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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PSR 模型的政府环境绩效审计评价研究 

——以滇池治理项目为例 

陈志芳 李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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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明理工大学 管理与经济学院，昆明 650093) 

【摘 要】：政府环境绩效审计在评价资源开发利用、环境保护、生态可持续发展等方面具有独特作用,对政府

开展治理项目进行有效评价和监督。利用 PSR 模型对政府环境绩效审计项目建立评价指标体系,利用层次分析法确

定各项指标权重,以“云南省滇池污染治理项目”为例,将项目指标数据进行对比分析,得出审计结论,提出治理建

议,提高政府环境保护工作效率,期望对政府环境绩效审计发展提供指导和借鉴。 

【关键词】：环境绩效审计 PSR模型 评价指标 滇池 

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工业化水平不断提高,环境污染问题日益突出,成为制约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引起政府高度重

视。保护生态环境、治理环境污染是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因此政府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和资金进行环境污染治理和预防。

随着投入力度加大,我们需要建立一套完善的政府环境绩效审计评价体系,通过绩效考评制度来判断环境治理结果和效益是否与

之相匹配。 

目前,我国对环境绩效审计、政府环境绩效审计的研究正处于理论探索阶段。万玻、唐华、陈香等人认为环境绩效审计是审

计主体依法对政府和企事业单位的环境管理系统以及在经济活动中产生的环境问题和环境责任以经济性、效率性、效果性、环

境性为标准,由独立的审计机构或审计人员进行监督、评价和鉴证,以实现对责任主体受托责任履行过程控制的一种活动[1-3]。 

史晓燕、吴立群等人认为环境绩效审计内容包括对单位环境政策、项目效益、管理系统审计,对制度的科学性合理性进行评

价
[4,5]

。 

在对环境绩效审计评价方法及指标研究中,王如燕用层次分析法得出评价指标,采用专家德尔菲法确定指标权重[6]。汤亚莉、

邓丽采用环境价值链分析法,根据产品各个环境影响环节来选择环境绩效审计的具体指标[7]。王学龙、王复美运用平衡计分卡和

关键绩效指标法,采用层次分析法构建矩阵,得出了各指标的权重并通过了一致性检验[8]。 

1 PSR 模型构建政府环境绩效审计评价体系 

本文采用 PSR 概念模型,将政府环境审计评价指标分为压力指标、状态指标、响应指标,在每个指标层里初步设立具体评价

指标[9],邀请环境方面专家对指标进行打分,建立被审计项目最终环境绩效审计评价体系。各项指标的权重由层次分析法得出,运

用环境优值模型确定环境绩效审计评价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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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列举了关于主要地区污水治理设备建设运营和专项拨款效益评价的预选指标。在 PSR 模型中,首级为项目层(政府部门

治理工作效果目标),次层级为分类层(压力、状态、响应),末层级为指标层(主要包括次层级所列示的治理情况效果审计的多项

指标)
[10]

,并用 W对各层级指标进行标注。 

1.1运用 AHP层次分析法确定指标权重 

运用表 1各项指标标注,用层次分析法确定各项指标权重。 

准则层因子判断矩阵如表 2。 

计算得λmax=3.039,CI=0.019,RI=0.580,CR=0.033<0.1,一致性检验合格。 

W1—W11、W12、W13、W14、W15、W16判断矩阵如表 3。 

计算得λmax=6.301,CI=0.060,RI=1.240,CR=0.048<0.1,一致性检验合格。 

W2—W21、W22、W23、W24、W25、W26、W27判断矩阵如表 4。 

计算得λmax=7.537,CI=0.090,RI=1.320,CR=0.068<0.1,一致性检验合格。 

W3—W31、W32、W33、W34、W35、W36、W37、W38判断矩阵如表 5。 

表 1水环境治理项目绩效审计评价指标表 

项目层 准则层 指标层 

基于 PSR 压力 人均 GDP W11 定量指标 

概念框架 W1 人口密度 W12 定量指标 

的水环境  水体覆盖率 W13 定量指标 

治理项目  人均水资源占有量 W14 定量指标 

绩效审计  人均生活污水排放量=生活污水排放 
定量指标 

评价指标  总量/人口 W15 

体系  工业耗水量 W16 定量指标 

 状态 参与项目人员基本素质 W21 定性指标 

 W2 项目投资额占 GDP比重 W22 定量指标 

  项目管理机制有效程度 W23 定量指标 

  V类及以上水质的断面所占比重 W24 定量指标 

  化学需氧量 W25 定量指标 

  氨氮排放量 W26 定量指标 

  总磷排放量 W27 定量指标 

 响应 项目完成任务量 W31 定量指标 

 W3 生活污水处理率=污水处理量/污水排放总量）W32 定量指标 

  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重复利用水量/总用水量（取出的新水量+重复利用水量）W33 定量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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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业废水排放达标率=工业废水排放达标量/工业废水排放量 W34 定量指标 

  项目资金使用率 W35 定量指标 

  居民环境满意度 W36 定性指标 

  项目综合社会贡献 W37 定性指标 

 

表 2准则层因子判断矩阵 

W       W1 W2 W3 权重 

W1 1 1/3 1/5 0.105 

W2 3 1 1/3 0.258 

W3 5 3 1 0.637 

 

表 3 W1—W11、W12、W13、W14、W15、W16判断矩阵 

W1 W11 W12 W13 W14 W15 W16 权重 

W11 1 2 1/3 1/2 1/5 1/7 0.050 

W12 1/2 1 1/4 1/3 1/6 1/8 0.034 

W13 3 4 1 3 1/4 1/6 0.117 

W14 2 3 1/3 1 1/5 1/7 0.068 

W15 5 6 4 5 1 1/2 0.283 

W16 7 8 6 7 2 1 0.448 

 

表 4 W2—W21、W22、W23、W24、W25、W26、W27判断矩阵 

w2 w21 w22 w23 w24 w25 w26 w27 权重 

w21 1 2 1/2 1/7 1/6 1/5 1/4 0.037 

w22 1/2 1 1/4 1/8 1/7 1/6 1/5 0.025 

w23 2 4 1 1/6 1/5 1/4 1/3 0.056 

w24 7 8 6 1 5 4 3 0.399 

w25 6 7 5 1/5 1 3 2 0.213 

w26 5 6 4 1/4 1/3 1 2 0.148 

w27 4 5 3 1/3 1/2 1/2 1 0.122 

 

表 5 W3—W31、W32、W33、W34、W35、W36、W37、W38判断矩阵 

w3 w31 w32 w33 w34 w35 w36 w37 权重 

w31 1 1/7 1/6 1/8 3 1/3 1/4 0.035 

W32 7 1 2 1/3 7 4 3 0.228 

w33 6 1/2 1 1/4 6 3 2 0.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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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34 8 3 4 1 8 5 4 0.385 

w36 1/3 1/7 1/6 1/8 1 1/4 1/5 0.024 

w37 3 1/4 1/3 1/5 4 1 1/2 0.070 

w38 4 1/3 1/2 1/4 5 2 1 0.104 

 

计算得λmax=7.402,CI=0.067,RI=1.320,CR=0.051<0.1,一致性检验合格。 

所有单层次里各项指标相对于上一层指标的权重已经计算出,计算求得底层次指标相对于模型总目标的权重,并计算整理得

出三个层次中所有指标相对于总目标的权重,计算结果见表 6。 

表 6各项指标权重排序 

项目层 准则层 权重 指标层 权重 
权重 

排序 

基于 PSR 压力 0.105 人均 GDP 0.005 19 

概念框架   人口密度 0.004 20 

的水环境   人均水资源占有量 0.012 15 

治理项目   水体覆盖率 0.007 17 

绩效审计   人均生活污水排放量 0.030 11 

评价指   工业耗水量 0.047 7 

标体 状态 0.258 参与项目人员基本素质 0.010 16 

   项目投资额占 GDP比重 0.006 18 

   项目管理机制有效程度 0.015 13 

   
V类及以上水质的断面

所占比重 
0.103 3 

   化学需氧量 0.055 6 

   氨氮排放量 0.038 9 

   总磷排放量 0.031 10 

 响应 0.637 项目完成任务量 0.022 12 

   生活污水处理率 0.145 2 

   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 0.099 4 

   工业废水排放达标率 0.245 1 

   项目资金使用率 0.015 14 

   居民环境满意度 0.044 8 

   项目综合社会贡献 0.066 5 

 

1.2利用环境优值模型对各项指标进行打分 

运用环境优值模型,环境优值越趋近于 0,表示环境状况越好,如果环境优值持续保持为 0,表示说明环境状况达到最理想状

态。将环境治理项目实施前和实施后的各项指标数值代入到模型中进行对比,得出此项目的绩效;通过对各项指标的数值差异进

行分析,可以得出具体的审计结论,并给出相应的审计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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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优值 U可以通过环境指标 Fi进行计算,公式如(x-1),对公式进行改良,将指标权重加入其中,得出公式(x-2): 

 

其中:Fi为各项环境评价指标的监测数值,Vi为理想标准值,Bi为可选值上下限范围,Wi为评价指标的权重。在公式中,只有

Fi等于 Vi标准值时,U值为 0,说明环境状况达到最理想状态
[11]
。 

2 滇池流域水污染防治项目绩效审计应用 

2.1滇池流域污染治理项目简介 

滇池是我国西南地区第一大湖,具有工农业生产、生活用水、渔业、航运等功能,同时,滇池水体富营养化污染问题得到了国

家、云南省和昆明市政府的高度重视,“九五”期间被列为中国环境治理重点湖泊。据统计,自“九五”以来,通过实施四个“五

年计划”,共实际实施滇池治理工程 234项,实际总投资额 574.4亿元[12]。 

2.2滇池流域污染治理项目指标代入 

通过查阅《2017 年云南省统计年鉴》《2017 年云南生态年鉴》《滇池流域水环境保护治理“十三五”规划(2016—2020 年)》

《中国水资源公报》以及对昆明市人民政府门户网站依申请公开,搜集滇池流域 2000年度、2016年度各项指标。 

2.3将指标值代入环境优值模型 

将指标值代入环境优值模型中,n=20,Vi=100%,Bi 为 0-1,定量指标已经换算成百分比的直接代入,数值的和标准值相除换算

成百分比代入;定性指标由专家评出百分比代入。 

将以上数值代入公式,得到 2000 年环境优值为 0.2265,2016 年的环境优值为 0.2125。2016 年项目环境优值比 2000 年项目

环境优值低 0.014,更接近环境最佳值 0,说明经过治理后滇池流域环境得到了改善,但是改善力度不大。 

3 审计结论 

通过对政府环境绩效审计评价体系滇池污染项目绩效评价的具体应用,可以发现该项目实施后,滇池流域污染有了明显的改

观,各监测断面水质评价分级提升并实施有效监控,工业及各元素污染物排放量得到了有效控制;在项目实施方面,政府高度重视

并加大投资力度,资金按时到位并高效运转,保证项目顺利实施并得到良好的阶段性成果,落实了维护生态环境的社会责任,为云

南省经济快速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取得一定成果的同时,通过数据对比可以发现,随着流域内人口增多,人均水资源占有量增加,

生活污水处理率增加。 

由此可见滇池供生活用水容量增加,政府对生活污水治理及时有效,但是生活污水处理比率仍有很大提升空间;工业污水排

放及处理方面,工业用水量增加,不断利用新水,处理废水能力较弱,重复利用率较低,导致工业污水成为滇池流域污染的重要污

水来源,从而导致环境污染改善力度没有得到较大改变,仍然存在污染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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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审计建议 

4.1滇池水环境污染防治方面 

完善流域排水系统。目前滇池流域污水处理厂对污水排放收集不准确,存在包括地表水渗透、地下水外渗、雨季雨污合流等

现象,导致污水处理效率降低、部分生活污水未经处理直接排入滇池等现象,加重水体污染。因此政府要重点推进城镇污水处理

设施建设与改造,完善流域排水系统,在重点监测面新建雨污排水管和截流面,对未经处理流入河道的污水进行拦截和加工。 

严格管理工业污水排放企业,增设“污水税”。目前工业污水为滇池流域主要污水源,从污染治理源头出发,环保局、滇管局

要严格把关流域内污水排放企业作业前审批程序,提升排污许可证审批标准,同时提升滇池流域水质排放标准;在污染治理末端

处理方面,定期检查更新企业污水处理设备,促进再生水建设,提高污水重复利用率;政府部门设立“污水税”,针对污水排放超

标的企业收取,超出排放标准量每吨缴纳一定税费,施加压力,一定程度上减少工业污水排放量。 

建立“绿色动态基金”。目前对污水排放的企业、行政区域处理方式更多以行政手段为主,经济激励政策较少。政府部门可

从滇池治理项目资金中抽取部分建立“绿色动态基金”,进行动态监管、定期抽查,对污水处理、治理、排放情况良好的企业和

区域给予一定奖励,一定程度上调动处理污水的积极性,减少污水排量。 

4.2政府环境绩效审计评价体系构建方面 

统一环境绩效审计评价标准,确定评价指标。环境绩效审计评价标准是审计部门公示审计结论的重要依据,只有统一评价标

准,审计结论才具备有效性和公信力,对政府项目开展具有良好监督作用,确定评价指标,将具备环境保护效益的定性指标转化为

定量指标,带入数值得出准确结果和审计结论。目前云南省缺乏环境治理项目的审计评价标准,应组建专家团队借鉴环境绩效审

计优秀成果,结合省内自然资源丰富、政府治理项目众多、高原湖泊治理难度大等实际情况,反复试验、甄选适合省内自然环境

绩效审计评价指标,并代入真实案例进行不断试验,制定出一套行之有效的评价指标体系。 

完善环境绩效审计队伍建设,建立“跟踪审计”制度。由于环境绩效审计的融合性,在进行审计评价过程中要明确审计部门

和环保部门职责。审计部门负责对政府项目经济事项进行评价和监督,确保政府项目专项资金有效利用;环保部门负责评价政府

项目在符合法律规定基础上,是否具备良好的社会公众效应和影响。二者要分工明确,将评价结果相互融合,完成联合审计。水环

境污染治理是一个长期过程,要建立“跟踪审计”制度,定期进行绩效审计评价,从而将时点连接成为时段,保证环境绩效审计的

时效性和科学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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