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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津市生态环境的特点

天津市位于海河下游，横跨海河两岸。天津市与河北省

多地区接壤，腹地辽阔，对外直面东北亚，是我国靠北地区最

大的沿海开放城市。天津市水资源丰富，由于地跨华北区域

最大的河流——海河流域，中游还容纳其他五大河的汇入，

最终在天津市金钢桥附近的三岔口汇合成海河干流自大沽

口入海。20世纪 80年代引滦入津输水工程解决了天津市人

民饮用水问题，而且天津市地下水资源丰富，全市水库库容

量超过 3.4亿立方米。天津市的生物资源也很丰富，迄今为

止，城市野生动物种类多达500多种，其中近百种为国家重点

保护动物。天津市作为直辖市，生态保护工作在全国区域内

名列前茅，从近五年的有关数据来看，天津市圆满完成国家

的环保任务，并且起到先锋模范作用。

近年来天津市启动实施“美丽天津·一号工程 ”项目，紧

随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加速打造美丽天津的指示，制定了相

关政策纲领，用该项目促进天津市环保实施工程的展开，在

惩治环境破坏违规行为的法律法规政策上也比以前更加严

格，范围更广。该项目主要从如何改善人民生活环境的问题

出发，旨在达到清洁、绿化和美化周边生活环境为目的，向天

津市发展成生态宜居城市迈出了一大步。

二、天津市生态环境绩效审计评价体系指标选择

根据天津市生态环境的特点，本文从共性与个性两个维

度，分别选取符合条件的指标，建立三级指标体系，将天津市

生态环境的实际情况考虑其中，构建了生态环境绩效审计评

价指标体系，见表1。

该评价指标体系中，环保资金占用率为环保资金占所有

项目总资金的比例；环保项目“三同时”率考察的是生态环境

建设的效率性；资金到位率反映政府和公众对环保项目的重

天津市生态环境绩效审计评价体系构建

【摘要】本文在分析天津市生态环境基本特点的基础上，分别从共性和个性两个维度为天津市的生态环境构建科学

的绩效审计评价体系，具体设计了八个三级指标来反映天津市的环境绩效情况。运用层次分析方法确定各级指标权重，运

用综合评价法分析计算得出天津市环境绩效的得分，据以分析天津市在环境绩效方面的优势和不足，并提出了相关政策

建议，以促进天津市及我国环境绩效水平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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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保资金占用率（%）（T1）

环保项目“三同时”率（%）（T2）

资金到位率（%）（T3）

政策实施情况（T4）

管理有效性（G1）

资金安排情况（G2）

环保设施增长率（%）（C1）

项目完成质量（%）（C2）

项目完工率（%）（C3）

大气监测能力（J1）

水环境监测能力（J2）

污染物监测能力（J3）

环境事故监测能力（J4）

污染物减少率（%）（W1）

空气质量情况（W2）

废物重复利用率（%）（W3）

污染物处置率（%）（W4）

森林覆盖率（%）（S1）

工业污染治理投资（万元）（S2）

自然保护区（个）（S3）

科学研究水平（HX1）

环保宣传力度（HC1）

环保公众参与度（HC2）

环保信访热度（HC3）

表 1 天津市生态环境绩效审计评价指标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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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有效性G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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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完工率C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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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二级指标权重测算

表 3 共性指标下三级指标权重测算

表 4 个性指标下三级指标权重测算

表 5 综合评价指标体系权重

视程度；环保设施增长率用于分析天津市环保项目带来的公

众直接效益，该指标分为两个要素进行评价：公共卫生设施

增长率、绿地面积增长率；项目完工率用于评价项目效率性；

废物重复利用率用于对固体废物利用情况的检验；污染物处

置率用于检验废水、废气处置效率。具体公式如下：

环保资金占用率=环保占用资金/项目总投资×100%

环保项目“三同时”率=达成“三同时”工程量/计划实施

量×100%

资金到位率=资金到账额/项目报批额×100%

公共卫生设施增长率=（本年环境卫生设施数量-上年

环境卫生设施数量）/上年环境卫生设施数量×100%

绿地面积增长率=（本年园林绿地面积-上年园林绿地

面积）/上年园林绿地面积×100%

项目完工率=本年计划治理项目数量/实际竣工项目数

量×100%

废物重复利用率=固体废物综合利用量/固体废物产生

量×100%

废水（气）处置率=废水（气）处置量/废水（气）排放量×

100%

三、基于层次分析法的指标权重分析及指标测算

1. 确定各指标权重。采用层次分析法确定指标权重，需

要构建不同层级的阶梯层次，并采用标度法两两比较分析各

因子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最终确定各要素之间的权重比

较。首先假设一级指标（城市环境绩效指数）的权重为1，再分

别比较同一层级各要素的重要性，确定其影响效益的各自权

重大小。最终权重=各要素指标权重×上一层各指标的权重。

计算结果如表2 ~表5所示：

2. 城市环境绩效评价指标原始数据量化及指标测算。各

项指标的权重和数据取得后，由于各项指标间的评价标准和

数据量不统一，要将这些指标进行综合分析，进行科学的比

较判断，就需要进行数据的量化。本文采用较为简单的等级

评价法。根据各标准之间的比较，并结合专家的意见，综合考

虑各指标的效益结果，最终根据相应的分数得出相应的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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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综合评价结果

果：优：81 ~ 100；良：61 ~ 80；中：41 ~ 60；差：21 ~ 40；很差：0 ~

20。具体测算结果如表6所示：

3. 结果分析。2013年度天津市环境建设项目的绩效审计

最终评分结果为77.55分。整体看来，天津市2013年的环保绩

效综合表现呈良好态势，基本完成项目计划。其中，天津市环

保项目主要在于建设生态宜居城市，所以在污染治理方面还

达不到宜居城市的标准，今后需要从该方面着手，在污染控

制上加大建设力度；而环保项目公众影响力表现突出，需要

继续保持；在生态环境建设方面，可能需要长远建设目标，在

很多生物资源、园林建设等方面未达到国家平均水平，需要

特别关注生态的多位一体发展。所以针对项目实施的经济

性，天津市 2013年项目资金管理到位，资金浪费和利用不合

理现象出现较少、基本能达到预期要求，但主要资金来源于

政府，在社会资金带动率和公众参与度方面有所欠缺；关于

项目的社会效益，有关环保宣传以及环保技术创新项目的增

加充分证明天津市政府及相关部门在与此有关的环保项目

上已达到预期目的，今后需要继续保持，并将效益运用到环

境建设中；对于环境效益，由于项目建成初始，效益并不能发

挥到最大化，所以很多环境指标并未实现预期目标，但是相

比以前年度，天津市环境状况有所改善，离不开环境工程项

目的有效实施。天津市的政府项目建设基本符合项目要求，

达到资金充足、管理有效等标准。

四、生态环境绩效审计评价体系应用的保障措施

1. 制定科学的生态环境绩效审计评价标准。虽然目前建

立的环境绩效审计体系评价指标较为系统和科学，但还应当

设定与评价指标体系相对应的环境绩效审计评价标准。不论

设定多少种评价标准，都要注意在对评价标准进行取值时必

须结合具体地区的环境情况，同时取值范围也要十分精确，

过高或过低都会影响结论的准确性。生态环境绩效审计评价

体系建立得越公正、越科学，就越有助于对环境绩效做出客

观评价。

2. 加强评价指标计量的科学性。目前最常使用的计量方

法所涉及学科较为单一，多是定性的方法，计量结果欠缺客

观性，而结合使用多学科的知识来进行计量，将会弥补这一

缺陷。本着经济性、效率性、效果性三方面的特性要求，选择

对指标进行计量时所采用的方法，可操作性应该较强，在计

量时将一些数据模型或一些数学方法结合起来会更加科学。

同时，也可以在借鉴发达国家经验的基础上结合中国特色，

利用国外较为成熟的方法来形成我们自己的环境绩效审计

标准，科学地对评价指标进行计量，助推环境绩效审计工作

健康发展。

3. 培养复合型审计专业人才。我国缺乏对生态环境绩效

审计进行研究的复合型人才，培养满足环境绩效审计要求的

工作人员是迫在眉睫的任务。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着手：一

方面对在职审计人员进行规范的后续教育，使他们的环境绩

效审计专业知识能够根据环境的改变而得到及时的补充和

更新。审计人员不仅要精通审计知识，而且要涉猎多门环境

科学知识，成为真正的复合型人才。另一方面，在选聘新入职

的环境审计人员时，拟招收人员的专业背景不应仅限于审计

专业，同时应选拔一些拥有其他学科学习背景的人员。如果

由这些既有着丰富的环境管理方面的知识背景，又熟练掌握

必要的审计技术的人员来从事环境绩效审计工作，显然能收

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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