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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从财政视角对城市规划进行绩效评价能够判断财政投入在城市规划中的

实际效用并引导财政资金的流向。本文将城市规划实施虚拟为一个项目，从项目决策、实

施和绩效三个阶段构建了基于财政视角的城市规划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并以天津市滨海

新区为例开展了实证研究。研究显示，财政投入对滨海新区规划的实施起着重要的推动

作用。研究表明本文提出的评价方法具有较强实用性。能够满足城市规划实施过程中财

政投入绩效评价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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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城市规划绩效评价是指城市规划的实施效果

评价，其直接评估对象是城市规划本身，需要依托

城市载体实施【”。随着城市规划在城镇发展进程中

作用日益凸显，诸多学者从规划内容、环境影响以

及规划成果等多方面、多角度开展了城市规划绩效

评价研究[2-'0。财政支出是城市管理者意志的直接表

现，在城市规划的编制、决策和实施过程中发挥重

要作用。财政支出不仅直接用于城市规划的实施，

而且对社会资源投入城市规划也有着重要的引导作

用。基于财政视角的城市规划绩效评价，不仅能够判

断财政投入在城市规划中的实际效用，还能正确引

导财政资金的流向，是实现财政资源合理配置的重

要手段。然而，由于财政支出统计口径和规划实施

绩效范围的不确定性，目前财政支出对城市规划的

绩效评价鲜有涉及，评价方法还处于探索阶段。

天津滨海新区位于天津东部沿海，规划面积

2270平方公里，是继深圳、上海浦东后我国经济的

第三增长极。2005年，《天津市滨海新区城市总体规

划(2005—2020年)》(简称新区规划)正式实施，随后滨

海新区被中央纳入国家发展战略，天津市财政对新

区规划的实施投入大量财力，滨海新区的经济社会

近10年中实现了跨越式发展，为开展基于财政视

角的城市规划绩效评价研究提供了典型样本。本文

以新区规划为研究对象，探索基于财政视角的城市

规划绩效评价方法，构建了以财政支出决策实施过

程为主线的城市规划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并对新区

规划实施前后的财政绩效进行了评价。

二、研究方法

(一)财政视角的城市规划绩效评价范畴

按照评价的维度，城市规划的绩效评价分为总

体绩效评价、分类绩效评价和项目绩效评价，本文

所研究的基于财政支出角度的城市规划绩效评价

属于分类绩效评价{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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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支出对城市规划实施绩效的影响具有较

大的不确定性。对于成长型城市，大量财政资金投

人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中，财政支出对城市规划的实

施影响较大；对于成熟型城市，城市的发展更依靠

服务、创新等城市内生驱动力，财政支出对城市规

划实施的影响相对较小。因此，基于财政视角的城

市规划绩效评价对象主要是成长型城市。

基于财政视角的城市规划绩效评价是城市规

划领域财政预算、财政投入及产出、财政可持续性

等多方面的综合反映，可以理解为城市规划实施过

程中财政收支活动的实现情况与既定目标的差距

分析唧。评价范畴包括城市规划领域财政投人的科

学性和合理性、财政投入项目管理的规范性及按照

城市规划进行财政投入所产生的经济、社会及环境

效益等。

(二)财政视角的城市规划绩效评价方法

1．评价方法的选择

目前实际运用的绩效评价方法分为可计量和

不可计量两种，可计量方法主要包括相关系数法、

成本效益分析法、综合指数法、最低成本法以及因

子分析法等；不可计量方法有问卷调查法、专家评

议法以及横向比较法等[n121。基于财政支出对城市

规划实施绩效的影响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本文首

先采用相关系数法，确定财政与城市规划绩效密切

指标的相关关系，判断城市发展阶段。

在确定城市发展阶段的基础上，结合财政绩效

多层次性和覆盖投入产出全程的特点，建立城市规

划绩效的评价指标体系，采用专家打分结合层次分

析法，计算不同年度财政支出作用于城市规划绩效

评价综合得分，对城市规划绩效进行评价。

2．指标体系的建立

评价指标是衡量目标绩效的工具，选取不同的

评价指标将直接影响评价结果，因此评价指标体系的

构建是整个评价活动中最关键的部乡扣H61。财政支出既

可通过参与基础设施和公共设施项目建设对城市规

划实施产生直接影响，又可通过各类财政政策带动产

业、城建和社会发展间接影响城市规划实施。

在实际统计过程中，财政支出对城市规划进行

投入的数据获取难度较大，因此本文将对城市规划

实施虚拟为一个项目，所有对城市规划实施产生影

响的财政投入均视为虚拟项目投入的组成部分，从

整体考察财政投入的全程绩效。绩效评价指标体系

采用递阶层次结构，共分为四层。按照科学性与可

操作性相结合原则，指标分别从项目决策、项目实

施和项目绩效三个阶段选取。

3．指标权重

科学合理的指标权重关系到综合绩效评价结

果的准确性，常用的确定权重的方法有主观权重

法、熵值权重法以及主成分分析法等【10]。本文选择专

家打分结合层次分析法确定指标权重。首先选定来

自天津市高校教师、规划局和财政局的30位专家

根据指标间重要程度对各层指标进行打分，并应用

层次分析法确定各指标的决策权重。

4．数据来源

各指标数据中，项目决策、项目实施及项目绩

效中公共属性指标数据来源于专家评价，对比滨海

新区的城市规划和其完成状况由专家依据统一标

准按百分制打分确定。其它数据来源于滨海新区

2004年一2013年统计年鉴。

为了便于比较，对指标进行标准化处理。对于

正指标，将历史数据中的最大值作为1，数据处理方

法如公式(1)：

标准化数据=夏薹箍 (1)

对于负指标，将原始数据中最小值作为1，数据

处理方法如公式(2)：

标准化数据=1一(虿纛箍一1) (2)

三、结果与讨论

(一)城市规划财政投入与城市发展关系

本文选取国内生产总值(GDP)、年度财政收入、
建成区用地面积、固定资产投资等四项指标来反映

滨海新区发展状况(图1)。由图1可以看出，以新区

规划实施的临界始点2006年为界，新区年度财政

支出呈现加速增长趋势，其中2003年至2006年财

政支出平均增长率为20．8％；新区规划实施后的

2006年至2008年财政支出平均增长率为37．1％；

而随着2008年3月国务院批准天津滨海新区综合

配套改革试验总体方案，滨海新区正式纳入国家战

略，2008年至2012年，新区财政支出年平均增长率

更是达到了80．5％。GDP、建成区用地面积、固定资

产投资等指标也呈现出类似的趋势。

分别计算财政支出与GDP等城市发展四项指

标相关系数(表1)，结果显示财政支出与固定资产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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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2003年一2012年财政对城市规划投入与城市各项发展指标

数据来源：天津市滨海新区统计年鉴2004—2013t-1

资等四项指标呈现显著正相关，相关系数均在0．90 影响不大；2006年至2008年，新区规划实施以后，

以上，其中与固定资产投资、GDP、年度财政收入的 财政投入呈现上升趋势，综合评分稳步增长；2008

相关系数均超过0．98，说明滨海新区属于成长型城 年至2012年，随着国务院对滨海新区综合改革方

市，财政支出拉动与城市规划实施密切相关。 案的批复，新区正式纳入国家战略，财政投入增速

(二)基于财政视角的城市规划绩效评价体系 加快，综合评分呈现陕速增长势头。
本文将城市规划实施虚拟为一个项目，从整体

考察财政投入的全程绩效。绩效评价指标体系采用

递阶层次结构，共分为四层，覆盖了城市规划决策、

实施和绩效的各个层面。其中一级指标分三个阶

段，项目决策阶段权重为15，项目实施阶段权重为

20、项目绩效阶段权重为65；二级指标取决策制定、

决策保障、资金管理、规模、经济发展等10项指标；

表1 财政对城市规划投入与城市各项发展

指标相关系数

固定资 年度财政 建成区建设用
相关系数 GDP

产投资 收入 地面积

财政支出 0．98 0．98 0．99 0．91

三级指标取论证决策、组织、资金、人口规模、经济

效益等22项指标；四级指标取论证科学性、目标完

整性、组织机构、资金到位、人口总数、建成区GDP、

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等49项指标，各项指标权重

见表2。

(三)城市规划绩效评价

将各项指标数据标准化处理后，依据指标体系

中各指标权重进行线性加权，得到研究期内滨海新

区各年度基于财政支出的城市规划绩效综合评价

值(图2)。

由图2可以看出，研究期内新区规划的综合评

分总体呈现上升趋势，2003年至2006年，综合评分

出现波动情况，这一时段财政投入对新区整体发展

2()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 l 2012年

图2滨海新区财政视角的城市规划绩效评价结果

基于财政投入视角，对比新区城市规划发展的

前后10年，城市规划实施绩效呈现随着财政投入

增加而增加的趋势，财政投入对滨海新区规划的实

施发展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财政支出对新区规划

发展的引领作用也十分突出，财政收入的增长速度

高于支出，通过完善基础设施，新区的产业和社会

事业都呈现出快速增长的势头，财政收入的增速显

著超过支出，说明这一阶段财政投入的效率较高。

四、结语

通过以上分析，本文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1．本文基于财政投入视角，创造性将城市规划

的实施虚拟为一个项目，简化了财政支出和城市规

划实施间的复杂过程和联系，构建了一套可行性强

的基于财政视角的城市规划绩效评价指标体系，从

城市规划决策、实施和绩效整体考察财政投入的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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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基于财政视角的城市规划绩效评价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一绑指标 =级指标 四级指标

名称 权重 名称 权重 名称 权重 名称 权重

论证决策 6
论证科学性 3

项目
决策制定 10

决策合理性 3

15 目标设置 4
目标完整性 2

决策 目标科学性 2

组织 2 组织机构 2
决策保障 5

制度 3 制度措施 3

资金 5
资金到位 2

资金管理 8 资金支付 3

项目 财务 3 财务合规性 3

20 实施程序 2

实施 进程管理 5
项目监管 3

项目管理 12
成本控制 3

进程控制 7
完成进度及质量 4

人口规模 3
人口总数(万人) 2

规模 6
人口增长率 1

建成区用地总面积(km2) 2
用地规模 3

建成区用地面积增长率 l

建成区GDP(亿元) 4

建成区GDP占全市之比 2

第二产业占GDP之比 2

人均可支配收入(元) 2

经济效益 20 社会劳动生产翠(力兀／人) 2

年度财政收入(亿元) 2

经济发展 28 港口货物吞吐量(万吨) 2

外贸出口总额(亿美元) 2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亿元) 2

年度贷款金额(亿元) 2

资金筹措 6 国内招商引资金额(亿元) 2

直接利用外资情况(亿美元) 2

产业发展 2 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亿元) 2

项目 工业废水排放量(万吨)一 2
65 废物排放与处

绩效 5 工业废气排放量(亿标立方米)一 2

环境 10
理

工业废渣综合利用率 1

园林绿地面积(万平方米) 2
绿化 5

建成区绿化覆盖率 3

发电量(亿千瓦小时) 1

能源系统 3 自来水厂综合生产能力(万吨／日) l

天然气储气能力(万立方米) l

邮电业务总量(刀兀) 1
公共设施 10 通信系统 3

互联网普及度 2

对外交通便捷度 1

交通系统 4 建成区道路网密度(rn／km：) 2

每万人公交车拥有量(量) 1

人均公共图书拥有量(册) 1
文化建设 3

教育投入(亿元) 2

公共服务 8 卫生机构床位数(位) 2
医疗服务 3

卫生技术人员数(人) 1

社会福利 2 社会福利机构数(个) 2

公平性 3 公共属性 3 公共属性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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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使得利用公开数据对财政支出作用于城市规

划实施的绩效评价成为可能。

2．运用这一指标体系对天津市滨海新区规划前

后10年的发展进行实证评价，显示财政投入对滨

海新区规划的实施发展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财政

支出对新区规划引领作用突出，财政投入的效率较

高。证明了本文确定的评价指标体系具有一定的有

效性及实用性。

3．本文构建的基于财政视角的城市规划绩效评

价指标体系是一个开放性的系统，可以依据城市发

展的不同特点进行拓展，不同城市在运用此指标体

系时需根据自身发展特征对指标进行适当补充和

改正。

4．由于城市发展阶段、管理水平和资源禀赋的

差异，城市财政支出作用于城市规划的过程和内在

机理有着较大差异，因此本文指标体系评价的综合

结果适合同一城市不同发展时期的纵向比较，不同

城市间的横向比较时要慎重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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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24页)的乡镇给予奖励，对绩效状况差的

乡镇减少财政投入。在此基础上，逐步建立起绩效

预算的制度，在各个乡镇申报村庄改造项目时，应

该提出自己的绩效目标，根据绩效目标确定相应的

财政拨款，项目完成后进行绩效评，并以当初的绩

效目标作为绩效评价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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