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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工程社会评价指标体系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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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公共工程社会评价理论和方法至今 尚未规范化，这极大地影响了中国城市化 的进程．其主 

要原因之一在于公共工程社会评价指标体系涉及面广、非经济指标多、各指标之间难以衡 量．笔者对公 

共工程社会评价涉及的主要因素进行了合理的划分，并建立起较为完善的具有较强可操作性的社会评 

价指标体系，为公共工程评价奠定良好的理论方法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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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工程建设是城市化 的一个关键因素，而 中国 

改革开放以来，公共工程长期投资不足、效益低下，已 

成为制约城市化发展的“瓶颈”．公共工程社会评价理 

论与方法尚未规范化是造成此结果 的主要原因之一 ， 

对公共工程社会评价指标体系进行深入研究具有重大 

的意义． 

1 公共工程社会评价的含义 

公共工程是为了满足国家或地区社会发展需要， 

以增进社会福利为投资最终目标的项目工程．其最显 

著特点就是具有典型的非排他性和外部效应．非排他 

性是公共工程的本质特性 ，表 明工程建设是为了某个 

区域或某类群体服务，不是针对某个单个的个体．而外 

部性则是说公共工程建设的规模和质量直接影响到城 

市的整体布局和发展． 

社会发展应是以人为本、以可持续发展为原则 ，要 

求人类、自然、社会同步协调发展，这一发展观已得到 

了广泛的认同．因此，完整的项目评价应包括财务评 

价 、国民经济评价和社会评价．1984年世界银行 (WB) 

提出“社会性评估”应成为世行在进行项目可行性研 

究工作的一部分．2001年底国家计委在全国范围推荐 

使用《投资项目可行性研究指南》，首次将社会评价列 

为投资项目评价的重要组成部分． 

基于公共工程的内涵及可持续社会发展观，公共 

工程评价应以社会评价为核心，要统筹资源、环境及社 

会各个方面，使三者协调发展以实现社会效益的最大 

化，而不仅仅是追求财务赢利与经济增长． 

所以，公共工程社会评价就是根据国家或地区发 

展的基本目标，把效益目标、公平目标、环境目标、以及 

其他等等影响社会发展的其他因素通盘考虑，对公共 

工程进行多因素、多目标的综合分析评价从而选出并 

实施那些有助于实现最终 目标的项 目 ̈ ． 

2 社会评价指标研究中的问题 

2．1 社会评价指标缺乏统一尺度 

社会评价着重于其社会效益 ，即对社会总福利的 

影响程度．经济学界研究证明，“经济福利”是可 以计 

量的，“社会福利”则难以计量．同时，效用的内涵是多 

变的，是随着需求者的需求变化而变化的 ，并且 ，同一 

事物在不同的个体间也存在着较大的差异．故此相当 

多的社会评价指标是定性的，非量化 的．这样就造成同 
一 评价体系中存有两种不同的计量 口径，且难以简单 

相加计算，这就造成在衡量社会效益时失真． 

2．2 国民经济评价与社会评价的指标体系边界不清 

当前的国民经济评价除了进行经济效益指标评价 

之外，还对其他有形和无形的效果进行分析，主要的方 

面有：①对流通状况的影响；②对经济结构的影响；③ 

对产业结构、布局等的影响；④对技术水平及扩散和示 

范效果的影响；⑤对生态环境的影响；⑥对劳动就业的 

影响；⑦对文化教育的影响，等等．可以看出，当前的国 

民经济评价中已包含了部分社会评价内容．这就造成 

了重复计算的问题，尤其在两个评价系统相互矛盾时 

无从取舍，给项目评价带来了不易操作的难点． 

2．3 社会评价指标范围的不确定性 

公共工程根本 目的是社会福利的最大化 ，即要产 

生显著的社会效益．而社会评价范围十分广泛，涉及经 

济、文化、科技、教育、卫生、资源环境、民族情况等等社 

会诸方面．从项目社会效益的投入和产出方面来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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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大而全的，其费用、效益囊括了43大类指标．故对具 

体项目应有效地确定其社会评价的范围，以合理地确 

定费用与效益量化问题． 

3 社会评价指标体系的构成 

根据社会评价内涵，笔者拟将社会评价指标体系 

分为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为6个准则层，即项目社会 

评价涉及的6大类因素，见图 1．第二个层次由各准则 

层之下的若干指标构成(也可再按子准则层继续划 

分)． 

准捌层1 

项目社 

会适应 

性 

隹捌层2f l准删层 

项目社l I项目社 

会经济l l会环境 

效益 I I的影响 

隹删层4l I准删层5l l准尉层I 

项目自l I项目生l l项目对 

然费潭J l杏环境I I其他因 

的影响l l的影响 l l蠢影响 

图 1 公共工程社会评价指标体系 

3．1 项目社会适应性 

项 目社会评价首先要考虑项 目是否符合社会综合 

发展的需要 ，而政策代表 了社会一定时期 内的价值取 

向，故可把这一较抽象的指标转化为项 目与社会政策 

的相容性．项 目社会适应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项 目 

表2 项目社会经济效益指标 

就业效益目前一般用“新增就业人 口数／项 目投 

资总额”表示，但此公式未表达出新增就业人 口的经 

济水平变化，故可用下式计算项 目就业经济效益 

(EER)以补充说明． 

EER= 一∑Ki· ． (2) 

C。，c2：新增直 接与间接就业人 口的平均 消费 

水平； 

dq／dl ：流出部f-1 i的人员原来的边际产出； 

k ：项目每增加一份工作，引起的部门 i流出的 

人数． 

项目建设也是国民经济再分配的手段之一．故要 

衡量收益应在国家、地区、企业 、个人 4者间进行合理 

的分配 J．另外，根据可持续性原则，应考察建设时间 

选择所造成的社会效益 的差别．项 目时间选择效益 比 

(TSR)计算公式如下： 

与政策的符合性和项目自身的可持续性．具体见表 1． 

表 1 项目社会适应性指标 TSR ： 

项 目可持续效益(PR) 
r 

PR = 

∑ · (1+，) 
T=0 

∑X (1+，) ∑ (1+，) 。 
u=0 Ⅱ= 

∑ (1+，) ∑X (1+，)-ra-k 

X ：项目在第 U年度在第 部门的效益； 

： 项目在第 U年度在第 部门的投资； 

K：项 目延后建设时间： 

m、n：目前和延后建设项 目可使用时期； 

㈩ 3
． 3

， 

：项 目年平均效益大于年目标效益的期间； 

，：项目社会折现率； 

Xh：项目在h部门的年度效益值，h=1，2，⋯．q： 

．̂：项 目在 h部门年度效益值占项目全部效益 

的比重系数． 

在计算项目的可持续性效益时，涉及到效益无法 

以货币度量或各类效益持续期存在显著差异时，则需 

按照费用与效果的方法，分别计算各类效益 】．需要 

注意的是，可持续性效益是对项目各个影响方面的总 

体计量，在实际运用中应在项目各个影响方面评价的 

基础上进行． 

3．2 项目社会经济效益 

鉴于国民经济评价中已包含了部分社会经济评价 

内容，为减消国民经济评价与社会评价两个体系的矛 

盾，社会评价应重点考虑就业效益 、收入分配效益、居 

民经济生活三方面的问题，也即是要在社会评价中着 

重解决社会经济公平问题．具体见表2． 

． (3) 

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对人 口的影响，对文化 

教育的影响，对科技进步的影响，对项目所在地社会结 

构的影响和对项目所在地居民生活习惯的影响．对社 

会安定、稳定 的影 响，对居 民卫生保健情况的影 
响等 引． 

对人口影响的主要有：人口密度变化率、人口迁移 

变化率和人口素质提高率．人口素质提高率可用“文 

盲率”及“大专以上文化程度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等 

指标表示． 

对文化教育的影响主要有“人均受教育年限”、 

“在校学生占总人数的比例”和“每万人中专业技术人 

员所占比重”等指标． 

对科技进步的影响主要有科技成果转化率、科技 

进步贡献率等指标． 

对社会安定、稳定的影响，对项目所在地社会结构 

的影响以及对项 目所在地居民生活习惯的影响可采取 

相应的主要指标，如不宜量化，须详细说明有无项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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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异． 

3．4 项目对自然资源影响 

具体指标有水、土地、森林、海洋、草地、矿产、能源 

等资源消耗系数，自然资源综合利用效益，自然资源综 

合节约效益三类指标来表示． 

3．5 项目生态影响 

根据可持续发展的原则，将费用效益原理扩展，公 

共工程对生态环境影响的社会评价可通过污染破坏所 

造成的费用损失和生态治理成本效益两个基本方面来 

评价． 

对生态环境的污染破坏又可分为：①对自然环境 

的污染破坏 ，如水质空气噪声等污染 ，基层指标主要有 

“水面污染综合指数”、“大气污染综合指数”、“区域环 

境噪声平均值”、“人均废物排放量”等．②对绿化地森 

林的破坏，主要基层指标有“人均绿地变化率”和“人 

均森林植物覆盖变化率”等．③对水土流失的影响，主 

要基层指标有“水土流失面积 占地区面积的比例”等． 

④对野生动植物的影响，主要基层指标有“动植物物 

种数量变化率”、“濒危物种比例”以及“受保护动植物 

物种数量变化率”等． 

对生态治理美化基层指标主要有“环保投资增长 

率”和“环保投资效益”等，也可以根据前述的各具体 

方面的指标来表示． 

在评价中，运用近些年国外关于生态经济价值的 

研究成果解决环境与资源的度量与经济价值之间的转 

化．如生产率变动法、机会成本法、预防性支出法和置 

换成本法等 J．从计算的规范性和易操作性出发，可 

建立 以下等式计算生态环境与资源的经济影 响 

(ERE)： 
l I 

ERE=(∑ +∑ )‘(P／F，，，Ⅳ) (4) 

：在第 n年由生态或资源厂影响造成的 行业 

的经济损益； 

：在第 n年进行生态或资源厂改造治理的成本； 

Ⅳ：项 目期间 

，：项目社会折现率． 

3．6 项目其他影响 

公共工程的社会评价范围非常地广泛 ，还可能涉 

及到地区竞争力、名誉威望、收支平衡、社会参与等等 

方面的内容，其中多为定性指标． 

4 结束语 

城市公共工程社会评价涉及面广泛，且不同公共 

工程的社会评价重点、范围不同，故不能机械地设计适 

宜所有公共工程社会评价指标体系．但笔者在研究社 

会评价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合理构建指标体系的方法 

与思路，并设定了有关的主要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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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Social Appraisal Index System in Public Pro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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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social evaluation theories of public project still have not been standardization today，and have effects on 

the process of the construction to city．One of the main reasons lays in that the index system，about the social evaluation 

theories of public project，connects with many fields，has many non—economic index and difficult in measuring the every 
index．Th is article is to mark off the main factors involved in social evaluation effectually，to set up index system of SO— 

cial evaluation practically，and to setde firm ground for methodology and theory of public pro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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