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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4.3.2绩效评估方法 目前学者们提出的资源环境评估方法主要包括模糊层次综合评价
法、随机前沿分析法、人工神经网络方法、DEA法、投影寻踪模型、EPI环境效率变化模型及指标体
系评价法等理论方法。同时，主要是针对区域层面的水资源管理绩效进行评估，其中廖虎昌和董毅明
（2011）运用DEA和Malmquist指数方法对西部12省、云南省不同地区的水资源利用效率进行评估，研
究表明技术是制约水资源利用效率的主导因素，加大科技投入、扩大生产规模、优化产业结构是水资
源效率提高的必由之路。马海良等（2012）使用2003～2009年中国30个省区的面板数据，测算出各省
全要素水资源利用效率，结果表明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的增长都可导致水资源利用效率的改善。潘护
林等（2012）提出了适于我国西北干旱区可持续水资源管理绩效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并运用层次分析
法、相对变化指数法和加权综合指数法对甘州区可持续水资源管理绩效进行了定量评价。关于流域层
面的水资源综合管理绩效评估的研究文献相对较少，鲜有学者全面地动态评估我国七大流域水资源综
合管理绩效。王大鹏和朱迎春（2011）通过加强松弛变量限制，在EPI环境效率变化模型的基础上，提
出S环境效率变化模型，并应用该模型对我国七大流域的水环境效率动态变化进行实证分析，揭示各
流域水环境效率变化的趋势及动因。 鉴于文献研究，结合流域水资源综合管理绩效评估指标体系，基
于二元比较法、熵权法、线性加权法与改进的理想解模型，对七大流域不同时期的水资源综合管理绩
效指数进行测算。一方面，基于二元比较法和熵权法，确定水资源综合管理绩效评估指标权重，采用
线性加权法，确定流域水资源综合管理绩效的静态评估结果；另一方面，根据理想解模型的构建，提
出了改进的理想解模型，确定七大流域不同时期水资源综合管理绩效指数的动态变化，既体现了水资
源综合管理绩效指数的优劣差异，又体现了水资源综合管理绩效指数的增长变化趋势。 1.绩效评估指
标权重确定 目前国内外关于指标权重确定的方法有多种，大致可分为两大类：①主观赋权法，如德尔
菲法、层次分析法等，多是采用综合咨询评分的定性方法，这类方法因受到人为因素的影响，往往会
夸大或降低某些指标的作用，致使指标权重无法真实反映指标的作用。②客观赋权法，即根据各指标
间的相互关系或各项指标值的变异程度来确定权重，避免了人为因素带来的偏差，如主成分分析法、
因子分析法、熵权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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