非经济目标驱动的行为(比如捐赠、参与

精准扶贫及乡村振兴)会导致一定的货币支出,但同时也会因涉足新产业带来更多的营业收入

(主要来源于新产业经营,少数源自新产业经营对原产业的“溢出效应”),且随着民营企业参与帮

扶乡村程度的深化,民营企业总体货币资金收入呈现递增趋势,即经济目标也得到了较好的满

足。因此可认为民营企业精准扶贫、乡村振兴、经营绩效提升三者之间属于相互协同的逻辑关

系,且可以通过货币收入和支出视角整合到同一个分析框架之下。

在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国内国际双循环发展、绿色低碳发展的宏观格局下,民营企业参

与精准扶贫及乡村振兴的过程往往也是进入涉农产业链,为公司开启新产业经营的渠道,获取长

足新产业营业收入的过程,也即在探讨民营企业参与精准扶贫和乡村振兴时,以新产业营业收入

为基准来表征民营企业经营绩效具有合理性。同时考虑到不同地域乡村的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

状况各异,从地理空间特征的角度探讨民营企业参与精准扶贫和乡村振兴问题具有现实意义。

综上所述,本文首先探讨民营企业参与精准扶贫及其经营绩效水平在空间维度上的分布特

征;其次解析民营企业参与精准扶贫与其经营绩效的前因影响因素,然后探讨民营企业财富动机

与非财富动机在参与精准扶贫至乡村振兴过程中的行动逻辑转换机理,最后阐述如何构建民营

企业参与乡村振兴的长效机制。

一、研究样本及实证方法

(一)研究样本来源

因为民营企业的经营资讯较难获知,参与精准扶贫的信息也不易收集,同时考虑到从2016
年开始上市公司要求在其年度财务报告中披露参与精准扶贫的信息,本文选取上市民营公司作

为研究样本,具体包括了沪市、深市、中小板和创业板,本文的原始数据资源包括CSMAR数据

库、CCER数据库和 WIND数据库。我们从上市民营公司年报中“经营情况讨论及分析”部分获

得民营企业营业收入状况的数据,从“履行精准扶贫社会责任情况”中获得民营企业参与精准扶

贫的投入,具体包括精准扶贫资金和物资折款数值。同时为了可能地扩大样本数量,本文还通过

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公司主页对参与扶贫行为新闻报道等途径对精准扶贫信息进行补充。

(二)研究区域及时间区间

考虑到本文涉及到空间分异研究,并囿于数据获取途径的局限性,本文以省域范围(因数据

收集问题,研究数据未包括港澳台地区)为地域分析单元。本文将2016—2020年作为实证分析

数据的时间区间,选择2016年作为时间区间起点的原因在于上市公司从该年起强制在年报中披

露参与扶贫信息,这样可以有效保证实证分析样本集合的可对比性,并更为有效地延长数据的横

向时间跨度;选择2020年作为时间区间终点的原因在于考虑到近几年民营企业参与扶贫和创新

发展趋势的渐次增多,涵盖时效性最新的实证样本,能更为有效地保证本文研究结论的稳健性。

最终得到1089个参与精准扶贫的民营企业样本,在2016—2020时间区间内共获得3074个观

测值。

(三)解析精准扶贫与经营绩效前因要素的计量模型

本文回归分析的目的主要是解析民营企业参与精准扶贫与提升经营绩效的前因要素,为保

证研究结论的谨慎性,我们选取Anselin的空间线性回归方程为计量模型,该回归方程一般存在

两种形式:空间滞后模型(SpatialLagModel,SLM)和空间误差模型(SpatialErrorModel,

SEM),实际应用过程中则需要选取其中一种。依据BBorn,JrgBreitung所提出的判别准则[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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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做法是将拟合优度Adjusted-R2和自然对数似然函数值logL作为判断标准,这两个判断标

准相对较大的模型即可视为恰当的模型。

二、民营企业精准扶贫与经营绩效的空间分异

(一)民营企业精准扶贫与经营绩效的量化评价

收集实证分析数据过程中,发现不同属性民营企业的精准扶贫资金和物资折款数量存在较

大的差异,如果使用扶贫资金投入的绝对值或者其自然对数值来测度参与精准扶贫的情况,则可

能导致不同样本之间缺乏可比性;更为重要的是,本文研究还将涉及到省域范围之间的对比,而

民营企业数目及经营规模在经济发达和欠发达地区之间存在着较大差异,这也意味着使用参与

精准扶贫的相对数值会比较合理。因此本文选择采用民营上市公司每年精准扶贫资金投入占总

营业收入的比率(简称“扶贫资金比例”)作为精准扶贫的评价指标。同时为更为科学地表征经营

绩效,本文从民营企业持续经营的角度,选择每个经营年度所进入新产业营业收入占企业总营业

收入的比率(简称“创新收入比例”)作为经营绩效的评价指标。此处为地理空间分布研究,故采

用省域范围内所有民营企业指标的简单平均值。

民营企业精准扶贫和经营绩效的量化评价公式如下:

A= ∑m
i=1∑n

j=1PORij( )/(m×n) 公式(1)

B= ∑m
i=1∑n

j=1IORij( )/(m×n) 公式(2)

A 指某个省域在2016-2020年度内扶贫资金比例的加权平均值;B 指某个省域在2016-2020
年度内创新收入比例的加权平均值;i=1,2,…m,指2016-2020年的时间段;j=1,2,…n,指的

是某个省域范围内上市民营企业的数量;PORij指该省域范围内第j个民营企业在第i年的扶贫

资金比例;IORij指该省域范围内第j个民营企业在第i年的创新收入比例。将2016-2020年民

营企业的样本数据带入公式(1)和公式(2)中计算,分别得出各省域民营企业参与精准扶贫及经

营绩效评价指标的具体数值以及排名,如下表1所示。
表1 省域范围内民营企业精准扶贫及经营绩效评价指标数值及排名

地区
省、自治区、

直辖市
民营企业

扶贫资金比例
排名

民营企业
创新收入比例

排名

华东地区 上海 0.443% 2 15.96% 3
山东 0.152% 18 16.77% 2
江苏 0.177% 15 15.03% 6
安徽 0.096% 22 15.18% 5
江西 0.224% 9 13.17% 10
浙江 0.098% 21 11.95% 15
福建 0.246% 7 13.47% 8

华南地区 广东 0.378% 5 17.92% 1
广西 0.165% 16 9.15% 21
海南 0.091% 23 9.49% 20

华北地区 北京 0.850% 1 15.39% 4
天津 0.073% 25 13.11% 11
河北 0.216% 10 10.38% 18
山西 0.042% 28 12.59% 13

内蒙古 0.037% 30 7.99%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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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
省、自治区、

直辖市
民营企业

扶贫资金比例
排名

民营企业
创新收入比例

排名

华中地区 湖北 0.157% 17 14.87% 7
湖南 0.227% 8 13.25% 9
河南 0.063% 27 12.00% 14

西南地区 重庆 0.151% 19 12.74% 12
四川 0.070% 26 7.93% 24
贵州 0.409% 3 7.43% 25
云南 0.395% 4 10.95% 16
西藏 0.191% 13 10.48% 17

东北地区 辽宁 0.030% 31 5.47% 31
吉林 0.038% 29 7.12% 28

黑龙江 0.148% 20 9.55% 19

西北地区 甘肃 0.076% 24 7.34% 26
陕西 0.347% 6 8.50% 22
新疆 0.201% 11 6.58% 29
青海 0.187% 14 7.18% 27
宁夏 0.196% 12 6.23% 30

  注:因数据收集问题,未包括港澳台地区

(二)省域民营企业精准扶贫与经营绩效的空间分异

我们采用ArcGIS自然间断点分级法进行分析,省域范围内民营企业参与精准扶贫的程度

与其经营绩效水平在省域维度上出现了明显的地区差异和空间集聚,扶贫资金比例和创新收入

比例这两个评价指标出现了较为不同的空间分布趋势,二者既有相互重叠的部分,比如上海的

“高—高”(扶贫资金比例达0.443%,创新收入比例达15.96%)以及四川的“低—低”(扶贫资金比

例仅0.070%,创新收入比例仅7.93%);同时二者还存在迥然不同的部分,比如陕西的“高—低”

(扶贫资金比例达0.347%,创新收入比例仅8.50%)以及山东的“低—高”(扶贫资金比例仅

0.152%,创新收入比例达16.77%)。

从内部因素来看,既然民营企业决策者遵循扶贫政策的引导,意欲获取发展所需的政策支

持,本着承担社会责任,培育良好的企业声誉,保障民营企业长期发展的目的,会积极参与精准扶

贫;同时自然也会努力实施创新,迎合转型升级的趋势,打造持续性竞争优势,拥抱不断涌现的市

场机会;因此民营企业精准扶贫与其经营绩效之间应当存在空间范围上的同向变化特征,然而实

证分析表明这一命题并未得到验证,也就表明对民营企业精准扶贫与其经营绩效产生影响的主

要是外部环境因素。下文结合Anselin的空间线性回归方程,针对这一问题展开实证研究,以解

析出可能对精准扶贫与创新绩效产生异质性作用的环境因素。

三、民营企业精准扶贫与经营绩效的前因变量分析

(一)变量选择

从文献梳理来看,多数学者都选择从宏观政策、微观行业、媒体关注这三个视角来诠释民营

企业参与扶贫和经营行为的环境因素。代表性文献有:区域制度环境会从政策指引、税收优惠、

财政补贴、项目扶持等方面引导民营企业参与精准扶贫与乡村振兴[8],同时也可以通过创新环境

完善、智力资源共享、高新技术引领等方面帮助民营企业提升经营绩效[9];行业竞争环境会从资

源丰度摊薄、客户忠诚度降低、品牌重要性凸显等方面引导民营企业参与精准扶贫与乡村振兴,

同时也可以通过创新节奏加速、生命周期缩短、迭代创新显著等方面逼迫民营企业提升经营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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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10];考虑到参与精准扶贫工作对企业经营的影响可能存在一定的滞后性,从民营企业理性决

策的角度来看,可能一定程度的媒体关注能保证民营企业获得及时性的“市场资源补偿”,进而激

励民营企业参与精准扶贫和乡村振兴工作[11]。

综合上述分析,并考虑到数据可得性以及横向可比性,本文以区域制度环境、行业竞争环境

和媒体关注程度三个指标作为自变量,分别以各样本民营企业的“扶贫资金比例”和“创新收入比

例”指标作为因变量,组成两个量化模型进行回归分析。

对于区域制度环境的计量,可以采用民营企业所在省份的市场化指数来衡量一个地区的正

式制度的发育情况,本研究关于制度环境的衡量方法将采用王小鲁等[12]研究的市场化指数,由

于地区的制度环境在短期内并不会发生较大变化,因此本研究借鉴李新春等[13]的处理方法,采

用2017年的市场化指数来代替2016—2020年的市场化指数,市场化指数越高则表明民营企业

所在地区的制度环境越完善,正式制度发育越良好。

对于行业竞争环境的计量,借鉴PFlorian,ZChristoph,BOlive,etal的方法,采用公司k在

行业l中所占市场份额的平方和来衡量行业间的竞争程度,HIkl=∑(Xkl(∑Xl)2,Xkl为行业l
中公司k的主营业务收入,∑Xl为行业l中全部国有及规模以上非国有工业企业的主营业务收

入,HIkl数值越大,产品市场竞争程度越低[14],本文对此数值进行了转换,即用 HHI=1-HIkl

来表示行业竞争性,HHI指数越大,行业竞争性越强。

对于媒体关注程度的计量,本文参考以往媒体关注的研究[15],采用公司的报刊财经新闻报

道总数的自然对数Sumnews来衡量其媒体关注情况,选择了中国上市公司财经新闻数据库中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中国经营报》《经济观察报》《21世纪经济报

道》《第一财经日报》等最具影响力的八大全国性财经日报的新闻数据来计量民营上市公司的媒

体关注程度,量化回归模型中自变量名称及英文缩写见表2。
表2 量化模型中的解释变量选择

解释变量 英文简称 计量方法

区域制度环境 RIE 使用市场化指数(王小鲁等,2017)衡量

行业竞争环境 ICE 使用赫芬德尔指数(HHI指数)衡量

媒体关注程度 MAL 使用报刊财经新闻报道总数的自然对数Sumnews来衡量

  (二)模型设定

为保证研究的严谨性,引用纳入空间自相关性的空间计量经济模型进行评价,分析环境因素

与民营企业精准扶贫和经营绩效之间的关联状况,以解析民营企业精准扶贫与经营绩效出现非

同步性状况的缘故。首先对所有变量指标的数据进行自然对数化处理,以降低实证分析中所可

能存在的数据波动和异方差性,再构建出空间滞后模型和空间误差模型。

其中,空间滞后模型(SLM)为:

LnTPAit=βi0+βi1LnRIEt+βi2LnICEt+βi3LnMALt+ρiWiLnTPAt+εit 公式(3)

LnIPjt=βj0+βj1LnRIEt+βj2LnICEt+βj3LnMALt+ρjWjLnIPt+εjt 公式(4)

ρ是空间自回归系数;W 是空间权重矩阵;ρWLnTPAt 和ρWLnIPt 是空间滞后变量;εt 是

随机误差项。

空间误差模型(SEM)为:

LnTPAit=βi0+βi1LnRIEt+βi2LnICEt+βi3LnMALt+ε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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εit=φiWiεit+μit 公式(5)

LnIPjt=βj0+βj1LnRIEt+βj2LnICEt+βj3LnMALt+εjt

εjt=φjWjεjt+μjt 公式(6)

φ 是空间误差系数,衡量了样本观测值的空间依赖关系;Wεt 是空间滞后误差项。

(三)实证分析

相关研究表明,区域环境因素对企业经营活动的影响通常具有滞后性,实证分析中以滞后一

年或者三年为宜[16]。由于本文撰写之际上市公司精准扶贫能全面收集到的仅2016—2020年数

据,为最大限度地揭示环境因素与精准扶贫及经营绩效的关联,我们将2016、2017、2018年的数

据作为自变量,然后相对应地将2018、2019、2020年的数据作为因变量,重新组成样本集合进行

回归分析(如下表3和表4),并根据该组数据的实证结果进行讨论。
表3 环境因素与民营企业参与精准扶贫的空间计量回归结果

变量
空间滞后模型(SLM)

β Std.E t值 P 值

空间误差模型(SEM)

β Std.E t值 P 值

CONSTANT -0.02822 0.00937 -2.48234 0.00226 -0.03023 0.00924 -2.74208 0.00082
LnRIE 0.00063 0.00059 0.19191 0.05870 0.02029* 0.00060 0.23397 0.04092
LnICE 0.00042 0.00353 -0.10315 0.74789 0.01685 0.00338 0.41520 0.51280
LnMAL 0.00215 0.00210 0.63839 0.19531 0.09352** 0.00199 0.77842 0.13633
ρ/φ 0.00821 0.04807 0.14299 0.71725 0.30762*** 0.11233 2.27398 0.00513

统计检验值

R2 0.93760 0.94486
LogL 228.38012 230.01402

  注:***表示通过1%水平的显著性检验,**表示通过5%水平的显著性检验,*表示通过10%水平的显著性检验

表4 环境因素与民营企业经营绩效的空间计量回归结果

变量
空间滞后模型(SLM)

β Std.E t值 P 值

空间误差模型(SEM)

β Std.E t值 P 值

CONSTANT -0.04261 0.00958 -3.30109 0.00107 -0.04863 0.00893 -2.91931 0.00084
LnRIE -0.05098 0.01221 6.63431 0.00218 0.07021** 0.01208 0.74209 0.02823
LnICE 0.05717 0.01659 2.56432 0.01068 0.03094* 0.01714 0.86445 0.05845
LnMAL 0.05165 0.01504 2.31581 0.06163 0.01107 0.01559 0.62651 0.04863
ρ/φ 0.02406 0.04148 0.43424 0.41744 0.29911*** 0.09859 2.25784 0.00403

统计检验值

R2 0.92145 0.93852
LogL 196.01249 198.76969

  注:***表示通过1%水平的显著性检验,**表示通过5%水平的显著性检验,*表示通过10%水平的显著性检验

由表3和表4可知,空间误差模型(SEM)的Adjusted-R2 以及LogL 均大于空间滞后模型

(SLM),即空间效应更多地体现在误差项上。因此选择SEM模型作为基准模型,分析环境因素

中各设定变量对民营企业精准扶贫与经营绩效的影响程度,具体结论为:

第一,因变量为“扶贫资金比例”的SEM模型回归结果显示:媒体关注程度对精准扶贫的影

响程度较大,其斜率系数为0.09352,通过了5%的显著性水平检验;区域制度环境对精准扶贫的

影响程度较小,其斜率系数为0.02029,通过了10%的显著性水平检验;行业竞争环境与精准扶

贫的斜率系数为0.01685,未通过显著性水平检验;表明对民营企业参与精准扶贫行为产生影响

的主要因素是媒体关注程度。

第二,因变量为“创新收入比例”的SEM模型回归结果显示:区域制度环境对经营绩效的影

响程度较大,其斜率系数为0.07021,通过了5%的显著性水平检验;行业竞争环境对创新绩效的

影响程度较小,其斜率系数为0.03094,通过了10%的显著性水平检验;媒体关注程度与创新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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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的斜率系数为0.01107,未通过显著性水平检验;表明对民营企业经营绩效产生影响的主要因

素是区域制度环境。

(四)实证结果讨论

诚如前文陆继霞所指出的,如何保证民营企业自身发展与促进乡村振兴之间的协同,是我们

需要探讨的重要课题[3],这也是我们的研究初衷。从实证分析结果来看,强化媒体关注能有效地

促进民营企业参与精准扶贫,合理的区域制度环境是民营企业经营绩效提升的保障,但如何依据

这两个因素来设计民营企业参与乡村振兴的长效机制,还值得我们进一步探索,下文将首先基于

资源依赖理论,探讨民营企业财富动机与非财富动机在参与精准扶贫至乡村振兴进程中的行动

逻辑转换机理;其次分析逐利动机牵引下民营企业参与“精准扶贫→乡村振兴”的靶向协同机制;

最后设计民营企业参与乡村振兴的长效机制。

1.民营企业在精准扶贫至乡村振兴进程中的行动逻辑转换

根据资源依赖理论,组织的行动逻辑取决于其资源禀赋,任何组织都不可能实现完全的自力

更生,而需要搜寻和获取外部资源[17]。如果一个组织自身所需的核心资源基本都源自某个资源

供给方,那么它对资源供给方将产生较大的嵌入性依赖[18],组织对资源供给环境稳定性水平的

判断将影响其战略设计及行动逻辑,只有接收到资源供给环境长期互惠互利的信号时,组织才会

逐渐形成稳定的高质量发展战略[19]。根据这一理论,我们以图2来展示民营企业财富动机与非

财富动机在参与精准扶贫至乡村振兴进程中的行动逻辑转换机理。

图2 民营企业财富与非财富动机在“精准扶贫→乡村振兴→城乡互动”阶段中的行动逻辑转换机理

民营企业相对而言获取外部资源的渠道较为有限,通常需要与政府合作来获取更多资源,形

成对公共资源的非对称依赖模式。精准扶贫阶段,绝对贫困必须被消除,在这一阶段,民营企业

出于与政府资源的非对称依赖关系,会做出更多的利他举动,体现出更多的非财富动机(提供物

资帮扶,扶贫资金捐赠),同时自身往往会逐步熟悉乡村市场属性,获取相应的扶贫政策扶持和税

收优惠[20],此时处于聚焦识别外部机遇,实现资源获取的结构化环节。

在相对贫困治理的乡村振兴阶段,民营企业已经依靠精准扶贫中的努力,逐步赢得了良好社

会声誉和财务杠杆利益,进而促使民营企业资源获取模式达到了与政府及市场的一定均衡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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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现出非财富动机与财富动机并存(既积极帮扶乡村,同时也高效开发乡村资源),此时处于依托

组织柔性培育和市场需求分析,将资源组合转化为动态能力的能力化环节。

未来经过一段时间的乡村建设,民营企业可视为已接收到资源供给环境的长期、积极、稳定

发展信号,其资源获取模式将表现出更多的市场属性,财富动机将占主导地位(通过城乡价值共

创实现经营绩效的最大化),此时处于达成现有价值共创目标、搜寻未来价值共创路径的杠杆化

环节。

综上所述,民营企业参与精准扶贫是为了消除绝对贫困,参与乡村振兴是为了实施相对贫困

治理,在两种不同的制度环境转换情境下,尽管这两个环节中财富动机与非财富动机的表现形式

和权重对比存在差异,但均是基于民营企业对外部资源依赖状态所进行的动态调适,具有理论的

连贯性和实践的延续性。据此,本文认为民营企业在精准扶贫阶段的行动逻辑可以被推广至乡

村振兴阶段,也即根据实证分析结论“对民营企业参与精准扶贫行为产生影响的主要因素是媒体

关注程度”,可以推演认为:强化媒体关注同样能够促进民营企业积极参与乡村振兴,这一结论将

指导我们设计民营企业参与乡村振兴的长效机制。

2.民营企业参与“精准扶贫→乡村振兴”的靶向协同机制

如图2所述,在乡村振兴战略实践中,民营企业作为独立的经济主体,其财富动机的驱动力

越发明显,其逐利动机占主体地位,为设计民营企业参与乡村振兴的长效机制,就必须探讨如何

协调与乡村振兴中相对贫困治理的关系,以实现民营企业发展目标与乡村产业振兴目标的耦合。

本文以民营企业参与乡村振兴长效机制构建的关键———“城乡资源契合与供需平衡匹配”为切入

点,将逐利动机牵引下民营企业参与“精准扶贫→乡村振兴”的靶向协同机制解析为初级、中级和

高级三个阶段(图3),初级阶段主要涉及民营企业对乡村的资源投入,中级阶段则逐步涵盖民营

企业与乡村的绩效匹配,高级阶段主要涉及协同创新维度下民营企业发展壮大与乡村产业振兴

的耦合。因此结合实证分析结果,强化媒体关注程度能有效促进初级和中级阶段的推进,优化区

域制度环境能有效促进中级和高级阶段的推进。同时本文还概括出三种典型靶向匹配方式:

“推”的路径(民营企业提供资金、技术、物资等参与乡村振兴),“拉”的路径(民营企业推动乡村实

现自然资源精耕、村民素质提升等目标),“推+拉”相结合的路径(民营企业向乡村传授专业知

识,并协助乡村实现产业升级、乡村治理、产村融合等目标),通过针对不同乡村状况的差异化靶

向匹配,实现对乡村相对贫困的科学治理,渐次推动民营企业在本地或跨地域参与乡村振兴过程

中实现从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的跃迁。

图3 逐利动机牵引下民营企业参与“精准扶贫→乡村振兴”的靶向协同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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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民营企业参与乡村振兴的长效机制设计

根据上文分析,本文以图4来描绘民营企业参与乡村振兴的长效机制,并将民营企业参与乡

村振兴的长效机制区分为基础期、升级期和优化期三个阶段,各阶段民营企业与乡村之间资源交

互、动态协同的方式也分别展示于图中,按照这种发展轨迹,民营企业与乡村之间能够形成动态

良性协同,将民营企业永续经营与乡村振兴转化为合作共赢关系。与图3类似的是,结合实证分

析结果,强化媒体关注程度能有效促进基础期和升级期的推进,优化区域制度环境能有效促进升

级期和优化期的推进。

图4 民营企业参与乡村振兴的长效机制诠释

这一长效机制也对学术界的观点做出了呼应:民营企业起初主要通过资金和物资馈赠的方

式帮扶乡村,同时也享受到了信贷、税收等方面的优惠政策;之后考虑到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

基本要求[21],民营企业开始通过产业经营技巧传授的方式帮扶乡村,同时也通过市场机制的作

用获得了直接的需求信息,双方协同推动农业的现代化发展,使贫困地区参与到国家产业结构调

整中;然后考虑到积极延续之前的扶贫产业,能够降低乡村产业的甄别成本,更好地推动乡村振

兴[22],同时民营企业也能够通过将乡村产业纳入自身价值链体系中,进行更为广泛的跨界创新

从而获取持续性经济收益。

四、结论与实践启示

本文应用2016—2020年民营上市公司作为样本,首先实证分析了民营企业精准扶贫与经营

绩效的空间分异状况,计算结果显示不同省域范围内民营企业精准扶贫与经营绩效存在“高—

高”、“低—低”、“高—低”和“低—高”四种地理空间分布;其次剖析了出现空间分异状况的前因要

素,空间常系数模型计算结果显示:影响民营企业精准扶贫的要素为媒体关注程度,影响其经营

绩效的要素为区域制度环境。然后基于资源依赖理论,探讨了民营企业财富动机与非财富动机

在参与精准扶贫至乡村振兴进程中的行动逻辑转换机理,并据此解析了民营企业与乡村间的动

态靶向协同路径,最后设计出民营企业参与乡村振兴的长效机制。

本研究实践启示在于:

(1)本文实证分析数据详细展示了不同省域范围内民营企业扶贫行为与经营绩效状态的空

间分异状况,因而为经济发达地区民营企业与具有自然资源和劳动力资源比较优势的欠发达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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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乡村之间的协同发展提供了政策设计的基础数据,比如山东(扶贫资金比例仅0.152%,创新收

入比例达16.77%)、四川(扶贫资金比例仅0.070%,创新收入比例仅7.93%),“东西协作、对口支

援”政策就可以重点考虑通过对“媒体关注程度”和“区域制度环境”两个维度的优化,来实现这两

个省份之间民营企业与贫困乡村之间的协同发展。

(2)“媒体关注程度”和“区域制度环境”两个维度能有效促进民营企业参与乡村振兴基础期、

升级期和优化期三个阶段的递进式发展,这也提示我们可以考虑优化媒体关注方式,比如合理引

导媒体关注方向、科学配置媒体报道频度、动态调适媒体报道方式(尤其是符合互联网背景下新

闻受众特点的媒体报道方式);同时完善区域制度环境,比如设计以乡村振兴规划引领、参与乡村

建设项目补贴、帮扶乡村优惠贷款额度为核心内容的激励机制;以实现民营企业经营绩效提升、

基于相对贫困治理的乡村振兴双重目标。

(3)构建民营企业参与乡村振兴长效机制的基础在于民营企业与乡村间的动态靶向协同,特

别是将民营企业逐利动机与参与乡村振兴进行科学整合,也即在实践中应当针对不同类型民营

企业、不同区域乡村社会的发展状况、以及不同省市中民营企业的资源禀赋差别、不同省市内乡

村“防贫减贫”战略的需要,合理构建出以乡村全面振兴为根本导向,以“乡村自主创新能力培育”

“民营企业自身发展与反哺乡村间协同”“城乡靶向匹配绩效动态监控与调适”为核心内容,以“政

府—民营企业—乡村—农户—城乡市场”为多元主体的价值共创途径。

(4)基于“万企帮万村”过程中民营企业所展示出来的参与帮扶广泛性、帮扶方式灵活性、价

值链向乡村的延伸性等特征,可以考虑从产业链与乡村产业的互补潜力、企业目标市场向广大乡

村的拓展趋势两个方面甄选合适的民营企业群体,通过强化媒体关注程度、优化区域制度环境等

方式激励它们接续参与“万企兴万村”行动,尤其是通过资源互补和共同经营的方式使得千千万

万贫困农户与市场紧密衔接;同时在客观上实现财富的再分配,避免只是依靠“涓滴效应”来克服

乡村振兴工作发展的非同步性,为经济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乡村之间实现共同富裕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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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tudyonLong-Term MechanismofPrivateEnterprisesParticipatinginRuralRevitalization
BasedonSpatialDifferentiationofTargetedPovertyAlleviationandOperatingPerformance

TANGXin1,XIEShilei2,ZHOUYan3
(1.BusinessSchool,HunanInstituteofTechnology,Hengyang421002,China;

2.SchoolofAccounting,ZhejiangGongshangUniversity,Hangzhou310018,China;
3.SchoolofEconomicsandManagement,HunanCommunicationsEngineeringCollege,Hengyang421001,China)

Abstract:Applying2016—2020privatelistedcompaniesassamples,wediscussedthespatialdifferentiationoftargeted
povertyalleviationandoperatingperformanceofprivateenterprises.Theresultsshowthattherearefourspatialdistri-
butionsoftargetedpovertyalleviationandoperatingperformanceofprivateenterprisesindifferentprovinces:“high-
high”,“low-low”,“high-low”and“low-high”.Inordertotracethiskindofspatialdifferentiation,thespatialconstant
coefficientmodelisintroducedtoanalyzetheantecedentfactors.Theresultsshowthattheexternalfactoraffectingthe
targetedpovertyalleviationofprivateenterprisesisthedegreeofmediaattention,andtheexternalfactoraffectingtheir
operatingperformanceisregionalinstitutionalenvironment.Basedonresourcedependencetheory,weexploredthe
transformationmechanismoftheactionlogicofprivateenterpriseswealthmotivationandnon-wealthmotivationinthe
processofparticipatingintargetedpovertyalleviationtoruralrevitalization.Thedynamictargetedsynergypathbe-
tweenprivateenterprisesandruralareasisdiscussedandthelong-termmechanismforprivateenterprisestoparticipate
inruralrevitalizationisdesignedaccordingly.
Keywords:privateenterprise;ruralrevitalization;targetedpovertyalleviation;operatingperformance;spatialdifferentia-
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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