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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政府对高校科研项目经费投入的逐步

增多，建立系统、规范、科学的高校科研项目绩效评价体

系已成为高校科研项目管理的必然趋势。完整的科研项

目绩效评价应包括业务绩效评价和财务绩效评价。虽然

国内许多学者已开始在科研项目经费绩效评价领域进行

探索性研究，但仍缺少一套行之有效的财务绩效评价方

法，以致无法实现科研项目业务与经费的同步绩效管理。

目前流行的绩效评价方法有多种，由于操作性不强，许多

方法仅仅作为理论研究的热点，与科研项目经费绩效评

价实际应用还有一段距离。因此，建立科学、合理的高校

科研项目经费绩效评价方法模型，并实现信息条件下的

快速评价具有一定的实践意义。

一、常用的绩效评价方法简介

目前，常用的绩效评价方法有多种，每个方法具有各

自的特点。在选择评价方法时，应优先考虑评价方法适用

领域、评价效果以及是否具有可操作性。

1. 同行评议法。20世纪50年代，美国成立国家科学基
金会时就正式采用了同行评议制度，以保证经费的合理

性和科学研究的相对独立性。这种方法被理论界用来判

断工作程序的正确性，确定结果的可靠性以及有限资金

的分配。同行评议法是某一领域或若干领域的专家采用

同一种评议标准，共同对涉及相关领域的某一事项进行

评价的活动，其评价结果对有关部门的决策具有重要的

参考价值。但同行评议存在固有缺陷，如诸多因素的干扰

得出的结论有时具有不稳定性；易形成“熟人关系网”，评

价结果有时缺少公正性；业绩权重也不利于年轻人脱颖

而出；容易出现“马太效应”等。

2. 德尔菲法。德尔菲法原为美国著名研究机构兰德
公司 20世纪50年代末提出，当时其目的在于改进科研小
组的相互作用和影响，促进科技等战略预测中达成更多

共识，其可信度较高。德尔菲法是决策、预测和技术咨询

的一种有效方法。它是一种群决策技术，能有效地征求和

提炼群体的意见。但当某一意见分散程度较大时，易造成

决策时间延长，草率从事，从而降低质量。

3. 层次分析法。层次分析法是20世纪70年代由美国
科学家提出的。层次分析法是把复杂的问题分解为有序

的递进层次结构，通过两两比较的方式确定层次中诸因

素相对重要性的顺序。层次分析法在科技项目评估中既

可以单独用于项目综合排序，也可用于评估指标体系权

重的确定。但该方法也有明显的局限性，如评价结论受主

观因素影响大、评估工作量和准确性受评估对象数量影

响较大，其只能用于数目不多的项目粗排序，或仅作为一

种辅助方法与其他方法一起使用。

4. 经济评价法。经济评价法属于技术经济评价法，主
要通过价值分析、成本效益分析、价值功能分析，采用

NPV、IRR等指标来计算比较得出结论。该方法主要适用
于大中型投资建设项目、企业设备更新和新产品开发效

益评价等。该方法含义明确，可比性强，运用比较成熟。但

其建立模型比较困难，数据难以预测，结论可能失真。

5. 模糊综合评价法。近几年，在上述方法的基础上还
出现了一些衍生的新方法，并逐渐成为研究热点，如模糊

综合评价法、综合集成评价法等。由于模糊综合评价法属

于定量研究，其评价结果清晰可靠，国内学者对模糊评价

方法做了许多探索与研究。模糊综合评价法属于模糊数

学方法，引入隶属度，实现把人类的直觉确定在具体系数

的模糊综合评价矩阵中，在论域上评价对象属性值的隶

属度，并将约束条件量化表示，进行数学解答，克服传统

数学“唯一解”的弊端，根据不同可能性得出多个层次的

问题解。

除上述方法之外，还存在另外一些科技项目评估方

法，如目标决策方法、相关分析法、回溯分析法、决策树法

等。这些方法都有特定的应用领域，最常用的还是前面列

高校科研项目经费绩效评价方法与应用

付 强

（洛阳师范学院财务处，河南洛阳 471022）

【摘要】本文以高校科研项目经费绩效评价方法为研究对象，改进了以往模糊综合评价算法模型，并利用VB
计算机语言予以实现。该方法下，可为高校科研项目经费绩效评价的计量、测度和评估提供一套可行、适用的技术

管理手段，进而为高校管理者制定相关政策，并为政府部门优化科研资源配置提供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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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的几种方法。

二、改进后的模糊综合评价算法模型

这里将模糊综合评价法与同行评议法相结合，形成

可适用于多层次、多指标的科研项目经费绩效评价模型。

1. 模糊综合评价算法模型简介。科研项目经费使用
情况的评价是受多方面因素影响的，每方面因素用符号u
表示，若存在n个影响因素，这些影响因素组成科研项目
经费绩效评价因子集U={ui〡i=1，2，…，n}。其中，ui（i=1，
2，…，n）称为评价因子。
在集合U中，不同的评价因子对评价结果的影响程

度不同，对U中的每个元素ui赋予其对应的影响度值 ai以

反映U中各因子的相对重要程度，便可形成影响程度集
A={ai〡i=1，2，…，n}。

对科研项目经费使用情况可能做出的各种评价结果

用符号v表示，若存在m种评价结果（如优秀、良好、合格、
不合格），则可形成评价结果集V={vj〡j=1，2，…，m}。

若总数为 S的评价人中，第 sij人对U中的因子 ui评

价结果为vj，则评价因子ui对评价结果vj的隶属度可表示

为：

rij=
sij
S
，（i=1，2，…，n；j=1，2，…，m） （1）

U中的每个因子ui对评价结果集V中的各评价结果vj

的隶属度 rij可用矩阵R表示：

R =
















r11 … r1m
… … …
rn1 … rnm

其中，i=1，2，…，n；j=1，2，…，m。
将影响程度集A与隶属度矩阵R的各列对应项相

乘，便可得到一个1×m阶的模糊综合评价矩阵B，其每个
元素对应被评价对象属于一个评价等级的隶属度，即：

B =∑i = 1
n airij （2）

最后按照最大隶属度原则得到评价结果，即矩阵B元
素中最大的数值为最大隶属度，该数值对应的等级即为

最终评价结果。

2. 改进后的模糊综合评价算法模型。在高校科研项
目经费绩效评价过程中需要考虑的评价因子很多，多因

子间往往还有层次之分，每个层次中的因子对应着一个

层次的指标。而上述模型仅适用于只有一级指标的情况，

即评价因子属于同一个层次的情况。但在实际评价工作

中，常常涉及多层指标，除一级指标外，还有下一层次的

二级指标、三级指标等。针对这一问题，可先按照层次分

别进行综合评价，然后再对总体进行综合评价，即先对低

层次评价因子进行综合，再对高一层的评价因子进行综

合，直至最顶层。如一个具有二级指标的评价系统评价过

程如图1所示。

其中， 为第一层次中的第一个评价因子，即上标

“（1）”表示一级指标，下标“1”表示一级指标中的第一个

指标。每个一级指标下面又包含多个二级指标，如 表

示第一个一级指标下层的第 n1个二级指标。每个指标都

对应着相应的评价结果影响权重系数 a。评价过程是先由
最底层的评价因子U（2）和评价影响权重系数 a（2）相乘得

到n个模糊评价矩阵B（2），再由这n个模糊评价矩阵形成的
新矩阵作为新的评价因子矩阵并与上一层的评价结果影

响权重 a（1）系数相乘，从而得到最终的模糊评价矩阵B（1），

最后按照最大隶属度原则确定评价等级。

对模糊综合评价算法进行这样的改进，满足了实际

工作中多层次多指标的评价条件，使得评价工作得以开

展,并且体现了层次分析法思想。综上所述，改进的模糊评
价模型算法步骤如下：

第一步：建立层次式评价因子集；第二步：接着对每

一层次的评价因子集建立对应的影响程度集；第三步：建

立评价结果集；第四步：计算隶属度，构造最低层次的所

有评价矩阵；第五步：调用子过程，计算所有当前层次的

评价结果矩阵；第六步：如果当前层次为本次评价的最高

层次，得出评价结果并结束转到第九步，否则转到第七

步；第七步：将当前层次的所有评价结果矩阵设置为上一

层次的所有评价矩阵；第八步：转第五步；第九步：对结果

进行归一化处理；第十步：按照最大隶属度原则确定评价

等级。

三、程序实现与算例

模糊评价算法虽然思想简单，但是计算过程复杂，特

别是改进后的算法采用由最低层次到最高层次的计算，

每次评价的计算次数由指标的个数和等级数决定，计算

复杂程度大大提高。如采用人工手算费时费力效率低，占

用了有效的财务人力资源，计算结果准确度也受财务工

作人员影响。根据该算法编辑相应的程序，既能提高计算

效率，也可确保计算结果的准确性。这里以改进的模糊评

价算法为基础，将Visual Basic 6.0作为程序设计工具，并
利用office中的Access数据库进行数据管理。

U( )1
1

U( )2
1n1

图 1 模糊评价矩阵形成过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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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算例描述与分析。这里以某高校X科研项目经费

绩效评价为例，分析改进的模糊综合评价算法程序设计

过程。假设X科研项目的经费绩效评价一级指标有 4个，
二级指标共有16个；共有5个人员参与评价全过程，他们
对该项目科研经费使用情况给出的评价分数以及每个指

标对应的评价结果影响权重系数如表1所示。

评价结果被分为四个等级，即优秀（90 ~ 100分）、良
好（76 ~ 89分）、合格（60 ~ 75分）与不合格（<60分）；各指
标对应的权重系数可根据项目的类别由评价专家组预先

设定。

2. 程序设计流程图。依据改进的模糊评价模型算法
步骤和评价指标的等级，模糊评价可执行程序的流程图

如图2所示。
3. VB与Access数据库连接程序实例。以一级指标权

重系数数据表与Vb连接为例，显示连接与调用程序段。
一级指标权重系数在Access数据库中的数据表如表 2所
示。

一级指标权重系数数据表与Vb连接主程序如下所
示：

mlink2="Provider=Microsoft.Jet.OLEDB.4.0；
Data Source=F：\科研项目经费绩效评价\数据库（评

分与权重系数）\一级指标权重系数.mdb"

macc2 = "select ∗ from 一级指标权重系数表U"
Cnn2.Open mlink2

Set Rst2 = New ADODB.Recordset
Rst2.Open macc2，Cnn2，adOpenKeyset，

adLockOptimistic
Rst2.MoveLast
i = Rst2.RecordCount - 1
j = Rst2.Fields.Count - 1
ReDim U（i，j）
For m = 0 To i

If m > 0 Then
Rst2.MoveNext

If Rst2.EOF Then
Rst2.MoveLast

End If
Else

Rst2.MoveFirst
End If

For n = 0 To j
U（m，n）= Rst2.Fields（n）
Next n
Next m
Cnn2.Close

4. 登录界面。首先利用Vb窗口设计出登录界面，如

指标
体系

预算
编制
指标

预算
执行
指标

验收
评价
指标

跟踪
评价
指标

一级指标
及权重

预算编制
合理性
（0.3）

预算执行情
况（评价按N
个阶段开展）
（0.4）

预算决算
情况
（0.2）

预算结余
情况
（0.1）

二级指标及权重

科研业务费（0.2）

实验材料费（0.2）

测试、计算分析费（0.15）

仪器设备费（0.15）

国际合作费（0.1）

劳务费（0.15）

间接费用（0.05）

经费支出的真实性（0.35）

经费支出的合理性（0.35）

预算经费调整情况（0.3）

总经费支出情况（0.2）

经费支出明细情况（0.2）

经费使用效率（0.2）

经费使用效益（0.2）

资产验收情况（0.2）

预算结余资金使用情况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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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X科研项目的经费绩效评价指标与权重

表 2 一级指标权重系数数据表

图 2 程序设计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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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在输入用户名和密码处输入正确，便执行评价程序；如

果输入错误，则提示登录失败。

5. 模糊评价过程。连接数据库存放的基础数据之后，
便可利用模糊评价主程序进行模糊评价，这里对利用计

算机进行模糊评价的过程进行简单介绍。

针对预算编制指标首先统计 5位评分人评价结果分
布在各等级对应分值区间的次数，该次数除以总的评分

人数，即可得到其每个二级指标隶属各等级的隶属度。计

算结果如图3所示：

该7×4阶矩阵为二级隶属度矩阵R（2），它与7个二级
指标对应的权重系数构成的1×7阶矩阵A（2）相乘，即得到

1×4阶第二层次的模糊评价矩阵 ， 计算结果如图4
所示：

按照同样的方法，可分别计算出其他一级指标，如预

算执行情况指标、预算决算情况指标及预算结余情况指

标第二层次的模糊评价矩阵 、 、 ；将它们与

按行排列组成一个 4×4阶矩阵B（2），如下图 5所示；将该
矩阵作为一级隶属度矩阵R（1），与4个一级指标对应的权
重系数构成的1×4阶矩阵A（2）相乘，便可得到如下图6所
示的模糊评价矩阵B。

由于B的计算结果满足 4个元素之和等于 1，无须再
进行归一化处理，该矩阵即可作为最终的模糊评价矩阵。

可见，综合评价结果隶属于优秀等级的隶属度为0.048，隶
属于良好、合格与不合格的隶属度分别为 0.465、0.369与
0.118，依据最大隶属度原则便可得到该项目经费使用情
况的绩效评价结果良好，程序显示结果如图7所示。

最后对所编程序生成.exe文件，如图 8所示，以便实
际应用；若要应用该程序，只需双击图8所示图标，便进入
登录界面。如果用户名与密码输入正确，则程序自动读取

Access数据库数据并执行模糊评价，然后输出如图7的评
价结果。

四、结论

加强高校科研项目经费管理是教育部、财政部贯彻

落实《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
年）》的重要一环。

本文对高校科研项目经费绩效评价方法做了探索性

的研究工作，选择并改进了模糊综合评价算法模型，使得

此算法可以满足高校科研项目经费绩效评价工作中多级

指标的要求，并利用Vb语言设计工具开发出计算机自动
执行模糊评价的应用程序，使得应用该算法对科研项目

经费绩效评价成为可能。但我国针对科研项目经费绩效

评价研究起步较晚，还有许多领域如科研项目经费管理

机制、评价原则、评价指标等方面都需要做进一步的探索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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