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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改革开放 30多年以来，我国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生态环境问题也越来越严重，逐渐恶化的生态环境损害了人们的身体健康，阻碍了社会发展。
频繁的沙尘暴、雾霾等自然灾害警告我们破坏环境的严重性，导致我国的环境保护意识不断提升。 为了积极应对生态环境污染严重、空气质量差等问
题，我国提出了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 在进一步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过程中，确立了生态建设的目标，且过渡到生态文明建设，党的十八大提出
的“五位一体”的格局中，生态文明建设已被纳入其中，充分体现了生态文明建设对我国可持续发展的重大影响。 本文针对我国政府绩效评估所面临
的生态困境，力求完善生态文明背景下的政府绩效评估体系，这也将符合科学发展观的内在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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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绩效评估开始于 ２０ 世纪初，西方一些发达国家为了提高行政
效率，完善政府的管理水平，来更好地服务社会，将管理学中的绩效评估
作为一种手段来评估政府的日常管理作业。 伴随着全球信息时代的到
来，政府绩效评估在全世界发展，我国也开始了深入学习和探究。 然而，
目前我国政府绩效评估还处于初步发展阶段，政府绩效评估体系中还存
在很多缺陷。

一、我国政府绩效评估中的生态困境

（一）政府绩效评估价值取向扭曲
在我国经济飞速发展的时代，政府逐渐重视经济利益，多数地方政

府都把政府绩效评估的标准设置为经济指数。 而考察领导工作，评判地

方经济发展状况则是 ＧＤＰ 的增长速度。 在这种情形下，领导干部过于
追求 ＧＤＰ的增长，不遵循自然规律，破坏道德规范，不断发掘土地，拍卖
公家土地，构建形象工程，引入危险化学项目等，导致了资源浪费、生态
污染等后果。 政府过多关注经济利益，忽略了资源利用率、资源消耗程
度、环境效益以及社会效益等评估指标，大力阻碍了我国的可持续发展。
即使能在短期内取得经济成就，在生态污染问题上却是遗患无穷。

（二）政府生态服务职能单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决定了我国政府的主要职能是提供社

会服务，依据社会发展状况以及公众的需求，与此同时，当前西方国家行
政改革的方向从新公共管理往新公共服务变化，还要求政府采取更多的
服务职能。 而现阶段我国政府生态服务职能只具备部分职能和特殊职
能。 政府所承担的角色只是传统管理者、监督者和执法者。 政府生态服
务职能只有完成从“监管”到“服务”的转变，才能使政府生态服务职能
在落实可持续发展的过程中成为最完善，最重要的一个职能。

（三）政府绩效评估指标体系设置难度高
指标体系是否设置合理，关乎到生态性能评估是否能够真正实现。

科学合理的指标体系往往由两方面所决定：其一为科学性评估指标的内
容；其二为科学性评估指标的权重。 而政府生态绩效评估不管是在内容
还是权重上说，各个地域相差甚远。 这是由于不同地域的自然环境、经
济发展程度、生态建设侧重点以及防范和整治环境污染等等方面不尽相
同。 因此，每个地区不能引用相同的标准评估。 目前在一般的方法是省
政府发布相关评估和指标体系的意见，然后由下级政府参考这方面的指
标体系，然后向上级政府批准报告。

二、完善我国政府生态绩效评估的对策

（一）转变政府唯 ＧＤＰ绩效管理观念
转变政府绩效管理侧重于经济效益的现状，需要增强环境意识和环

境价值，以“生态优先”作为生态政府协助 ＧＤＰ 的根本价值取向，经济发
展的同时不要忘记生态保护。 提倡生态服务的观念，设立领导干部的环
境绩效考核制，通过对环境部门公务员的绩效考核，推动政府绩效，用
“生态环境管理”设为政府的基本功能。 以科学发展观作为指导思想，把
“综合协调”和“可持续发展”设为政府绩效管理的核心价值观念。 树立
正确的政绩观不应只是片面强调经济发展，无视生态环境保护，而是重
视经济、环境、资源、人口协调与可持续发展。

（二）加强政府生态服务职能整合
政府生态服务职能的实现需要强有力的组织保证。 因此要整合职

能，形成系统的组织体系。 当前我国生态管理部门分割严重，政府部门
在生态意识、生态责任和生态保护行为并非完全一致的步伐，使政府部
门在参与环境保护的过程中，需要构建生态环境总体服务的职能，建立
足够的决策参与权，环境执法管理系统。 同时，还应该建立环境保护部
门实现独一无二的垂直领导或跨层次的环境监督，使当地环境保护部门
拥有相对自主的环境管理和监督权力。

（三）建立科学绿色的政府绩效评估指标体系
绩效管理准则决定绩效管理的指标，它是绩效标准的介质和外在体

现，表示政府活动在一个设定的方面的标准化。 在绩效管理的流程中，
评估指标是手段，没有指标难以被评估。 因而，政府部门绩效管理的前
提条件是设计评估指标。 政府绩效评估体系中对经济与环境的评估指
标侧重性不同，重视经济、轻视环保的问题产生很久，这也是政府怠忽生
态环境治理的主要缘由。 依据科学发展观的需要，转变唯 ＧＤＰ 的发展
理念，把生态绩效评估指标客观、完整地归入绩效评估系统，并给出其更
大的考核比重，让整个指标系统更准确地映射出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间
的交互关系。 与此同时，根据不同的地区设立分类分级评价指标体系。
在生态性能分区的条件下，根据不同的区域特性，依照分类分级的指标
体系实施考核。 如生态旅游区、生态林区的评价指标中 ＧＤＰ 增长考核
应适当减少，加大生态性能建设和生态保护功效方面的考核，实现因势
利导，体现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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