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健全公共财政体 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评价指标体系开展了研究，涵

盖城乡、省际等多个层面，研究涉及教育、医系、建立服务型政府的重要内容，是我国经济社

疗、就业、社会保障和基础设施等基本公共服务会健康平稳发展的重要政策目标。构建合理的评

[1-5]价指标体系是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重要前 领 域 ，而 环 境 基 本 公 共 服 务 领 域 则 研 究 较

提，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包括地区之间的均等化 少，在我国尚处于起步阶段。

以及城乡之间的均等化两个层面。众多学者对基 现阶段环境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研究主要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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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界定环境基本公共服务范围的基础上,从安全的饮用水、清洁的大气和城乡污水垃圾治理基础设施3个领

域构建了城乡环境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评估指标体系,并选取长春、贵阳、广州3个地区进行实证评估.结果表明,该指标

体系下,环境基本公共服务领域,城乡均等化水平由高到低依次是广州、长春和贵阳.所构建的指标体系可以对城乡环境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进行识别和定量评估,评估结果可识别区域内城乡环境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和关键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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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在环境基本公共服务范围、环境基本公共服务 提供或组织提供一定标准的（标准具有阶段性、

均等化面临的问题及推进均等化对策建议等方 动态性）、基础性的公共服务，使不分地域、不

面，这些研究为环境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定量研 分城乡、不分阶层的社会公众逐步享有基本的、

[6] [7] 在不同阶段具有不同标准的、最终大致均等的环究奠定了理论基础。林阳衍 ，乔巧 开展了环

境公共服务，基本实现环境质量有人监测，环境境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定量研究， 评估指标侧

破坏行为有人制止，环境污染及生态破坏有设施重于县级以上环境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情况，如

消除和恢复，环境事故有手段预防和处理，环境工业废水废气处理水平、城市环境基础设施建设

知情权得到维护。投资等，适用于各地区之间主要是省级之间的环

综合考虑我国环境基本公共服务现状、城乡境基本公共服务水平评估，农村地区指标涉及较

公共服务现状以及公众的环保诉求等方面，文章少，无法有效衡量城乡之间的环境基本公共服务

所说的城乡环境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指的是“由均等化水平。

政府提供的，在不同发展阶段，保障城市和乡村文章首先界定了所讨论的城乡环境基本公共

（镇）都能享有的、大致均等的环境公共服服务范畴，在此基础上对城乡环境基本公共服务

务”。这里所指的均等，并不是整齐划一、没有均等化评估指标体系进行了构建，采用变异系数

差别的绝对平等，而是指根据公众所处地域、个法对指标权重进行赋值，通过综合评价法对城乡

体需求等的差异，允许享受的环境基本公共服务环境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进行评分，并选取

存在部分差异，但在数量和质量上相对均等。典型城乡地区进行实证研究。

1.2　城乡环境基本公共服务范围
1　城乡环境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理论基础

不同学者对环境基本公共服务包含的范围
[9]1.1　城乡环境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概念 界定不同。卢洪友 认为环境基本公共服务的重

环境基本公共服务是一个不断发展的概念， 要领域包括以下方面：污水及垃圾等环境治理

不同国家以及同一国家的不同经济社会发展阶 服务、环境监测与评估服务、环境监管服务、

段，环境基本公共服务的含义不尽相同，国内相 环境应急服务、环境信息服务以及环境公共设
[8] [8]关研究较少。李红祥等 将环境基本公共服务定 施。李红祥等 则把环境基本公共服务分为环境

义为“由政府提供的，在一定发展阶段，保障公 基础性服务、基本民生性服务、环境安全性服
[7]众基本环境权益的最小范围、最低标准的公共服 务、环境信息性服务等四个方面。乔巧等 认为

[9]务”。卢洪友 认为环境基本公共服务是指“政 应把提供污水处理厂、垃圾处置场等环境基础

府一视同仁地为全体公民大致均等化提供、由全 设施服务、对环境质量的监测和评估服务和对

体公民大致均等化分享环境基本公共服务的一种 造成环境污染行为的监管服务作为现阶段推进
[7]制度安排”。乔巧等 将环境基本公共服务界定 我国环境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关键领域。

为“由政府主导提供的，保障社会公众享有的基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
[12]本的、在不同阶段具有不同标准的、最终以环境 个五年规划纲要》 提出“十二五”期间环境基

质量均等为目标的公共服务”。李克强总理在第 本公共服务的工作重点是“县县具备污水、垃
[10]七次全国环境保护大会上的讲话指出 “基本的 圾无害化处理能力和环境监测评估能力，保障

环境质量、不损害群众健康的环境质量是一种公 城乡饮水水源地安全”。

共产品，是一条底线，是政府应当提供的基本公 为了便于指标体系构建，结合已有的研究成

共服务”。 果，文章所探讨的城乡环境基本公共服务范围主

关于环境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含义，吴舜 要包括安全的饮用水、清洁的大气以及城乡污水
[11]泽等 认为是指政府利用公共权力或公共资源， 垃圾处理基础设施。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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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等化包含众多方面，完善的评估指标体系在理
2　指标体系构建和指标说明

论上较为复杂。基于评估效率和数据可得性与可

比性，拟选取部分指标进行体系构建。基于设定的2.1　指标体系构建

　　指标体系选择在遵循科学性、客观性、完整 城乡环境基本公共服务范围，对环境基本公共服务

性、有效性等普遍原则的同时，还应综合考虑数 均等化评估指标体系进行了初步构建，见表1。
[13]据的可得性、可比性 。城乡环境基本公共服务

表1　城乡环境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评估指标体系

水水源地无排污口、违法建设项目、网箱养殖等2.2　指标说明

不同阶段环境基本公共服务范围不同，基于 情况”、“是否发生饮用水水源地重大水环境污

文章对环境基本公共服务的定义，从安全的饮用 染事件的情况”构成。清洁的大气评估指标采用

水、清洁的大气和城乡环境污染治理基础设施 城乡大气监测点位密度来表示，以保障公众大气

3方面对城乡环境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评估指标 环境知情权。

体系进行了构建。每个系统指标下对应设置城乡 城乡环境污染治理基础设施服务是减轻污染

分项指标及评估因子。 危害、改善环境质量的重要前提，包括城乡污水

安全饮用水、清洁大气是不损害人体健康的 处理服务和垃圾处理服务，同时也是“十二五”

生态环境质量的重要方面，也是保障公民享有环 期间环境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重点推进内容，

境公共服务最基本的方面。考虑到城市和农村的 需予以重点考虑，本研究分别采用城乡污水处理

环境公共服务实际需求有所区别，将城乡水源地 水平及城乡垃圾处理水平指标进行评估。

安全指标的具体评估因子进行了差异化处理。城
3　城乡环境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实证评估

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安全程度由“饮用水水源

依据所构建的指标体系，对长春、贵阳、广地水质全分析监测是否每年进行一次”、“饮用

州3个地区2013年城乡环境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水源地无排污口、违法建设项目、网箱养殖等

水平进行评估和分析。情况”、“是否发生饮用水水源地重大水环境污

染事件的情况”、“城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水 3.1　数据来源及处理

3.1.1　数据来源　实证研究所采用数据包括国家质达标状况”四项评估因子评估。农村饮用水水

源地安全程度指标则由“是否完成了乡镇水源地 统计局数据、各市2013年环境状况公报、各市

的区划工作”、“是否进行定期监测”、“饮用 2013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各市环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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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网站数据。 地水质达标率得到分值A；②如饮用水水源地水

3.1.2　均等化水平公式　由于评估指标单位有所 质全分析监测每年进行一次的任务完成，则分数

差异，因此不适宜直接加和，需对指标进行处理 为：（①得分+5分×完成比例）；③如饮用水水

后计算.首先对各指标进行标准化，然后根据各 源地有排污口、违法建设项目、网箱养殖，则得
[14] 分为：（②得分+5分×不存在上述情况的饮用水指标权重进行加权综合为同一量纲指标 。在借

[5,9] 源地比例）；④2013年如发生过饮用水水源地重鉴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 ，采用综合评价法将

大水环境污染事件，发生1~3次，得分为：（③城乡环境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计算公式定义

得分-3分）；发生3次以上，得分为：（③得分为式（1）。
-5分）；没有发生不加分也不扣分。（1）

农村饮用水水源地安全指标计算：①以10分其中，f 为城乡环境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
为初始分值，若水源地区划工作未完成，该指标

平综合指数；x 表示城市单项指标得分；y 表示i i

得分为0，若完成，则得分为：（10分×水源地
农村单项指标得分；S 表示单项指标权重；n表i

区划完成比例）；②如饮用水水源地定期监测工
示单项指标项数。

作完成，则得分为：（①得分+5分×完成比
3.1.3　指标 权 重 确 定 　 为 减 少 人 为 主 观 因 素

例）；③如饮用水水源地有排污口、违法建设项
影响，指标权重采用客观赋值法。文章采用

目、网箱养殖，则得分为：（②得分+5分×不存
[15]变异系数法对各项指标权重进行赋值 ，采用公

在上述情况的饮用水源地比例）；④2013年如发
式（2）。

生过饮用水水源地重大水环境污染事件，发生

（2） 1~3次，得分为：（③得分-3分）；发生3次以

上，得分为：（③得分-5分）；没有发生则不加其中，S (x)表示权重系数；  表示标准差；i

分也不扣分。　表示第i项指标得分的算术平均值；n表示指标

（2）大气监测点位密度指标计算方法。直项数。

接以评估因子“大气监测点位/每万人口数”作    计算公式如（3）。

为得分，城乡计算方法一样。
（3）

（3）生活污水处理水平。直接以评估因子

3.1.4　单项指标得分计算方法 “污水处理量/污水产生量”作为得分，城乡计

（1）水源地安全指标计算方法。水源地安 算方法一样。

全指标中4项评估因子总分值确定为20分。采用 （4）生活垃圾处理水平。直接以评估因子

专家打分法，初始分值定为10分，两项加分项及 “垃圾处理量/垃圾产生量”作为得分，城乡计

一项减分项均定为5分，具体评分细则为： 算方法一样。

城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安全指标计算：① （5）各指标均等化指数计算，见表2。

以10分为初始分值，乘以城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

δi

x i

δi

x i

S i (x)= n/(∑      )i =1   

f =         
n

∑ y / x ×Si =1  i  i i

表2　城乡环境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比较（2013年）

单项指标均等化指数由农村得分与城市得分 综合指数指城乡环境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

比值表示，值越接近1表示城乡环境基本公共服 平，即公式（1）中f 综合指数的高低，并不能反

务均等化程度越高。 映环境基本公共服务水平的绝对高低，而是以该

δi = n 2
∑ (x -x )j=1  ij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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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以城市环境基本公共服务水平为基数，该地 位于东北老工业基地，经济增长方式主要依靠传

区农村环境基本公共服务水平的相对高低.即， 统的工业化模式，资源消耗高，污染物排放量

综合指数反映的是城乡环境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大，部分城市污染向农村转移，垃圾围村的现象

存在;长春农村地区污水处理能力特别是污水管程度;综合指数越接近1，表明该地区城乡环境基

网建设相对滞后；农业面源污染呈加重趋势，农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程度越高。

村水源地安全存在隐患；在推进城乡环境基本公3.2　实证研究结果与分析

共服务均等化进程中，长春亟需增加农村地区污从水源地安全均等化指数、大气监测均等化

水垃圾处理领域环境公共服务供给水平.贵阳位指数、污水处理水平均等化指数和垃圾处理水平

于中西部欠发达地区，可能存在环保投入经费不均等化指数四方面计算出贵阳、广州、长春3个

及发达工业城市的情况，均等化水平综合指数较地区2013年城乡环境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单

其它两个城市略微偏低，尤其是农村地区大气监项指标得分，根据变异系数法确定水源地安全、

测服务、污水处理服务领域的环境公共服务供给大气监测、污水处理水平和垃圾处理水平指标权

水平需进一步增强.广州位于东南沿海地区，是重依次为0.055、0.371、0.337、0.237，在此基础
我国重要的港口城市，经济化、工业化、城市化上，根据综合评价法计算出各城市城乡环境基本
水平较高，城乡环境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也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综合得分，结果可见表2分
较高;相对而言，污水处理领域环境公共服务水

值越接近1，代表所对应的环境基本公共服务指
平城乡差距较大，农村地区污水处理率较低;增

标均等化程度越高，城乡差距越小;反之，说明
加农村污水处理设施，提高农村污水处理率，是

城乡差距越大。
广州城乡环境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推进过程中的

从表2看出：①水源地安全指数，长春、贵
重要任务。

阳、广州都较高，表明水源地安全领域，3个地

区城乡环境服务均等化程度较高，农村地区投入 4　结论

力度较大，城乡差异较小；②大气监测指数，得
（1）  基于界定的城乡环境基本公共服务范

分较高的为广州，说明广州在大气监测领域城乡
围，对城乡环境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评估指标体

环境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差异较小，农村地区的大
系进行了构建，采用综合评分法，选取长春、贵

气环境监测服务水平较高，可以较好的保障农村 阳、广州3个地区2013年相关数据进行实证评
地区公众大气环境的知情权；③污水处理领域， 估。从城乡环境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综合指
长春、贵阳、广州均较低，得分最高的广州仅为 数来看，城乡均等化水平由高到低依次是广州、

0.451，说明农村地区污水处理能力不足、处理 长春、贵阳。就不同领域比较，3个地区污水处

率较低，城乡差距较大；④垃圾处理水平均等化 理领域城乡均等化程度都比较低，说明农村地区

指数长春得分最低，贵阳得分最高，说明垃圾处 污水处理能力不足问题突出。

理领域，长春城乡差异较大，农村地区存在垃圾 （2）文章构建的评估指标体系覆盖了现阶段

处理能力不足的状况，而贵阳垃圾处理领域城乡 环境基本公共服务重点领域，可在不同的层面识

均等化程度较高；⑤从城乡环境基本公共服务均 别城乡环境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面临的主要问

等化水平综合指数来看，城乡均等化水平由高到 题;评估指标体系的构建也存在一定局限性，主

低依次是广州、长春、贵阳。 要表现在基于数据的可得性，选取的评估指标范

受限于各地区经济、人口、工业发展水平不 围受限，在某种程度上影响评估体系的科学性和

同，各地区城乡环境基本公共服务投入水平也不 应用性。由于城乡环境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研究

尽相同，但整体上都存在环境公共服务城乡不均 尚处于较新的领域，均等化评估指标研究也相对

等现象，农村地区投入明显小于城市地区。长春 （下转第6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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