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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尧问 题 的 提 出

零基预算是由美国学者维恩·刘易斯于20世纪50年代在

其《预算编制理论新解》一文中提出的一个预算编制的新论

点，其编制方法的全称为“以零为基础编制计划和预算的方

法”。零基预算是指在编制成本费用预算时，不考虑以往会计

期间所发生的费用项目和费用数额，而是以所有的预算支出

为零出发点，一切从实际需要和可能出发，逐项审议预算期内

各项费用的内容及开支标准是否合理，在综合平衡的基础上

编制费用预算的一种方法。在2000年中央部门预算全面采用

零基预算编制法，各省市也开始广泛推行零基预算加部门预

算的模式。高等学校作为与财政直接发生经费领拨关系的预

算会计单位，被纳入此次改革范畴。

推行零基预算的优点有：其一，零基预算要求对所有的计

划项目采用成本—效益法，权衡其支出预算和使用效果，减少

了各部门之间的重复支出项目，有利于实现资源的最佳配置

和预算资金的合理分配。其二，零基预算法综合了计划、预算

及业务决策等项目，使之成为一套综合的预算管理系统，促使

计划和预算管理工作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其三，零基预算要

求各预算单位人员参与预算管理工作，充分发挥其积极性和

创造性，其广泛推行可提高整个预算管理队伍的素质。

我国研究者对高校零基预算编制问题也进行了一定程度

的研究，如罗福穗（2000）、刘必耀（2005）、赵安娜（2008）等，主

要认为零基预算打破了每年预算数只能升不能降的陈旧观

点，可使高校和校内各单位的各项支出行为得到较有效的规

范。也有研究者注意到目前我国高校的财务预算编制普遍存

在“预算两张皮”现象，即表面上按政府部门预算的程序要求

填表进行应付，学校内部再编制一套所谓校级预算。我国高校

财务预算编制普遍采用的是一种形式上的零基预算加部门预

算的预算编制模式，零基预算没有发挥根本性的作用。

编制零基预算一般有三个步骤：首先是确定决策单位，即

确定需要预算资金的部门、单位、项目、活动等。其次是制定一

揽子决策，即提供可选择的方案，列出该方案所需资金及其所

能达到的效果。最后是一揽子决策分析及排序，要求决策者对

呈报上来的所有方案论证分析，并进行重要性排序，从而根据

预算支出水平确定资金分配方案。由此可知，零基预算需要满

足较复杂的逻辑与技术要求，强调决策者面对大量的方案能

够正确决策，这给零基预算的推行带来了困难。

高校零基预算决策的现实状况是：在决策过程中，由于必

须考虑的判断标准（考量点）较多，且这些判断标准通常具有

复杂和难以量化的特点，决策者常常在多个判断标准中陷入

无条理的模糊状态，在多个备择方案中难以取舍。由于对零基

预算决策分析及重要性排序缺乏操作性管理工具，最后预算

决策通常是由决策群体经验型的举手通过或民主投票，难以

做到科学决策，容易导致决策失误。

二 尧 研 究 方 法

层次分析法（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简称AHP）是由

美国著名运筹学家、匹兹堡大学教授ThomasL.Saaty等人于20

世纪70年代初期开发出的对较为复杂、较为模糊的多准则问

题作出决策的方法，具有全面、系统、实用的特点，被广泛应用

于工业技术领域和企业管理中。

（一）层次分析法的原理

层次分析法将定量和定性的方法相结合，把人的大脑的

决策判断过程表示为有序的递阶层次结构，通过两两比较的

方式要求决策者对每个因素（考量点）的相对重要性作出判

断，最后综合决策者的判断，确定决策方案重要性的总排序。

层次分析法能够将人的主观判断用数量的形式进行表达和处

理，简化复杂决策问题得到解决方案，适用于高校零基预算决

策判断，其引入可有效地提高预算决策的质量和效率。

（二）层次分析法的基本步骤

1援 建立递阶层次结构。其方法是把复杂的多准则问题分

解成若干组成因素，并将这些因素按支配关系进行分组，形成

互不相交的递阶的层次，从而建立起一个多层次的结构模型。

找出复杂问题的组成因素，是建立递阶层次结构的关键。

2援 构造两两比较矩阵。构建两两比较矩阵是层次分析法

的基石。两两比较矩阵表示模型中各层次的因素与上一层与

之相关的因素之间的相对重要性。在构建两两比较矩阵时，决

层次分析法在高校零基预算决策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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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零基预算有较复杂的逻辑与技术要求，强调决策者面对大量的方案能够正确决策。本文利用层次分析法将定

量和定性的研究方法相结合，能较准确地确定各决策因素的权重，适用于高校零基预算的决策判断，其引入有效地提高决

策的质量和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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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者须针对决策过程中不同的因素，通过两两比较的方式确

定哪个因素更重要，并给判断矩阵中的各个因素赋值。层次分

析法通常采用1 ~ 9级标度法进行赋值，即用数字1 ~ 9及其倒

数表示各因素间的相对重要程度。

假定A层因素Ak与下一层次因素B1，B2，…，Bn有相关性，

就可构造两两比较矩阵如下：

矩阵中bij是对于上一层因素Ak而言，Bi对Bj的相对重要

性的数值。bij满足以下条件：

bij跃0

bij= （i，j越1，2，…，n）

bii越1

3援 一致性检验和层次单排序。构建判断矩阵需特别注意

的是决策者做两两比较判断的一致性。如果出现“甲比乙重

要，乙比丙重要，丙比甲重要”的判断，则显然不合逻辑。层次

分析法测量两两比较的一致性的方法是计算一致性比率。

一致性指标：CI=

一致性比率：CR=

如果这个比率大于0.10，则表明在两两比较的判断中存

在不一致；如果一致性比率小于或等于0.10，那么两两比较的

一致性就较合理，可以进入下一个环节。

层次单排序即计算单一准则下各因素的相对权重的方法

是：首先用特征根法求出两两比较矩阵的最大特征根姿max和

特征向量w，然后将特征向量w归一化处理，之后得到的特征

向量的分量就是被比较因素之于该准则的相对权重。

4援 一致性检验和层次总排序。层次总排序即计算各层所

有因素对于总目标的合成权重，须将单一准则下各因素的权

重自上而下进行组合，并进行总的判断的一致性检验和层次

总排序。

三 尧 层 次 分 析 法 在 高 校 预 算 经 费 分 配 决 策 中 的 应 用 举 例

在学院制大学零基预算编制中，日常公用预算经费在各

二级学院间的分配是其中一项重要内容。本文以此为例，运用

层次分析法（AHP）进行决策分析研究。研究步骤和结果的得

出均利用软件Yaahp0.5.2实现。具体步骤为：首先，根据总目标

确定各个判断因素即各个预算经费分配指标，建立预算经费

分配的递阶层次结构模型，从而形成预算经费分配的总体分

析框架；其次，组织相关领域的专家，对各判断因素进行两两

比较，建立判断矩阵；最后，对判断矩阵进行一致性检验，计算

确定各个预算分配指标的权重和在不同的分配指标下各个二

级学院的合成权重，从而确定分配方案。

1援 指标的确定。在构建层次结构模型之前，须对各二级

学院日常公用预算经费分配指标进行确认。目前我国财政拨

付给大学的教育事业拨款其主要分配指标是学生人数，大学

在各个二级学院间分配日常公用预算经费时也通常是简单地

按学生人数进行分配。然而，对于大学而言，预算经费的分配

权是大学管理层体现其办学理念的重要政策工具；对于二级

学院而言，预算经费是其日常运作和发展的重要来源。如果将

预算经费仅按学生人数进行分配，其过程过于简单，权威性不

足，既保证不了预算经费分配结果的有效性和科学性，也使得

预算经费分配难以体现大学管理层的办学理念。

我们向华南某重点高校的大学预算委员会的专家们展开

问卷调查，根据调查结果，及我国高校工作的特点，将日常公

用预算经费分配指标划分为学生人数、专业特点、科研团队建

设、学生实践活动四个准则层因素。

2援 层次分析模型的构造。在预算决策过程中，决策者的

思维常常按以下程序进行：首先确定希望通过决策过程达到

的目标，层次分析法称之为目标层（决策层）；其次是确定决策

过程中的决策准则或者叫做考量点，层次分析法称之为中间

层（准则层）；最后通过比较作出选择，层次分析法称之为方案

层（解决方案）。本研究根据上述分配指标构造学院制大学各

二级学院间的日常公用预算经费分配层次分析模型：决策层

目标设定为预算经费分配，中间层要素由学生人数、专业特

点、科研团队建设、学生实践活动4个个体指标构成，方案层由

3个二级学院构成。

3援 预算分配指标的判断矩阵分析。由上述问卷调查的参

与者根据上述预算经费分配层次分析模型，采用1 ~ 9级标度

法各自独立建立4个预算分配指标的判断矩阵，然后收集所有

的判断矩阵进行综合分析，经过不断反馈之后，确定最终的4

个预算分配指标的判断矩阵如下：

学生人数

1

1/2

1/3

1/4

学生人数

专业特点

科研团队建设

学生实践活动

专业特点

2

1

1/3

1/4

科研团队建设

3

3

1

1/3

表3 4个预算分配指标的判断矩阵

学生实践活动

4

4

3

1

9 8 7 6 5 4 3 2 1

重要性等级

数值等级

同等重要较重要很重要非常重要极重要

表1

学生实践活动科研团队建设专业特点

预 算 分 配

学生人数

学院1 学院2 学院3

图1 预算经费分配层次分析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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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援 求分配指标的权重。在建立判断矩阵以后，运用软件

Yaahp0.5.2进行一致性检验和计算单排序权重。软件

Yaahp0.5.2对以上判断矩阵进行了一致性检验，其一致性比率

为0.053 9，小于规定比率0.10，故可看出判断矩阵具有满意的

一致性，从而可以通过两两比较矩阵，按照各个判断标准对于

实现总目标的重要性，计算单排序权重。软件Yaahp0.5.2计算

确定各个预算分配指标的权重排序为：学生人数（0.450 0）>

专业特点（0.318 2）>科研团队建设（0.154 5）>学生实践活动

（0.077 2）。

在排序中，学生人数指标的权重值最大，为0.450 0，说明

学生人数对高校预算经费分配的影响力最大，这也反映了我

国高校在扩招形势下的实际情况。其次是专业特点，为

0.318 2。这是因为不同专业对经费分配额的需求会有很大差

别。比如师生比率、班型大小等这些直接影响经费分配额的因

素都会因专业不同而产生很大差别。再次是科研团队建设，为

0.154 5。这是因为我们取样的学校是一所教学研究型综合性

大学，本科生教育占很大比重。如果对研究型大学的预算经费

分配指标进行考量，科研团队建设这项指标的影响力便会凸

显出来。相对学生人数、专业特点、科研团队建设这三个因素

而言，学生实践活动所占权重值最小，为0.077 2。

5援 求分配指标下各学院的权重。我们需要使用两两比较

来确定在不同的判断标准，如学生人数、专业特点、科研团队

建设、学生实践活动下3个学院的权重值。我们仍然由上述问

卷调查的参与者采用1 ~ 9级标度法，对3个二级学院在4个预

算分配指标下的权重值进行评估，各自独立建立判断矩阵，然

后收集所有的判断矩阵进行综合分析，经过不断反馈之后，确

定最终的4个预算分配指标下3个二级学院的判断矩阵如下：

同样，软件对以上判断矩阵进行了一致性检验，其一致性

比率均小于或等于0.051 6，小于规定比率0.10，故可看出判断

矩阵具有满意的一致性，从而可以进入下一个环节，确定不同

预算分配指标下各学院的权重体系如下：

6援 解决预算经费分配问题。综上所述，我们分别做了4个

预算分配指标的两两比较和4个预算分配指标下各学院间的

两两比较，通过计算我们得到了4个预算分配指标各自的权重

值和4个预算分配指标下3个学院的权重值。将每个学院在4个

预算分配指标下的权重值乘以对应的预算分配指标的权重

值，我们便可得到以下最终结果（即各学院的合成权重），从而

确定分配方案。

学院1 0.194 2

学院2 0.333 4

学院3 0.472 4

预算经费按照上述比例在3个学院间进行分配较为合理。

四 尧 结 论

在高校财务零基预算编制中，正确的决策分析，是关系到

学校预算编制乃至预算管理是否有效的关键因素之一。如果

决策失误，将导致学校整个财务预算管理工作的失败。通过上

述举例研究，我们可以看出高校零基预算编制引入层次分析

法，能较准确地确定预算决策指标的权重，使预算决策指标间

的相对重要性得到较为合理地体现，从而较好地解决高校零

基预算决策分析及重要性排序缺乏操作性管理工具的问题。

且在改变我国高校零基预算管理现状，促进部门预算改革的

深入和高校的发展方面，具有较重要的现实意义。

还可以看出层次分析法是一种整理和综合人的主观判断

的客观方法，它可帮助决策者更好地理解决策过程中的利益

权衡。只要对预算决策指标重要性的判断和对各个预算指标

下的单位的评估是有效的，则层次分析法显示的决策方案就

是有效的。因此，它要求决策者必须对高校财务零基预算编制

的原理、过程有全面了解，并充分掌握本校实际管理工作的相

关信息，立足于实际状况，在评估过程中保持客观、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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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4个预算分配指标下3个二级学院的权重

学生实践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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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学生人数指标下3个二级学院的判断矩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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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专业特点指标下3个二级学院的判断矩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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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科研团队建设指标下3个二级学院的判断矩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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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学生实践活动指标下3个二级学院的判断矩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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