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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越来越高，生活垃圾增多，亟需进行垃圾

分类保护环境，推进经济和社会的共同进步。世界审计组织第二十届大会共设立

了两大主题，其中第二大主题是由中国审计署主持，主题为“环境审计与可持续

发展”。在各国的研讨以及提交的国家论文中，均涉及到了环境审计与可持续发

展的相关课题，重点强调的案例包括了气候变化、废弃物等领域。由此看来，废

弃物治理的绩效审计在国际审计届引起了强烈的关注和共鸣。生活垃圾是废弃物

的一个种类，生活垃圾分类绩效审计的重点就在于审查其对于经济、社会、能源、

环境所带来的影响。通过合理的、全面的指标选取并进行科学地分析和评价，才

能取得较好的审计效果。

本文以J市城市生活垃圾分类为研究对象，主要研究的是城市生活垃圾分类

绩效审计指标的构建与应用。首先，主要是从国家政策的角度对研究背景展开了

阐述，阐明J市实施垃圾分类的大环境，并从垃圾分类审计方面以及指标体系方

面对国内外文献进行了梳理；其次，系统地阐述了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绩效审计的

理论基础以及方法理论，并介绍了J市垃圾分类的基本情况；最后，以前边所述

为依据，运用PSR概念框架构建指标体系，并运用层次分析法进行权重确定，后

运用模糊综合评价法进行打分。本文通过指标体系的构建以及打分后，发现J市

的配套设施不完善、资金使用率不高、终端分类处理机制不完善、垃圾源头产生

量过大，并提出了相应的建议，帮助改善J市的生态环境，完善城市生活垃圾分

类的绩效审计评价体系。

关键词：城市生活垃圾分类 绩效审计 评价指标体系 PSR 概念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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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the economy develops, the living standards are rising that pushes more

garbage. We need to separate the garbage to protect the environment and pro

mote the economic. There are two themes of the twentieth meeting of the Wor

ld Audit Organization. The second theme was "Environmental Auditing and Su

stainable Development" that hosted by the National Audit Office of China. In t

he seminars of various countries and the national papers submitted, environmen

tal auditing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re involved, and the highlighted cases

include areas such as climate change and waste. From this point of view, the

performance audit of waste management has aroused strong concern and reson

ance in the international auditing community. Domestic waste is a type of wast

e. It is important to audit the economy, society and environment. Only through

reasonable index selection and scientific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evaluation

can a better audit effect be achieved.

This paper is to search the garbage classification of J city, and the indicat

ors' build and performance are important. First of all, the text state the context

based on the policy that to explain the big environment; Secondly, the theory

and the way were systematically explained, and the basic situation of waste cl

assification of J City was presented; Finally, based on the previous side, the P

SR framework is to build the index system, the analysis process is to determin

e the weights. Then use the fuzzy comprehensive count the score. Through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indicator system and scoring, this article found that the su

pporting facilities in City J were not perfect, the capital utilization rate was no

t high, the terminal classification and treatment mechanism was not good, and

the garbage at the source was too large. The suggestion were made to improve

the environment of City J and make the audit system perfect.

Keywords：Municipal solid waste classification and treatment; Performance audi

t;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PSR conceptual frame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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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1.1.1 研究背景

随着经济活动的发展、市场的运作，环境问题越来越凸显，除了市场经济主

体要强化自身责任外，政府也要肩负起责任。无论是政策的制定还是措施的推行，

政府都应当在坚持自身职能和地位的基础上切实开展环保工作，进行社会主义经

济和生态文明建设，执行作为公共受托责任方应有的职责。循环经济是我国发展

经济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主流经济概念之一，通过对资源进行多次的利用而实现资

源在不同方面的最佳配置，这也体现了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在此背景下，应当不

遗余力地推动垃圾分类。

2016 年 6 月，审计署印发了《“十三五”国家审计工作发展规划》，对“十

三五”时期的审计工作做出了指示，要重视和落实资源环境审计。强调围绕国家

工作的中心，对财政财务收支进行审计。2016 年 12 月，国家发改委对生活垃圾

的处理做出了规定，要求在处理过程中要注重对大气环境、地下水环境的保护，

要加快高技术研发以推进垃圾处理方式的更新，不能因垃圾处理而污染环境。2

020 年底，在各市区要进行分类且要取得看得见的效果；垃圾从另外一种角度来

说也是一种资源，只不过需要我们付出更多的努力、用更合理的方法来推进垃圾

的循环利用。此外，要求回收利用率要达到 35%以上，示范工程投资数额达到 9

0 多亿元。这标志着中国正式开始垃圾分类。

2018 年 1 月，城建部印发《关于加快推进部分重点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

的通知》，确定了包括J市在内的 46 个垃圾分类试点城市。并要求发挥示范作用，

在一年内建成垃圾分类示范区，形成辐射效应；此外，要探究垃圾分类的工作机

制，比如分类标准、宣传方式等方面。2018 年 3 月底前，试点城市要重点推进

垃圾分类工作，对于此工作实施的进程要进行监督。明确工作的重点是什么，首

先应当完成什么样的工作，工作中遇到的困难的原因是哪方面的。争取在 2020

年底前，能够成为典型，把蛋糕做大，发挥试点工作的力量。

2018 年 3 月，J市制定了《J市党政机关垃圾分类实施方案》，要求进入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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圾分类强令推行阶段。2019 年 6 月，对分类处理系统的建设按照年份、行政区

划的划分进行了具体的建设规划。2019 年 12 月 30 日，山东省住建厅明确指出：

J市要在 2020 年基本建成生活垃圾分类处理体系，并提出垃圾分类“五分法”。

2020 年，山东省省委办公厅印发《山东省贯彻落实 <关于构建现代环境治

理体系的指导意见> 的若干措施》，要求审计时要注重评价指标的设计问题，因

为生态治理关系到经济、人文、社会等各个方面。因此，本文在审计的过程中，

也要尤其关注指标的设计，以期对垃圾分类的各个环节进行客观地评价，全面的

对其效果进行展示。这样，能够丰富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绩效审计的理论，而且可

以指导实践。

1.1.2 研究意义

1、理论意义

我国的政府环境绩效审计起步较晚，且需要不断地丰富其理论内涵，适应变

化发展的需要，使其符合动态性和适应性相结合的原则。从理论上构建适合J市

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的绩效审计评价指标体系，使绩效审计工作更加合理；使J市

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的绩效审计工作有可靠的依据和理论框架；为其他的城市生活

垃圾分类绩效审计的开展提供理论上的借鉴；完善政府环境绩效审计评价体系。

2、实践意义

第一，会为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绩效审计的实践工作提供借鉴，将审计过程中

使用的审计方法、构建的理论框架应用于实践当中，提高审计工作的效率和效果。

由政府开展环境绩效审计，强化政府的受托责任，发挥政府的带头作用，有利于

扩大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绩效审计的重视程度和影响范围；有助于自上而下地形成

环保意识、监督意识；有利于垃圾分类政策的开展和落实；从整个社会的角度来

说，促进社会各界对垃圾分类和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绩效审计的重视和落实。

第二，促进环保资金合理使用，完善政府投资管理制度。城市生活垃圾分类

的资金投入本质是公益性财政支出，是财政专项资金支持的项目。传统的审计大

多数针对专项资金的投入和使用进行审计，造成资金和资源的浪费；而环境绩效

审计工作必须从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多个角度来考虑执行。针对实施垃圾分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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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过程，评价专项资金使用中存在的问题、垃圾桶投放不当的问题等。提出改

进建议，完善J市以及政府的投资管理制度。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西方国家垃圾分类实施较早，但是有关于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绩效审计的课题

不多，主要是涉及到审计原则、与城市管理相结合构建指标进行审计等各个方面。

我国的政府环境审计工作从 1983 年开始，主要涉及的是对垃圾分类专项资金进

行绩效审计研究。因此，本部分主要是从两个大的方面展开综述：一方面是国内

外生活垃圾审计的研究现状，另一方面是对评价指标体系的研究。

1.2.1 国外研究现状

1、与生活垃圾审计有关的研究现状

Ashwood et al.（1996）提出对于环境审计要有自觉性，谁污染了环境谁就

对此负责，谁就自觉地对此进行审计。并且通过不断地实施，逐渐形成一种习惯、

一种氛围，用自己的自觉性行为来证明所生产产品的质量以及环保性，并建立可

持续发展指标，不断完善其绩效审计的科学性。Canadian Council of Ministe

rs of the Environment（1996）与 Dowie et al.（1998）提出通常建议使用三

种方法进行废弃物的审计：一是对相关设施的购置和使用进行评价；二是对其资

金的使用进行评价；三是评估废物运输区域的适用性并进行跟踪调查。

Flemish Government（2004）认为主要是对以下一些活动进行环境审计，主

要是可能对大气、水、资源等产生一系列影响的活动，这些活动进而会影响整个

社会环境，因此要进行全面的评估。Halla（2007）运用SWOT分析法，基于优势、

劣势、机会和威胁对城市规划及环境管理的指标进行构建及应用。

2、环境绩效审计评价指标体系研究现状

（1）政府环境绩效审计评价指标研究

1980 年年末，国际经济合作组织提出了PSR（压力-状态-响应）模型，提出

指标的建立要对这三个方面进行充分的体现，也就是要具有相关性，体现指标之

间的关系。

1999 年，国际标准化组织正式公布了ISO14031。虽然是对组织的具体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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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出了具体的分析，但是并没有发挥其具体的作用。在指标的设计方面，只是提

出了所有组织都可以用的指标，主要是能够反映组织的绩效和运营等。其主要评

估的是经济效益以及利益相关者的利益，使得其具有方便、可理解的特征。

2000 年，世界可持续发展委员会公布的指标具有普遍适应性，适用于各个

企业；辅助指标可由各个企业有选择性地使用。同时，可以对指标进行横向比较。

Alvarez-Larrauri（2008）主要是对墨西哥的环境审计进行了研究，相对于

研究领域和研究范围来说，此研究具有专一性和针对性。此项研究长达十年之久，

不论是在审计理论方面还是审计实践方面，都进行了研究，并对其研究的过程和

成果进行了整理和分析，为进一步开展环境审计提供了参考和指导。

最高审计机关国际组织（2013）将政府环境绩效审计指标体系细分为环境绩

效、经营绩效和管理绩效这三个方面。从这三个方面出发，对其进行了详细地解

释，目的是以概念阐述为切入点，对其具体的方法指向、指导意义进行延伸。相

较于 1999 年的ISO14031，本次研究最大的不同就在于可以根据具体情况的不同

对指标进行调整。

Nuno Ferreira da Cruz和Rui Cunha Marques（2014）提出，为了研究影响

葡萄牙市政环境绩效和效率的因素之间的关系，建议使用Tobit模型和OLS方法进

行分析和评估。Awadhesh（2016）主要是做了实证研究，并且调查研究的范围也

相当广泛，涉及到多个国家。在经过多年的比较研究后发现，美国的政府环境绩

效审计是涉及范围最广、角度最多的研究，它包含了对还未进行的、正在筹划阶

段的项目的审计。这使得项目在进行之前便可以对其效益进行比较全面的审查，

这非常有利于风险的规避，对经济发展来说也是极为有利的。Henri和Joumeaul

t（2017）从政府环境保护补贴、环境法的遵守和公司环保目标的实现程度等方

面研究环境绩效审计指标，其指标选取的角度具有创新性。

（2）行业环境绩效审计评价指标研究

1994 年，加拿大特许会计师协会（CICA）制定的报告主要是从行业的角度

和生物不同类的角度对指标分别进行了介绍。目的是使指标的选取更加精细化、

规范化，使用起来更加方便效率，能使最终得出的结果更具有客观性、可比性。

有利于各个行业在绩效审计之后，找出自身所独有的问题，并提出有针对性的措

施，而不是泛泛而谈，不能解决实际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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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环境厅（2010）主要对指标进行了研究，尤其关注的是政府环境绩效审

计的指标，使得用指标分析出来的数据能够具有实际的指导意义。并对指标进行

评估，一是评估指标对于预期效果的反映能力；二是评估指标能否量化，从而更

好地了解指标的性质和功能。

（3）企业环境绩效审计评价指标研究

1970 年初，萨蒂教授提出了层次分析法，这个方法主要是用来进行决策的，

尤其是解决复杂问题，将与需要解决的问题相关的因素逐层划分进行分析，从而

做出比较科学的决策。Dimitrios Diamantis（2010）指出，对环境进行绩效审

计，指标选取极为重要，这样才能在实施评价程序时更加科学合理。D. P. Tri

pathy（2011）提出环境审计工作首要的是明确审计目标，从而对后期的审计工

作做出合理规划，并与其他环境工具和环境管理系统结合使用以获得更好的审计

结果。Tametal（2006）、L He和Antonio Pdez（2017）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

面评价公司环境绩效：①资源消耗指标；②政策遵守和执行指标；③自身经营管

理指标。

1.2.2 国内研究现状

1、与生活垃圾审计有关的研究现状

（1）与垃圾收运和处理等内容有关的审计研究

高轩（2010）对垃圾填埋场环境工程进行了绩效审计，提出要重视社会的发

展。因此对于垃圾填埋场项目来说，更多的是要考虑到整个项目对于社会发展的

绩效，是否有更深层次的意义。黎从容（2010）对城市生活垃圾填埋场效益进行

了审计，认为这个项目的审计要注重项目本身的效益和项目的管理，不能只注重

会计上的指标。

唐盈洁（2011）对无锡市的城市生活垃圾进行了研究，并实施了绩效审计。

此项工程面临巨大的压力，要想提高其效率和效果，就要运用高科技手段加快机

械化收集。

邹文佳（2016）对垃圾焚烧时产生的飞灰进行了调查，垃圾在焚烧时会产生

很多焚烧物，包括肉眼可见的和不可见的。但我国与此相关的监测政策并不完善，

这些焚烧物的监测责任存在真空，需要用更高科技手段进行监测。在垃圾焚烧时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90%A8%E8%92%82/5389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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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采用无害化处理技术。陈超等（2018）对垃圾焚烧发电进行了分析，主要分

析其风险状况。在审计过程中，将审计主体的审计与审计过程的监督相结合，对

项目的运行进行规范研究，从而取得更好的运行效果。

孙雨晗（2019）指出，我国人口众多，人民幸福指数极为重要，城市生活垃

圾处理是环保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要不断保持创新精神，运用高科技手段进行

处理。考虑到行业的特点，创新垃圾处理责任制，总结审计重点。

（2）生活垃圾的绩效审计研究

张金凤、赵洪进（2015）实施了绩效审计研究，对项目资金、政策的执行和

设备设施的管理情况进行了观测与监控，主要研究的是垃圾处理厂。在此基础上，

对项目的实现程度、经济性和可控性进行了评价。王海兵、张明翔（2020）指出，

我国专项资金的审计在不同的领域是存在差异的，因此要根据实际特点的不同进

行分类审计。比如对垃圾分类专项资金的审计就要与其他的进行区分，并不断地

进行研究和完善，贯彻落实国家政策。

2、环境绩效审计评价指标体系研究现状

（1）环境绩效审计具体审计方法的研究

郭阳生（2010）运用模糊评价方法进行环境绩效审计，该方法主要是对所创

建的各个指标进行打分，从而找出生态环境保护的短板。辛金国（2010）主要是

对政府环境绩效审计适用的方法进行了分析和梳理，分析其原因并对其进行了分

类。并且在文章中对这些方法进行了详细的阐述，具体如何应用也讲述的清晰明

了，对实际审计工作帮助极大。蔡春（2011）从会计的角度和非会计的角度对政

府环境绩效进行了评估，并对这两种方法具体包含的方法进行了解释说明。比如

杜邦分析法等。刘绍枫、胡中艾（2013）引入了平衡记分卡，并对其原理进行了

分析，以此来构建适用于煤炭行业的环境绩效审计的评价指标体系。

张玲（2018）提出了政府水环境绩效审计评价指标体系，从逻辑关系的角度

对指标进行了划分。该模型主要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一是SR模型，后发展为P

SR模型，后又发展为DSR模型，最后结合为PSR模型。陈涛（2019）认为对于大气

污染治理环境绩效审计来说，可以采用PSR模型进行分析评价，分别从压力、状

态、响应这三个方面来设置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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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环境绩效审计研究方法和指标选取的研究

孙波（2011）认为政府环境绩效审计不能只局限于某种方法，而要具有创新

思维。如果一种审计方法不太适用或者取得的效果不好，那么进行方法的结合分

析也未尝不可。赵爱玲（2014）认为评价指标的设置要层层递进，将几个首层指

标设置完成后，再设置细分指标。马志娟、梁思源（2015）提出《审计法》中应

增加与时代发展相挂钩的创新内容，可以发展“大数据”与审计的结合，在审计

工作中做到有据可依。浙江省审计学会课题组（2014）对太湖流域进行环境审计，

从审计中得到了更多的思考，认为环境绩效审计还应包括计量学方法等学科。张

金凤等（2015）实施了绩效审计，提出垃圾处理厂审计指标要包含环境指标、设

备指标等。西南科技大学课题组（2014）指出，环境审计的方法应进行分类。上

海审计学会环境审计研究组（2017）提出风险分析等分析方法，从专业方法的分

析中找出环境审计的重点和难点，并对方法进行完善。

1.2.3 文献评述

经济的发展需要不同的社会主体共同努力，从而逐渐引起世界各国对垃圾治

理的重视。环境审计工作有利于推动对环境的合理利用和保护，实现可持续发展。

从以上文献的梳理来看，生活垃圾审计方面的文献还是比较丰富的，研究视角较

多，也比较有深度。

在生活垃圾审计研究现状方面，国外开始的更早、更成熟，实际工作的推进

也更早，更有借鉴性。而我国开始较晚，理论也相对更薄弱。国外学者的研究主

要集中在废弃物审计，涉及到审计原则、与城市管理相结合构建指标进行审计等

各个方面；我国主要研究的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对垃圾填埋场进行的审计，包

括选址、规模、决算等方面，重点是效益审计。二是对垃圾焚烧进行了研究，包

括焚烧产生的飞灰处理的研究以及垃圾焚烧发电项目的研究。三是涉及到垃圾无

害化处理的审计，创新处理方式以及责任制。四是对专项资金的绩效审计。

在环境绩效审计评价指标体系研究现状方面，国外和国内有所不同但又有相

同之处。国外主要是从概念模型、研究方法以及指标设置的方面进行研究。主要

的分析模型有PSR模型、Tobit模型，研究方法主要有层次分析法、OLS方法。在

指标的设置上，有通用性指标和专用性指标，且要按照所需要实现的绩效和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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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的不同分别设置不同的指标；国内的指标体系研究包含了对研究方法、概念

模型、指标设置以及不同行业指标的使用。概念模型方面，主要是使用PSR概念

模型，与国外具有类似之处；在审计的方法上，涉及到了平衡记分卡、模糊评价

法、层次分析法、杜邦分析法、绩效评价方法等。而且在研究的过程中，从不同

的研究领域进行了指标的研究，主要有煤炭行业、大气环境、水环境这些领域，

也是需要根据其特征的不同，设置与其特点相适应的指标。

鉴于以上文献的梳理，本文根据现有的国内外环境审计的研究成果，构建了

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绩效审计评价指标，指标反映了垃圾分类的整个过程，从定性

和定量相结合的角度进行了评价。不仅仅是反映项目的经济效益、环境效益，而

且对于社会效益、能源效益也进行了反映。从指标的构建来说，能够从一定程度

上丰富生活垃圾分类绩效审计的指标体系，对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绩效审计工作提

供一定的依据和科学参考。

1.3 研究内容及研究方法

1.3.1 研究内容

本文研究的是政府环境绩效审计，主要是以J市的城市生活垃圾分类为研究

对象，进行评价指标的构建。首先，对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的背景进行了描述，并

对国内外文献进行了总结。其次，构建指标体系，并确定各指标的权重以及最终

得分。最后，有针对性地提出建议。

本文主要包括以下六个部分：

第一章：引言。首先介绍研究背景和意义，研究背景主要涉及环保政策措施，

研究意义主要涉及理论和现实两方面；其次，对国内外文献进行梳理，并做出评

述；另外，概述了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的研究方法；最后，对本文的创新和不足之

处进行了介绍。

第二章：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绩效审计的相关理论基础。本章主要对理论基础、

技术方法理论以及综合评价方法进行阐述说明。方法理论基础包括 PSR 概念框

架、层次分析法、模糊综合评价法。

第三章：J市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绩效审计案例分析。首先，对 J市城市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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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分类项目的概况进行了介绍，包括项目背景、项目管理和垃圾分类现存的问

题；第二，对绩效审计的必要性进行了阐述；第三，介绍了研究的意义、研究目

的等。

第四章：J市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绩效审计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建立“压力

-状态-响应”的评价指标体系，然后确定各个指标相对于二级指标的权重以及相

对于一级指标的权重。

第五章：J市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绩效审计评价指标体系的应用。对各个指标

计算得分后，分析所出现的问题。最后，从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的设备投放、宣传

等方面提出相应的解决对策和改进建议。

第六章：结论与展望。从垃圾分类的实施概况，再到环境绩效审计以及指标

构建的情况，都进行了阐述。表明自己研究的不足，同时提出改进方向，为城市

生活垃圾分类绩效审计的指标构建以及实施提供借鉴。

1.3.2 研究方法

1、文献研究法

本文的研究课题是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绩效审计评价指标的构建，在文献研究

以及理论总结的基础上进行了理论分析，为后文指标的构建做铺垫。

2、数据分析法

通过查找相关网站以及实地走访的方式搜集相关数据，运用本文的研究方法

并结合搜集整理的数据，计算该项目最终得分。

3、案例分析法

从本文的研究对象入手，结合 J 市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的现状，构建适合 J 市

的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绩效审计的指标。通过指标的构建，计算出每个指标的得分，

查找出 J市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绩效审计中的缺陷和成因，并加以改进。

4、问卷调查法

本文拟对 J市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的评价指标进行选取，所选取的指标要与本

项目密切相关，将所选取的指标设计成调查问卷，发挥调查问卷的作用，用于本

文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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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创新及不足之处

1.4.1 创新之处

首先，垃圾分类开展至今，对于垃圾分类的研究大概是分为以下两类：一是

对于垃圾分类后进行终端处理方法的研究；二是对于专项资金的绩效审计，更多

关注的是资金使用问题。而本文结合J市的城市特点以及垃圾分类的现状，构建

了适合J市的评价指标体系，不仅关注其经济性，而且还涉及到社会效益、能源

效益、环境效益。

其次，本文对垃圾分类进行绩效审计，是仅针对城市地区的，切入点小。而

对于农村地区来说，在资金投入、专业人员和设备以及建设规划上具有不同的特

点，因此不对其进行研究。

1.4.2 不足之处

其一，本文获取的定量数据较少，分析结果难免粗糙，不能面面俱到。其二，

本文研究对象为J市，可能对其他的城市不适用。其三，由于笔者水平有限，研

究内容不成熟，研究过程中可能存在一定纰漏，还需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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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绩效审计的相关理论基础

2.1 理论基础

2.1.1 绿色经济理论

绿色经济是一种“健康”的新经济，它要求我们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要注

重环境问题。也就是说，绿色经济是在追求生态发展的基础上追求经济发展，追

求高水平的社会发展。由于我国粗放型经济的发展，第一产业占比较大，长久以

来产生的环境问题、社会问题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

本文的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绩效审计指标的设置不仅仅注重经济性，而且还注

重社会性、环保性以及能源性，这与绿色经济理论不谋而合。在进行垃圾分类的

过程中，要注重垃圾分类整个过程的“绿色性”。将这一概念应用于此项目有利

于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绩效审计的顺利实施。

2.1.2 公共环境受托责任理论

公共环境受托责任理论是环境审计的基础理论之一。资源拥有者掌握着生活

资料，而他们所掌握的生活资料是需要管理的，这就促使资源管理者的产生。但

是这二者的利益明显是存在不同的。资源拥有者要求资源管理者能够在保障自身

资源的情况下进行盈利活动；而资源管理者获得某些经济资源或权力后，虽然有

义务进行资源管理并向资源拥有者报告，但他们更多关注的却是利益，往往损害

了资源拥有者的利益。那么此时，审计部门就承担起了对资源管理者进行监督的

工作，以保障资源拥有者的利益。

公共环境受托责任理论为政府环境绩效审计提供了理论基础并发挥指导作

用，指导从何入手进行某项审计工作，确定审计的重点。另外，受托责任反映更

多的是一种定性分析，这也表明定性方法同样适用于环境绩效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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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方法理论基础

2.2.1 PSR 概念框架理论

PSR（Pressure-State-Response Framework）概念框架主要是对环境的健康

状况做出评价，包含了压力、状态、响应这三个部分。人类对环境施加压力，对

环境造成了影响，环境表现出某种状态，这种状态又使得人们不得不谨慎对待，

由此人们又会采取针对性措施来进行保护和预防。

PSR概念框架经常以其所包含的三个部分的内容来构建指标评价体系。其中

压力指标回答了造成环境发生变化的因素有哪些；状态指标反映的是人类对环境

施加压力后的现状；响应指标比如有政策措施、投资措施、基建措施等。从实践

主体来看，包含了政府、企业、社会团体和公众。

PSR框架能够更好的构建系统的评价体系，逻辑如图2.1所示。

信息

压力 信息

环境反馈 部门响应

部门响应

图 2.1 “压力-状态-响应”模型

2.2.2 层次分析法原理

层次分析法（AHP）是一种决策分析方法，该方法主要是结合定量分析与定

性分析，对每个指标进行权重的确定。

步骤主要是有以下几步：

1、建立结构模型

层次结构图如图 2.2 所示：

压力 响应状态

人类能够产

生污染的活

动：生产、

生活垃圾等

人类应对环

境变化做出

的反应：政

策等

环境和自然

资源状态：

大气、水、

土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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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层

准则层 ……

方案层 ……

图 2.2 层次分析法结构图

2、构造判断矩阵

将每个层次上的指标进行两两比较。比较打分方法如表 2.1 所示。

表 2.1 判断矩阵元素 aij标度方法表

标度 含义 含义（aij）

1 同样重要 两个因素相比同样重要

3 稍微重要 i因素比 j因素稍微重要

5 明显重要 i因素比 j因素明显重要

7 强烈重要 i因素比 j因素强烈重要

9 极端重要 i因素比 j因素极端重要

2，4，6，8 相邻标度中值 上述两相邻判断的中值

例如将体系中包含 n个指标的第 H层级进行内部排序，分别为{H1,H2,H3,…,

Hn}，构建判断矩阵。如表 2.2 矩阵所示：

表 2.2 判断比较矩阵

H1 H2 H3  Hn

H1

H2

H3



Hn

h11 h12 h13  h1n

h21 h22 h23  h2n

h31 h32 h33  h3n


hn1 hn2 hn3  hnn

目标

准则 n准则 2准则 1

方案 n方案 2方案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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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归一化处理并确认指标权重

将表 2.1 中各行指标打分进行相乘，乘积结果计为 Bi（i=1,2,3,…,n），求

出 Bi 的 n 次方根
n

ii BW '
，列出向量

T
nwwwwW )',,',','(' 321 

进行归一化处理，

设





n

i
iwww

1
11 '/'

，

得出优先级向量
T

nwwwwW ),,,,( 321  ，即为该层次中各项指标相对于上一

层次所占比重。

4、进行一致性检验

在该层次指标两两独立比较时，如果 h1比 h2重要，h2比 h3重要，若结果为

h1没有 h3重要，则指标权重不成立，则要一致性检验。首先计算最大值特征根：





n

i i

i

nW
HW

1
max

)(

定义一致性指标 CI 如下:

)1/()( max  nnCI 

CI=0，有完全的一致性；CI 接近于 0，有满意的一致性；CI 越大，不一致

越严重。

为衡量 CI 的大小，引入随机一致性指标 RI。

表 2.3 随机一致性指标 RI 值

阶数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RI 0 0 0.58 0.94 1.12 1.24 1.32 1.41 1.45 1.49 1.51

定义一致性比率 ：

一般，当 CR<0.1 时，认为 A的不一致程度在容许范围内，通过一致性检验。

5、层次总排序及其一致性检验

计算评价体系整体指标值权重。按照层级逐级分析，直到最低层指标权重求

得，并注意要进行一致性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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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模糊综合评价法原理

模糊综合评价法主要是用于处理和评价模糊现象，运用的方法是数学方法，

主要可以应用于绩效评价。这种方法主要是用模糊的语言进行评价，例如优秀、

良好、中等、较差等。很多事物难以进行量化评价，但是运用模糊数学方法就可

在一定程度上克服这些困难。

1、建立评价因素集

把影响本文绩效审计的评价因素构成的集合称为因素集 U，则 U＝{U1,U2,…,

Un｝。

2、建立评语集

评语集Ｖ＝｛V1,V2,…,Vn｝是专家对被评价对象的评价结果，例如“优、良、

及格、差”等。

3、隶属度

通过专家打分计算隶属度。计算方法如表 2.4 所示：

表 2.4 隶属度计算方法

评价等级 V1 V2 … V4

认为 Ui指标属于 Vi等级的人数 N1 N2 … Nm

Ui对 K的隶属度 N1/N N2/N … Nm/N

4、评价得分计算

通过隶属度和指标权重，计算出各项指标的评价值。

首先，计算三级指标的公式为： iVW ijR ，（i,j
=
1，2，3,……,n）

其次，计算二级指标公式为： ijWWP 

最后，得出最终的综合评价值公式为：  



n

i
WPQ

1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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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J 市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绩效审计案例分析

3.1 J 市城市生活垃圾分类项目

3.1.1 项目背景

J 市为副省级城市，截至 2019 年年末，全市范围内有 10 个区以及 2个县，

城市面积为 10244 平方千米。J市的常住人口有 890.87 万人，其中城镇人口 63

4.38 万人，城镇化率为 71.21%，因此城市垃圾的分类是至关重要的一环。J市

人口众多、面积大，无论是从实施垃圾分类的角度还是从管理监督的角度来看，

工作量都是极大的，垃圾分类工作的难度很大，需要科学的管理方法和制度来实

施垃圾分类。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人口压力巨大，作为政府部门要有效地推进垃圾分

类政策的实施。如表 3.1 所示，J市的生活垃圾从类别上来看主要是分为以下几

类，其中占比最多的是厨余垃圾；纸类占比相对较大，但是资源化利用程度却不

高，因为主要是厕纸；垃圾含水量的高低关系到水环境的优劣，因为垃圾长时间

堆积会产生液体渗入到地下，在夏天和冬天分别达到 30%和 8%，年平均值为 18.

5%。

在人口、面积、垃圾分类现状等方面，这些无不给 J市造成了极大的压力。

表 3.1 J 市主要垃圾种类及所占比例

成分 厨余

类

纸类 橡塑

类

纺织

类

玻璃

类

金属

类

灰土

类

砖瓦

类

其他

比例% 57.71 13.12 19.02 2.35 1.45 0.5 3.87 0.88 0.04

3.1.2 项目管理

山东省在垃圾处理方面的模式是比较科学且统一化的，建立了村、县收运一

体化模式，这样兼顾了垃圾处理的每个环节，并明了了不同部门的责任。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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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3月，J市城管局创新垃圾分类模式——“音乐专线”。“音乐专线”主要针

对的是沿街商铺产生的垃圾，目的主要是为了做到垃圾不落地。

J市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实施至今，主要印发的文件有以下几个，如表 3.2 所

示：

表 3.2 J 市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文件

序号 年份 文件名称 主要内容

1 1997 《J 市城市环境卫生管理办法》
1997 年版：首次提出分类收集概念

2007 年版：首次提出回收利用

2 1998
《J 市城市生活垃圾处理管理

办法》
将建筑垃圾与其他垃圾分开收集

3 2005 《城市建筑垃圾管理规定》 主要涉及建筑垃圾收运、消纳等活动

4 2006 《J 市餐饮垃圾管理规定》
主要对餐饮行业进行规范，要求厨余垃

圾分类投放

5 2014
《关于全面实施餐厨废弃物统

一收运处置的公告》
规定厨余垃圾要与其他垃圾进行分类

6 2016 《J 市城市市容管理条例》
主要对城市市容市貌做出规定，并未涉

及到生活垃圾分类回收

7 2018
《J 市党政机关垃圾分类实施

方案》

主要要求党政机关单位全面实施垃圾

分类

8 2018
《J 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总体

方案》

规定了涉公单位和其他相关单位的垃

圾分类覆盖率目标

9 2019 《J 市城市建筑垃圾管理条例》 J市应当实行建筑垃圾分类制度

从 J市垃圾分类项目相关文件的内容来看，J市垃圾分类大概可以分为四个

阶段：

第一阶段是初步探索阶段（1997-2006）。1997 年，J市首次提出了垃圾分

类收集的概念，并对生活垃圾的收集做出了具体的规定。2000 年，J市还曾选取

三个小区作为早期试点。但总体上来说，垃圾分类在当时更多的只是一个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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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点工作也只是停留在表面。没有制定细致的工作安排，没有详细的分类管理办

法，更没有能够应用到各个环节的设备设施。企业等社会主体也没有参与其中，

所以这一阶段的垃圾分类没有产生任何绩效。

第二阶段是试点探索阶段（2007-2014）。J 市要求积极落实政策并着力开

展试点工作，创新垃圾分类模式——“四色分类法”。该分类方法主要是用颜色

区分垃圾的种类，并据此进行全程分类。2012 年，J市 A区的试点区域包括了学

校、企事业单位等，涉及 12 个办事处和 14 个环卫所。A区财政局也设立了垃圾

分类专项资金，每年不少于 500 万元。2012 年 10 月，生活废弃物转运中心启用，

此转运中心投资 2.7 亿元。经过此阶段的试点工作，取得了初步的成效。但是无

论是技术手段，还是处理手段，都相对落后，政策和实际落实效果短暂，因而垃

圾分类还是处于无法前进发展的阶段。

第三阶段是重点推进阶段（2014-2016）。这一阶段，山东省提出“创城”

的建设规划。这一目标对 J市来说，既是压力也是动力，J市开始重点推进集中

试点工作。2014 年，J 市指出“创城”的重点工作便是环境卫生，涉及到各个

街道、商场等，垃圾分类更是成为重点。这一阶段的工作，主要是加强宣传，进

行设施的投放。

第四阶段是创新突破阶段（2017 年-今）。J市在 2018 年 7 月份强制推行垃

圾分类，提出在 2018 年年底医院等公共单位垃圾分类要达到 100%覆盖，其他单

位要实现公共单位目标的一半左右。2018 年 5 月，J市 A区甸柳街道等还引入了

智能垃圾分类平台，用手机扫码后轻轻按动垃圾箱的按钮，不同种类垃圾即可轻

松投放，不再为不会分类而感到烦恼。2019 年 12 月 30 日，J市提出创新分类方

法——垃圾分类“五分法”，如表 3.3 所示。2020 年，山东省省委办公厅印发

《山东省贯彻落实 <关于构建现代环境治理体系的指导意见> 的若干措施》，要

求加快建设联动发展的环境治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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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 垃圾分类四分法与垃圾分类五分法

垃圾分类四分法 垃圾分类五分法

可回收物 废纸类、金属类、玻璃类、塑料类、布料类

厨余垃圾 剩饭及菜帮菜叶、海鲜的废弃部分等

有害垃圾 废电池、废灯管、过期药品等

其他垃圾 灰土、厕纸、瓷器碎片等难以回收的

专业垃圾 无 大件垃圾和装修垃圾

3.1.3 垃圾分类现存的问题

1、城市生活垃圾处理技术和处理方式有限

首先，湿垃圾处理能力有限。垃圾分类，是一个多环节、全过程的工作。如

果末端处置不当，那么源头垃圾分类便无意义。因此，应该从完善末端工作开始，

再往前推动分类运输、分类投放。终端处置跟不上的原因主要有两个：第一是选

址难，处理厂的污染和气味会引起群众的不满；第二是整体收运体系也没有建立

起来，技术条件不高。

其次，垃圾最后环节的集中处理方式不当。垃圾分类处理从总体上说可以分

为四个环节：一是居家进行分类，家中设立分类垃圾筒；二是社区投放，居民居

家投放好之后分类投放于社区投放的垃圾桶；三是环保部门处理，也就是垃圾车

处理运输垃圾环节；四是垃圾终端分类处理。经过调查发现，虽然在各个小区以

及街道投放了分类垃圾桶，但是大部分地区的最后环节却没有做好，都将已经分

类的垃圾混在一起运输，从而使得终端垃圾处理也是没有进行分类，导致垃圾分

类成效甚微。

最后，垃圾处理技术水平落后。如图 3.1 所示，我国大多数还是采取卫生填

埋、单纯焚烧的处理方式，并没有涉及到能源效益，这给居民生活环境造成了极

大的压力。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技术的进步，国家考虑到了渗滤液和填埋气等给环

境造成的影响，并采取了相关的措施。但是，相对于环境的压力来说，仍需要更

高水平的处理方式和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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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 城市生活垃圾主要处理方式占比

另外，垃圾车的制造以及最终进行垃圾处理的设备方面，大多没有进行更新

改造。根据城市生活垃圾分类标准，垃圾车处理设备以及环保设备都是需要更新

改造，根据生活垃圾的性质和特点的不同，设计不同作用的设备来进行垃圾的分

类处理。

2、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的宣传和居民认知程度不到位

意识具有反作用，健康风险认知会直接影响人们的行为。家庭是一个小单位，

从“小单位”的健康认知而影响行动，做好源头分类工作。

首先，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的宣传不够。通过了解，许多居民表示自己是很乐

意为保护环境贡献自己的力量，但是苦于无从下手，根本就不了解自己身边的垃

圾该放置在哪一个垃圾桶中。很多小区中就是突然多出来几个新的分类垃圾桶，

但是没有看见社区进行宣传，没有教会居民该如何投放；也没有看见有关于垃圾

分类的板报或者宣传单页。只是少部分小区在节假日组织主题宣传活动，有关于

垃圾分类的宣传活动覆盖面不广。因此，在进行垃圾投放时，只能根据自己的理

解进行投放，或者干脆随便投放。

其次，居民认知程度差异大。生态环境部发布的《公民生态环境行为调查报

告（2019）》指出，居民认为自己做的“很好”、“良好”的仅有三成。也就是

说，意识高，而做法欠缺。受访者认为影响自身垃圾分类的主要原因以及占比如

表 3.4。

表 3.4 影响垃圾分类的主要原因

原因
无分类垃

圾桶

不会垃圾

分类

垃圾集中

转运

不了解成

果

身边很少

有人分类

太麻烦、

没精力
其他

比例 15.1% 35.2% 16.8% 8% 13.2% 10%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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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政府资金与设施的投放数量不足

首先，政府资金投入不足，不能满足达到预期效果的需要。一般认为，垃圾

分类的固定资产应占到城市环境卫生固定资产投资的 20%-40%，环境卫生的固定

资产投入应占市政设施总投入的 0.5%-1.2%。

其次，基础设施不完善，投放数量不足。一是垃圾桶投放数量不足：如果是

居民小区，每一栋楼投放一类垃圾桶是比较合理的。如果是街道上，城中心一般

都是百米一个或者根据实际情况制定标准，但是实际上投放距离大多不合理，或

者投放不足，或者投放扎堆；二是垃圾车都是统一的，没有分类收运。小区居民

普遍反映，每天见到的垃圾车，都是一辆车将不同类别的垃圾倒在一起全部拉走，

并没有几辆垃圾车来运输不同的垃圾，这样垃圾分类投放便失去了意义；三是在

进行集中处理时，垃圾站都是将垃圾车运输的垃圾统一压缩或者进行其他的处

理。

4、法规制度和监管方面不健全

首先，法规制度不健全，无论是基本法还是单行法都不健全。现行法律法规

主要对垃圾处理的过程进行了规定，但对于垃圾的分类回收、循环利用以及奖惩

措施的规定有欠缺。

其次，缺乏有效的监督，需要创新监管机制。有效的实施垃圾分类、将垃圾

分类贯彻到底，就要建立全过程的综合监管体系，包括政府、第三方以及社会公

众的共同监督，从而最大限度的避免因某一环节的疏忽而导致整个分类工作的失

败。

3.2 J 市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绩效审计的必要性

3.2.1 绩效审计的科学性以及有效性

相对于传统的政府审计来说，绩效审计具有科学性、有效性。传统的政府审

计主要是以合规性为主的，但是这已经不能应对复杂的审计需求。针对 J市城市

生活垃圾分类的审计项目，传统的政府审计则更多的是反映项目专项资金的使用

情况和预算执行情况，而不能反映此项目的能源效益、社会效益、环境效益。而

绩效审计则涉及到这三方面。比如说，反映出在资源节约的角度下，摆放垃圾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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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适当的距离是多少，对于垃圾投放来说才是合理有效的。再比如，垃圾处理后

能够产生的效益，体现垃圾的资源化利用。从而根据审计的结论，制定出合适的

措施。

3.2.2 完善 J 市投资管理体制

城市生活垃圾分类项目本质是公益性财政支出，主要是需要财政专项资金的

支持来完善基础设施的构建、宣传以及技术支持。针对 J市城市生活垃圾分类项

目出现的所有的问题，有必要通过绩效审计来进行客观合理的审查和评价，评价

此项目产生了什么样的效果、是否达到了预期效果、对社会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专项资金使用过程中存在的问题等。通过绩效审计，完善 J市投资管理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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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J 市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绩效审计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4.1 J 市城市生活垃圾分类评价指标的构建原则

审计工作进行的目的便是要得到恰当的、合理的审计结果，使得某项审计工

作的进行对项目本身或者审计的实践有所借鉴。那么就要确定工作的重点，有针

对性地推动审计工作的进行。本文的重点便是 J市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绩效审计评

价指标的选取，指标的全面性、科学性关系着整个垃圾分类工作的绩效。那么城

市生活垃圾分类绩效审计应遵循以下原则：

4.1.1 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原则

评价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绩效审计结果主要涵盖定性评价和定量评价两个方

面。可定量评价的指标更具精确性，它可以得到所获取数据的支撑，用某一个概

率或者是确定的数值来进行量化评价；而定性评价的指标更具主观性，它更应该

理解为人们心中的一种主观评价，只不过这种主观评价也是对于客观环境的一种

反映。因为某些指标无法进行具体的计算，而这些指标又是评价此项目所必须的，

此时应采用提高定性评价的方法进行分析。因此，在二者相结合的综合评价下，

才能确保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绩效审计的质量，这体现了指标的全面性以及审计结

果的客观性。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绩效审计内容有四大模块，经济效益、能源效益、

环境效益主要是定量评价，可以通过获取的数据以及统计方法反映和分析；社会

效益主要是定性与定量评价相结合的方法。

4.1.2 成本与效益兼顾的原则

投入产出比是十分重要的，任何项目的进行都要考虑到成本的问题，如果确

定的指标不经济，那么对整个项目的审计来说是不科学的。在对 J市城市生活垃

圾分类进行绩效审计时，要评价的是其经济性、社会性、能源性，进而实现环境

效益。如果成本大于效益，那么便失去了其指标设置以及评价的意义，绩效审计

也没有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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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3 动态性与适应性相结合的原则

政府环境管理项目牵扯到自然环境的特征和变化，还牵扯到环保法规、政策。

也就是说，政府环境绩效审计要适应环境的变化。比如人口的变化、环境的变化，

都要求我们做任何事情要以变化发展的态度去对待。那么环保政策的制定也是要

随环境变化而变化的，这样才能具有适应性和前瞻性。既能反映当前环境绩效状

态，也能对未来项目的发展做出合理预测。

4.1.4 科学性和可操作性相结合的原则

首先，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绩效审计的指标应当是一个能与垃圾分类各个环节

相联系的指标，能够对垃圾分类的全过程进行综合地体现，能够体现本项目的特

征和性质。其次，应当能够对环境的绩效进行分析评价，数据能够较易获取又科

学合理。

4.2 J 市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绩效审计的指标选取

本文主要的工作是对 J市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绩效审计进行评价指标的选取，

这直接关系到其绩效审计的效果。指标的选取应当能够体现垃圾分类的各个环

节，以此来对各个环节进行更加详细地评价。因此，本文对定性和定量评价指标

进行详细阐述。

4.2.1 定量指标

定量指标更具有客观性，实用性更强。它可以通过概率数值以及确定的绝对

数值来对某些指标进行衡量，可信度高。定量指标多应用在经济效益、能源效益

和环境资源效益三方面，也可以应用在部分社会效益方面。

经济效益主要体现在生活垃圾分类的投资资金上、资金的管理与使用上、设

备投放的成本产出上。指标例如资金到位率，即评价支持生活垃圾分类这个项目

的资金是否按照预期计划拨付到相关单位，拨付的数额是否符合预算，这对项目

来说是一种资金方面的保障；资金使用率的测算，一方面可以反映本项目的成本

产出比，另一方面还可以反映出是否专款专用；垃圾分类投资占 GDP 比重的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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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反映垃圾分类对经济的贡献率；专业环保设施投放率可以反映出设备设施投

放的数量是否足够，投放是否科学合理。

能源效益主要体现在垃圾分类最终处理环节所带来的成果效益，因为垃圾是

“错位的资源”，因此应当考虑到垃圾能够带来的效益。指标例如垃圾焚烧发电

率，焚烧是垃圾处理的一种方式，此指标可用于评价垃圾焚烧发电的比例，符合

可持续发展理念；垃圾堆费率也是一个重要的评价指标，垃圾除了焚烧，还可以

堆肥，该指标反映了厨余垃圾等通过降解可作为肥料的垃圾的资源化利用情况。

环境效益主要体现在源头分类投放、重复利用、最终分类处理以及反映造成

的污染情况。指标例如生活垃圾分类源头实施率、垃圾终端分类处理率，这些指

标对垃圾分类的整个过程进行监测，通过监测以及数据的收集，可以反映垃圾分

类每个阶段存在的问题以及问题的大小，对于各个分类阶段的设备设施进行科学

的投放和使用。

4.2.2 定性指标

一般来说，定性指标的可信度和准确性相比定量指标要低，是一个“软性指

标”，它更多的是人们心中根据客观事物所进行的一个主观的评价。定性指标不

可能像定量指标一样通过确定的概率和数值进行直观的反映，所以定性指标更多

反映的是社会效益，大多是与国家政策和满意度相关的指标。

在本文中，例如生活垃圾分类普及程度，这是对于宣传工作效果的体现，从

分类的标准再到分类意识的逐渐形成，这些都是此指标所能够反映的情况；垃圾

分类政策有效程度，这主要体现的是政府的公共责任，反映了政府部门是否根据

垃圾分类独有的特点而制定的政策，这些政策的有效性如何；社会公众满意度，

主要反映的是垃圾分类实施以来，从居民的角度来评价垃圾分类的效果。定性指

标和定量指标相结合才能使指标更加全面，使结果更加可靠。因为某些指标是必

须设置的，但它又无法用具体数值来表示。

4.3 PSR 模型构建 J 市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绩效审计的评价体系

每个事物都有其特点，都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J市也是一样，它有其独特

的人口分布特点、城市发展现状和城市发展规划。那么，在垃圾分类的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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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然是要结合其独有的特征制定适应性强、全面合理的指标体系。另外，也要注

意与现有文献和基础理论的结合，增强指标的科学性。运用 PSR 模型，从其蕴含

的三个方面的角度来进行指标的构建，对垃圾分类进行绩效评价。

4.3.1 PSR 模型的可行性分析

PSR 概念框架为“压力-状态-响应”这一模型，符合人类基本的思维过程。

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绩效审计就适合这一模型，在我们生活的大家庭中，环境和社

会向我们提供了物质生活资料，我们会通过生产、加工等手段获取利益。但在获

取利益的同时，不知不觉中排放了废气以及废弃物。当我们意识到的时候，已经

给环境造成了污染，就必须采取措施来改变这种状态。因此，PSR 概念框架对本

文是适用的。

4.3.2 城市生活垃圾分类评价体系的构建

本文的评价指标主要就是运用 PSR 概念模型所包含的三个方面来构建的，这

三个方面是具有严格的逻辑关系的，分别反映的是原因、状态以及措施。在构建

指标的时候，要进行严格的区分，区分这三个方面的指标应当主要包含哪几个小

的方面。并且要严格与项目的关联性，不能脱离项目本身进行指标的设定，那样

就缺乏了针对性。

在本文中，适合 J市的评价指标主要分为了四层。一级指标为系统层；二级

指标为目标层，分别为经济效益、社会效益、能源效益和环境效益四个层面；三

级指标为准则层，分别为压力、状态、响应三个层面；关于四级指标主要是指标

层，从以上层面逐级划分。表 4.1 列示了所构建的 J市城市生活垃圾分类评价指

标的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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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J 市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绩效审计评价指标表

系统层 目标层 准则层 指标层

J 市

城市

生活

垃圾

分类

绩效

审计

评价

指标

体系

经济效益

压力
项目完成任务率 定量

资金拨付手续完备情况 定性

状态
垃圾分类投资占 GDP 的比重 定量

资金到位率 定量

响应

垃圾处理厂个数 定量

资金使用率 定量

专业环保设施投放率 定量

社会效益

压力
环保年度计划落实率 定量

项目投资资金使用率 定量

状态

垃圾分类政策有效程度 定性

垃圾分类政策落实率 定量

居民环保满意度 定性

响应

项目建设与国家方针符合度 定性

生活垃圾分类的普及程度 定性

项目综合社会贡献 定性

环境效益

压力 人均生活垃圾排放量 定量

状态
空气质量优良率 定量

回收再利用率 定量

响应

生活垃圾分类运输率 定量

垃圾分类投放达标率 定量

垃圾终端分类处理率 定量

能源效益 响应

垃圾焚烧发电率 定量

垃圾堆肥率 定量

飞灰资源化处理利用率 定量

炉渣资源化利用率 定量

在指标选取的过程中，综合分析了文献研究、理论基础以及相关专家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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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使得所选取的指标并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下面将各类指标进行具体分

析。

4.3.3 压力指标分析

PSR 模型中，压力指标主要是指人类为了满足日常生产生活的需要，从而对

资源和环境进行索取和使用，在这个过程中对环境造成影响形成的指标。无论是

有意还是无意造成这些压力的行为，都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因此该指标表述的是

原因层面。那么就要从“占用和消耗”的角度来构建指标，这符合相关性原则。

在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绩效审计评价中，压力指标主要是从人口压力、政策压力、

污染压力这三个方面为主进行构造。反映的是由于人口日益增长、生活垃圾急剧

增长，亟待进行垃圾分类。因此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绩效审计评价体系中压力指标

主要包括以下几个：

1、项目完成任务率

项目完成任务率指的是在某段时间内计划的工作量，在实际工作中完成的如

何。该指标反映的是工作的进度和效率。比如说，某部门计划在某段时期内完成

分类垃圾桶的科学投放，那么在实际执行的时候是否按照此计划按时按量的完

成。

2、资金拨付手续完备情况

资金拨付手续完备情况主要牵扯的是财政资金的拨付，这反映了相关部门的

一种工作能力，直接关系到资金能否如期拨付，这是垃圾分类项目在资金方面的

保障。包括了材料的准备情况、申请的过程是否及时合理等。

3、环保年度计划落实率

环保年度计划落实率反映的主要是已落实的和计划数的比值。政府部门作为

公共受托方，要推动垃圾分类的进行，推动部门之间各司其职。其主要反映的是

相比计划来说，环保计划实际完成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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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项目投资资金使用率

项目投资资金使用率反映的是资金使用是否合理和是否充分，相关单位是否

按照建设方案以及预算情况使用专项资金。

5、人均生活垃圾排放量

生活中产生最多的主要是废弃纸巾、装修垃圾等，如果垃圾产生量过多，那

么垃圾分类的工作量自然就会加大，环境污染就会更加严重。也就是说，除了了

解垃圾分类、进行垃圾分类，我们还要注重人均生活垃圾产生量这个指标。

4.3.4 状态指标分析

在 PSR 模型中，状态指标是指人类对生态造成压力时，生态环境所呈现的状

态。并且，状态指标是一个不断变化着的指标，因为状态是随压力而产生的，而

压力又是不断变化着的。所以，对于指标的设置也要尤其关注这一点。状态指标

主要包括以下几个：

1、垃圾分类投资占 GDP 的比重

对城市生活垃圾分类项目的投资额越大，代表着当地政府的重视程度越高。

从这个角度来看，政府的推动作用还是很重要的，提高垃圾分类的投资额，进行

科学的投资，使环保建设稳中求进，并且要注重质量。

2、资金到位率

资金到位率主要是反映财政资金下拨到该项目的情况，以及到达该项目后，

分配到具体的项目的资金到位情况。这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融资能力，以及工作人

员的资金分配能力。要注重资金拨付的及时性，尤其也要注重投入产出比。这也

是反映了对项目的一种资金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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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垃圾分类政策有效程度

垃圾分类政策有效程度是指生活垃圾分类项目在上层建筑方面的一种保障。

它包括了国家的基本方针、不同地区政府部门的规定，以及街道办事处等的针对

各个环节制定的更加具体的制度框架。这些政策的制定都要在分析具体的情况的

基础上，有针对性地制定的。垃圾分类政策要具有全面性，涵盖各个环节。另外，

在人员的配备和机构的管理上，也要进行详细的规定，制定工作条例，形成责任

制。

4、垃圾分类政策落实率

垃圾分类政策落实率是指相关政府部门对政策实际执行的情况。政策的制定

是为了项目的推进和项目的效果，如果不能真正的执行，那么政策便只是一个硬

性的条条框框，而无法体现部门的软实力。与项目有关的各项规章制度都应当认

真执行，因为他们各有优点，这样才能够将每个环节执行好，促进垃圾分类绩效

的提高。

100%
垃圾分类政策总数政府等相关单位出台的

类政策数得到切实落实的垃圾分
垃圾分类政策落实率

5、居民环保满意度

居民环境满意度是一个定性指标，它是居民通过对客观事物的反映而形成的

一种主观的评价。居民在垃圾分类这个过程中，扮演的角色是垃圾源头分类环节

的主体，是实际参与者。另外，对于垃圾分类的成效也是实际感触者，他们会对

相关部门所作的工作从自己所看到的一些现象中做出反映。因此，居民的态度是

十分重要的，可以通过调查居民对某一环节的满意程度来寻找不足，对后续工作

进行改进。

6、空气质量优良率

空气质量优良率指的是全年中空气质量达到二级以上的天数与全年总天数

的比值。空气是人们赖以生存的必须的条件，它的优良程度是每一个环境问题所

涉及到的。



兰州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J市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绩效审计评价指标构建研究

31

7、回收再利用率

回收再利用率是指对生活垃圾进行回收的一个概率，有利于减少垃圾产生

量、减少生活垃圾对环境的直接污染。生活垃圾回收再利用率反映了资源的再利

用程度。

4.3.5 响应指标分析

在 PSR 模型中，响应指标是指人类所采取的措施。因为在压力指标中，人类

对环境做出了一些影响性行为，那么就要对其呈现的状态承担后果。在当下，要

集中力量进行补救；面对未来，要采取措施进行预防和保护。在城市生活垃圾分

类中，可以采取的措施包括制度约束、资金投入、设备投放等方面。响应指标主

要包括以下几个：

1、垃圾处理厂个数

垃圾处理厂个数主要是反映最终进行生活垃圾分类处理的场所，垃圾处理厂

的建设要考虑到环保、成本、选址、占地面积等方面。

2、资金使用率

资金使用率反映了资金的投入产出比以及是否存在资金挪用的情况，反映了

资金使用的合理性。

3、专业环保设施投放率

专业环保设施投放率指的是通过合理方法计算出垃圾桶的摆放距离以及垃

圾桶的收集服务半径，还包括分类运输垃圾车应当购置的数量，在这个项目中实

际完成的任务量。此指标主要是衡量垃圾分类设施的投放情况，看是否符合专业

投放量，这是关系到垃圾分类能否取得预期效果的重要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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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项目建设与国家方针符合度

项目建设与国家方针符合度反映的是在进行垃圾分类的过程中，对于该项目

的设备投放、人员设置等方面是否有效，是否与国家的方针相符合。要保证在大

方向上不会出现失误。这是一个定性指标。

5、生活垃圾分类的普及程度

生活垃圾分类的普及程度反映的是对于垃圾分类的宣传工作的评价。垃圾分

类毕竟是一个比较新的事物，任何人都需要进行学习。居民通过学习可以自己进

行垃圾分类，将垃圾分类的第一、二个环节做好。居家源头分类以及社区投放都

是垃圾分类至关重要的环节，而普及程度便是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6、项目综合社会贡献

项目综合社会贡献，即垃圾分类的实施所带来的影响，这个影响是一个综合

性比较强的体现。从各个角度来看，是否对社会做出了贡献。这项指标是定性指

标。

7、垃圾分类投放达标率

垃圾分类投放达标率是指在垃圾居家投放以及社区投放时，分类投放的垃圾

量与垃圾总量的比值。该指标衡量的是生活垃圾源头分类投放达标率。

8、生活垃圾分类运输率

生活垃圾分类运输率是指在所产生的生活垃圾进行分类运输的总量与源头

已进行分类投放的生活垃圾总量的比值。该比率反映了在源头分类投放的基础

上，是否进行社区分类运输，该比值越大反映生活垃圾分类运输这个中间环节运

行的越好。

9、垃圾终端分类处理率

垃圾终端分类处理率是指在终端处理环节的垃圾分类处理量与中间环节分

类运输总量的比值，该指标反映了是否真正将生活垃圾进行最终的分类处理，该

比值越大，反映生活垃圾分类最终处理环节运行的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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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垃圾焚烧发电率

垃圾焚烧发电率，即垃圾焚烧产生的电量与垃圾焚烧总量的比值。

100%
垃圾焚烧总量

垃圾焚烧产生的电量
垃圾焚烧发电率

11、垃圾堆肥率

垃圾堆肥率是指垃圾资源产生的肥料量与生活垃圾的产生总量之比。可产生

垃圾堆肥的垃圾主要是厨余垃圾，主要有机械化堆肥和简易高温堆肥，减少了对

环境的污染并节约了资源。

100%
生活垃圾的产生总量

垃圾资源产生的肥料量
垃圾堆肥率

12、飞灰资源化处理利用率

飞灰资源化处理利用率是指飞灰资源化利用总量与垃圾焚烧产生飞灰总量

之比。飞灰可经过特定的技术加工成可以作为土工、建筑用材料、肥料和土壤改

良剂等的有用物质。

100%
垃圾焚烧产生飞灰总量

飞灰资源化利用总量
飞灰资源化处理利用率

13、炉渣资源化利用率

炉渣再生利用率是指炉渣可资源化利用量与垃圾焚烧产生炉渣总量之比。炉

渣是垃圾没有充分燃烧而产生的一种物质，炉渣可用于制作免烧砖。

100%
垃圾焚烧产生炉渣总量

炉渣可资源化利用量
炉渣资源化利用率

4.4 利用层次分析法确定指标权重

4.4.1 调查问卷说明

本次主要采用发放问卷的形式来收集专家意见，确定判断矩阵。调查专家包

括：审计理论方面的专家学者、政府审计人员、环境审计领域的研究人员。共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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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调查问卷 25 份，回收 20 份，其中有效问卷 20 份，有效回收率为 80%，调查

问卷见附录。

4.4.2 指标权重确定

首先，将各个层级的指标进行标号，如表 4.2 所示。

表 4.2 各级指标编号

系统层 分类层 指标层

J 市

城市

生活

垃圾

分类

绩效

审计

指标

体系

压力 W1

项目完成任务率 W11

资金拨付手续完备情况 W12

环保年度计划落实率 W13

项目投资资金使用率 W14

人均生活垃圾排放量 W15

状态 W2

垃圾分类投资占 GDP 的比重 W21

资金到位率 W22

垃圾分类政策有效程度 W23

垃圾分类政策落实率 W24

居民环保满意度 W25

空气质量优良率 W26

回收再利用率 W27

响应 W3-W4

垃圾处理厂个数 W31

资金使用率 W32

专业环保设施投放率 W33

项目建设与国家方针符合度 W34

生活垃圾分类的普及程度 W35

项目综合社会贡献 W36

生活垃圾分类运输率 W37

垃圾分类投放达标率 W38

垃圾终端分类处理率 W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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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4.2 各级指标编号

系统层 分类层 指标层

响应 W3-W4

垃圾焚烧发电率 W41

垃圾堆肥率 W42

飞灰资源化处理利用率 W43

炉渣资源化利用率 W44

根据各专家给出的重要值平均分形成判断矩阵，整理如下：

1、准则层判断矩阵

表 4.3 准则层判断矩阵

W1 W2 W3-W4 权重

W1 1 0.3333 0.2 0.1047

W2 3 1 0.3333 0.2583

W3-W4 5 3 1 0.6370

计算得λmax=3.039，CI=0.019，RI=0.580，CR=0.0370<0.1，一致性检验合

格。

2、压力指标层判断矩阵

表 4.4 压力指标层判断矩阵

压力 W11 W12 W13 W14 W15 权重

W11 1 0.1429 0.5 0.25 2 0.0675

W12 7 1 4 5 8 0.5613

W13 2 0.25 1 0.5 3 0.1226

W14 4 0.2 2 1 5 0.204

W15 0.5 0.125 0.3333 0.2 1 0.0445

计算得λmax=7.348，CI=0.058，RI=1.320，CR=0.0375<0.1，一致性检验合

格。

3、状态指标层判断矩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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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5 状态指标层判断矩阵

状态 W21 W22 W23 W24 W25 W26 W27 权重

W21 1 6 0.1667 0.125 0.25 0.5 6 0.1512

W22 0.1667 1 0.25 0.3333 0.125 0.3333 3 0.0349

W23 0.5 4 1 4 0.25 0.3333 5 0.1166

W24 0.3333 3 0.25 1 0.2 0.25 4 0.0634

W25 4 8 4 5 1 3 8 0.3877

W26 2 7 3 4 0.3333 1 7 0.2222

W27 0.1667 0.3333 0.2 0.25 0.125 0.1429 1 0.0240

计算λmax=8.683，CI=0.098，RI=1.410，CR=0.0632<0.1，一致性检验合格。

4、响应指标层判断矩阵

表 4.6 响应指标层判断矩阵

响

应
W31 W32 W33 W34 W35 W36 W37 W38 W39 W41-W44 权重

W31 1 2 7 3 1 0.2 8 6 5 … 0.1823

W32 0.5 1 5 0.5 1 0.333 6 4 3 … 0.1054

W33 0.143 0.2 1 0.167 0.25 0.125 2 0.5 0.25 … 0.0217

W34 0.333 2 6 1 1 0.25 7 5 4 … 0.1307

W35 1 1 4 1 1 0.5 5 3 2 … 0.1137

W36 5 3 8 4 2 1 9 7 6 … 0.2354

W37 0.125 0.167 0.5 0.143 0.2 0.111 1 0.333 0.2 … 0.0178

W38 0.167 0.25 2 0.2 0.333 0.143 3 1 0.333 … 0.0333

W39 0.2 0.333 4 0.25 0.5 0.167 5 3 1 … 0.0577

W41 1 0.111 0.1 0.25 2 0.167 3 0.2 0.5 … 0.0311

W42 0.5 0.333 0.1 0.143 0.2 0.111 1 0.167 0.2 … 0.0169

W43 0.125 0.2 2 0.167 0.25 0.143 1 0.5 0.25 … 0.0297

W44 1 2 0.1 3 1 0.2 1 0.5 0.25 … 0.0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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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得λmax=7.402，CI=0.0670，RI=1.320，CR=0.0571<0.1，一致性检验合

格。

将所有专家的评价指标权重进行简单平均，得到 J市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处理

项目绩效审计综合评价指标权重体系如表 4.7：

表 4.7 各级指标相对于总目标的权重

系统层 分类层 权重 指标层 权重 权重排序

J市

城市

生活

垃圾

分类

绩效

审计

评价

指标

体系

压力 W1 0.1047

项目完成任务率 W11 0.0071 23

资金拨付手续完备情况 W12 0.0588 7

环保年度计划落实率 W13 0.0128 20

项目投资资金使用率 W14 0.0214 16

人均生活垃圾排放量 W15 0.0047 25

状态 W2 0.2583

垃圾分类投资占 GDP 的比重 W21 0.0390 9

资金到位率 W22 0.0090 22

垃圾分类政策有效程度 W23 0.0301 11

垃圾分类政策落实率 W24 0.0164 18

居民环保满意度 W25 0.1001 3

空气质量优良率 W26 0.0574 8

回收再利用率 W27 0.0062 24

响应

W3-W4

0.6370

垃圾处理厂个数 W31 0.1161 2

资金使用率 W32 0.0671 6

专业环保设施投放率 W33 0.0151 19

项目建设与国家方针符合度 W34 0.0733 4

生活垃圾分类的普及程度 W35 0.0724 5

项目综合社会贡献 W36 0.1206 1

生活垃圾分类运输率 W37 0.0113 21

垃圾分类投放达标率 W38 0.0212 17

垃圾终端分类处理率 W39 0.0368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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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4.7 各级指标相对于总目标的权重

系统层 分类层 权重 指标层 权重 权重排序

响应

W3-W4

0.6370

垃圾焚烧发电率 W41 0.0216 15

垃圾堆肥率 W42 0.0300 12

飞灰资源化处理利用率 W43 0.0272 13

炉渣资源化利用率 W44 0.0242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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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J 市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绩效审计评价指标体系的应用

5.1 利用模糊综合评价法进行综合评价

5.1.1 确定因素集 U

第一层因素 U={u1,u2,u3}={压力，状态，响应}，第二层因素集 ui={ui1,ui2,u

i3,……,uin}（i=1,2,3）,其中 i为第一层因素的序列，则：

U1={项目完成任务率 U11，资金拨付手续完备情况 U12，环保年度计划落实率

U13，项目投资资金使用率 U14，人均生活垃圾排放量 U15}。

U2={垃圾分类投资占 GDP 的比重 U21，资金到位率 U22，垃圾分类政策有效程

度 U23，垃圾分类政策落实率 U24，居民环保满意度 U25，空气质量优良率 U26，回收

再利用率 U27}。

U3={垃圾处理厂个数 U31，资金使用率 U32，专业环保设施投放率 U33，项目建

设与国家方针符合度 U34，生活垃圾分类的普及程度 U35，项目综合社会贡献 U36，

生活垃圾分类运输率 U37，垃圾分类投放达标率 U38，垃圾终端分类处理率 U39，垃

圾焚烧发电率 U41，垃圾堆肥率 U42，飞灰资源化处理利用率 U43，炉渣资源化利用

率 U44}。

5.1.2 确定评语集 V

本文评语集设为 V={v1,v2,v3,v4}={优，良，及格，差}={100，80，60，0}。

5.1.3 确定指标隶属度

表 5.1 评价指标隶属度统计表

系统层 分类层 指标层
隶属度

优 良 及格 差

压力 W1

项目完成任务率 W11 0.7 0.3 0 0

资金拨付手续完备情况 W12 0.5 0.3 0.2 0

环保年度计划落实率 W13 0.8 0.2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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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5.1 评价指标隶属度统计表

系统层 分类层 指标层
隶属度

优 良 及格 差

J市

城市

生活

垃圾

分类

绩效

审计

指标

体系

压力 W1

项目投资资金使用率 W14 0.7 0.1 0.2 0

人均生活垃圾排放量 W15 0.2 0.6 0.2 0

状态 W2

垃圾分类投资占 GDP 的比重 W21 0.9 0.1 0 0

资金到位率 W22 0.8 0.2 0 0

垃圾分类政策有效程度 W23 0.6 0.4 0 0

垃圾分类政策落实率 W24 0.4 0.5 0.1 0

居民环保满意度 W25 0.7 0.3 0 0

空气质量优良率 W26 0.9 0.1 0 0

回收再利用率 W27 1 0 0 0

响应

W3-W4

垃圾处理厂个数 W31 0.8 0.2 0 0

资金使用率 W32 0 0.8 0.2 0

专业环保设施投放率 W33 0 0.7 0.3 0

项目建设与国家方针符合度 W34 0.8 0.2 0 0

生活垃圾分类的普及程度 W35 1 0 0 0

项目综合社会贡献 W36 1 0 0 0

生活垃圾分类运输率 W37 0.7 0.3 0 0

垃圾分类投放达标率 W38 0.3 0.6 0.1 0

垃圾终端分类处理率 W39 0.2 0.4 0.4 0

垃圾焚烧发电率 W41 0.5 0.3 0.2 0

垃圾堆肥率 W42 0.7 0.1 0.2 0

飞灰资源化处理利用率 W43 0.6 0.2 0.2 0

炉渣资源化利用率 W44 0.4 0.3 0.3 0

5.1.4 评价得分计算

此处以 W1“压力”为例进行指标评价值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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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完成任务率”   94

0
60
80
100

003.07.011 



















W ，

“资金拨付手续完备情况”   86

0
60
80
100

02.03.05.012 



















W ,

“环保年度计划落实率”   96

0
60
80
100

000.20.813 



















W ，

“项目投资资金使用率”   90

0
60
80
100

00.20.10.714 



















W ，

“人均生活垃圾排放量”   80

0
60
80
100

02.06.02.015 



















W ,

则“压力”指标   31.88

0445.0
2040.0
1226.0
5613.0
0675.0

80909686941 























W 。

同理，按照上述方法可以计算出其他层级指标评价值，如表 5.2 所示。



兰州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J市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绩效审计评价指标构建研究

42

表 5.2 评价指标体系评价值汇总表

系统层 得分 分类层 得分 指标层 得分

J 市

城市

生活

垃圾

分类

绩效

审计

指标

体系

89.10

压力 W1 88.31

项目完成任务率 W11 94

资金拨付手续完备情况 W12 86

环保年度计划落实率 W13 96

项目投资资金使用率 W14 90

人均生活垃圾排放量 W15 80

状态 W2 83.96

垃圾分类投资占 GDP 的比重 W21 97

资金到位率 W22 90

垃圾分类政策有效程度 W23 80

垃圾分类政策落实率 W24 86

居民环保满意度 W25 94

空气质量优良率 W26 92

回收再利用率 W27 100

响应

W3-W4

91.32

垃圾处理厂个数 W31 91

资金使用率 W32 76

专业环保设施投放率 W33 74

项目建设与国家方针符合度 W34 96

生活垃圾分类的普及程度 W35 100

项目综合社会贡献 W36 100

生活垃圾分类运输率 W37 94

垃圾分类投放达标率 W38 84

垃圾终端分类处理率 W39 76

垃圾焚烧发电率 W41 86

垃圾堆肥率 W42 90

飞灰资源化处理利用率 W43 88

炉渣资源化利用率 W44 82

最终得出 J市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综合评价值为 89.1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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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审计结论及存在问题分析

J 市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环境绩效评价总得分为 89.10 分，因此评价结果为

“优”，这说明此项目的实施得到了显著的治理效果，为生活垃圾的处理、生活

生态环境的保护和人民安居乐业做出了贡献，但也存在着一些指标评分比较低的

问题。比如“专业环保设施投放率”为 74 分，“人均生活垃圾排放量”为 80

分，“资金使用率”为 76 分，“垃圾终端分类处理率”为 76 分。因此，在如下

几个方面还需要改进。

5.2.1 配套设施不完善

J 市通过实施垃圾分类，其垃圾分类处理能力达到 890 吨，日均分类处理率

达到 80%以上。有相当一部分社区、街道、大型公共场所等地区都按照项目规划，

科学、合理地配备了相应的设施，生活垃圾中间运输环节也做到了日分类清理，

垃圾处理厂也通过相关的技术手段实现了垃圾分类处理。无论是 J市的各个社区

还是商场等公共场所，垃圾混合投放和处理的状况都得到了很大改善。

但是我国人口众多，环保工作任重而道远，对于专业环保设施的投放更是要

遵循合理性以及数量的充足，因此仍需探索新的管理方式来提高工作水平。如果

在居民小区，每一栋楼投放一类垃圾桶是比较合理的；如果是街道上，城中心一

般都是百米一个或者根据实际情况制定标准。然而部分街道在推动环保工作时，

出现了设施投放上的疏漏，导致投放不够合理。且出现问题时互相推诿，不能实

行全面的网格化管理。环保设施投放率低也使得垃圾分类工作取得低成效，加大

了工作人员的工作量。

5.2.2 资金使用机制不够科学合理

在城市生活垃圾分类项目建设的过程中，J市对资金进行了专项核算，并能

够专款专用。

但是 J市在此方面存在使用率不高的现象，这也不符合成本效益原则。垃圾

分类工作是一项全过程的工作，从源头到末端的处理都需要大量的资金，那么就

要做到节约使用、充分利用。比如说购置设备方面，可能存在价格高，没有真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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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做到物美价廉。无论是采购环节，还是宣传环节，都要注意各个环节的科学合

理。

5.2.3 垃圾终端分类处理率有待提升

垃圾分类是一个全过程的工作，涉及到的设备种类也有很多，所有的这些设

施都是为了保障不同环节垃圾分类工作的实现。J市的源头垃圾分类以及中间运

输环节的分类工作做的还是比较好的，得分较高，这是垃圾分类工作的一个前提。

然而，如果忽略了垃圾终端的处理，那么垃圾分类工作便是白费力气。垃圾

终端分类处理是垃圾分类工作的最后环节。J市此指标得分较低，在进行垃圾无

害化处理时，混合处理使得大气环境、地下水环境都受到影响。对于垃圾的循环

利用来说也是不利的，大量的混合处理浪费了大量的资源。从整体上来说，也不

利于垃圾分类工作的实施，分类效果也大打折扣。

5.2.4 垃圾源头产生量过大

J 市通过对垃圾分类的宣传，包括垃圾分类的标准、重要性等方面，使得居

民对垃圾分类有了更多的了解。在实际的居家投放和社区投放上，能够做到不同

种类垃圾投放于相应的垃圾桶里边。从整体上提高了垃圾分类的意识。

垃圾分类的宣传角度是多方面的。分类处理固然重要，但是也要注意垃圾产

生量的多少。如果垃圾产生量过多，必然是从源头上加大了对垃圾分类工作的负

担，加大了对环境的负担。

5.3 审计建议

5.3.1 建设环保工作站

建设环保站，由街道和区环保局双重管理，完善人员结构，责任到人，从各

个方面保障环保站工作的顺利开展。在工作进行之前，都要结合实际情况制定工

作计划，并根据实际情况的变化进行修改和完善。措施的制定也要具有针对性，

不能只是提出一些普适性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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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配套设施的完善方面，能够根据合理的设施摆放标准，进行合理的数量采

购，按照标准摆放。环保站的工作也是需要相关部门来配合的，要有具体的工作

分工。设施的投放工作由街道进行，设施的维护由各街道的环保人员负责，环保

局负责定期检查。另外，环保工作站要进行跟踪调查，分析当下工作是否合理，

产生的效果如何，以不断改进工作；并且加强问题现场处置能力，全面实行环境

保护网格化管理工作。

5.3.2 加大资金使用中的管理与监督

首先，根据此项目的特点，运用计算机技术设置一套适宜的资金核算管理系

统，对各个环节资金的使用进行科学计算、合理分配。

其次，随着生活垃圾分类的步伐加快，对于资金需求的增多。因此，要衡量

成本投入的比重，尤其在设备购置方面。请专门人员进行计算，加强核算，控制

成本，提高使用率。

最后，资金使用的监督也是至关重要的。从资金的投入到资金的使用，进行

全过程的监督，监督设备的购置以及资金的去向，避免出现资金使用效率不高或

者被挪用的现象。将责任考核纳入考核范围，强化责任管理。

5.3.3 建立完善的终端分类处理机制

J 市要制定出政策措施，促进改善城市市容市貌。政府部门在有关法律法规

的基础上，要根据自身城市发展水平以及地区繁华程度，制定出不同的标准。在

政策方面，要对垃圾终端处理的具体要求做出规定，规范其分类处理时的行为；

而且，还可以制定奖惩措施，引导相关单位谨慎工作。

垃圾分类处理各个环节都需要建立健全垃圾分类监督机制，包括居民监督、

社区监督、政府部门监督等。另外，尤其要规范环保部门的行为，规范其垃圾处

理过程，尤其是垃圾终端处理过程。要将资金投入到技术研发和高科技设备的采

购上，对于终端处理来说，重点是要将处理不同种类的垃圾车进行分类采购，在

处理时能够分类压缩，或者使用其他处理手段进行分类处理。

无论是在政策、监督方面，还是资金投入方面，都要严格执行工作规范，形

成管控共存的长效工作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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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4 加大垃圾源头减量化宣传

第一，制定鼓励政策，引导各行各业从源头上减少垃圾，节约资源。从生产

厂家的角度来说，要采用可降解的”绿色“材料进行包装，比如说用纸袋来包装；

从消费者的角度来说，尽量减少塑料袋的使用，可以使用布袋。或者用塑料袋来

作为可以循环使用的手提袋，减少一次性使用塑料袋的产生；从办公场所的角度

来说，对于纸张的使用要充分；从农贸市场的角度来说，相关单位要制定蔬菜清

洁度标准，减少有机垃圾的产生。

第二，通过各种线下的形式加强宣传，增强居民垃圾分类、垃圾源头减量化

的意识。比如通过技术支持，设计一种带有背景墙的垃圾桶，这种背景墙上可以

播放视频，播放关于垃圾分类的标准、如何减少垃圾产生量等有关视频。还可以

通过举办“生活垃圾分类”、“垃圾源头减量化”的科普展或者是画板报的形式

来加强宣传。

第三，通过电视、广播等丰富的媒介来进行线上宣传。对于减少生活垃圾的

产生量、分类标准以及回收利用等都应当进行重点宣传，使全社会形成一种“节

约节俭、主动分类”的浓厚的社会氛围。



兰州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J市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绩效审计评价指标构建研究

47

6 研究结论与展望

6.1 研究结论

随着经济的发展，环境污染越来越严重，且需长期采取措施进行治理。垃圾

是一种“错位”的资源，因此垃圾分类工作很重要，这也是我们进行回收利用的

前提，只有分类收集了，才能更好的进行循环利用。从我国整体的角度来看，我

国垃圾分类工作处于初期建设阶段，无论是政策措施，还是设备建设等工作，都

需要不断做出努力。这不仅仅是政府的责任，也是全国人民应尽的义务。

指标的设立对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绩效审计是非常重要的。垃圾分类主要涉及

到四个环节，第一个环节是居民居家垃圾分类，第二个环节是社区分类投放，第

三个环节是社区分类运输，第四个环节是终端分类处理。指标的设置要深度结合

这四个环节，体现这四个环节的特点，为开展绩效审计工作做好前提和保障。

本文以绿色经济理论为导向，结合 PSR 模型从经济效益、社会效益、能源效

益、环境效益四个层面进行评价体系的构建。运用层次分析法进行指标权重的确

定，同时运用模糊综合评价法，全面清晰地反映环境的质量，客观地评价开展的

治理措施。垃圾分类的开展确实给环境带来了很大的积极影响，主要是因为在政

策上、中间环节的分类运输上等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成果。但是从指标的得分上，

也发现有几方面的问题还是需要改进的，从而为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绩效审计工作

的开展提供新思路。

6.2 展望

首先，城市生活垃圾分类项目是需要政府带动实施的一个项目，政府需要投

入人力、物力、财力，比如需要依靠财政资金的投入来进行项目的推动以及各个

具体环节的实施。然而我国城市人口众多，需要从其他主体的角度来思考问题，

因为仅仅依靠政府的财政专项支出是远远不够的，这只是提供了一部分的资金支

持,还可以争取省级资金补助；可以以此为主线，加大政府对垃圾处理企业的政

策支持力度。采用高新技术手段支持垃圾分类的推广和实施；加强宣传力度，扩

大宣传角度和范围，使居民参与其中，互相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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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从理论研究的角度来说，目前关于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绩效审计的研究

还是比较少的。涉及到的研究主要是关于垃圾焚烧发电、专项资金以及飞灰的研

究，可能更加偏向于经济效益以及垃圾资源化利用的手段。对于全面的绩效审计

还是比较欠缺的，也就是说对于此方面的研究还是很有意义和必要性的。在不断

的研究和发展中，构建一套普遍适合的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绩效审计指标评价体系

还是很具有价值的，因为指标的选取直接关系到绩效审计的结果，尤其要注意指

标的全面性和相关性。本文虽然关注到了效益的全面研究，但是在指标的构建上

也只是初步的探索，还存在很多的不足，望以后可以在更多学者的研究之上不断

地进行丰富。无论是在理论方面，还是在实务中，都要不断地学习和借鉴；重视

体系的构建，加强人才的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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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 记

行文至此，落笔为终。始于 2018年金秋，终于 2021年盛夏，三年的研究生

生涯皆是回忆。在这座充满历史厚重感的老校中，我曾因生活而感到过无助，也

曾因学习而感到过迷茫。但我也坚定地相信，经过奋斗的青春终会有沉甸甸的收

获，仍要心怀感恩。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首先我要感谢我的导师，无论是生活还是学习，您都

给予了我很大的帮助。毕业论文的写作是困难的，是需要一步步的、扎实的完成

的。饮其流时思起源，成吾学师，学生深感遇良师之不易，在您身上学到的优良

品质都将是我一生的财富。

父母之爱子，则为之计深远。感谢父母在我困难时的扶持，这也是我能够一

直在曲折中前进的动力。父母之恩，无以回报，惟有不断的努力，成为您们的骄

傲。

平生感知己，方寸岂悠悠。感谢来自天南地北的同窗们，谢谢你们在学习上

给予的鼓励与支持，在生活上给予的帮助和开导。

韶光夏逝，终有别时，言辞有尽，感谢相遇!

祝福吾师，身体健康!

祝福吾友，前程似锦!

祝福吾校，孕育英才!



兰州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J市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绩效审计评价指标构建研究

55

附件 1

J 市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绩效评价指标体系调査问卷表

尊敬的先生/女士:

您好！非常感谢填写本问卷。请您根据实际情况和工作经验，对下面影响 J

市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绩效相关指标的重要程度进行两两比较并打分。评分标准如

表 1。

您所在的单位________ ，您所在的部门________ ，您所从事的业务_______ 。

表 1 标度值含义表

标度 含义 含义（aij）

1 同样重要 具有同样重要性

3 稍微重要 i因素比 j因素稍微重要

5 明显重要 i因素比 j因素明显重要

7 强烈重要 i因素比 j因素强烈重要

9 极端重要 i因素比 j因素极端重要

2，4，6，8 相邻标度中值 上述两相邻判断的中值

1、您认为在 J市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绩效影响指标中两两比较，以下指标的重要

性：

1 2 3 4 5 6 7 8 9

压力指标/状态指标 ○ ○ ○ ○ ○ ○ ○ ○ ○

压力指标/响应指标 ○ ○ ○ ○ ○ ○ ○ ○ ○

响应指标/状态指标 ○ ○ ○ ○ ○ ○ ○ ○ ○

2、您认为在压力指标中进行两两比较，以下指标的重要性：

1 2 3 4 5 6 7 8 9

项目完成任务率/资金拨付手续完备情况 ○ ○ ○ ○ ○ ○ ○ ○ ○

项目完成任务率/环保年度计划落实率 ○ ○ ○ ○ ○ ○ ○ ○ ○

项目完成任务率/项目投资资金使用率 ○ ○ ○ ○ ○ ○ ○ ○ ○

项目完成任务率/人均生活垃圾排放量 ○ ○ ○ ○ ○ ○ ○ ○ ○

人均生活垃圾排放量/项目投资资金使用率 ○ ○ ○ ○ ○ ○ ○ ○ ○

人均生活垃圾排放量/环保年度计划落实率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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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4 5 6 7 8 9

项目投资资金使用率/环保年度计划落实率 ○ ○ ○ ○ ○ ○ ○ ○ ○

项目投资资金使用率/资金拨付手续完备情况 ○ ○ ○ ○ ○ ○ ○ ○ ○

环保年度计划落实率/资金拨付手续完备情况 ○ ○ ○ ○ ○ ○ ○ ○ ○

3、您认为在状态指标中进行两两比较，以下指标的重要性：

1 2 3 4 5 6 7 8 9

资金到位率/垃圾分类投资占 GDP 的比重 ○ ○ ○ ○ ○ ○ ○ ○ ○

资金到位率/垃圾分类政策有效程度 ○ ○ ○ ○ ○ ○ ○ ○ ○

资金到位率/垃圾分类政策落实率 ○ ○ ○ ○ ○ ○ ○ ○ ○

资金到位率/居民环保满意度 ○ ○ ○ ○ ○ ○ ○ ○ ○

资金到位率/空气质量优良率 ○ ○ ○ ○ ○ ○ ○ ○ ○

资金到位率/回收再利用率 ○ ○ ○ ○ ○ ○ ○ ○ ○

空气质量优良率/垃圾分类投资占 GDP 的比重 ○ ○ ○ ○ ○ ○ ○ ○ ○

空气质量优良率/回收再利用率 ○ ○ ○ ○ ○ ○ ○ ○ ○

空气质量优良率/垃圾分类政策落实率 ○ ○ ○ ○ ○ ○ ○ ○ ○

空气质量优良率/垃圾分类政策有效程度 ○ ○ ○ ○ ○ ○ ○ ○ ○

垃圾分类投资占 GDP 的比重/居民环保满意度 ○ ○ ○ ○ ○ ○ ○ ○ ○

垃圾分类投资占 GDP 的比重/回收再利用率 ○ ○ ○ ○ ○ ○ ○ ○ ○

垃圾分类投资占 GDP 的比重/垃圾分类政策落实率

○ ○ ○ ○ ○ ○ ○ ○ ○

垃圾分类投资占 GDP 比重/垃圾分类政策有效程度

○ ○ ○ ○ ○ ○ ○ ○ ○

居民环保满意度/回收再利用率 ○ ○ ○ ○ ○ ○ ○ ○ ○

居民环保满意度/垃圾分类政策落实率 ○ ○ ○ ○ ○ ○ ○ ○ ○

居民环保满意度/垃圾分类政策有效程度 ○ ○ ○ ○ ○ ○ ○ ○ ○

回收再利用率/垃圾分类政策落实率 ○ ○ ○ ○ ○ ○ ○ ○ ○

回收再利用率/垃圾分类政策有效程度 ○ ○ ○ ○ ○ ○ ○ ○ ○

垃圾分类政策落实率/垃圾分类政策有效程度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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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您认为在响应指标中进行两两比较，以下指标的重要性：

1 2 3 4 5 6 7 8 9

生活垃圾分类运输率/垃圾处理厂个数 ○ ○ ○ ○ ○ ○ ○ ○ ○

生活垃圾分类运输率/资金使用率 ○ ○ ○ ○ ○ ○ ○ ○ ○

生活垃圾分类运输率/专业环保设施投放率 ○ ○ ○ ○ ○ ○ ○ ○ ○

生活垃圾分类运输率/生活垃圾分类的普及程度

○ ○ ○ ○ ○ ○ ○ ○ ○

生活垃圾分类运输率/项目综合社会贡献 ○ ○ ○ ○ ○ ○ ○ ○ ○

生活垃圾分类运输率/垃圾分类投放达标率 ○ ○ ○ ○ ○ ○ ○ ○ ○

生活垃圾分类运输率/垃圾终端分类处理率 ○ ○ ○ ○ ○ ○ ○ ○ ○

生活垃圾分类运输率/垃圾焚烧发电率 ○ ○ ○ ○ ○ ○ ○ ○ ○

生活垃圾分类运输率/垃圾堆肥率 ○ ○ ○ ○ ○ ○ ○ ○ ○

生活垃圾分类运输率/飞灰资源化处理利用率 ○ ○ ○ ○ ○ ○ ○ ○ ○

生活垃圾分类运输率/炉渣资源化利用率 ○ ○ ○ ○ ○ ○ ○ ○ ○

专业环保设施投放率/垃圾分类投放达标率 ○ ○ ○ ○ ○ ○ ○ ○ ○

专业环保设施投放率/垃圾终端分类处理率 ○ ○ ○ ○ ○ ○ ○ ○ ○

专业环保设施投放率/项目综合社会贡献 ○ ○ ○ ○ ○ ○ ○ ○ ○

专业环保设施投放率/垃圾处理厂个数 ○ ○ ○ ○ ○ ○ ○ ○ ○

专业环保设施投放率/项目建设与国家方针符合度

○ ○ ○ ○ ○ ○ ○ ○ ○

专业环保设施投放率/资金使用率 ○ ○ ○ ○ ○ ○ ○ ○ ○

专业环保设施投放率/生活垃圾分类的普及程度

○ ○ ○ ○ ○ ○ ○ ○ ○

专业环保设施投放率/垃圾焚烧发电率 ○ ○ ○ ○ ○ ○ ○ ○ ○

专业环保设施投放率/垃圾堆肥率 ○ ○ ○ ○ ○ ○ ○ ○ ○

专业环保设施投放率/飞灰资源化处理利用率 ○ ○ ○ ○ ○ ○ ○ ○ ○

专业环保设施投放率/炉渣资源化利用率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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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4 5 6 7 8 9

垃圾分类投放达标率/项目综合社会贡献 ○ ○ ○ ○ ○ ○ ○ ○ ○

垃圾分类投放达标率/垃圾处理厂个数 ○ ○ ○ ○ ○ ○ ○ ○ ○

垃圾分类投放达标率/资金使用率 ○ ○ ○ ○ ○ ○ ○ ○ ○

垃圾分类投放达标率/生活垃圾分类的普及程度

○ ○ ○ ○ ○ ○ ○ ○ ○

垃圾分类投放达标率/垃圾焚烧发电率 ○ ○ ○ ○ ○ ○ ○ ○ ○

垃圾分类投放达标率/垃圾堆肥率 ○ ○ ○ ○ ○ ○ ○ ○ ○

垃圾分类投放达标率/飞灰资源化处理利用率 ○ ○ ○ ○ ○ ○ ○ ○ ○

垃圾分类投放达标率/炉渣资源化利用率 ○ ○ ○ ○ ○ ○ ○ ○ ○

垃圾终端分类处理率/项目综合社会贡献 ○ ○ ○ ○ ○ ○ ○ ○ ○

垃圾终端分类处理率/垃圾处理厂个数 ○ ○ ○ ○ ○ ○ ○ ○ ○

垃圾终端分类处理率/项目建设与国家方针符合度

○ ○ ○ ○ ○ ○ ○ ○ ○

垃圾终端分类处理率/资金使用率 ○ ○ ○ ○ ○ ○ ○ ○ ○

垃圾终端分类处理率/生活垃圾分类的普及程度

○ ○ ○ ○ ○ ○ ○ ○ ○

垃圾终端分类处理率/垃圾焚烧发电率 ○ ○ ○ ○ ○ ○ ○ ○ ○

垃圾终端分类处理率/垃圾堆肥率 ○ ○ ○ ○ ○ ○ ○ ○ ○

垃圾终端分类处理率/炉渣资源化利用率 ○ ○ ○ ○ ○ ○ ○ ○ ○

项目综合社会贡献/垃圾处理厂个数 ○ ○ ○ ○ ○ ○ ○ ○ ○

项目综合社会贡献/项目建设与国家方针符合度

○ ○ ○ ○ ○ ○ ○ ○ ○

项目综合社会贡献/资金使用率 ○ ○ ○ ○ ○ ○ ○ ○ ○

项目综合社会贡献/生活垃圾分类的普及程度 ○ ○ ○ ○ ○ ○ ○ ○ ○

项目综合社会贡献/垃圾焚烧发电率 ○ ○ ○ ○ ○ ○ ○ ○ ○

项目综合社会贡献/垃圾堆肥率 ○ ○ ○ ○ ○ ○ ○ ○ ○

项目综合社会贡献/飞灰资源化处理利用率 ○ ○ ○ ○ ○ ○ ○ ○ ○

项目综合社会贡献/炉渣资源化利用率 ○ ○ ○ ○ ○ ○ ○ ○ ○

垃圾处理厂个数/项目建设与国家方针符合度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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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4 5 6 7 8 9

垃圾处理厂个数/资金使用率 ○ ○ ○ ○ ○ ○ ○ ○ ○

垃圾处理厂个数/生活垃圾分类的普及程度 ○ ○ ○ ○ ○ ○ ○ ○ ○

垃圾处理厂个数/垃圾焚烧发电率 ○ ○ ○ ○ ○ ○ ○ ○ ○

垃圾处理厂个数/垃圾堆肥率 ○ ○ ○ ○ ○ ○ ○ ○ ○

垃圾处理厂个数/飞灰资源化处理利用率 ○ ○ ○ ○ ○ ○ ○ ○ ○

垃圾处理厂个数/炉渣资源化利用率 ○ ○ ○ ○ ○ ○ ○ ○ ○

项目建设与国家方针符合度/资金使用率 ○ ○ ○ ○ ○ ○ ○ ○ ○

项目建设与国家方针符合度/生活垃圾分类的普及程度

○ ○ ○ ○ ○ ○ ○ ○ ○

项目建设与国家方针符合度/垃圾焚烧发电率 ○ ○ ○ ○ ○ ○ ○ ○ ○

项目建设与国家方针符合度/垃圾堆肥率 ○ ○ ○ ○ ○ ○ ○ ○ ○

项目建设与国家方针符合度/飞灰资源化处理利用率

○ ○ ○ ○ ○ ○ ○ ○ ○

项目建设与国家方针符合度/炉渣资源化利用率

○ ○ ○ ○ ○ ○ ○ ○ ○

资金使用率/生活垃圾分类的普及程度 ○ ○ ○ ○ ○ ○ ○ ○ ○

资金使用率/垃圾焚烧发电率 ○ ○ ○ ○ ○ ○ ○ ○ ○

资金使用率/垃圾堆肥率 ○ ○ ○ ○ ○ ○ ○ ○ ○

资金使用率/炉渣资源化利用率 ○ ○ ○ ○ ○ ○ ○ ○ ○

生活垃圾分类普及程度/垃圾焚烧发电率 ○ ○ ○ ○ ○ ○ ○ ○ ○

生活垃圾分类普及程度/垃圾堆肥率 ○ ○ ○ ○ ○ ○ ○ ○ ○

生活垃圾分类普及程度/飞灰资源化处理利用率

○ ○ ○ ○ ○ ○ ○ ○ ○

生活垃圾分类普及程度/炉渣资源化利用率 ○ ○ ○ ○ ○ ○ ○ ○ ○

垃圾焚烧发电率/垃圾堆肥率 ○ ○ ○ ○ ○ ○ ○ ○ ○

垃圾堆肥率/飞灰资源化处理利用率 ○ ○ ○ ○ ○ ○ ○ ○ ○

垃圾堆肥率/炉渣资源化利用率 ○ ○ ○ ○ ○ ○ ○ ○ ○

飞灰资源化处理利用率/炉渣资源化利用率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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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绩效指标定级打分调查表

尊敬的老师：

您好！请您对下面影响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绩效相关的指标目前实施状况进行

定级和打分，优[100-80)、良[80-60)、及格[60-0)、差[0)。

表 1 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绩效指标定级打分调查表

测评人 姓名： 单位：

测评对象

NO 评测指标 评测指标说明 评价

1 项目完成任务率

2 资金拨付手续完备情况

3 环保年度计划落实率

4 项目投资资金使用率

5 人均生活垃圾排放量

6 垃圾分类投资占 GDP 的比重

7 资金到位率

8 垃圾分类政策有效程度

9 垃圾分类政策落实率

10 居民环保满意度

11 空气质量优良率

12 回收再利用率

13 垃圾处理厂个数

14 资金使用率

15 专业环保设施投放率

16 项目建设与国家方针符合度

17 生活垃圾分类的普及程度

18 项目综合社会贡献

19 生活垃圾分类运输率

20 垃圾分类投放达标率

21 垃圾终端分类处理率

22 垃圾焚烧发电率

23 垃圾堆肥率

24 飞灰资源化处理利用率

25 炉渣资源化利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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