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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完全合约下PPP项目的运营期延长决策机制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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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大学管理与经济学部，天津300072)

摘要：以最终用户付费的PPP项目为研究对象，研究了其需求量下降时，政府是否应当对私人

部门进行运营期补偿以及如何补偿来实现私人部门收益和消费者剩余的帕累托改进．研究表

明：1)并不是在所有需求量下降的情形下政府都应当对私人部门进行补偿，在有些情形下私

人部门可以通过自行降价来实现其自身收益和消费者剩余的帕累托改进；2)在政府应当补偿

的情形下，运营期延长机制在一定条件下能够实现私人部门收益和消费者剩余的帕累托改进，

并且有效的运营期延长范围与政府和私人部门的运营成本以及各自的重新谈判成本有关．研

究结果旨在为政府科学确定运营期的补偿范围提供决策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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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引 言

公私合营模式(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简

称PPP)是指公共部门(政府)与私人部门通过签

订长期合约(特许协议)，使私人部门有权在规定

的期限内建造和运营公共基础设施，并在运营期

结束后无偿移交给政府的合作模式¨。2】．该模式

因其能够有效地解决政府资金问题∞。J，提高基

础设施供给效率M。71而被各国所广泛采用¨』．然

而，由于PPP项目的长期性、交易双方的有限理

性旧1以及交易存在成本¨0|，PPP项目特许协议无

法覆盖未来所有可能的情况，即特许协议具有不

完全性¨1|．当合约没有覆盖的意外事件发生并导

致私人部门收益受到损害时，私人部门可能会提

高收费价格或中止运营该项目，从而损害消费者

的利益．因此，当意外事件发生导致消费者利益受

到损害时，政府应给予私人部门补偿来降低意外

事件所造成的损失，使PPP项目得以持续运作，

从而保护公众的利益．

为了应对意外事件对私人部门造成的损失，

一些学者从政府事前保证的角度出发，提出了最

小收益保证、债务保证、最大利率保证、最低需求

量购买保证、收益上限保证等【12-15]．然而，由于政

府无法准确预知未来的可能情况，如需求量的变

动等，因此事前保证可能会出现补贴过度或不足，

从而导致当一些意外事件发生时，政府无法兑现

事前的承诺，使公众和私人部门的利益受到损害．

与此同时，事前保证的不恰当容易引发事后长时

间的重新谈判，从而使双方不但要支付签订事前

保证的成本，同时又要承担事后重新谈判的成本，

导致双方所支付的成本相比于只采用事后补偿机

制而言更加高昂．

另外一些学者提出了通过事后补偿机制来降

低意外事件对私人部门造成的损失．Ho【l卅通过

动态博弈模型对政府的事后补贴机制进行了研

究，探讨了政府应该给予私人部门的转移支付的

范围；Carmen【171建立了港口设施PPP项目的动态

补偿模型，即政府第歹年补偿额度为第_『年与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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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一1年的累积净现值的差值，并与每年私人部门

的最低期望收益进行比较来动态确定每年的补偿

额度；邓小鹏等¨副以政府、私人部门、公众3方满

意度均衡为目标，根据系统动力学建立了满意度

的动态调节机制，动态调节PPP项目的绩效指

标，并以此对PPP项目进行动态调价和补贴；宋

波和徐飞¨纠以社会福利最大化为目标，提出了市

场需求较低时政府应给予私人部门的最优转移支

付或补贴，以确保私人部门运营PPP项目的最低

保留收益．

但目前关于事后补偿的研究仍然存在两点不

足：第1，目前学者的研究主要针对的是政府的资

金补偿问题，而政府采用PPP模式的最主要目的

之一是解决政府的财政不足问题，所以对于政府

而言，资金补偿并不一定有效ⅢJ．而时间补偿即

延长私人部门的运营期¨刮由于不涉及政府财政

问题，因此比资金补偿更容易被政府和公众接受，

也更可行；第2，这些研究主要基于的目标函数是

私人部门最低期望利益或社会福利最大化，即使

消费者剩余有较大损失，只要私人部门利益的提

高大于消费者剩余的损失，政府也可以进行补偿．

但是，只注重社会效率的提高而忽视社会剩余分

配的公平并不利于PPP项目的可持续运作旧1I．因

此，在意外事件发生后，政府的补偿不应以一方利

益的增加为目标，而应以实现私人部门和消费者

利益的帕累托改进为目的，从而实现双方

“共赢”．

因此，本文以最终用户付费的PPP项目为研

究对象，研究当需求量下降时，政府是否应当对私

人部门进行运营期补偿；以及当政府对私人部门

进行运营期补偿时，政府如何有效确定运营期的

补偿范围以实现私人部门收益和消费者剩余的帕

累托改进．本文的研究结果旨在为政府科学确定

运营期的补偿范围提供决策支持．

1模型基本假设

本文的主要研究问题是在PPP项目的运营

期内，当意外事件导致需求量下降时，政府是否应

当对私人部门进行运营期补偿以及如何补偿以实

现私人部门收益和消费者剩余的帕累托改进．针

对此研究问题，本文首先要构建私人部门收益和

消费者剩余函数，然后对比意外事件发生前后私

人部门收益和消费者剩余的变化，最后分析运营

期补偿机制对私人部门收益和消费者剩余的影

响，从而确定出合理的运营期补偿范围．

本文的分析所基于的基本假设为：

1)假定在该PPP项目的寿命期内，其附近不

会再建设其他类似的项目；意外事件发生在PPP

项目的运营期，而且该意外事件的发生仅是导致

项目的需求函数发生变化，即需求量下降；

2)假定政府与私人部门的重新谈判是由合

约不完全性导致的，本文不考虑机会主义重新谈

判；在重新谈判的过程中，双方对原来的需求函

数、变化后的需求函数、私人部门的运营成本函数

以及双方的重新谈判成本函数所拥有的信息是相

同的，即信息是对称的；同时假设在PPP项目特

许协议中没有明确指出私人部门出现财务不平衡

时政府是否应该补偿，否则问题转化为事前补偿

问题；

3)假设私人部门在投标时按照利益最大化

确定收费价格；同时假设私人部门是利己主义者，

不是机会主义者，即私人部门是追求个人利益的，

但私人部门不会通过投机来实现利益的增加，也

不会因为追求自身利益而故意使另一方受损；

4)假设政府是仁慈的，他既考虑消费者的利

益，也考虑私人部门的利益；政府的决策不影响私

人部门的运营，即如果政府不提供任何形式的补

偿，私人部门仍会继续运营，但是政府的补偿是为

了实现私人部门和消费者的帕累托改进；

5)根据同领域的相关研究∞，19'22|，为了便于

讨论，假设项目的需求函数以及政府与私人部门

的运营成本函数均为线性函数；同时为了简便，本

文在建立模型时并不考虑折现的影响．

2政府应当给予补偿的边界条件

2．1基准模型

本部分所建立的基准模型是为了分析意外事

件未发生情况下的私人部门利润和消费者剩余情

况．假设政府授予私人部门的运营期限为r／,年；私

人部门的建设成本为固定值，(建设成本在运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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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内已为沉没成本)；收费价格为p；事前签订合

约时预测每年的需求函数为O(p)，简记D，其表

达式为

D=aA一叩，(口>0，A>0)

式中，一。代表需求函数的斜率；A是需求函数的

截距，表示恰好使需求量为零时的价格水平．私人

部门每年的运营成本包括固定运营成本K和变动

运营成本，其中变动运营成本与项目的运营年数t

和需求量D有关‘5’191，记私人部门第￡年的运营成

本为0，(￡，D)，其表达式为

0P(t，D)=eD+yt+K，

(0<e<A，y>0，K>0)

式中，e表示需求量的边际运营成本，即在其他条

件不变的情形下增加一单位的需求量所增加的运

营成本．假设0<e<A，即需求量的边际运营成

本e必须低于需求量为零时的最低价格A，否则不

论需求量为何值，私人部门每年的收益都是负值；

y表示运营时间的边际运营成本，即在其他条件

不变的情形下使用年限每增加一年所增加的运营

成本．

根据以上假设，私人部门利润为

仃=npD(p)一卜∑Op(t，D) (1)

消费者剩余为
一

S(p)=nI D(菇)出 (2)
Jp

将需求函数和运营成本的表达式代人式

(1)，根据模型假设3)，私人部门的决策函数为

max 7r=na(p—e)(A—P)一，一
P

丛牡一，lK (3)

由最优化一阶条件，得

P+：半 (4)2下 L斗J

因此在运营期内不发生意外事件时，私人部

门的收费价格为p’=尘笋，每年的需求量为

D’=丛竽，私人部门所获得的利润和消费
者剩余分别为仃+=掣一，一半一nK，

q。一堡垒(丝=12：
。8

2．2 意外事件发生后的比较分析

假设在运营期第t。年末意外事件发生，从此

刻起未来每年的需求函数变为v(p)，简记y，其

表达式为V(p)=bB一6p(b>0，B>0)，其中

一b代表新需求函数的斜率，B是新需求函数的

截距，表示恰好使需求量为零时的价格水平，且

满足A>B，aA>bB，此约束表明变化后的需求

函数在原需求函数的下方，即在同一价格水平

下，新需求函数下的需求量低于原需求函数下

的需求量．

此时，私人部门在运营期内的总利润函数为

仃l=(，l—t1)pV(p)+tip’D’一，一
tl n

∑Op(t，D+)一∑Oe(‘，y) (5)
I 21

12tl+1

消费者剩余为
4 ，B

S1(p)=￡l上。D(石)以+(n—f1)JP y(茗)如

(6)

由于双方在合约中并没有明确规定政府的补

偿机制，因此，为了获得最大利润私人部门会自行

调整收费价格，即

max仃1=(n—t1)b(p—e)(B—P)+

t。(p·一e)D·一，一煎譬必一枨
(7)

由最优化一阶条件，有

杀=(”¨邶¨一2p)=0 (8)

此时私人部门确定的最优收费价格为

P1·：毕 (9)2—i— Ly，

由于A>B，有p1．<P’，表明在没有政府补

偿的情形下，私人部门为获得最大利润，其在第￡。

年后的收费价格应低于第t。年前的收费价格．在

第t，年后，按p?价格收取时每年的需求量为

l，。一!(里二盟
’

2
’

由于PPP项目的建设成本，、前t。年的收人和

运营成本都已成为沉没成本，所以比较基准模型

和意外事件发生后私人部门利润的大小，只需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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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第t。+1年到第n年的收益即可．

在基准模型中，私人部门第t，+1年到第n年

的收益函数

7’／'----(n-t，)a(p-e)(A-p)-y∑t一

(n—t1)K (10)

将式(4)代入式(10)中，得7～1"：巫掣一y主t-(⋯。)K2———了—一一．当，Ln叫l JK

(11)

当意外事件发生后私人部门从第t，+1年到

第儿年的收益函数为

Z=(n—tI)(p—e)b(B—P)一

y∑t一(，l—t。)K (12)

将式(9)代入式(12)中，得开：堕掣-T主州⋯，)K丌l 2———r一刍，卜Ln叫l，
(̂13)

在基准模型下以及意外事件发生后的第t。十

1年到第n年的消费者剩余分别为

s=(n—t1)【．+。(aA—o戈)dx

：尘1掣(14)8
7

Sl=(厅一t1)k+。(6B一6茗)(Ix

：坠1掣 (15)
8

”⋯

由此，可以得出意外事件发生后私人部门第

t。+1年到第n年的收益差值为

。。 。． (n—t。)[b(B—e)2一a(A—e)2]仃1一仃一——————了———一
消费者剩余比值为

|s1 6(B—e)2
S a(A—e、2

据此有如下结论．

结论l 若丢≥篙_三鲁，则政府不应当给
予私人部门补偿．

因为当新需求函数的斜率与原需求函数的斜

率满足鱼a≥粉时，有井≥7～1"，St≥s，表
明并不是所有意外事件发生都会对私人部门的利

益造成损害．事实上，虽然需求量有所下降，但只

要当两个需求函数的斜率g和b满足上述条件，私

人部门可以通过自行降价来获取更多的需求量，

从而使得利润不低于原来预期的利润，消费者剩

余也不低于原来预期的消费者剩余，即此时私人

部门可以通过自行降价来实现双方的帕累托改

进．在这种情形下，政府不需要给予私人部门任何

形式的补偿．因此如果此时私人部门仍凭借意外

事件的发生导致需求量下降寻求重新谈判，政府

可以据此判断私人部门提出的重新谈判极有可能

是机会主义重新谈判，从而应该拒绝进行重新

谈判．

结论2 若鱼<关邕，则政府应当给予
a L／J—eJ

私人部I'-J*b偿．

因为当新需求函数的斜率与原需求函数的斜

率满足鱼a<将时，有井<7～1"，S·<s，表
明当发生意外事件后，私人部门虽然会通过降价

来最大程度地弥补意外事件对自身造成的损失，

但是私人部门的最大利润仍然低于基准模型中的

预期利润，而且消费者剩余也低于原来的预期．在

这种情形下，政府应当选择合适的补偿形式并确

定恰当的补偿范围来实现私人部门收益和消费者

剩余帕累托改进．下面研究政府如何通过延长运

营期来对私人部门进行补偿．

3 政府的运营期延长机制

假设私人部门的运营期延长了茁年(0<n～≤

／7,：，其中凡：为私人部门按原特许期移交后项目的

可运营年数)．在运营期延长的重新谈判过程中，

私人部门和政府的重新谈判成本函数分别为

砩(f)和R。(f)，其中f为重新谈判的持续时间，这

里的重新谈判成本表示双方由于重新谈判放弃的

其他有价值的活动的机会成本旧J．假设私人部门

和政府重新谈判持续的时间越长，双方的重新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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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成本越高，即尺；(f)>0和尺：(；)>0．

3．1 基于私人部门收益的分析

运营期延长后，私人部门从第t。+1年到第

n+n’年的收益函数为

7r2=(n+n’一t1)b(p—e)(曰一P)一

n+奇

y∑t一(n+n~|t1)K—Re(f)(16)

根据前面讨论的结果，如果政府不延长，私人

部门的收费价格为P1．：堡#，由于运营期的延

长并不影响私人部门收益最大化时的收费价格，

所以私人部门的收费价格仍为P?：色#，此时，

运营期延长前后私人部门的收益差为

丌：一；：=一妥蔷+

『—b(B-—e)2一也业一K协砩(；)4 2L ‘‘J。⋯’、’7

为了表述简洁，记

日=迎≠一掣一K
则式(17)改写为

i尺，(幻≤2堡y’贝“对私人部门而言有效的运营期
延长范围为n’∈[n～l，习]，其中

n～I=潞(o，了H]k一井=o)'
霹=max陲[导，n：]旧一井≥o)
证明 当0<H<yn2时，有O<旦<n2，

1，

此时式(18)在fo，-5]上为增函数，在『旦，n：]上、 r J L V J

为减函数，故在岔=等处取最大值．

当：=等帅f一7~．1"I k等=蓦喝(幻．
只有尺，(f)≤2堡y'才有仃f一7’1"1+I。：导≥o．

此时存在井∈(。，等]使得丌f一开
(17) o，而且在区间[等，n：]上存在L V J

n～2=maxh拳n：忡一I~．"／"1≥o)

7rf—Z’=一善孑+t—in’一RP(t’) (18)7r2 —7rl 2一．：■n+ 一瓜P L， L 16，
L

如果运营期延长机制能被私人部门所接受，

必有运营期延长后私人部门的收益不低于原来的

收益，即应有7rf一,i1～"1≥0．

根据式(18)，得到如下命题．

命题1 给定变化后的需求函数，如果私人

部门运营成本各参数之间满足H≤0，那么对私

人部门而言不存在有效的运营期延长范围．

证明 因为日≤0，则式(18)在(0，n：]上为

减函数．当宏=0时，有丌；一井I，。=一R，(f)≤

0，则在区间(0，，l：]上始终有7rf一并j<0．因此

在这种情形下对私人部门而言不存在有效的运营

期延长范围．

命题2 给定变化后的需求函数，如果私人

部门运营成本和重新谈判成本满足如下条件

使得在区间[n—l—n、2]内都有仃f一,／～rI≥0．

因此在这种情形下对私人部门而言有效的运

营期延长范围为n’∈[n～1，n～2]．

命题3 给定变化后的需求函数，如果私人

部门运营成本和重新谈判成本满足如下条件

r日≥yn2

k幻≤舶：一华2坝埘私人引项言有效的
运营期延长范围为孑∈[n一3，n：]，其中

霹={孑∈(o，n：]I 7rf一7’／"1+=0}

证明 当日≥y凡：时，有尝≥n：，此时式
(18)在(0，n：]上是增函数．

当r’t=n2时

仃f一～’‰=一等n2 Hn2一Rp97"1 2．4- (f)仃2—
2：。2 2一享n 2一 (f，

只有Rr(幻≤胁z一号nz2，才有7rf一。T～I"I I。：屹≥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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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存在唯一的n～3∈(0，n：]，使得仃f一

井I，．，．=0，此时在区间[哥，n：]上，始终有
n：nf

一

仃f一开≥0．因此在这种情形下对私人部门而言

有效的运营期延长范围为孑∈[习，n：]．
3．2 基于消费者剩余的分析

假设政府每年的运营成本为0。，其表达式为

0G(t，V)=ay+卢f+M，0<a<B，

』B>0，M>0

式中，a表示需求量的边际运营成本；口表示运营

时间的边际运营成本；肘为政府每年的固定运营

成本．

当政府不延长运营期时，即若年内是政府运

营，由于这种政府收入可以抵消来自公众的一部

分税收，因此在孑年内的消费者剩余为

S2=孑f b(B一石)出+(1+A)X

． n+声
一

n’pb(B—p)一∑Oc(￡，日)l (19)

其中A为单位税收的扭曲成本，A>0．将政府运

营成本的表达式代入式(19)，有

是=一(丁1+A)锄2“A占+(1+A)a]面+

竽-(1+A)齐[瑚掣专监+M】
(20)

若使S：达到最大，则有

_0S2：一(1+2A)n"bp+lab+(1+A)a]晶
dP

=0

可以得到

p；：迪甚穹芈(a<Pc·<B)pG 2—1；广L a<<且，

即政府的收费价格为p：时，消费者剩余达到

最大．此时消费者剩余为

箕=一学+{鱼王羔{毛昌掣一
(1+A)[半+M】)茁(21)

若政府对私人部门进行运营期补偿，即若年

内由私人部门运营，根据私人部门在运营期内的

收费价格为p?=堡笋，i年内的消费者剩余为
口

S3=iL6(B一茗)以一(1+A)尺G(幻

：掣_(1+a)R∥) (22)
8

、‘ b、。7 、一一7

运营期延长前后消费者剩余的差值为

s，一sf=学孑+痞{掣一
b(1+A)2(B—a)2．

2(1+2A)
‘

(-+A)【半+M】}一
(1+A)Rc(；) (23)

为了表述简洁，记

u=肘+堕产一号措器丛
则式(23)可以改写为

5，一s；=半孑+[华+
(1+A)U l n’一(1+A)RG(f)

(24)

如果运营期延长机制对消费者有效，必有政

府延长运营期后的消费者剩余不低于政府经营的

消费者剩余，即应有S，一sf≥0．

根据式(24)，得到如下命题．

命题4 若政府的运营成本各参数满足U<一

譬一蛰}}等，那么对消费者而言不存在有效的
运营期延长范围．

证明因为u<一譬一等等测有
五：二鱼垡『二磐；警占丛巡>～n2，此时式(24)在8 1
“2一

(+A)13
7

2’儿“1“、”，7医

孑=o处取最大值．当痞=o时，Ws，-s；I#：。=一

(1+A)尺G(f)≤0，则在区间(o，n：]上始终有

S，-S2+<0．因此在这种情形下，对消费者而言不

存在有效的运营期延长范围．

命题5 如果政府的运营成本和重新谈判成

本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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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譬一等等
如，≤譬+[器等刊n：

则对消费者而言有效的运营期延长范围n’∈

[n～4，n2]，其中

n’4‘={孑E(o，凡：]I S，一．sf=0}

证明因为u≥一譬一等等删有
n’：二丛旦二碧；宰尝』』巡≤一n2it2 ，此时式81 2

一
(+A)8

。 ’肌叫扎

(24)在n’=n：处取最大值．

当n’=n2时，有

s，一．sf：掣n：2+
『鱼i鱼型+(1+A)u 1n：一8【 ’¨一V“J”2

(1+A)尺c(；)

只有当

蹦崃儿2 n2+【等等刊nz
S，一霹I々⋯≥o，故存在唯一的蔷∈(o，冠：]使

得S，一sf t≈：鼢=o，此时在区间[习，nz]上有

S3-S2‘≥0．

因此在这种情形下，对消费者而言有效的运

营期延长范围茄∈[n～4，n2]．

综上所述，通过分析运营期延长机制对私人

部门收益和消费者剩余的影响，可以得到如下

结论．

结论3 当私人部门和政府的运营成本以及

萤新谈判成本满足

0<H<yn2

u≥一譬一箭苦
尺P(f)≤2uys

蹦酶譬+【筹等叫n：

并且[矸，霹]n[习，几：]≠咖时，运营期延长机

制能够实现私人部门收益和消费者剩余的帕累托

改进，而且运营期有效的延长范围为i∈[并，

习]n[习，凡：]．
结论4 如果私人部门和政府的运营成本以

及重新谈判成本满足

H≥yn2

u≥一譬一等筹
尺P(f)≤Hn2一丁yn2

蹦慷譬+【等等+u】n：
运营期延长机制能够实现私人部门收益和消

费者剩余的帕累托改进，此时运营期有效的延长

范围为痞∈[max(霹，习)，n：]．

4 算 例

本部分针对意外事件发生后政府采取运营期

延长机制，分4种情形进行算例分析．前两种情形

分析的是运营期延长机制存在有效的延长范围来

实现私人部门收益和消费者剩余的帕累托改进，

从而验证了结论3和结论4；后两种情形考虑的是

运营期延长机制不存在有效的延长范围来实现帕

累托改进．

在对算例分析的过程中，本文假设价格的单

位为元，每年需求量的单位为万，成本与收益的单

位均为万元，该项目在私人部门按原来的特许期

移交后项目的可运营的年数为30年，即n：=30．

1)假设意外事件发生后每年的需求函数为

v(p)=60—3p，即b=3，B=20；私人部门第t年

运营成本为0P(t，日)=10H+2￡+3，该成本函数

的含义为私人部门的需求量的边际运营成本为

10元，运营时间的边际运营成本为2万元，每年的

固定运营成本为3万元，即e=10，y=2，K=3；

政府在签订特许协议时授予私人部门20年的运

营期(不包括建设期的年限)，即n=20；私人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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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的重新谈判成本为150万元，即尺，(f)=150；

政府第t年运营成本为Oc(t，H)=12H+2￡+2，

即0f=12，卢=2，M=2；单位税收的扭曲成本为

0．5，即A=0．5；政府的重新谈判成本为200万

元，即尺G(i)=200；根据日和U的表达式，得到

H=31，U=一29，，满足结论3中的条件．

将上述数值代入式(18)和式(23)，得到运营

期延长与不延长时私人部门的收益差值函数和消

费者剩余的差值函数分别为

1 13U．一 =一凡 +j n一 ，

S3一￡=1．5矛一6n’一300

函数曲线如图1所示．通过图1可以看出能够实现

帕累托改进的运营期延长范围为[n。，n。]．

2)本部分所考虑的情形与1)相比只是私人

部门的重新谈判成本变为了25万元，

补偿的运营期／年

图1 第1种情形下运营期延长机制

Fig．1 The operation·length compensation mechanism

in context 1

即R，(f)=25，其余数值保持不变，此时满足结论

4中的条件．将上述数值代入式(18)和式(23)，

得到运营期延长与不延长时私人部门的收益差值

函数和消费者剩余的差值函数分别为

’一弃_：一矛+31i一257／" ，2一仃l 2一n+jl，l一 ，

S，一Sf：1．5矛一6Z一300

函数曲线如图2所示．通过图2可以看出能够实现

帕累托改进的运营期延长范围为[诧。，303．

图2 第2种情形下运冒期延长机制

Fig．2 The operation-length compensation mechanism in context 2

3)与1)相比，本部分私人部门的重新谈判

成本为300万元，即R，(i)=300；而政府的运营

成本和重新谈判成本都发生了变化，假设此时政

府第￡年运营成本为0G(t，H)7--．．10H+4f+2，即

“=10，口=4，M=2；政府的重新谈判成本为300

万元，即尺。(f)=300．此时运营期延长与不延长

时私人部门的收益差值函数和消费者剩余的差值

函数分别为

1 ，一7rl
2一n+j n一

，

s3一sf=3孑一5．25n’一450

函数曲线如图3所示．通过图3可以看出，虽

然在E点右边时延长运营期会增加消费者剩余，

但就私人部门而言，延长运营期并不能提高其收

益，因此此时并不存在有效的运营期延长范围．

凄
、

塑

补偿的运营期，年

图3 第3种情形下运营期延长机制

Fig．3 The operation—length compensation mechanism

in contex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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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与1)中的情形相比，本部分私人部门的

重新谈判成本为30万元，即尺，(f)=30；而政府

的运营成本和重新谈判成本都发生了变化，政府

第t年运营成本为OG(t，日)=8H+3；+6，即0[=

8，口=3，M=6；政府的重新谈判成本为20万元，

即尺c(；)=20．此时运营期延长与不延长时私人

部门的收益差值函数和消费者剩余的差值函数分

别为

万?一7’1"1’=一n-x,2+3l菇一30．

s3一sf=2．25孑一104．25孑一30

函数曲线如图4所示．通过图4可以看出，虽

然在F点右边时延长运营期可以提高私人部门的

收益，但并不能实现消费者剩余的提高．因此此时

并不存在有效的运营期延长范围．

圈4 第4种情形下运蕾期延长机制

Fig．4 The operation—length compensation mechanism in context 4

从以上4种情形可以看出，当意外事件的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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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visory directors，monitoring directors and board governance effectiveness

1．School of Business，Nanjing University，Nanjing 210093，China；

2．School of Management，Guili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Guilin 541004，China

Abstract：Based on current job positions，job experiences and job knowledge，the research divides the direc—

tors into advisory directors and monitoring directors，and tests the effects of advisory and monitoring directors

on board effectiveness in a sample of 1 868 A—share stock market firms in China．The results suggest：the hum-

ber of advisory directors is positively and significantly associated with board advising performance；the relation—

ship between advising directors and advising effectiveness is positively moderated by the directors’firm—specific

knowledge，firm’S advising needs and the CEO’S willingness to accept strategic advising from directors．Mo—

reover，advisory directors may not diminish the effectiveness of board monitoring．Further，monitoring is asSO—

ciated with better board monitoring performances but weaker advising．Findings have important implications for

both theory and practice regarding how to enhance board governance effectiveness．

Key words：advisory directors；monitoring directors；advising performance；monitoring performance；board

governance effective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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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decision-making mechanism

rship projects under

GAO yi昭，ZHANG Shui—bo，FENG Zhuo

for operation period extension of

incomplete contracts

College of Management and Economics，Tianjin University，Tianjin 300072，China

Abstract：In this paper，

collected from users．We

od when the demand une

we focus on 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 projects whose revenue depends on charges

investigate whether the government should extend the private sector’S operation peri—

xpectedly declines SO that Pareto·improvement can be achieved for both the private

sector and consumers．Our results show that(1)in some scenarios the Pareto．improvement can be achieved

by solely dropping price without need for an extension of the operation period；(2)when an extension is nee’

ded to realize the Pareto—improvement，the added period depends on the operation costs and renegotiation costs

of the government and the private sector．respectively．Our study intends to provide theoretical support for the

govemment when making operation period extension decisions．

Key words：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s；renegotiation；operation period；compensation mechan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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