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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universality of personal tax and the raising consciousness of public participation in public 
affairs, people pay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to the use of public fiscal expenditure, especially can't endure the 
behavior of waste and low using performance of government public financial resources, and ask the govern-
ment to enhance the transparency of the expenditure on public finance and improve efficiency in the use of 
public financial resources. By using the combining method of entropy and gray theory to quantitativ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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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practical application value for the evaluation of the investment performance of local government publ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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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个人纳税的普遍化和公众参与公共事务意识的增强，人们越来越关注公共财政支出的使

用效果，尤其不能容忍政府公共财政资源的浪费和使用绩效低下的行为，要求政府提高对公共财政支

出的透明度，提高公共财政资源的使用效率。运用熵权和灰色理论相结合的方法来定量评价地方政府

公共财政的投资绩效，充分考虑到了评价因素本身及其相互之间关系的“灰色性”特征和不同评价指

标的重要性，构建了一个可操作的评价模型，对于评价地方政府公共财政资源的投资绩效具有一定的

理论意义和实际应用价值。 

关键词：公共财政；绩效评价；熵权；灰色局势 

 
1 引言 

地方政府公共财政投资活动是政府配置资源和实

施宏观调控的主要手段，对于弥补市场失灵、保证社

会资源配置的优化以及促进地方经济发展、改善社会

民众的生产生活环境、提高生活水平等各个方面都发

挥着重要的作用[1]，各级地方政府部门对于如何合理

利用有限的财政资源也都非常重视，期望以最小的财

政投资获得最大的社会产出效率。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和谐社会背景

下地方政府公共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研究”(编号：09YJC630193) 和
湘潭市情对策与应用研究课题“两型社会建设中湘潭市公共事业项

目决策机制模式创新与绩效评价研究”（立项批准文号：潭社科研

[2010]1 号）资助。 

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部门是社会资源配

置的主体，财政作为国家主体的分配，必然在社会资

源配置中居于主导地位，政府财政的职能范围包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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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投资和消费等领域；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社会

资源的主要配置者是市场而不是政府，随着政府职能

的转变，财政对资源的配置转变到主要为全社会提供

必要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为市场配置资源作用的

发挥创造良好的外部条件，改变过去那种排斥市场、

替代市场、政府配置大包大揽的财政管理和财政运行

模式[2]。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体制的新形势下，各级地方政府纷纷推出了改革行

政管理体制、加快政府职能转变步伐、建设绩效政府

的管理创新措施。各级地方政府部门用有限的财政资

源投入，最大限度地为社会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

尽量让人们休养生息，既推进了服务型政府的建设，

提升了政府的执政形象，又使得有限的地方政府公共

财政资源效用最大化，与国家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

友好型社会的宏观发展思路相吻合。 

但目前对地方政府公共财政投资活动的绩效进行

评价还没有统一和公认的研究方法和评价模型，国内

关于这一领域的研究还处于起步和探索阶段。事实上，

我们知道，地方政府公共投资与区域经济系统各因素

之间的相互关系非常复杂，评价对象的成本和收益一

般无法完全用一些量化的指标进行衡量，在信息不完

全的情况下这些因素本身及相互之间的关系均表现为

“灰色性”，无法按照常规的方法对公共财政投资绩效

进行准确评价。本文充分注意到评价因素本身及其相

互之间关系的“灰色性”特征，采用熵权与灰色局势相

结合的评价方法，构建了地方政府公共财政投资的绩

效评价模型。 

2 评价模型所需的理论基础 

2.1 熵和熵权 

“熵”是一个热力学概念，最早由德国物理学家

克劳修斯提出，它描述了分子运动的无序运动程度和

混乱程度，在信息论中熵表示信息源的信号的不确定

性。1948 年Shannon引入了一个函数作为随机试验中

熵的度量，根据该函数，评价指标的熵可定义如下[3]： 

在有 n 个评价指标，m 个被评价对象的评价问题

中，第 j 个评价指标的熵为 jH ，则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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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灰色理论 

灰色理论认为，在客观世界中，许多系统既不是

“白色系统”（即系统中的信息确定、数据完整），也

不是“黑色系统”（即系统中的信息很不确定，数据很

少），而是“灰色系统”（系统中的信息和数据部分确

定，部分不确定）[4]。地方政府公共投资与区域经济

系统具有信息不完全、数据少、系统行为不确定的本

质特征，是一个灰色系统。而且，在对地方政府公共

财政投资进行绩效评价时，除了要考虑投资规模外，

更多地是要考虑与投资主体相关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

和区域经济环境因素等，灰色理论中的灰色局势理论，

较好地描述了评价系统中的这些灰色关系，已广泛渗

透到社会和自然科学各个领域并取得了较好的应用效

果，因此，应用灰色系统理论和方法对地方政府公共

财政投资进行绩效评价是可行的。 

将需要研究、解决的问题或需要处理的事物以及

一个系统行为的现状等统称为事件，某一研究范围内

的事件全体称为研究范围内的事件集，记为

1 2{ , ,..., }nA a a a ， 为第i个事件。

相 应 的 所 有 可 能 的 对 策 称 为 对 策 集 ， 记 为

( 1, 2,..., )ia i n

1 2{ , ,..., }mB b b b ， 为第j个对策。

假设所有事件都有相同的目标，称事件的所有目标全

体 为 目 标 集 ， 记 为

( 1, 2,..., )jb j m

( 1, 2,..., )l kp k l1 2{ , ,..., },P p p p 

, }i j

为第k个目标。

则 事 件 集 A 与 对 策 集 B 的 笛 卡 尔 积

{( , ) |i jA B a b a A b B 
C A B

  为局势集，记作

 
)k k

i ja b

1 2( , ,..., )l
ij ij ijR r r r

。在k目标下，任意的 ，则

称 ( , 为k目标下的局势，记作 。

为 局 势 在 k 目 标 下 的 效 果 测 度 值 ， 则 称

为局势 的多目标效果测度向量

, jb B
( , )k k

i jc a b
ia A

ij 

ijc


k k

ijr

[5]。根据效果测度向量，可以对局势进行排序，从而

得到不同评价对象的评价值序列。 

3 公共财政投资绩效评价模型 

ij X X 3.1 确定对策和局势 

设有 m 个地方政府参与公共财政投资绩效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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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评价对象集为 1 2{ , ,..., }mB b b b

1{ }A a
1 1 1 2{( , ), ( , ), ( ,a b a b

.., }lp

，即对策有 m 个；

事件为地方政府公共财政投资绩效评价，是唯一事件，

， ； 局 势

， 目 标 为 l 个 评 价 指 标 ， 故 目 标 集 P 为

。 

1n 
C A

P p

B  

1 2{ , ,p

1 3 1),..., ( , )}ma b a b

.

3.2 给出原始效果白化矩阵 

每个目标、每个局势都有一个效果白化值 。

将所需要的指标值从地方的统计年鉴中查找并经过换

算后就得到每一个评价指标给出评价值，从而得到效

果白化矩阵U

( )k
iju

[6]。由于本模型讨论的是地方政府公共

财政投资绩效评价，属于唯一事件，故效果白化矩阵

为： 
(1) (1) (1)
11 12 1
(2) (2) (2)
11 12 1

( ) ( ) ( )
11 1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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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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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目标局势效果测度的确定 

对局势在一定目标下所产生的实际效果进行比较

的量度称为效果测度，对于本模型中唯一事件的效果

测度，可简记为
( )

1
k
jr ， ，1,2,...,k l 1,2,...,j m 。

由于不同目标的极性不一定相同，有的指标是越大越

好的效益型指标，有的指标是越小约好的成本型指标，

有的指标则既非效益型也非成本型的中性指标，为了

使不同极性的指标值具有可比性，我们采用统一效果

测度变换将各目标极性统一为极大值极性[7]：  

对于效率型指标，使用上限效果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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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成本型指标，使用下限效果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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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中性指标，使用中性效果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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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效果测度变换后，原始效果白化矩阵U 转变

为效果测度矩阵 ： R
(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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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确定目标局势效果测度的权重 

引入熵权法来确定局势效果测度的权重。根据式

（1）和式（2）并结合效果测度矩阵 ，可得出计算

局势效果测度熵值和熵权的公式为： 

R

)(
1

)(
1 ln k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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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k rKH 

1

m

j

r


，  （8） 1,2,...,k l

1

k
l

H

l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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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k         （9） 1,2,..., l

式（8）中，K 为波尔兹曼常数，K>0，一般取

m
K

ln

1
 ， 并 假 定 ， 当 时 ， 令

( )
1 0k

jr 

( ) ( )
1 1ln 0k k

j jr r  。 越大，表示 m 个对策在第 j 个局

势中所包含的信息量越大；反之，表示所包含的信息

量越小。 

kH

熵权 确定后，将 加入到效果测度矩阵 中

便得到加权的公共财政投资绩效评价测度矩阵
kw kw R

wR ： 

(1 (1) (1)
1 11 1 12 1 1

( 2 ( 2 ) ( 2 )
2 11 2 12 2 1

( ( ) ( )
11 12 1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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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3.5 计算局势的绩效评价测度值 

由加权效果测度矩阵
wR ，可计算出每个局势的

绩效评价测度值为： 

( )
1 1

k
j kw

1

l

k

r r



  j 1,2,...,， j m       （11） 

从而得到事件 的公共财政投资绩效评价测度空间1a
r 为： 。至此，求出了参与评价的

m 个地方政府公共财政投资的投资绩效，比较

11 1{ , ... }mr r r

1, ,...

1

mr

2 , 

11 12r r  
的大小，可对参与评价的 m 个地方政

府公共财政投资的绩效进行排序，得出公共财政投资

绩效谁优谁劣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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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长株潭三市公共财政投资绩效评价的实证

分析 

作为两型社会建设示范区，近年来，长沙、 

 

株洲、湘潭三市一直是湖南省经济社会发展的排头兵，

在公共财政投资领域也占据了全省的半壁江山。本算

例在《湖南统计年鉴 2008》公布的有关数据的基础上，

对长沙、株洲和湘潭三市 2007 年的公共财政投资绩效

进行评价，在评价指标选取方面，借鉴张雷宝[8]和郭

永萍[9]构建的评价指标体系，同时为简化运算的复杂

性，减少计算工作量，此次实证研究只选取了人均GDP

（元）、人均财政收入（元）、每万人公路里程（公里）、

人均邮电业务量（元）、人均外资投资额（元）和人均

公共财政投资额（元）共 6 个评价指标，其中人均GDP、

人均财政收入、每万人公路里程、人均外资投资额和

人均邮电业务量 5 个指标为越大越好的效益型指标，

人均公共财政投资额指标为成本型指标。根据《湖南

统计年鉴 2007》得到的原始白化效果矩阵如下： 

 

Table 1. Original whitening effect matrix of the evaluation object 

表 1. 评价对象的原始白化效果矩阵 

 长沙 b1 株洲 b2 湘潭 b3 指标极性 

k=1 人均 GDP（元） 3436.44 38447.3 34511.0 效益型 

k=2 人均财政收入（元） 2739.1 1923.2 1585.3 效益型 

k=3 每万人公路里程（公里） 18.6 52.0 41.4 效益型 

k=4 人均邮电业务量（元） 2298.0 2264.1 2247.0 效益型 

k=5 人均外资投资额（元） 1720.3 894.8 1080.2 效益型 

k=6 人均公共财政投资额（元） 647.0 701.1 641.7 成本型 

Note: The data come from the "Hunan Statistical Yearbook 2007" which per capita foreign invest-
ment index is used the actual use foreign capital around year and conversed according to exchange rate of 
U.S. dollar against the RMB in Dec. 31, 2007.Due to the relatively difficulty for obtain direct data, the 
public investment cost target average per person stems from the local expenditure divides the local popu-
lation after the conversion with the entire province 18.9% rate of public investment. 

注：数据来源于《湖南统计年鉴 2007》，其中，人均外资投资额指标使用的是各地当年实际

使用的外资金额并按 2007 年 12 月 31 日的美元兑人民币汇率进行了换算；由于获取直接数据相对

困难，各地人均公共投资额指标源于各地财政支出按全省 18.9%的公共投资率换算后除以各地人

口数所得。 

 

根据本文构建的熵权法-灰色局势决策模型，有： 

事件 为地方政府公共财政投资绩效评价，是唯

一事件；对策为 ；局势为 ，

；评价指标和指标的极性

分别为表 1 的第 1 列和第 5 列；原始白化矩阵为表 1

的第 2、3、4 列。 

1a

1 2( ,
1 2 3, ,b b b

1 3( ,c a
11 1 1( , )c a b

12 13), )c a b b

根据目标的极性，分别使用式（4）、式（5）进行

效果测度，得到绩效评价的综合效果测度矩阵 如

下： 

R

0.8938 1.0000 0.8976

1.0000 0.7021 0.5788

0.3587 1.0000 0.7966

1.0000 0.9853 0.9778

1.0000 0.5201 0.8283

0.9918 0.9152 1.0000

R

 
 
 
 

  



 





 

根据式（8）、式（9）计算绩效评价综合效果测度

的熵权，得到综合效果测度的熵权向量空间W 为： 

 0.1981 0.1174 0.1208 0.2335 0.1325 0.2219W
    

从而得到加权的公共财政投资绩效评价测度矩阵
wR 为： 

0.1771 0.1981 0.1778

0.1174 0.0824 0.0679

0.0433 0.1208 0.0962

0.2335 0.2301 0.2283

0.1325 0.0689 0.1098

0.2201 0.2031 0.2219

wR

 
 
 
 

  
 
 
 
 

 

根据加权的公共财政投资绩效评价测度矩阵
wR ，利用式（11），可计算出事件 的公共财政投资

绩效评价测度空间
1a

r 为： 

 0.9239 0.9034 0.9020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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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事件 的公共财政投资绩效评价测度空间1a
r 可知， 11 13r r r12

    ，即对长沙、株洲和湘潭三市

2007 年的地方政府公共财政投资进行绩效评价，长沙

市的绩效评价结果是最好的，株洲市次之，湘潭市的

绩效评价结果最差。 

实际上，我们从近年来三市的经济社会发展和城

市建设等情况也可以看出，长沙市作为湖南省的省会

城市，其市容市貌、道路交通以及有关民生的其他公

共领域一直处于良好的发展态势，获得了市民及省内

其他公众的广泛认同，市委市政府的执政策略获得了

良好的口碑，其公共投资绩效评价的结果为三市最优

是理所当然的；而湘潭市作为一个老工业城市，近年

来关于涉及广大民众生产生活的公共领域建设一直强

差人意，为当地民众和上级领导所诟病；在财政实力

不断增长壮大的情况下，株洲市近两届市委、市政府

领导班子充分运用公共财政手段，调整优化支出结构，

力求满足社会公共需求，全力构建和谐株洲，努力让

广大人们群众共享经济发展成果，大力支持各项社会

事业进步，高度关注民生问题，切实加强社会保证体

系建设，充分提供公共产品，着力打造宜居环境，有

效改善了市民的生产生活环境，使株洲市一改过去脏、

乱、差的城市形象，公共财政投资效果相当明显，只

是因为长沙作为省会城市的潜在影响，使得株洲市

2007 年的公共财政投资绩效评价结果低于长沙市。故

株洲市公共财政投资绩效劣于长沙市而优于湘潭市的

最终评价结果是与实际相符的，从而表明了模型的有

效性。 

5 结束语 

本文运用灰色理论中的灰色局势理论，并结合熵

和熵权的思想对不同重要性的评价指标给与不同的权

重，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对地方政府公共财政投资绩

效展开评价，构建了地方政府公共财政投资绩效评价

的熵权法-灰色局势评价模型。该模型针对灰色局势模

型中对各目标的局势效果测度采取相同权重来计算灰

色局势综合测度值的不足，引入熵权法对局势的综合

测度值进行加权，具有相对客观性。模型根据地方政

府的实际情况构建，简单实用，计算量不大，实证研

究证明模型稳健有效，从而为地方政府公共财政投资

绩效评价提供了一个有益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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