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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保考核 、公众参与和治理效果 ：

来 自 ３ １ 个省级行政区的证据
＃

吴建南 徐萌 萌 马 艺 源

［
摘 要 ］ 本 文基 于 ２００４

－

２０ １ １ 年省级面 板数据
，
研 究 了 环保考核 、公众参 与 对环境污 染治理效果的影

响 。 分析表明 ， 实施 自 上而 下 的 环保考核对 改善环境治理有积极影 响 。 省级环保考核 目 标 的

完成
，
对降低二氧化硫 （ ｐ

ｅ ｒＳ０２
） 这 类 可见度较高 的 约 束性环境污 染物排放有 显著影响 ，

对非 约

束性环境指标 （ 如工业废 气 ） 影响 不 显著 。 值得注 意 的是 ，
实证研究表 明公众参与 在环境治理

过程 中 的重要作 用 日 益 凸显 ， 对 于 关乎 自 身健康 、生活质量的 约 束性环境污染指标和非 约 束性

环境污 染物排放均 有 显著作 用 。 建议我 国 环境污 染 治理可进一 步从单 向 强 制转变 为 双向 互

动
， 在 不断 完善 自 上而 下环保考核 的 同 时 ，持续改进公众参与 机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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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００６ － ０８６３
（

２０ １ ６
）

０９ － ００７ ５ － ０７

—

、 引 言性指标占到一半 ；
多年来一直被地方政府使用的 ＧＤＰ

改革开放三十 多年来
，
我 国经济发展呈现高速增等经济增长指标则成为 预期性指标 。 ２０ １４ 年 ， 习 近平

长态势
，
取得 了举世瞩 目 的成就

；
然而

，

“

高投人 、高消等国家领导人多次对大气污染防治做 出 重要批示 ， 国

耗 、高污染
”

的粗放型 发展模式也带来诸多问题 ， 如大务 院也相继出 台《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 》 、 《 大气污染

气污染 、水污染等环境问题 日 益严峻 ， 逐渐成为制 约我防治 目标责任 书 》等 ，
引 导 和推进环境治理 。 同 时

，
越

国可持续发展的瓶颈 。 ２０ １ ３ 年
，
我国雾霾发生频率之高 、

来越多 的社会公众也开始有意识和有组织地表达对环

波及面之广 、污染程度之严重前所未有 。 据统计 ， 当年全境污染治理的强烈要求 。

［

３
］

《 中 国环境统计年报 》 数据

国平均雾霾天数达 ２９
．

９ 天 ， 创 ５２ 年来之最
；
当年 ７－８显示 ，全 国环境信访来信总数从 １ ９９５ 年 的 ０ ．５ ９ 万封 ，

月 ，
南方地区出 现 １９５ １ 年以来最强的高温热浪 天气 ，

９ ．增长到 ２０ １０ 年 的 ７０ ．１ ０ 万封
，
增长 近 １ １ 倍 ；

２００６ 年 、

１％ 的城市 出现伏旱等恶劣天气 。

⑴
２０ １４ 年

，
我国环境实 ２０

１ １ 年分别发生在厦 门 市 、 大连市 的 公众反 ＰＸ 项 目

际污染排放量达 ３０００ 万吨 ，远远超过环境容量 ４ 倍之
“

散步
”

行动和抗议游行活动等群体性事件都充分反映

多
，化学需氧量 （

ＣＯＤ
）也超出环境容量三倍之多 。

⑵Ｔ公众的环保诉求 。

－段时 间 以来 ， 中 央 已 开始紐 重视环境保护 。在相单－制 体細背景下
，
特别是在强有力 的

自屬 年針
－个碑删开始 ，

齡主额染碰
聰考觀求下

：

地规府 作肿 央政細 代理政权

放成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 的约束性指标 ，
在 ２２ 个经＆＠营者 ’在环境 污染 治理方 面应率先垂范 。 公众作 为

社会发展主要指标 中 ，有 ８ 个是约雜指标 （ 即 国务 院
？

＝

作

在向全国人大进行政府工作报告时 ，承诺经济社会 ：Ｓ

展需要达到的预期指标 ） ，
与环境资源保护有关的约 束

＾环＿＾理＿＿？不＿
Ｊ么 ，

自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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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下 的环保考核和公众参与对环境治理作用是否的确操作化 ，
将 Ｓ０ ２ 与 ＣＯＤ 这两类约束性指标分解到 各

有效 ？ 到底有何不 同 ？ 可能的解释是什么 ？ 对这些问省 、 自治区 、直辖市人民政府 。 国务院根据 目 标分解情

题的探讨 ，
有助于进一步理解环境治理的不同 方式 、反况

，
每年对省级政府进行考核 ，并将考核结果 向社会公

思和改进治理效果 。布 ； 同时 ，将考核结果作为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晋升考

国 内 外学者已从不同层面对环境治理进行了 有益核评价的重要依据 ， 实行问责制和
“
一票否决

”

制 。

的探索 。

一些学者通过案例探讨了环境税收改革 、环作为一种较为有效 的行政结构和 治理方式 ， 问责

境政策法规等对中 国政府环境治理实践的启 示 ，

［

４Ｋ ５
］ ［

６
］通常与公共行政联系 在一起 。

［
２°

］ 环保问 责制 是将政府

尽管这些观点颇有见地
，但无经验证据支持 。 近年来 ，问责机制引人具体的环保领域 ， 强 调可量化 、结果导 向

多数学者聚焦 特定 的政府行为 ，
实证探讨其对环境治的环保绩效问责 ；

从制 度层面弥补 了 地方政府先前在

理效果的影响 。 在财政税 收方面 ， 有研究表明在税收环境治理方面约束不足等缺陷 。 地方政府 为避免约

竞争 中地方政府对环境污染治理采取了
“

骑翘翘板
”

策束性指标完成不足而被问责 ，
则通过 出 台相关政策法

略 （ 即有选择的治理 政府支 出 规模的扩大恶化规 、加大环境治理投资等举措改善环境污染状况 ，
完成

了地区环境质量 ，

［

９
］ 但也有研究认为二者呈驼峰状关上级环保考核 目 标 。 同时

，
环 境保护领域是继我国人

系
；

［

１ °
］

公共物 品支 出结构的 变化对环境治理产生积极口控制 、社会安全领域后第三个在绩效考核 中实施
“
一

影响 。

［
＂

］

围绕环保考核 ，
已 有研究 尚 未 形成一致观点 。 票否决

”

制度
，
为 了减少被降级或被离职等风险 ，地方

孙伟增等认为 ，
作为一种强有力 的 目 标管理活动 ，

地方政府通常会优先选择和完成上级提到的约束性污染物

政府的
“

环境绩效考核制度
”

对提高城市环境质量和能减排 目标任 务 。

［

２ ２
］ 据此

，
本研究提 出 以下假设 ：

源利用效率正逐步发挥作用 ；

［
１ ２

］

部分学者关注环境污Ｈ １ ：较之一般的环境污染物排放 而言 ， 环保考核 目

染物特征 ，
Ｌｉ ａｎ

ｇ
ａｎｄＬａｕｒａＬａｎ

ｇ
ｂｅｉ

ｎ认为环保考核仅标的完成 ，
对约束性环境污染物排放的减少具有显 著

仅对可见度较高 的约束性污 染物减排有积极影响 ，
对正 向影响 。

可见度较低的约束性或非约束性污染物减排影 响不显较之 自 上而下的 环保考核制 度 ，
公众参与对地 区

著
；

在未能改变单维 ＧＤＰ 晋升体制 下 ，
单一强化的约束环境治理也具有重要意 义 。 国外学者较早从

“

环境公

性考核对于强外溢性约束指标 （ 如 Ｓ０２
）较难产生实质性共信托论

”

和
“

公民环境权
”

等理论层面进行探讨 ，
突 出

效果 。

［
１￣
Ｗａｎ

ｇ
Ｈ

，
ＤｉＷ ［

１
５

］

，
郑思齐等

［

１６
］

，于文超等
… １学了环境资源生态价值和其他非经济价值对于公众而言

者则从公众参与这一政府外部力量 出 发 ，实证探讨公众的财产属性 。

［

Ｕ
］

《环境 与发展宣 言 》 、 《 ２ １ 世纪议程 》 等

参与对环境保护 的影响 ， 研究发 现公众对环境污染问题
一

系列 国际性文件均倡导公众参与 ， 提 出 公众通过 向

的关注能够促进和影响地方政府环境治理 。管理者请愿 、提出 申 诉或者发动舆论等方式 ， 提高环境

总体而言 ， 环境治理在 国 内外学术 界均 已 得到关政策制 定效率 ， 改 善地方环境 质量 。

Ｕ４
］ ［
２５

］

特别 是在某

注 ，

一方面研究政府行为对区域环境治理的影响 ，
另
一 些学者看来 ，

中 国作为强有力 的中 央集权制 国家 ， 自 上

方面也逐步开始探索公众参与的作用 。 但不同环境治而下 的决策模型使公众参与 有别 于其他国 家 ， 社会公

理方式如何影 响环境污染物排放 （ 特别 是对 比不同污众曾经很少参与环保政策 的制定阶段 ，
在特殊 目 标 的

染物特征 ） 的研究亟待进行 。 本文 旨 在深人对 比研究驱使下还会出 现非正式的 、体制外渠道 的参与 。

不同的环境治理机制 如何作用 于特定的环境污染物排不难看出 ，
公众参与环境保护 是

一个从低到高 、从

放 ， 为政府反思 和改进环境治理提供经验证据 。易到难 、循序渐进的过程 ， 具体可划分为对环境宣传教

二 、 理 论构建育的参与 、
公众 自 身 的环境友善行为 以 及公众的 民 主

自上而下 的绩效评价在 中 国政府部 门 中 广 为应监督 。

［
２７

］

不同 的公众参与不仅难度差异较大 ， 同 时还存

用 ， 主要体现为政府 系统内 部上级对下级 的 目 标责任在参与 层 次 高低的 不 同 。 作 为
一种

“

接 触式政治参

考核制度 ， 即上下级政府之间通过签订 目标责任合 同 ，与
”

，我国 的信访制 度遵循
“

属 地管理 、分级负责 ， 谁主

实现 目标任务 的量 化考核 ， 以此 建立奖惩 机制 。

［￣
２０管

，
谁负责

”

的原则
，
而在

“

压力管制
”

型行政管理体制

世纪 ８０ 年代末 ， 国务 院召开第三次环境保护会议 ，
提出下 ，环境信访所带来的压力和考验主 要置于地方政府

积极推行深化环境管理的环境保护 目 标责任 制 ；

９０ 年和环保部门 之上 。

［

２ ８
］ 积极推动公众参与环保工作是 解

代末 ，
中 央将环境保护上升到国 家层面 ，

对特定污染物决地方环境治理 问题的重要途径 ，

［
Ｍ

］

民众适度甚至过

（
二氧化硫 、化学需氧量等 ） 提 出 了减排 目 标要求 。 但激的环保诉求方式 ，

与各级政府间 的互动 ， 更是推动地

由 于环境激励或约束机制 的缺失 ，
作 为中 央代理人的方政府改善环境质量的源动力 和关键环节 。

［
３ °

］

地方政府出现严重的 目标偏离问题 。

［
１９

］而且 ，
随着居民对 自 身健康 、生活质量等重视程度

“

十一五
”

环境规划 明 确将环境污染物排放 目 标量的提高 ， 越来越多的公众能够有意识 、有组织地表达对

化为约束性指标 ， 实行严格 的环保绩效考核 、环境执法环境治理的关注 ，
直接 向地方政府施加压力 。

［

３ １

］

同时
，

责任制和责任追究制 。 在中 央政府 ２００７ 年出 台 的 《主对于 中央政府而言 ， 环境信访 、环境群体性事件等参与

要污染物总量减排考核办法 》 中 实现环保考核方法 的行为一定程度上反映 了公众对地方环境治理状况的 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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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 ｊ？ｒｎ

Ｃ Ｈ
Ｉ

Ｎ Ｅ Ｓ Ｅ Ｐ Ｕ Ｂ Ｌ Ｉ Ｃ Ａ
ＤＭ Ｉ Ｎ Ｉ Ｓ Ｔ Ｒ Ａ Ｔ ＩＯ Ｎ

满
，
有利于强化中央对地方政府的监督 ，

促使地方政府二是考核 目 标的完 成情况 。 以十一五规划 实施 以来
，

采取更多 的环保举措 ， 如增加污染治理新增投资等 ， 改国 家环保部官方 网站发布 的各省 （ 自治 区
、 直辖市 ） 减

善环境污染问题 。

［
ＭＫ３ ３

］据此
，
本文提 出如下假设 ：排 目 标考核结果 和各 省 （ 自 治区 、直辖市 ）环保厅公布

Ｈ２ ： 较之一般的环境污染物排放而言 ，公众参与对的 《环境状况公报 》 为数 据来 源 ， 设置 １ 个 虚拟变量

关乎其 自 身健康 、
生 活质量 的环境污染物排放的 降低（

ＧｏａｌＣｏｍ
ｐ

ｌｅ ） 。 Ｇｏ ａｌＣｏｍｐ
ｌ ｅ 表示环保考核 目 标完成情

有显著正 向影响 。况 。 该省减排 目 标未完成时 ，

ＧｏａｌＣ ｏｍｐ
ｌｅ＝ ０

；
该省减排

三 、 研究设计目标完成时 ，
则 Ｇｏａ ｌＣｏｍｐ ｌｅ＝１ 。

（

一

） 样本选取与 数据 来源第二个核心变量是公众参与 。 首先
， 作为地 区生

本文 以 中 国的省为 分析单位 ，
探讨环保考核 、公众态环境 的最终消 费者

，
居民 是地 区生态环境治理最基

参与对省环境治理效果 的影 响 。 主要考虑到 两方面 ，
本的主体要素 。

［￣
国 内外学者对中 国环境问题研究多

一是 自上而下的环保考核最为直接的作用对象是省级采用地区居民环境投诉信件量作为公众参与环境治理

政府
，
能够直接反 映 中 央政府环境绩效管理的 作用机的重要度量指标 还有采用 Ｇｏｏ

ｇ
ｌ ｅ 搜索引擎构造指

制 和考核效果 ，
二是省级政府在现实管理实践中既接标度量公众对社会经济等活动的需求和关注度 。

［
３ ６

］ ［
３７

］

受上级下达 的 目标 ，
又 负责把各项 目 标任务分解到其本文通过各地区

一年内 环境污染信访总数来测量居 民

下辖市 、县政府 ， 角色具有双重性 ； 同时 ， 不 同 资源禀赋环境信访参与状况 （ ＬｎＰｅ
ｔｉ ） ， 数据来 自 历年 《 中 国环境

的差异也会影响 地方政府行为 ， 研究更具代表性 和典年鉴 》 、《 中 国环境统计年报 》 。 其次
，环保社会组织的

型性 。发展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推动地方环境 治理 ， 特别是在

本研究收集 了 中 国大陆 ３ １ 个省级行政区 （ 不包括动员社会资源参与环境保护 ，
提高环境 治理绩效 中 发

西藏 、香港和澳 门 ） ２００４
－

２０ １ １ 年 的面板数据 ，共计 ２４８挥重要作用 。

［
３ ８

］

前期 已有学者通过地区社会 团体实 际

个样本观测点 。 环保考核数据 由 作者根据我 国环保部数量测量社会组织 的发展水平 ，

Ｗ
进而反 映社会组织

网站上公布的会同发展改革委员会 、统计局 、监察部联参与环境治理状况 。 社会 团体涉 及不 同 的 行业领域

合完成的 ３ １ 个省 （ 自 治区 、
直辖市 ） 减排 目 标责任考核 （ 如科技与研究 、生态环境 、教育和卫生等 １ ３ 类 ） ，

本研

结果和各 省环保厅官方网站公布 的 《环境状况公报 》数究则关注环境生态领域的社会组织 （ 包括基金会 、社会

据整理而成 ； 其余变量数据均来 自 我 国 公开发行的统团 体等 ） ，通过更加具体的测量方式 ， 整体刻画 环保社

计年鉴 ，
包括 《 中 国 区域经济统计年鉴 》 、 《 中 国环境年会组织的参与状况 （

Ｓｏｃ ｉ
Ｏｒ

ｇ
ｓ ） ， 数据来 自 历年 《 中 国 民

鉴 》 、 《 中 国环境统计年报》 、 《 中国 民政年鉴 》等 。政年鉴 》 。

（
二

） 变量 、模 型 与 方法当然
，
影响环境治理效果的 因素较多 ，

本研究控制

本文利用 ２００４
－

２０ １ １ 年我 国 ３ １ 个省 （ 自治 区 、直了其他可能对因变 量产生影响 的变 量 。 首先
，
为 了 控

辖市 ） 的面板数据 ，
实证分析环保考核 、公众参与对环制经济增长对环境治理效果 的影响 ， 加人各地区人均

境治理的影响 。 考虑到 环境治理涉 及多方面 ， 如水污ＧＤＰ 变量 ，
以 ２００４ 年为基期对其进行平减化和对数化

染
、
大气污染等 ，不 同治理方式对不 同污染物治理的影处理 ，形成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指标 （

Ｉｎ
ｐ
ｅｒＧＤＰ

） ； 其次 ，

响存在差异 。 鉴于 自上而下 的环保考核 中关注二氧化第二产业 占国 内 生产总值 （ ＧＤＰ ） 的 比重体现了地区工

硫 （
Ｓ０２

） 和化学需氧量 （
ＣＯＤ

） 的约 束性减排 ，
故首先业化水平 ， 即第二产业 比重越高 ，

工业化的 水平就越

选取约束性的环境污染物排放作为 因 变量 ，探讨环保高 ， 故选择第二产业 比重来衡量 产业 结构 （ Ｉｎｄ ｕｓ ｔ ｒ ） 。

考核对这类污染物治理的影 响
；
同时

，
为了对比 未实施进一步还控制了外商投资额 （

ＦＤ Ｉ
） ，
并对其进行平减化

考核的环境污染物治理效果 ， 又选取了非约束性特征和对数化处理
，
形成外商投资水平指标 （

ｌ
ｎＦＤＩ

）
。 除 了

的两类环境污染物指标 ，
如工业废气排放量 、工业废水经济因素外 ，

考虑到地区政府 的财政能力 。 即地方政

排放量 。 本文均使用人均排放量衡量 ， 即各省 污染物府财政赤字水平越高 ，财政压力 就越大 ，纵容地 区环境

排放量除 以人 口数量计算得 到
；
同时

，
由 于环境污染存污染的动机越强

；
反之

，
如 果地 区财政 赤字较少

，
即该

在滞后效应 ， 因变量数据选取滞后一年 。 因变 量包括地区政府财力 比较充裕 ， 则能更好的履行环保职能 。

［
４〇

］

人均工业废水排放量 （ ｐｅｒＷＷ ） 、
人均化学需氧量 （ ｐｅｒ

－本文利用财政赤字规模
， 即财政支 出 与财政收人 的差

ＣＯＤ
） 、人均二氧化硫排放量 （ ｐｅ ｒＳ０２ ） 、人均工业废气额来测量地方财政能力 （

ＬＮＦ
ｉ
ｎａＤ ｅｆ ｉｃ ） 。 控制变量数据

排放量 （ ｐ
ｅｒｌｎＷＧ ） 四类环境污染物指标 。均来 自 历年 《中 国 区域经济统计年鉴 》 。

本文 的核心 自变量有 两个 ， 第一个是环保考核 ， 对进一步地 ， 考虑到面板数据 （
Ｐａｎｅ ｌＤａｔ ａ ） 能从时 间

环保考核 的测量 主要分为两部分 ，

一是环保考核的实和截面构成二维空 间并反 映变量 的变化特征 和规律 ，

施状况 。 以未实 施环保考核为参照组 ，设置 １ 个虚拟从而正确理解 变量之间 的关系 ， 更好地构建和检验复

变量 （
Ｉｍ

Ｐ
ｌｅＡ ＳＳｅ ） 。 Ｉｍ

ｐ
ｌｅＡｓ ｓｅ 表示环保考核实施情况 。 杂的模型 。

［
４ １

］

为此
，
本文建立如下模型

：

２００４－ ２００５ 年 国 家并未 实施环保考核 ，

Ｉｍ
Ｐ

ｌｅＡｓｓｅ
＝ ０

；Ｙ
ｉｔ

＝

ｐ
０＋

ｐ ｉｘ 环保考核 ｉ ｔ＋
ｐ２

ｘ公众参与 ｉｔ ＋

２００６ 年起各地环保考核正式实施实施 ，
Ｉｍｐ ｌ ｅＡｓ ｓｅ＝ １ 。ｐ ３ｘ 经济发展水平 ｉ ｔ＋

ｐ４ｘ 工业化水平 ｉ ｔ＋
ｐ５ｘ 外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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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 
ｉ ｔ＋

卩
６Ｘ财政能力ｉ ｔ＋

专
ｉ ｔＷａｌｄＣｈｉ

２

１ １ ７３ ． １６ ＊＊＊１ ９ ８ ． ６８ ＊＊ ＊Ｉ７ ０ ． ３２ ＊＊＊１ ３８ ． ７３＊＊＊

Ｙｉｔ 表示不同环境污染物排放状况 ， 下标 ｉ 和 ｔ 分Ｒ
２０ － ４ ？

￣

 ０－ ３ ２
＿

０ ． ２７
￣￣

０ － ３ ８

别表示地区和时间 ；

ｘｉ ｔ 表示各个解释变量 ； ｐｏ 表示常卜 定效＠
￣

冊

ｉ

ＪＬ： 二丄，Ｊ
。
——

．，
＊ ＊ ＊

、

＊ ＊
、

＊ 分别表不在 ９９％ 、９５％ 、９０％ 的水平上统计显著
。

数项 ， ０ １
， ３２ ，昤 ， （

３４
， 的 ，

（

３６ 表示各个解释变量的系数表 ２ 分样本回归分析 结果

， 专
ｉｔ 为误差项 。

￣

｜模型 ５模型 ６
＇

模型 ７


模型 ８

通常情况下 ， 面板数据的分析包括 固定效 应模型
因 变 量

一

ｐｅｒ而ｌｉ £ ０Ｄｐ
ｅｒＳ０２ｐ

ｅｒｈＷＧ

（ Ｆｉ
ｘｅ ｄ

－

ｅｆｆｅｃｔｓＭｏｄｅｌ ） 和 随 机效 应 模型 （ Ｒａｎｄｏｍ
－—－＿

〇 ． ７４
－

〇 － ３２
－

１５ ． ５２…
－

〇 ？ 〇〇

ｅｆｆｅ ｃｔ ｓＭｏｄ ｅｌ
） 两种方法 。 而判断究竟是采取固定效应——

－ ６ ． ５３ ＊ ＊－

４ ６ ． ７ ５＊ 
＊ － ８４ ． ９２… －

１ ４ ． ５６…

模型
，
还是随机效应模型则可使用 Ｈａｕｓｍａｎ 检验 。 同ｌｎ ｐｅｌ

＜４２５ ． ０ ７ …
＿ ｎ ， 〇 ２

—

＾


＾
—

时 ， 为 了检验面板数据是否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 ，
避免－０ ． ９ １…

－

０ ． ３４＾
̄

由于 回归模型中某一个解释变量与其他解释变量 间存ＩｎＦＤＩ０ ． ０ ３１ ． ４ ９９ ． ００
＇

－

０ ． ４２

在线性关系 ，使 回归分析产生较大误差 ，
还需检验模型ＬＮＦ ｉｎａＤｅｆｉ ｃ９ ． ３７ ＊ ＊ ＊

＾ 〇
Ｚ ＾

的方差膨胀因子 （
Ｖ Ｉ Ｆ ） 。

一

Ｉ

—

１ ８６－——

＾
——

Ｆ ７ ． ４６ 
＊＊＊

 １０ ． ７ １＊＊＊

四 、 结果讨论ＷａｌｄＣｈ
ｉ

２ １ １ １ ７７
＊＊＊

—— ２５ ．

１６ ＊＊＊



——

本文对相关变量进行了 对数化处理 ，
以减少异方Ｒ

２



０ ４ ８


０ ２０


０
＾
６


０ ． ２６

差等问题 。 所有数据统计 由 ＳＴＡＴＡ １ ２ ． ０ 分析完成 。 考丨

固 定效应
ＩＮ Ｏ ＩＹＥＳＮＯＹＥＳ

虑到篇幅问题 ，
未呈现描述性统计和相关性分析结果 。

＊＂
、
ｍ

、

但描述性分析表 明 ，
不 同环境污染物排放的极大值和 （

一

） 环保考《与 环境 ＞

？

台ｓ

极小值存在明显差异 ，环保考核 、公众参与 等变量也不Ｓ １ 反映 了实施环保考核对不同环境污染物排放

尽相同
，
为进一步探讨不 同 的治理机制 对环境治理的 的影响 。 全样本 回归 分析表 明 ， 环保考核 的实施会对

影响提供较大解释空间 。 相关性分析表 明
，
环保考核 、

环境治理产生影响 ， 但对不同环境污染
ｆ
排放 的影 响

公众参与和不同环境污染物排放有显著关系 。 经济 发 存在差异
， 即约束性 目 标导 向 。 具体而言 ，

较之非约束

展水平 、工业化发展等控制变量和污染物排放之间 的 性环境污染物排放 ， 实施环保考核对约束性污染物减

关系也存在较大差异 。 整体而言 ，相关分析结果基本 排效果更 明 从模型 ２ 和模型 ３ 可 以看出 ，
实施环保

符合研究的预期方 向 。 但不 同 的环境治理机制如何作 考核对减少二氧化硫 （ ｐｅ
ｒＳ〇２ ） 和化学需氧量 （ ｐｅ

ｒＣＯＤ ）

用于特定的环境污染物排放还需深人探讨。有显著影 响 ，但对二氧化硫减排的影响更 为显著 （
Ｐ＜

在此基础上
，
本文尝试将环保考核 、公众参与 和不〇 ． 〇 １ ） 。 对于非约束性污染物而言 ，环保考核的实施对

同环境污染物排放进行 回归 分析 。 对环保考核的分析减少工业废水排放 （ ｐｅｒｗｗ ） 有显著影响 （
Ｐ ＜ 〇 ． 〇

！ ） ，
而

包括两部分 。 首先
，
全样本的 回 归分析

，
探讨环保考 核 对降低工业废气排放 （ Ｐ？

ＩｎＷＧ ）影 响则不显著 。

实施状况 、公众参与对不 同环境 污染排放的影响 （ 如表在此基础上
，
表 ２ 分析了环保考核 目标完成对不

１ ） 。 Ｈａｕ ｓｍａｎ 检验结果表 明 ，模型 １－ 模型 ４ 均采用 随同环境污染物排放 的影 响 。 分样本 回 归分析表 明 ， 环

机效应模型 。 其次 ，
分样本 回 归仅探讨考核 目 标完 成保考核 目标完成对不 同环境污染物排放的影响存在较

情况 、公众参 与对不 同环境污 染物排 放 的影 响 （ 如 表大差异 。 具体而言 ， 环保考核 目 标完成对降低二氧化

２
） ； 模型选择方面 ，

模型 ６ 和模型 ８ 通过 Ｈａｕｓｍａｎ 检验 ，
硫 （ ｐ

ｅｒＳ０２
） 排放有显著作用 （ 如模型 ６ 所示 ） ；而对降

即选择固定效应模型 ；模型 ５ 和模型 ７ 尚未通过检验 ，
故低化学需氧量 （ ｐｅ

ｒＣ ＯＤ ） 的影 响则不显著 （ 如模型 ７ 所

选择随机效应模型 。 同时
，
本文进一步检验了 各个 自变示 ，

Ｐ ＞ 〇 ． １
） 。 即 中央对省级政府实施 的环保考核 目标

量之间的方差膨胀因子 （
ＶＩＦ

） ，
结果均小于 １０

，表 明变量的完成能够显著降低二氧化硫 （ ｐ
ｅｒＳ０２ ） 这类约束性环

之间的多重共线性并不严重 ， 在可接受的范 围 内 。 不 同境污染物排放 ，研究假设 Ｈ １ 部分得到支持 。 就其他非

样本 回归结果如表 １ 和表 ２ 所示 。约束性环境污染物排放而言 ，
环保考核 目 标的完成对

表 １ 全样本 回归
ｆ
析结果其污染物减排 （ 如工业废水 、工业废气 ） 的影 响不显 著

因 变量
Ｉ

模型 １學型 ．

２
＿ ．

｜

．

模型 ３模 麼
；

（ 如模型 ５ 和模型 ８
） 。

— ＾一一 有趣的是
，
表 １ 和表 ２ 的分析结果表明 ，

实施环保
Ｉｍｐｌｅ Ａｓ ｓｅ

－

７ ． ８２
＊＊＊－

５ ． ５ １
＊＊－

２ ９ ． ６ ８＊ ＊＊０ ． １ ９

ＬｎＰｅ ｔｉ－

７：６７ － ２０ ． ２４
… １＾７７７－ ０ ． ３５

—

考核和环保考核 目标完成对降低不同污染物排放存在

Ｓｏ ｃ
ｉ
Ｏｒｇｓ

￣￣

－

０ ． ００－

０ ． ００－

０ ． ００

—

－

０ ． ００

—

差异 。 尽管 实 施 环保考 核对 降低化学需 氧量 （ ？
６ １

＂

－

ｌ ｎｐｅ ｒＧ ＤＰ２３ ． ５０ ＊ ＊ ＊
－

１ ６ ． ２ ７ ＊ ＊ ＊
－

２３ ． ５ ３２ ． ６９ ＊＊＊
＿ＣＯＤ

 ） 、
工业废水 （ ｐ

ｅｒＷＷ
 ） 这类水污染物排放有显著作

——＾——＾一一



〇

二
…

用 （ 如模型 １ 和模型 ２
） ，但环保考核 目 标完成对降低这

ＩｎＦ ＤＩ０ ． ５ ８ １
． ７７ １ ０ ． ２ ６ ＊＊－

０ ． ７ １＊ 
＊＊

ＬＮＦ ｉ ｎａ Ｄｅｎ ｃ １０ ．


８＾
—一

〇 ． ８３Ｔ７７
￣

两类污染物排放的影响则不显著 （ 如模型 ５ 和模型 ６
 ） 。

Ｎ
￣

＾
￣

２４ ８２４８２ ４８可能的解释是 ，

一方面 ，地方政府在化学需氧量 （
ＣＯＤ

）

Ｆ ———这类约束性环保考核 目标完成 中存在应对策 略 （ 如 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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骗 、操纵等 ） 。 由 于化学需氧量的测量存在技术性强 、 气排放的降低有
一定促进作用 。 研究假设 ２ 基本得到

方法较多等特点 ， 如重铬酸盐法 、 高锰酸钾 法 、分光光支持 。 而较之水污染物排放 ， 环境信访对于大气类污

度法
、
快速消解法 、快速消解分光光度法等都能对其进染物排放的降低效果更为明显 。

行测度 ，而不 同方法产生的效果也存在差异 ， 在技术层不难理解 ， 近 年来发生 的 多起环境污染事件都 和

面极易被操纵 。大气 、水有关
，
而这些又与公众的生活 、健康息息相关 。

同时 ，尽管 实施环保考核对工业废 水排放 （ ｐ
ｅｒ

－特别是当前以雾霾为代表的大气污染和 区域性水污染

ＷＷ ） 的减少有促进作用 。 考虑到特定污染物之间 的形事件愈演愈烈 ，群体性事件 、信访数量 的不断增加 。 尽

成机理较为复杂 ，
且存在特定联系 。 如 工业废水排放管大气污染

、
水污染等环境问题存在受害群体不 确定 、

主要是对工业生产 中废水量上 的测度
，
而化学需氧量损害后果不 明 显 ，

很难提起公益诉讼等特点 。 但公众

（
ＣＯＤ

） 是用来测定水 中受有机污染 的程度 ，
更为关注作为环境治理体系 中 的重要主体 ， 其环保诉求尚 未得

水 中污染物的
“

质量
”

，
即化学需氧量和工业废水二者到积极回应 ， 则会有环境群体性事件产生的风险 ；

地方

有 内在联系 。

［
４２

］尽管实施环保考核对减少化学需氧量政府为 了避免可能 的 区域经济 、
社会损失 和上级政府

产生的正外部性可能对降低工业废水排放产生作用 。 的 问责
，

［
４５

］

会积极采取措施推进环境治理 。

但从本质上来看 ， 环境污染是地方政府 和企业交互作其次 ，从环保社会组织来看 ，
模型 １ 和模型 ３

（ 如表

用 的结果 ，
地方官员不仅关注 自 身政治利益 ， 也关注私 １ 所示 ） ，模型 ５ 和模型 ７ （ 如表 ２ 所示 ） 均反 映 了环保

人利益 。

［

４３
］

当地方官员缺乏有效约束机制时 ，
就会存在社会组织对降低可 见程度较高的 约束性环境污染物

机会主义 ， 即通过
“

政企合谋
”

从政治决策 中 寻租获取 （ 如二氧化硫 ， ｐ
ｅｒＳ０２

）排放和非约束性环境污染物 （ 如

经济利益 。

［

４４
］

因此 ，
尽管实施环保考核对工业废水排放工业废水

， ｐｅｒ
ＷＷ

）排放有促进作用 。 即环保社会组织

有一定影响 ，但减少工业废水排放 的任务并非地方政的增多 ，会有效降低关乎公众生活 、健康 的大气污染物

府推进环境治理的优先 目 标选择 ，
这在模型 ５

 （ 如表 ２ （ 如 ｐｅｒＳ０２ ） 和水污染物 （ ｐｅ ｒＷＷ
） 的排放 。 而环保社会

所示 ） 的结果中得到印证 。组织对其他环境污染物排放没有影响 ， 如 可见度较低

最后
，
从环境污染 物的可见 程度来看 ，

二氧化硫的化学需氧量 （ ｐ
ｅｒＣＯＤ ） 。 尽管当前环保社会组织对降

（ Ｐｅ ｒＳ０２ ） 和化学需氧量 （ ｐｅ
ｒＣ ＯＤ ） 同 为约束性污染物 ，低环境污染物排放的作用效果不是非常显著 。 但不可

较之化学需氧量这类可见度较低的 约束性污染物 指否认 ，环保 Ｎ ＧＯ 作为公众参与 的重要主体 ，
能够以信息

标
，环保考核 目 标完 成对二氧化硫减排有显著影 响 。 公开为突破 口

， 借助媒体通过舆论监督对地方政府环

尽管工业废气 （ ｐ
ｅ ｒｌ ｎＷＧ ） 和工业废水 （

ｐ
ｅｒＷＷ ）存在可境治理施加压力或形成有效合作 ，进而促进环境 问题

见度高等特征 ，
但考核 目 标的完成均对工业废气 、

工业的解决 。

［̄

废水减排的影响统计学上不显著 （ 如模型 ４ 和模型 ８总体来看 ，不 同环境治理机制对不同污染物减排

所示 ） 。 可能的解释是 ，较之二氧化硫 （ ｐｅ
ｒＳ０２

）这类可影响存在差异 。 对于环保考核 而言 ，尽管实施 了 自 上

见度较高的约束性环境污 染物 ，
工业废气和工业废 水而下 的环保考核 ， 但地方政府在环境考核 目 标完 成 中

作为一般性的 环境污染物 ，缺乏 自 上而下强有 力 的环也存在不 同 的应对策略 。 如为 了 完成中 央政府 目 标任

境问责机制 。 因此
，
尽管地方政府完成 了 约束性污染务 ，地方政府会积极实施

一些在考核体系 中被计人的

物控制 目 标 ，但也 未必会将其他相关的环境污染物排项 目 ，
如加大环境治理投资或出 台各种环保制度等 ；

但

放 （ 如 ｐｅ
ｒ ＩｎＷＧ

， ｐ
ｅ ｒＷＷ ） 作为地区 环境污染治 理的优有些也可能成为

“

表面文章
”

， 如代理商伪造信息 ，关闭

先 目标选择 。污染控制设备等 。 对于公众参与而言 ，
经济和信息技

（
二

）公众参与 和环境 治理术的发展为其参与环境治 理提供了 更多便利 的条件 ，

表 １ 和表 ２ 的 回归分析表 明 ，
不 同 的公众参与机制特别是随着公众参与 素质和能力 的提 高 ，

对于监督和

对于特定环境污染物排放存在差异性影响 。 从环境信影响政府环境治理的作用将更明显 。

访来看 ，
较之大气污染类指标而言 ，

环境信访与水污染五、 结论与启示

这类约束性污染物排放 （ ｐｅｒ
ＣＯＤ

） 和非约束性污染物排本文 以 ２００４
－

２０１ １ 年 中 国 ３ １ 个省级政府的面板

放 （ ｐ
ｅｒＷＷ

） 均呈现负相关 （ 如模型 １ 和模型 ２
，
模型 ５数据为样本

，
探讨不 同 的环境 治理方式对改善地区环

和模型 ６
） ， 即环境信访的不断增 多会对工业废水排放境治理效果的 影响 。 研究发现 ， 自 上而下 的环保考核

和化学需氧量的降低有显著影响 （
〇 ． 〇 １＜ Ｐ ＜ 〇 ． 〇 ５

） ，
而实施对特定污染物减排是有效的

， 但在环保考核 目 标

分样本结果显示环境信访对化学需氧量的影 响更为显完成过程 中存在明显特点 ： （
１

）就约束性环境污染指标

著 （ Ｐ ＜ ０ ． ０ １ ） 。 模型 ３ 和模型 ４
，
模型 ７ 和模型 ８ 分析而言

，
目标完成 中可能存在不 同 的应对策略 。 面对上

表 明 ，环境信访对降低大气污染类环境污 染物 （ 如 ｐ
ｅｒ

－级环保考核地方官员 首先会采取顺从策略 ， 即关注和

Ｓ０２
， ｐｅ ｒＩｎＷＧ

）排放有影响 ，
大多数模型都通过检验 （

Ｐ尽力完成约束性指标 ； 同 时也存在操纵的可能 ，
如 同为

＜ 〇 ． 〇 １
） ， 即公众环境信访参与越多 ，越有利 于降低大约束性指标 ，

考核 目标完 成对二氧化硫 （ Ｐ
ｅｒＳ０２ ） 和化

气污染物排放 。 尽管模型 ４ 结果不显著 ，但对工业废学需氧量 （ ｐ
ｅ ｒＣＯＤ ）减排 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 ， 化学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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氧量 （ ｐ
ｅｒＣＯＤ ） 目标任务完成中 可能存在技术性操纵行ＯＬ

］
．ｈ

ｔｔｐ ：
／／ｗｗｗ ．ｈｕａｘｉ ａ ．ｃｏｍ／ ｌ

ｙ
／ ｌ

ｙ
ｚｘ／２０ １ ３／ １ ２／

为 。 （ ２ ）就污染物特征而言 ，较之可 见度低的约束性指３６８３６ １２ ． ｈｔｍｌ ．

标 ，
环保考核 目 标完成对于可见度高 的约 束性污染 物［

２
］ 章柯． 中 国 污 染到底有 多 重 ？ 污水总量超环境容量

排放 （ 如 ｐ
ｅｒＳ０２ ） 的影响更显著 ， 而对可见度 高 的非 约三倍 ．

［

Ｎ
］

． 第
一财经 日报

，
２０ １ ４

－

０５
－

２２ ．

束性污染物 （ 如工业废气 ） 影响则 不显著 。 由 此可见 ，［
３

］ ［
１ ６

］ ［
３０

］［
４５

］ 郑 思 齐
，

万 广 华 ，
孙伟 增等 ． 公 众

在污染物控制 策 略 中
，
地方政府存在不同污染物控 制诉 求与 城市环境 治理 ［ Ｊ ］

． 管理世界 ，

２０ １ ３
（
６

）
．

和治理优先权的博弈 ， 可能 的优先次序为 ： 可见度高 的
［
４

］ 孟磊 ，
贾兴 ． 欧洲 绿 色税收改革研究

［
Ｊ ］

． 中 国 矿业
，

约束性污染物指标＞ 可见度低的约束性污 染物指标 ＞２００８
（
８

）
．

非约束性污染物 。 （ ３ ） 就公众参与 而 目 ， 不 同的公众参［
５
 ］Ｍ ｉ

ｃ ｈａｅｌＧ ｒｅｅｎｓ ｔｏｎｅ
，ＲｅｍａＨａ ｎｎａ ．Ｅｎｖ ｉ ｒｏｎｍｅｎ ｔａ ｌ

与方式对环境治理有显著影 响 。 环境 访对于关乎其Ｒｅｇｕ
ｌａ ｔ

ｉ ｏｎｓ
，Ａｉ ｒａｎｄＷａｔｅ ｒＰｏｌｌ ｕｔ

ｉ ｏｎ
，ａｎ

ｄＩ ｎｆａｎ ｔ
Ｍｏ ｒ

－

健康 、生活质量的环境污染物排放减少有积极作用 ，对ｔ
ａ ｌ

ｉｔ
ｙｉ

ｎＩ ｎｄ ｉ
ａ ．Ｔ＾ｅ ／

Ｉ
ｍｅｒ

ｉ
ｃａｒａｆｃｏｒａｏｍｉ

ｃ／ｆｅｎｉｅｗ
，

２０ １４

大气类污染物减排的影响更为显 著 ；
随着生态环境类（

１ ０
）

．

社会组织 的不断增 多 ，对减少特定的污染物排放 （ 可 见［

６
］
Ｍ

ｉ ｃｈａｅ ｌＧ ｒｅｅｎ ｓ ｔｏｎｅ ．Ｄ ｉ
ｄ 

ｔ
ｈｅＣｌ ｅａ ｎＡ ｉ ｒＡｃｔ

Ｃａｕ ｓｅ ｔ
ｈｅ

度较高的约束性污染物 ，如 Ｐｅ ｒＳ〇２ 和非约束性污染物 ，Ｒｅｍａｒｋａｂ ｌｅＤｅｃｌ ｉｎｅ ｉ ｎＳｕ ｌｆｕ ｒＤ ｉ ｏｘ ｉｄｅＣｏｎｃｅｎ ｔ
ｒａ

－

如ｐ
ｅ ｒＷＷ

） 正逐渐发挥作用 。ｌ
ｉ
ｏｎｓ ？ ．Ｊｏｕｒｎａ ｌ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 ｎｍｅｎｔａｌＥｃｏｎｏｍ
ｉ
ｃｓａｎｄＭａｎ－

与 已有研究不同 的是 ，本文从 自 上而下 的 环保考ａｇｅｍｅ／Ｕ
，

２００４ 丨 ３ ）
．

核和外部公众参与 的双重视角 出 发 ，
构建环保考核 、公［

７
］ 崔 亚 飞

，
刘 小 川 ． 中 国 省 级 税收 竞 争 与 环 境 污

众参与 和治理效果 的 面板数据模型 ， 实证分析不同 的染
基于 １ ９９８－ ２００６ 年 面板数据的 分析 ［ Ｊ ］

． 财

环境治理方式对特定环境污染物治理的作用效果 。 与经研究 ，

２０
１
０

（
４

） ．

之相 比 ， 探讨环保考核实施的 同时 ， 进一步 测量环保考［
８

］
刘 洁

， 李 文 ． 中 国 环境 污 染 与 地 方 政府 税收 竞

核 目 标完成情况 ；特别是加人 了公众参与这
一

外部治争基 于 空 间 面板数据模型 的 分析 ［ Ｊ ］
． 中 国 人

理机制 。 在环境污染物选择方面 ， 通过 四 大类不同特〇 资源 与 环境
，

２０ １ ３ （ ４ ）
．

征 （ 如约束性和非约束性 、可 见程度较 尚 和可见 程度较［
９

］
Ｋｏｕｂ ｉＶ

，

ＢｅｍａｕｅｒＴ
，

Ｋ ａｌｂｈｅｎｎＡ
，ｅ ｔａｌ ．Ｃ ｌｉｍａ

ｔ
ｅ

低 ） 的环境污染物进竹两两对比 、深入探讨 。Ｖａｒｉａｂ ｉｌ ｉ ｔ
ｙ ，Ｅｅｏｎｅｍｉ ｅＧｒｏｗｔｈ

，
ａｎｄＧ ｉ ｖｉ ｌＧ ｏｎｆｌ ｉｅｔ ＞

本文对我国环境治理提 出 如下建议 ，
第一

，
应进

一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
Ｐｅａｃｅ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２０ １ ２⑴ ．

步完善和创新 自上而下 的环保考核机制 ， 即在不断强［ １
０

］
关海玲 ，

张 鹏 ． 财政支 出
，
公共 产品供给 与 环境污

化对约束性环境污染指标考核的同时 ，关注公众导 向染 ［ Ｊ ］
．Ｘ 业技术经济

，

２０ １３ （ １ ０ ） ．

的环境污染指标 ，逐步实现单
一污 染物约束指标控制ｔ ｌ ｌ ｌ

Ｌ〇ｐｅ
ｚ（Ｊｕ ｌ

ｉｍｉｔｏＧＩ
．

ｋｈｉｍ 尤 Ｐ
ｉｓｅｔｉ ｌ Ｓｐｅ

ｉｉｄ
ｉ ｎ

ｇ
ａ ｎｄ

向多兀污染 物指 标控制 的转变 。 第二 ， 进一步综合发ｔｈｅＥ ｒｗ
ｉｒｏｎｍｅｎ ｔ

：Ｔｈｅｏ ｒ
ｙｗｉｄＥｍｐ ｉ ｒｉ ｅｓ ．Ｊｏ ｕｍａＺ＜？／

挥环保考核的正 向 激励和负 向 问责作用 ，
可考虑进一Ｅｎｖｉ ｒｃｍｍｅｎｔａｌＥｃｏｎｏｍ ｉｃｓａｎｄＭａｎａｇ匿ｎｔ

，２０
１

１

步关注地方政府环境治理实 践 ， 将责任追究延 伸到实

施和决策阶段 ， 有效监管和 问责环境保护过程中 的不［
１２

］ 孙伟增 ，
罗 党论

， 郑思 齐等 ． 环保考核 ，
地方官 员 晋

作为
、
干预执法及决策 失误等行为 ；

同时
，
应 和 各个 省升与 环境 治理基 于 ２００４

—

２００９ 年 中 国 ８６ 个

市持续沟通 ， 把握其考核 目 标完成的方案与策略 ， 探索重点城市 的 经验证据 ［ Ｊ ］
． 清华 大 学 学报 （ 哲 学社

将现有的局部约谈扩展为定期 沟通 。 第三 ，
建立健全会＃＃版 ） ，

２〇 １ ４（ ４ ）
．

公众参与环境治理新机制 。 中央和地方政府应进一步
［

１ ３
］ ［

４７
］ 
Ｌ ｉａｎ

ｇ
ｉ

，

Ｌａｎ
ｇ
ｂｅ ｉ ｎＬ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Ｍａｎａ

ｇ
ｅｍｅ ｎｔ

，

推进环境污染 丨目息公开工作 ，
建立公众与 国 家 环境保Ｈｉ

ｇ
ｈ－ＰｏｗｅｒｅｄＩｎｃｅｎ ｔｉ ｖｅｓ

，ａ ｎｄＥｎｖ ｉｒｏｎｍｅ ｎ 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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