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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经济发展与资源承载、环境污染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使得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显得尤其重要。
它作为一种崭新的审计形式，目前尚处于探索阶段。本文依据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的目标和内容，引入

PSＲ 模型，运用层次分析法，构建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评价指标体系并建立评价模型，以期为推进我国自

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工作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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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党政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着重

于任职期间的当地经济发展水平，这使得许多领

导干部把工作重心放在发展经济上，对自然资源

资产的保护性利用重视不够，导致经济发展与资

源承载、环境污染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党的十

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

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实行领导干部自

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要求，有利于增强党政领导

干部的环境责任意识，促使自然资源资产在开发

利用的同时，更加注重经济、社会、生态三种效益

的协调统一。这是党中央为加强生态文明建设

采取的一项重要举措，也为审计工作开拓了一个

崭新领域。
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作为我国独特的审

计形式，在审计方式、审计方法及审计评价等方

面都处于探索阶段，尤其是还未形成一套比较公

认的、科学的、符合我国实际情况的自然资源资

产审计评价指标体系和评价方法，在一定程度上

制约了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工作有效实施。
因此，抓紧研究构建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指标

体系，对于加快推进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工作

具有重要意义。
一、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与 PSＲ 模型

( 一) 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

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是国家审计机关

依法对地方党政主要领导干部任职期间的当地

资源环境开发利用、资源环境污染防治和生态

环境保护活动及其效果，以及领导干部应当承

担的管理责任履行情况进行的审查监督和评价

活动。［1］

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工作中，必须准确

界定自然资源资产范围和领导干部应当承担的

自然资源资产管理责任。［2］从我国目前资源环境

管理实际情况和经济社会所面临的问题来看，自

然资源资产既包括正在和即将进行经济开发利

用的自然资源 ( 如矿藏资源) ，也包括具有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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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社会功能的自然资源( 如流域水资源、保护性

森林资源) ，还包括与这些自然资源相联系的自

然环境( 如水环境、大气环境) 。根据中共中央

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党政主要领导干

部和国有企业领导人员经济责任审计规定》，领

导干部的资源环境责任应当包括对本行政区域

资源环境开发利用、资源环境污染防治和生态环

境的保护所承担的分管责任和领导责任。具体

来看，包括对本地区内矿产、森林、土地、水等自

然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和规划责任; 自然资源

开发、利用中的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的预防、治理

与修复责任; 大气、水、固体废弃物污染的治理责

任; 重大资源环境事故的预防与管理责任等。［3］

( 二) PSＲ 模型基本原理

PSＲ 模型最初由加拿大统计学家 Ｒapport 和

Friend 提出，后由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OECD)

和联合国环境规划署( UNEP) 于 20 世纪八九十

年代共同发展起来，用于研究环境问题的框架体

系，它清晰反映了人类与环境之间相互作用的逻

辑关系。人类通过各种活动从自然环境中获取

其生存与发展所必需的资源，同时又向环境排放

废弃物而改变自然资源储量与环境质量，导致自

然和环境变化影响人类的社会经济活动，进而迫

使社会通过意识和行为的变化对自然和环境的

变化做出反应。如此循环往复，构成了人类与环

境之间的“压力 － 状态 － 响应”( Pressure-State-
Ｒesponse) 关系。压力，表示人类的经济和社会

活动对环境的作用，如资源索取、物质消费以及

各种产业运作过程所产生的物质排放等对环境

造成的破坏和扰动; 状态，表示特定时间阶段的

环境状态和环境变化情况，包括生态系统与自然

环境现状，人类的生活质量和健康状况等; 响应，

是指社会和个人如何行动来减轻、阻止、恢复和

预防人类活动对环境的负面影响，以及对已经发

生的不利于人类生存发展的生态环境变化进行

补救的措施。
PSＲ 模型所提出的评价对象压力 － 状态 －

响应指标与参照标准相对比的模式，广泛应用于

区域环境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研究、水资源、土

地资源指标体系研究，农业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标

体系研究以及环境保护投资分析等领域，［4］同

样，也适用于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评价指标体

系研究，如图 1 所示。

图 1 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

评价指标体系的 PSＲ 模型

二、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评价指标体系

构建原则

引入 PSＲ 模式研究构建自然资源资产离任

审计评价指标体系，首先需要针对自然资源资产

离任审计涉及面广、影响因素多、政策性强、评价

难度大的特点，制定若干指标设计原则，确保指

标体系构建的科学性和适用性，以实现自然资源

资产离任审计目标。
第一，全面性原则。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

计评价指标体系是一个多层次、多内容、多影响

因素的复杂系统，需要各重要方面的指标构成，

如果缺少任一个重要方面的指标，就很难全面、
客观、如实地反映领导干部任职期间的资源环境

责任履行情况。因此，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评

价指标体系内容必须在整体指标和具体指标设

计上尽量达到完备、无缺。
第二，重要性原则。是指在自然资源资产离

任审计评价指标设计上区分主次指标，突出那些

能够集中反映领导干部任职期间资源环境责任

履行情况的关键性指标。重要性原则不仅要贯

穿于各级评价指标的选择中，还要体现在评价指

标结构优化中。也就是说，尽可能用最少量的评

价指标，实现最大限度的评价需要。在自然资源

资产离任审计评价指标选择的实践中，应通过具

体试验确定需要多少级评价指标，以及每一级评

价指标又具体需要多少项评价指标。
第三，可操作性原则。为保证自然资源资产

离任审计评价结果的客观性和准确性，在评价指

标设计上既要防止笼统化、理论化，又要便于观

测和计量，能够计算出准确的量化数据。这就要

求尽可能选取那些能通过实际监测、调查、查阅

相关统计年鉴及利用遥感影像等方式，比较容易

直接获取数据的指标。对于那些不能直接测得

数据，但通过可靠的统计方法间接获得数据的指

标，应当充分考虑该指标的现实性和 PSＲ 模型

的支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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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动态变化原则。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

计评价指标的设计应当保持一定的弹性，根据不

同地区、不同时期、不同类别、不同部门等的领导

干部确定各自的重点评价指标，并随国家政策调

整、技术进步、管理水平提高而不断发展完善。
在指标设计时，应当以静态研究为基础，将“动

态”与“静态”有机结合［5］，构建能对自然资源资

产保护性利用的历史、现状及未来趋势做出描述

和度量的指标体系。
第五，适应性原则。一个有效的评价体系，其

指标的选取必然遵循适应性原则。自然资源资产

离任审计评价的载体众多，如果每次对不同地区、
不同部门的领导干部进行评价时，都要建立新的

评价指标体系，将会造成人力、物力资源的极大浪

费，而且不具有可比性。因此，自然资源资产离任

审计评价指标的选择应当以具有普遍性特征的指

标为主，针对不同地区特征进行相应的调整，同

时，在指标的计算口径、范围和计算方法等方面满

足一致性要求，以增强评价指标的可比性。
三、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评价指标体系

架构与内容

( 一) 评价指标体系的基本架构

按照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评价指标体系构

建原则和 PSＲ 模型逻辑思路，运用层次分析法，将

该指标体系划分为目标层、准则层、要素层和指标

层四级递阶结构。其中: 目标层是整个指标体系

的总体目标，统领系统; 准则层是目标层的展开，

由压力、状态、响应三个子系统构成，反映目标层

内容; 要素层是系统层的展开，涵盖社会、经济、自
然资源及环境等方面的内容; 指标层处于体系的

最底层，是反映目标层具体内容的指标。在以上

四个层级基础上，结合定性与定量指标的选取，进

而构建突出反映“响应”因素的自然资源资产离任

审计评价指标体系基本架构，如表 1 所示。
表 1 基于 PSＲ 的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评价指标体系基本架构①

目标层 准则层 要素层 指标层

领
导
干
部
自
然
资
源
资
产
利
用
与
保
护
责
任
履
行
情
况

压力

经济发展压力
城镇化率; 万元 GDP 能耗
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
工业增加值固体废物产生量

资源环境承载压力
人均耕地占有量; 农业用水消耗率
主要污染物排放强度
单位耕地面积化肥使用量

状态

自然资源资产状态
森林覆盖率; 活立木蓄积量
基本农田保护面积; 建成区绿化覆盖率
人均水资源利用量

环境状态

空气质量指数≥Ⅱ级的天数
地表水功能区水质达标率
海洋功能区水质达标率
重大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事件数量

响应

投资响应
环保投资占 GDP 的比例
专项资金利用增长率

资源环境保护响应

耕地占补平衡完成比例; 矿区土地复垦率
水土流失治理率
自然保护区面积占国土面积的比例
秸秆综合利用率; 农业面源污染治理率
三废综合利用产值占工业产值比重
生活污水集中处理率
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

制度响应
自然资源资产政策的符合率
建设项目环评执行率

人文响应
公众对环保的满意度
领导干部参加资源环境保护培训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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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表 1 中指标所涉时期变量，均指领导干部在当地任职期间年度平均数据; 所涉时点变量，均按照领导干部在当地任职期间各年

度每月 15 日数据平均计算． 在数据处理中，若遇波动幅度异常数据，则视具体情形做特殊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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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评价指标体系的内容设计

1． 经济发展压力

( 1) 城镇化率。该指标反映一个地区的工

业化程度与经济发展水平。我国城市化正处于

高速发展时期，需要消耗大量自然资源资产，使

得自然资源资产承载巨大压力，必须提高资源利

用程度，改善资源环境状况。该指标越大，走资

源节约型集约化道路的可能性越大。

城镇化率 = 城镇人口
总人口

× 100%

其中，城镇人口是指领导干部任期时当地非

农业人口总量。
( 2) 万元 GDP 能耗。该指标直接反映一个

地区经济发展对能源的依赖程度，即创造每一万

元 GDP 需要耗费的能源数量; 间接反映地方政

府采取的各项节能政策措施所取得的效果，起到

检验节能降耗成效的作用。

万元 GDP 能耗 = 综合能源消费量
GDP 总量

× 100%

其中，综合能源消费量为领导干部任期时当

地所耗费的电力、油品、煤品等能源品种折算成

标准煤 的 合 计 数，GDP 总 量 是 指 该 地 区 生 产

总值。
( 3) 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该指标反映

工业企业对水资源的需用数量和管理效率。地

方政府应当加强水资源资产的管理，督促企业在

追求经济利益的同时，提高对水资源资产的利

用率。
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 =

用水量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 100%

其中，用水量是指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消耗的

水量，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是指年主营收入超过

2000 万元的工业企业或国有企业的增加值。
( 4) 工业增加值固体废物产生量。是指企

业在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固体状、半固体状和高浓

度液体状废弃物的总量，包括危险废物、冶炼废

渣、粉煤灰、炉渣、煤矸石、尾矿、放射性废物和其

他废物等。工业固体废物处置不当，会对水环境

及大气环境造成严重破坏，地方政府应当督促企

业加强对固体废物的科学处理和有效利用。
工 业 增 加 值 固 体 废 物 产 生 量 =

固体废物产生总量
工业增加值

× 100%

其中，固体废物产生总量是指企业生产过程

中产生的工业固体废物总量，工业增加值是指该

区域全部企业的工业增加值。
2． 资源环境承载压力

( 1) 人均耕地占有量。该指标反映地方政

府制定的耕地保护制度实施的有效性。我国人

均耕地占有量小，人地矛盾突出，中央政府始终

坚持守住耕地红线，地方政府应当积极制定适合

本地实情的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强化监督力度，

提高耕地利用率。

人均耕地占有量 = 耕地总面积
总人口

× 100%

其中，耕地总面积是指辖区实际拥有耕地的

总数量，总人口是指该区域特定时间的常住人口

总数。
( 2) 农业用水消耗率。我国现代农业的灌

溉技术比较落后，农民的节水意识淡薄，是导致

农业用水量大且利用率低的重要因素。地方政

府应当加强农业节水宣传，推广先进灌溉技术，

提高农业用水效率。

农业用水消耗率 = 农业用水消耗量
用水消耗总量

× 100%

其中，农业用水消耗量是指不可被二次利用

的农业用水总量，用水消耗总量是指一个地区所

有用途的消耗水总量。
( 3) 主要污染物排放强度。我国自“十一

五”制定主要污染物总量控制目标以来，节能减

排得到重视，部分城市主要污染物总量得到控

制。为了更有效降低污染物排放强度，地方政府

应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加强环境监测监督力度。
该指标与经济发展水平呈负相关关系。

主要污染物排放强度 =

∑
n

1
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 /n

GDP 总量
× 100%

其中，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是指辖区 SO2、
COD、NOX、NH3 － N 排放总数量，主要污染物种

类的选取应根据地方政府签订的环保目标责任

书来确定，以其种类加和的平均值作为主要污染

物排放总量。
( 4) 单位耕地面积化肥使用量。我国农村

由于对化肥的过度使用，造成土壤肥力下降，污

染逐渐加剧。地方政府应当积极引导农民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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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量土壤成分因地制宜配方施肥，减少化肥使用

量，实现科学种田。

单位耕地面积化肥使用量 = 化肥使用总量
耕地面积

× 100%
其中，化肥使用总量是指辖区内农业需要的

化肥总 量，耕 地 面 积 是 指 该 区 域 用 于 耕 地 的

面积。
3． 自然资源资产状态

( 1) 森林覆盖率。该指标直接反映领导干

部任职期间当地森林资源资产丰富程度及生态

平衡状况。森林资源系统对气候具有一定调节

作用，地方政府应加强森林、湿地、荒漠等生态系

统建设，实施天然林保护及防护林建设，努力减

少对森林资源资产的破坏，最终实现林业资源可

持续发展。

森林覆盖率 = 森林面积
土地面积

× 100%

其中，森林面积是指辖区内有林地面积，土

地面积是指该区域土地权属界址线范围内的总

面积。
( 2) 活立木蓄积量。随着二氧化碳排放量

的加剧，全球气候变暖，通过森林吸收二氧化碳

已是国际上公认的低成本应对气候变化的有效

措施。地方政府应当重视林业发展，把造林绿化

放在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重要位置。①

( 3) 基本农田保护面积。该指标反映了领

导干部对土地资源资产的保护情况。我国对耕

地实行最严格的保护制度，地方政府应严格执行

基本农田保护责任书规定的各项要求，层层落实

基本农田保护责任，确保地方粮食供给及社会

稳定。②

( 4) 建成区绿化覆盖率。城市建成区的快

速发展使环境问题日益凸显，雾霾、酸雨等严重

危害人类健康，地方政府必须采取措施治理这一

环境问题，切实提高建成区覆盖率。

建成区绿化覆盖率 = 绿化覆盖面积
建成区面积

× 100%

其中，绿化覆盖面积主要是指城市中所用植

被的投影总面积，建成区面积是指该区域的城市

建成区的总面积。
( 5) 人均水资源利用率。经济发展与人口

增长导致水资源资产承载力严重下降，地方政府

应加大水资源资产循环利用，保证地区水资源资

产的供应。

人均水资源利用率 = 水资源总量
人口数

× 100%

其中，水资源总量是指辖区地表水与地下水

总量之和，减去两者之间重复的部分，人口数是

指该地区的常住人口。
4． 环境状态

( 1) 空气质量指数≥Ⅱ级天数的比例。该

指标反映辖区空气质量达标天数比例。一些地

方过度开发利用自然资源资产，造成污染物超标

排放，使得大气污染严重，直接危害人类的身体

健康，地 方 政 府 应 当 加 强 对 治 污 的 监 督 管 理

工作。
空 气 质 量 指 数 ≥ Ⅱ 级 天 数 的 比 例 =

达到二级以上的天数
总天数

× 100%

其中，达到二级以上的天数是指辖区内空气

质量指数能达到二级及以上的总天数，总天数是

指某一年度的天数。
( 2) 地表水功能区水质达标率。该指标反

映领导干部对国家自然资源资产政策的落实情

况。随着我国工业化及城镇化的深入发展，水资

源资产及环境面临着严峻考验，地方政府应当按

照国家相关政策要求，制定并严格执行地方水资

源资产管理制度，切实扭转水资源资产过度开

发、利用率低及水污染严重的现状。该指标达标

率越高，水资源资产治理越好。
地表水功能区水质达标率 =

地表水功能区水质达标的数量
地表水功能区的总数量

× 100%

其中，地表水功能区水质达标的数量是指依

据《地表水环境质量》的标准，分别达到区域内

水功能区标准水质的总数量，地表水功能区的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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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在传统的森林资源调查中，总体活立木蓄积量抽样控制法所需的样地较多，需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 现在可利用 SPOT5 卫星

数据，通过 ＲS 和 GIS 技术来估测一个地区的活立木蓄积量。
该指标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全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纲要》的通知、《省级政府耕地保护责任目标考核办法》和基本农田

保护区面积指标，以及有关的耕地保护政策法规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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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量是指辖区内划定的地表水功能区的总数量。
( 3) 重大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事件数量。

从查处的重大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事件来看，一

些事件的背后与领导干部贯彻落实环保政策不

到位、约束机制缺失密切相关，必须实行严格的

领导干部环境责任追究制度。该指标可根据环

境保护部门查处的重大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事

件、等级确定。
( 4 ) 海 洋 功 能 区 水 质 达 标 率。国 务 院 于

2012 年 10 月 16 日批复广西、山东、福建、浙江等

8 个省区市的海洋功能区划，并明确提出各自的

控制指标。这是协调各海洋产业之间、沿海各地

区之间在海洋资源资产开发利用和海洋环境保

护关系，发挥海洋资源效益，维护良好海洋生态

环境的重要举措。地方政府应当高度重视海洋

环境状况，制定相关政策措施确保对海洋资源的

合理利用。
海洋功能区水质达标率 =

海洋功能区达标面积
海洋功能区面积

× 100%

其中，海洋功能区达标面积是指国家划定的

海洋各功能区水质达到相应标准的面积，海洋功

能区面积是指所考察辖区内海洋功能区的总

面积。
5． 投资响应

( 1) 环保投资占 GDP 的比例。我国环境污

染恶化趋势一直没有得到有效控制的一个重要

原因就是环保资金投入不足。要实现环境保护

目标，必须进一步加大环保资金投入并与 GDP
保持一定的比例。

环 保 投 资 占 GDP 的 比 例 = 环保投资额
GDP 总额

× 100%
其中，环保投资额是指辖区内地方政府用于

投资与环境保护有关的资金总额，GDP 总额是指

辖区内所有最终产品和服务的市场价格。
( 2) 专项资金利用增长率。该指标反映地

方政府用以自然资源资产保护的财政专项资金

增长率。自然资源资产保护财政专项资金投入

越多，增长率越高，自然资源资产保护效果越好。
专项资金利用增长率 =

本年资金支出 － 上年资金支出
上年资金支出

× 100%

其中，资金支出是指辖区内每年用于水、森

林、矿产、土地、海洋自然资源资产保护方面的财

政支出。
6． 资源环境保护响应

( 1) 耕地占补平衡完成比例。我国《土地管

理法》规定经国家批准占用耕地的非农建设应遵

守“占多少，补多少”的原则，来补充相同数量和

质量的耕地。由于我国各地之间经济发展存在

差异，使得耕地占补平衡需要区分相同或不同标

准耕作制度区，地方政府应当根据当地经济发展

特点，切实完成占补平衡工作。

耕地占补平衡完成比例 = 补偿耕地的面积
占用耕地的面积

× 100%
其中，补偿耕地的面积是指在同一行政区域

内或行政区域外由政府或企业补偿的耕地面积，

占用耕地面积是指在同一行政区域内或政府或

企业非农建设占用的耕地总面积。
( 2) 矿区土地复垦率。该指标反映领导干

部在国土整治和环境保护方面的绩效。随着经

济的高度发展，为获得更多的矿产品，人类赖以

生存的环境及土地资源资产遭受严重破坏，必须

加强矿区土地复垦。地方政府在制定相关复垦

政策的同时，应监督工矿企业因地制宜采取复垦

利用措施，解决采掘、建材等工矿企业与农、林、
牧、渔 业 争 地 矛 盾，防 止 环 境 污 染、恢 复 生 态

平衡。
矿区土地复垦率 =

已恢复的土地面积
遭破坏的土地面积

× 100%

其中，已恢复的土地面积是指矿区通过恢复

农田、改土造田及土地他用等方式达到破坏前的

自然资源资产状态 ( 可供利用状态) 的面积，遭

破坏的土地面积是指因为采矿而引起的农地占

用及土地遭破坏的面积。
( 3) 水土流失治理率。我国水土流失不断

加剧，土地资源资产破坏严重，农业生产环境恶

化，必须加大水土保持的科技投入，提高科学治

理水平。水土流失治理率越高，土地资源的可持

续利用水平越高。

水 土 流 失 治 理 率 = 水土流失治理面积
水土流失面积

×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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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水土流失治理面积是指辖区内通过对

小流域、坡耕地、崩岗等地进行治理的总面积，水

土流失面积是指该区域内由于对水土资源不合

理的开发而导致的水土流失的总面积。
( 4) 自然保护区面积占国土面积的比例。

该指标反映领导干部在自然资源资产与生态环

境保护方面政策法规的落实情况。我国是世界

上自然资源与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国家之一，建

立自然保护区是保护自然资源资产及生态环境

最有效的措施。
自 然 保 护 区 面 积 占 地 区 面 积 的 比 例 =

自然保护区面积
地区总面积

× 100%

其中，自然保护区面积是指辖区内各类自然

保护区、风景名胜区、森林公园、地质公园、生态

功能保护区等面积和，地区总面积是指该地区海

洋和陆地的面积总和。
( 5) 秸秆综合利用率。目前，秸秆焚烧治理

不力的根本原因是农民秸秆的“出路”问题，地

方政府要坚持标本兼治，严管“禁烧”的同时，积

极投入资金，建设相关设施，提高秸秆的综合利

用率，增加农民收入。

秸秆 综 合 利 用 率 = 综合利用秸秆的数量
秸秆的总数量

× 100%
其中，综合利用秸秆的数量是辖区内秸秆还

田、能源化及饲料的循环利用的数量，秸秆的总

数量是指该区域内秸秆种植的总数量。
( 6) 农业面源污染治理率。我国农村生态

环境质量逐渐下降的的首要因素是农业面源污

染，地方政府应当积极推广绿色防控技术，组织

培训专门农业生产技术人员，实现农业生产机械

化与节约化，促进农村的绿色发展。
农业面源污染治理率 =

农业面源污染治理面积
总污染面积

× 100%

其中，农业面源污染治理面积是地方政府对

农村居民生活废物所引起的面源污染进行治理

的面积，总 污 染 面 积 是 指 农 业 面 源 污 染 的 总

面积。
( 7) 三废综合利用产值占工业产值比重。

该指标反映地方政府对“三废”的再生综合利用

能力。企业在生产产品的同时，排放大量“三

废”，影响居民生活环境，地方政府应当督促企业

加强对“三废”处理并使其达标，同时采取相应

的税收减免等措施鼓励企业对“三废”循环利

用，在创造产值的同时，减轻环境污染。
三 废 综 合 利 用 产 值 占 工 业 产 值 比 重 =

三废综合利用产值
工业总产值

× 100%

其中，三废综合利用产值是指辖区企业综合

利用“三废”所产生的价值，工业总产值是指该

区域在某一期间的工业总产值。
( 8) 生活污水集中处理率。随着城市化的

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城市生活污水排放

量呈逐年增长趋势，且污水成分日趋复杂，导致

水体环境恶化，水资源压力变大，城市生活污水

亟待治理。该指标反映领导干部的环保作为在

环境、社会和生活中的效果，体现了地方政府的

环保工作力度。
生活污水集中处置率 =

达到排放标准的生活污水量
生活污水总量

× 100%

其中，达到排放标准的生活污水量是指城市

建成区内经过污水处理厂二级或二级以上处理，

达到排放标准的生活污水量，生活污水总量是指

城市人民排放生活污水的总量。
( 9) 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近些年，由于

城镇化的高速发展，生活垃圾激增，垃圾处理能

力相对不足，且部分处理设施建设水平和运行质

量不高，影响城市 ( 城镇) 环境和社会安定。地

方政府领导干部应加强资金投入、完善激励机

制，提高 城 市 ( 城 镇 ) 生 活 垃 圾 无 害 化 处 理 的

能力。
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 =

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量
垃圾产生总量

× 100%

其中，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量的确定，若是

县则指涉农街道、乡镇建成区生活垃圾无害化处

理的数量，若是市，是指直辖市、设区市和县级市

建成区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的数量，垃圾产生总

量是指辖区产生垃圾的总量。
7． 制度响应

( 1) 建设项目环评执行率。经过 30 年的实践

发展，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已经成为我国各地方

政府落实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环保理念的核心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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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也是政府主管部门审批和核准项目的必要环

节。该指标越大，对当地的环境保护的贡献越大。
建设项目环评执行率 =

执行环境影响评价制度的项目数
建设项目总数

× 100%

其中，执行环境影响评价制度的项目数是指

辖区年内开工执行环境影响评价制度的项目总

数，建设项目总数是指该区域年内开工建设的项

目总数量。
( 2) 自然资源资产政策的符合率。该指标

属于定性指标，主要评价地方政府制定的相关环

保法规制度是否与国家政策、法律法规相符合，

是否与自然资源资产存量和需求量之间产生矛

盾和差距，是否建立自然资源资产管理部门之间

的协调机制等。
8． 人文响应

( 1) 公众对资源环境保护的满意度。该指

标反映地方政府保护与利用自然资源资产所产

生的社会效应。公众满意度调查，一方面可以显

现出资源环境方面存在的问题，另一方面可以更

好的监督领导干部的工作。该指标可以通过问

卷调查的形式，进行打分评价。
( 2) 领导干部参加资源环境保护培训的比

例。领导干部的资源环境保护意识直接决定该

地区资源环境保护政策的落实情况，在过去很长

一段时期里，由于一些领导干部存在“先污染后

治理”和“我污染他治理”的错误思想，导致资源

环境遭到严重的破坏。对领导干部进行培训，不

仅可以牢固树立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增强

保护及发展生态环境的责任意识和担当意识，同

时可以学习优秀的资源环境治理方法，对推动生

态环境领域的依法治理和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

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领导干部参加资源环境保护培训的比例 =

参加培训的人数
干部总人数

× 100%

其中，参加培训的人数是指某一期间内组织或

参加本行政区域内或外的资源环境保护培训的人

数和，干部总人数是指辖区国家公务人员的数量。
四、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评价模型与指

标权重

( 一) 评价模型

基于 PSＲ 模型建立的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

计评价指标较多，既有对评价现象的客观描述性

指标，也有反映经济、环境等在某些情况下的优

劣程度指标，并且定性指标和定量指标相互联

系，难以作出直观判断，因此，需要将定性指标量

化，同定量指标一起做相应的调整后，纳入综合

评价模型。
在评价过程中，针对定性指标，可根据领导

干部对自然资源资产保护的影响程度，通过调查

给予评价。为降低人为失误程度，采用语义差别

隶属度法将定性指标划分为“好、较好、一般、较

差、差”五个档次，并通过赋值建立评价等级与隶

属度之间的对应关系。每个等级根据指标内容

的趋向程度对应指标的评价值分别为 92 ～ 100、
80 ～ 91、70 ～ 79、60 ～ 69、60 分以下。各利益相关

者应当秉持公正原则，对各定性指标进行打分，

去掉最高分及最低分，取每一定性指标的平均

分。对于定量指标，其数值大小并不能完全反映

领导干部对地方资源环境保护利用所做的贡献，

且每个数值表现的意义不同，因此，采用期初比

较打分法与目标值法相结合，首先通过将领导干

部上任前一年与上任年的平均值进行比较，然后

将上任年的均值与目标值进行比较，以得到评价

结果。通过对指标的量化处理，得出各指标的评

分，再通过评价模型的计算，进而得到一个简洁

的综合评价指标。
目前，在评价资源与生态环境方面比较广泛

应用的评价模型有层次分析模型、模糊综合评价

模型和环境优值评价模型。模糊综合评价模型

主要针对评价对象比较模糊，在评价时很难给出

确切的表达; 环境优值评价模型是将指标的监测

值与标准值进行比较，并与指标的权重相乘，该

模型在环境绩效方面应用比较广泛，然而在应用

于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评价方面有

所欠缺，评价指标的上下线很难定义。因此，选

择层次分析模型，构建评价模型如下:

S = ∑
3

q = 1
∑
∞

i = 1
∑
∞

j = 1
PqXiqYqij × Wqij

其中: S 为评价地方党政领导干部自然资源

资产利用与保护责任履行情况的总分，P 为准则

层维度指标权重，X 为要素层各评价指标的权

重，Y为指标层下经层次单排序检验的权重，W为

指标层各评价指标的分值，q 为准则层维度，i 为

要素层维度的数量，j 为指标层指标的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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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指标权重

权重反映指标在指标体系中重要性程度的

数量，不同的权重选择会得出不同的评价结果。
权重赋值分为主观和客观两类方法。主观赋值

法包括层次分析法、德尔菲法、经验估算法等，这

类方法指标权重的确定具有很大的动态性和灵

活性，比较容易受判断者主观因素的影响。客观

赋值法主要有主变异系数法、主成份分析法、嫡

权法等。与主观赋值法相比，客观方法受主观因

素影响较小，计算出的指标权重相对来说较为客

观、稳定，但需要建立在搜集大量数据的基础上。
目前，许多地方自然资源资产数据并未公开，搜

集起来较为困难，即使能够收集，数据的处理也

较为繁杂，运用客观赋值法对自然资源资产离任

审计评价指标权重进行赋值尚存在诸多阻力。
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评价指标之间的相对权

重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并随着政府整体战略的

改变而改变，决定了指标的权重赋值具有很强的

动态性和灵活性，同时，政府领导干部在任期间

的自然资源与环境保护情况具有明确指向，因此

采用层次分析法对指标权重进行赋值，包括以下

四个步骤:

第一，构建层次结构模型。根据对评价对象

行为的分解，将指标结构分为目标层、准则层、要
素层和指标层。

第二，建立判断矩阵。将同一层次的具体评

价指标进行两两比较，且对同一层次各指标与上

一层次某项指标的重要性进行比较，构造各层次

的判断矩阵。为了将两个指标的重要程度定量

化，可采用 1 － 9 标度法，以数值的形式标度其相

对重要性。
第三，计算权重。权重的具体计算，实际上归

结为求解判断矩阵的特征根。λmax 和特征向量

W = ( W1，W2 ． ． ． Wn ) K，特征向量即为对应元素

的权重值，特征根用于检验判断矩阵的一致性

水平。
第四，进行一致性检验。虽然在构造判断矩

阵时，并不要其具有一致性，但判断矩阵必须在

逻辑上一致。首先，计算一致性检验 C． I． C． I． =

λmax － n
n － 1 ，式中，λmax 是最大特征根，n 是判断矩

阵的阶数。其次，计算一致性比例 C． Ｒ． C． Ｒ． =
C． I．
Ｒ． I． ，式中，Ｒ． I． 是平均随机一致性检验，当 C．

Ｒ． ＜ 0. 1 时，表明判断矩阵是一致的，且该值越

小，此判断矩阵的一致越好，当 C． Ｒ． ≥ 0. 1 时，

表明该判断矩阵不符合一致性，需要重新进行修

正。
五、小结

开展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时，评价方法与

审计方法同样重要，而评价方法中指标的选择与

设立是其核心。由于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是

一个全新的概念，尚没有成熟的指标可供选择。
从实践来看，我国审计机关进行的领导干部环境

责任审计大多是对某一环境资源的专项审计，［6］

并非是对领导干部履行自然资源资产管理责任

的全面评价。鉴此，本文引入 PSＲ 模式，使用层

次分析法，研究构建一套比较完整的自然资源资

产离任审计评价指标体系和评价模型，并提出评

价指标权重确定方法的基本思路，试图为我国自

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评价开辟一条新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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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n the background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environmental pollution，the resign atdit of natural resource is
playing a more and more important role． As a new audit form，the audit of nature resource is still in the exploratory stage． This
article uses the AHP method and the PSＲ model to build an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of the resign audit of natural resource in or-
der to contribute in the audit on the departure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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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pirical Ｒesearch on the Value Premium in China's Stock Market
WANG Yubao1，DAI Jieya2

( 1． School of Fiance，Nanjing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Nanjing 210023，China;

2． Nanjing Ｒailway Development Group Co． ，Ltd． ，Nanjing 210037，China)

Abstract: In this paper，the value premium problems in China's stock market are investigated respectively during the differ-
ent business cycles as well as before and after the reform of the shareholder structures． The study results demonstrate that the
value premium does exist in the whole markets and in the small-cap stocks at the peak stage while does not exist when during
the expansionary process． At the recession phase of the economy，the value premium also exists in the whole markets and the
growth stocks perform better than the value stocks． And at the trough stage，there are not value premium in the whole markets
but it exists in the small-cap stocks． Before the shareholder structure reform，the growth stocks perform better than the value
stocks and there are slight value premium in the whole market． After the reform，the growth stocks perform better than the value
stocks as well． It is worth mentioning that in the small-cap stocks，the conclusion drawn from rolling regression is that the value
premium does exist． However，through conditional market regression，the value premium does not exist nearly．

Key words: value premium; expectation; time-varying ris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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