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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从政府债务带来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和可持续性效益等方面入手，并考虑风险与效益

互相作用，构建了地方政府债务绿色绩效评价的联立方程模型，它具有可识别性和较好的实际可操作性，

对地方政府性债务的评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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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article starts with the economic benefits, social benefits, ecological benefits and sustainability 
benefits brought by government debt, and considers the interaction of risks and benefits, and 
constructs a simultaneous equation model for the green performance evaluation of local govern-
ment debt. It is identifiable and practical, and it has certain practical significance for the evalua-
tion of local government deb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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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1994 年分税制改革后，地方政府的财力削弱了，但依然承担大量公共事务支出，因此，地方政府低

收入与高支出的矛盾较为突出。尤其是在 2008 年后，政府对基础设施的投入加大，地方政府负债规模随

之急剧膨胀，2012 年达到 15 万多亿元，2014 年 24 万亿元。 
“十三五”规划提出“坚持绿色发展、着力改善生态环境”和“坚持共享发展、着力增进人民福祉”，

要求“全面节约和高效利用资源”，在此背景下，对地方政府性债务进行绿色绩效评价，就有一定的现

实意义。绿色绩效是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及可持续效益的有机统一。 

2. 国内外研究现状 

早在 20 世纪 30 年代，凯恩斯、汉森等专家基本达成政府债务是有益于经济增长这样的共识。Brixi 
(1998) [1]认为地方政府通过负债，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可以增加当地居民就业机会和提高他们收入水平，

较好促进地方经济发展。 
对政府债务绩效评价的方法主要是构建指标。1997 年福林提出从经济性、效率性、效果性、公平性

四方面评价的“4E”评价法；宓燕(2006) [2]从经济水平和产业结构调整、科技进步、人口素质提高及居

民生活水平等角度构建指标评价地方政府债务绩效；金荣学(2013) [3]在“4E”理论和投入产出理论的基

础上，构建投入类指标、过程类指标、结果类指标和外部效应类指标体系，运用递进平均法探讨地方政

府债务绩效考核标准值。 
也有学者对政府绿色绩效进行了相关研究，如史莉芳、闫珍(2014) [4]在博弈的视角下，找出了地方

政府绿色绩效评估存在的一些问题、分析了其原因及提出了相应的完善路径。韩增华(2010) [5]借鉴新绩

效预算的理念，研究了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监控与管理绩效相结合的途径。 
考虑政府债务的绿色绩效，王丹宇、吴永住(2006) [6]等在传统“4E”目标基础上，增加环境性目标，

也就是加强了环境自然的有效利用、生态环境的保护、政府投资产生的利润分配对社会秩序的影响，从

另外一个角度强调了政府债务的社会效益与生态效益。 
现有文献主要是构建指标静态分析，少有从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与效益相互作用的模型进行分析。 

3. 绿色绩效评价结构模型 

3.1. 指标选取 

“4E”评价法是从经济性、效率性、效果性、公平性四方面评价，考虑可操作性，本文选取经济性、

效率性、效果性的替代指标，从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和可持续性效益等方面考虑，即经济效

益从地方政府促进经济发展水平、产业升级和技术创新和居民生活水平等指标入手；社会效益考虑就业

保障；生态效益考虑自然资源的利用效率情况，或单位产值的排污情况；可持续性效益考虑地方政府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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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风险(主要是信用风险和对环境、社会公平性影响的风险)与效益相互作用下，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

态效益可持续向好；公平性方面考虑政府投资产生的利润分配情况。 
地方政府促进经济发展水平，可用地方人均 GDP，或经济增长率指标；产业升级和技术创新选创新

和产业升级产出对工业产值的占比；居民生活水平选人均可支配收入与物价水平的比；就业保障选当地

就业增长率；自然环境高效利用与保护可选择单位资源产出增长，或单位产值的排污减少；政府投资产

生的利润分配情况可选当地中等收入人群占比。 
在这里，信用风险主要是违约风险，操作风险主要是对环境、社会的影响。地方政府必定是在债务

风险可控的情况下，追求效益最大；因此，在模型中本文选取信用风险指标和操作风险指标，并认为地

方政府性债务风险与效益相互作用，效益增加会增加抗御风险的能力；从而，使经济、社会、生态可持

续较好发展。 

3.2. 结构模型 

由地方政府负债形成的投资项目，在它通过后的整体评估，应该由结构模型展现风险与效益相互作

用下的地方政府债务绿色绩效。此时的信用风险和操作风险只考虑结构内部的作用。本文模型均采用线

性或可线性化的回归模型，旨在作初步探索，为进一步研究积累经验。 
设置变量如下： 
t 时期当地人均 GDP 或经济增长率：X1,t (若采用人均 GDP，方程式中对 X1,t取对数，以减少因个别

变量太大而带来误差)； 
t 时期当地创新和产业升级产值对工业产值占比：X2,t； 
t 时期当地人均可支配收入与物价水平的比：X3,t； 
t 时期当地中等收入家庭占比：X4,t； 
t 时期当地单位资源产出或单位产出的排污量：X5,t (方程式中对 X5,t取对数，以减少因个别变量太大

而带来误差)； 
t 时期当地生态环境修复投入占 GDP 比重：X6,t； 
t 时期当地就业增长率：X7,t； 
t 时期当地政府债务信用风险：X8,t； 
t 时期当地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率：X9,t； 
t 时期城市污水处理率：X10,t，生活垃圾无公害化处理率：X11,t， 
t 时期森林覆盖率：X12,t，环境污染治理投资占 GDP 比重：X13,t 

t 时期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X14,t，污水再生利用率：X15,t； 

t 时期当地政府债务经济效益：Y1,t； 
t 时期当地政府债务社会效益：Y2,t； 
t 时期当地政府债务生态效益：Y3,t； 
t 时期当地政府债务可持续性效益：Y4,t； 
t 时期当地政府债务绿色总绩效：Zt。 
1) 经济效益 Y1,t的确定。经济效益主要体现在地方人均 GDP (或经济增长率)和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

率指标上，因此，建立如下简单关系： 

1, 1 1, 2 9,lnt t tY p X p X= + , 

其中 p1、p2为权重，由专家确定。 
地方人均 GDP 或经济增长率 X1,t，我们简化地认为仅由投资和消费决定。而投资，在我国现阶段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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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是由政府负债推动，地方政府的债务增量又很大程度上由其信用风险和生态环境承受力影响。因此，

我们简化构建地方政府人均 GDP 与信用风险 X8,t、生态环境修复投入占 GDP 比重 X6,t、人均可支配收入

与物价水平的比 X3,t的关系如下： 

1, 0 1 3, 2 6, 3 8, 1,ln t t t t tX a a X a X a X µ= + + + +  

因此，可以建立经济效益 Y1,t与信用风险 X8,t、生态环境修复投入占 GDP 比重 X6,t、人均可支配收入、

物价水平的比 X3,t和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率 X9,t的关系如下： 

( )1, 1 0 1 3, 2 6, 3 8, 1, 2 9,t t t t t tY p a a X a X a X p Xµ= + + + + +  

2) 社会效益 Y2,t的确定。社会效益主要体现在公平性和失业率的减少指标。 

2, 3 10, 4 11,lnt t tY p X p X= + , 

其中 p3、p4为权重，由专家确定。 
当地中等收入家庭占比可以一定程度上反映公平性；失业率的减少，这里用当地就业增长率表示。

具体模型如下： 

2, 0 1 4, 2 7, 2,t t t tY b b X b X µ= + + +  

3) 生态效益 Y3,t 的确定。生态效益主要体现在当地单位资源产出或单位产出的排污量和生态环境修

复投入占 GDP 比重指标。 

3, 5 12, 6 13,lnt t tY p X p X= + , 

其中 p5、p6为权重，由专家确定。 
当地单位资源产出或单位产出的排污量，本文用单位产出的排污量指标。具体回归模型如下： 

3, 0 1 5, 2 6, 3,lnt t t tY c c X c X µ= + + +  

4) 可持续性效益 Y4,t 的确定。债务的信用风险、生态环境的修复能力都会影响到可持续性效益 Y4,t

的确定。 

4, 7 14, 8 155,lnt t tY p X p X= + , 

其中 p7、p8为权重，由专家确定。 
对于信用风险，为了简单化，认为信用风险仅由资产当地人均 GDP、未来前景和利润；而人均可支

配收入与物价水平的比，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人们能承受税收情况决定。于是，具体模型如下： 

4, 0 1 1, 2 2, 3 3, 4 6, 1,lnt t t t t tY d d X d X d X d X µ= + + + + +  

5) 当地政府债务绿色总绩效 Zt的确定。地方政府债务绿色总绩效 Zt可以由下面式子计算出来。 

1 1, 2 2, 3 3, 4 4,t t t t tZ f Y f Y f Y f Y= + + +  

这个式子为确定等式，其中 fi为权重，由专家事先确定。 
我们把上述式子写成联立方程模型，就有： 

( )1, 1 0 1 3, 2 6, 3 8, 1, 2 9,

2, 0 1 4, 2 7, 2,

3, 0 1 5, 2 6, 3,

4, 0 1 1, 2 2, 3 3, 4 6, 1,

1 1, 2 2, 3 3, 4 4,

ln
ln

t t t t t t

t t t t

t t t t

t t t t t t

t t t t t

Y p a a X a X a X p X

Y b b X b X
Y c c X c X
Y d d X d X d X d X
Z f Y f Y f Y f Y

µ

µ

µ

µ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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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语 

本文构建了地方政府债务绿色绩效评价的联立模型，方程 1 确定经济效益 Y1,t，方程 2 确定社会效益

Y2,t，方程 3 确定生态效益 Y3,t，方程 4 确定可持续性效益 Y4,t，在此基础上，方程 5 根据专家设定的权重

计算出当地政府债务绿色总绩效 Zt。这一联立模型充分考虑了经济性、效率性、公平性和生态环境影响，

并在风险与效益互相作用下动态分析可持续发展。可以说模型有一定的创新，我们可以通过它进行地方

政府债务绿色绩效的纵向和横向比较。 
这一模型是初步的探索，它是粗糙的且仅线性回归形式，更好的模型有待于进一步的探索，在今后

的研究中，应从非线性形式上做更多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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