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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评价的方法、问题及其研究趋势。 

王 宗军。 (华中理亡天孚工雨否 学院) 2 2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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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弓I 言 特征的系统描述模型称为概念模型(coneeptua1 

评价(evaluation)是指“根据确定的目的来测 

定对象系统的属性，并将这种属性变为客观定量 

的计值或者主观效用的行为”_l ．所谓综合评价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CE)概指对 多属性 

体系结构描述的对象系统作出全局性、整体性的 

评价，l~p,*J-评价对象的全体，根据所给的条件，采 

用一定的方法给每个评价对象瞅予一个评价值 

(叉称评价指数)，再据此择优或排序．由于影响评 

价有效性的相关因素很多，而且 CE的对象系统 

也常常是社会、经济、科技、教育、环境和管理等一 

些 复 杂 系 统 (complex system)，因 此，s．1 _ 

Riedel ：指出，CE是一件极为复杂的事情． 

构成 CE的基本要素有评价对象、评价指标 

体系、评价专家 (群体)及其偏好结构、评价原则 

(评价的侧重点和出发点)、评价模型、评价环境 

(实现CE过程的设施)，各基本要素有机组台构 

成一综合评价系统(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sys- 

tern)．对某一特定的综合评价问题，一旦相应的综 

合评价系统确定之后，则该 CE问题就完全成为 

按某种评价原则进行的“测定”或“度量”问题 

CE的基本过程可分为 5个连贯的步骤进 

行： ： 

第 l步 明确对象系统．这一步的实质是建 

立一个能合理反映被评价系统(对象系统)被关注 

mode1)．经常评价的对象系统有自然系统(各种资 

源、环境和生态系统)、人工制造的系统(各种设 

备、建筑 武器系统等)、技术对象系统(各种待发 

展的新技术、科研成果及科研项目等)、人和社会 

系统(各类干部、学生、各种组织单位等)，评价对 

象系统的特点直接决定着评价的内容、方式以及 

方法： ． 

第 2步 建立评价指标体系．对象系统的评 

价指标体系常具有递 阶结构 (hierarchical struc 

ture)，尤其是复杂对象系统常具有系统规模大、 

子系统和系统要素多、系统内部各种关系复杂等 

特点，因而使得描述这类系统的评价指标体系呈 

现多目标、多层次结构 ．按照人类认识和解决复 

杂问题的从粗到细、从全局到局部的分层递阶方 

法，明确评价的目标体系，选用合适的指标体系， 

明确指标间的隶属关系． 

第 3步 确定参与 CE的人员，选定评价原 

则及相应的评价模型． 

第4步 进行CE，其中主要包括： 

1)不同评价指标属性值的量化； 

2)评价专家对不同目标(指标)子集权系数 

进行赋值} 

3)逐层综合． 

第 5步 输出评价结果并解释其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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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综合评价的基本方法、应用领域 

及其方法评析 

1．1 综合评价的基本方法和应用领域 

评价是决策的前提．评价的核心任务是“选 

择”．没有确切的度量，就没有合理的选择．即没有 

评价就没有决策，评价的“质量”直接影响到决策 

的“质量”_6 ．正因为评价具有重要的地位，所以才 

有国内外的大批学者对其不断地研究和探索，也 

才有了许多今天的CE方法．从 总体上可将 目前 

国内外常用的CE方法分为。 ：专家评价法、经济 

分析法、运筹学和其它数学方法． 

1)专家评价法 

这是一种以专家的主观判断为基础，通常以 

“分数”、“指数”、“序数”、“评语”等作为评价的标 

准；对评价对象作出总的评价的方法．常用的方法 

有：评分法、分等方法、加权评分法及优序法等．这 

类方法由于比较简单．因而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如用于科研生产力评价、大学科研成果评价、城市 

环境综合整治与定量考核及企业经济效益的考核 

等． 

2)经济分析法 

这是一种以事先议定好的某个综合经济指标 

来评价不同对象的CE方法，常用的有 直接给出 

综合经济指标的计算公式或模型的方法 、费用 
一 效益分析(cost—benefit analysis)法。 等．这类方 

法常用于新产品的开发、科技成果和经济效益的 

评价、区域经济不平衡发展的程度0：及投资项目 

的各种评价 等． 

3)运筹学和其它数学方法 

这类方法用到的数学知识更多一些，目前用 

得较多的有以下几类． 

① 多目标决策方法 

多目标决策(mukiobjective decision making， 

MODM)方法 类本身有很多种方法，但大体上 

有以下几种“]： 

1。化多为少法 

即通过多种汇总的方法将多目标化成一个综 

合目标来评价，最常用的有加权和方法、加权平方 

和方法、乘除法和目标规划法等； 

2。分层序列法 

即将所有目标按重要性次序排列，重要的先 

考虑 ； 

3。直接求所有非劣解的方法； 

4。重排次序法，例如ELECTRE法； 

5。对话方法等． 

MODM方法和理论的研究．近十几年来有了 

很大发展，计算机的广泛应用，人工暂能，知识工 

程和专家系统的飞速发展．决策支持系统(deci— 

sion support system，DSS)的 研 究 与 开 发，与 

MODM 的理论和方法一起有力地促进了管理决 

策科学化的进程．MODM 方法现已在社会、经济 

和工程等领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 ． 

② 数据包络分析方法 

数据 包络分析 (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 

DEA)方法和模 型。。 。 是 l 978年 由美国 A． 

Charnes和 w．W．Cooper等人首先提出的，它用 

来评价多输入和多输出的“部门”(称为决策单元) 

的相对有效性．DEA方法可以看作是一种非参数 

的经济估计方法，实质是根据一组关于输入一输 

出的观察值来确定有效生产前沿面．可以证明． 

DEA有效性与相应的多 目标规划问题的pareto 

有效解(或非支配解)是等价的 ．DEA方法的应 

用领域也很广泛，可以用于多种方案之间的有效 

性评价、技术进步评估、规模报酬评价及企业效益 

评价等． 

③ 层次分析法 

屡 次 分 析 法 (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 

AHP)是 70年代由著名运筹学家 T．I ．Saaty提 

出的，它的基本原理 是根据具有递阶结构的 

目标、子目标(准则)、约束条件及部门等来评价方 

案，来用两两比较的方法确定判断矩阵，然后把判 

断矩阵的最大特征根相应的特征向量的分量作为 

相应的系数．最后综合出各方案各自的权重(优先 

程度)．该方法作为一种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工 

具，目前已在油价规划、教育计划、钢铁工业未来 

规划、效益成本决策、资源分配和冲突分析等方面 

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 

④ 模糊综合评价方法 

模糊综合评价 (fuzzy comprehensive evalua— 

tion，FCE)方法是一种用于涉及模糊因素的对象 

系统的 CE方法．设评价对象集和评价指标(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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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集为 

C= ^，c2，⋯ ，f ) (1) 

U 一 {“1，“ ⋯ ，“ } (2) 

与指标 “ ∈U 对应的各评价对象的隶属度可用 

下列隶属函数表示 

：C一 [0，13 (3) 

按式(3)可得到模糊综合评价矩阵(隶属度矩阵) 

为 

R 一 [ ( )]⋯  (4) 

其中,ut( )表示指标“ ，∈U．的论域 I 上评价 

对象C ∈C的属性值的隶属度． 

由， 个指标组成的指标子集的权系数向量为 

A 一 (dll，a ⋯ td ) (5) 

利用矩阵的模糊复 合运算可得到 C×U．上的 

FCE结果集 

B．一 A． 尺 (6) 

FCE方法由于可以较好地解决综合评价中 

的模糊性(如事物类属间的不清晰性 ，评价专家认 

识上的模糊性等)，因而该方法在许多领域得到了 

极为广泛的应用 。 ． 

⑤ 数理统计方法 

数理统计方法主要是应用其中的主成分分析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因子分析 (factor 

analysis)、聚类分析 (cluster analysis)、判别分析 

(diseriminant analysis)等方法对一些对象进行分 

类和评价等，该类方法在环境质量、经济效益的综 

合评价以及工业主体结构的选择等方面得到了应 

用 ]． 

1．2 各种综合评价方法的评析 

1)专家评价法 

优点是简单方便，易于使用}不足之处是该法 

的主观性太强．因此、该方法往往用于一些不太复 

杂的对象系统的评价与对比． 

2)经济分析法 

优点是含义明确，便于不同对象的对比；不足 

之处是计算公式或模型不易建立，而且对于涉及 

较多因素的评价对象来说，往往很难给出一个统 
一

于一种量纲(如价格)的公式．该方法多用于经 

济部门的评价与比较、 

3)运筹学和有关数学方法 

① MODM方法 

方法比较严谨，要求评价对象的描述清楚，评 

价者能明确表达 自己的偏好，这对于某些涉及模 

糊因素、评价者难于确切表达 自己的偏好和判断 

的评价问题的求解带来了一定困难． 

② DEA方法 

模 型清楚，但其应用范围限于一类具有多输 

入多输出的对象系统的相对有效性的评价．此外， 

该方法对于有效单元所能给出的信息较少(对于 

非有效单元，DEA方法却还能够给出一些有用的 

管理信息，以指导各单元改进工作方式和提高管 

理水平)，而如何指导这一类单元进一步保持其相 

对有效地位则是实际工作中所面 临的重要问 

题 ． 

③ AHP方法 

该方法由于让评价者对照一相对重要性函数 

表给出因素集中两两比较的重要性等级，因而可 

靠性高、误差小；不足之处是遇到因素众多、规模 

较大的问题(如某些因素子集的因素个数大于 9) 

时，该方法容易出现问题(由心理学的实验可知． 

在不致于混淆时，人们只能对 7土 2个事物同时 

进行比较．Saaty 也正是基于这一事实，用1 9 

标度刨立了AHP)，如判断矩阵难以满足一致性 

要求，进一步对其分组往往难以进行(如新层次中 

的因素难以定义)等，固此它的应用也就基本上 

限于诸因素子集中的因素不超过 9个的对象系统 

的CE． 

④ FCE方法 

优点是可对涉及模糊因素的对象系统进行 

CE，而且更加适宜于评价因素多、结构层次多的 

对象系统i不足之处是 FCE过程本身并不能解决 

评价指标间相关造成的评价信息重复问题，隶属 

函数的确定还没有系统的方法，而且式(6)所示 

的 和 R，的综合方式也有待进一步探讨． 

⑤ 数理统计方法 

该方法是一种不依赖于专家判断的客观方 

法，优点是可以排除评价中人为因素的干扰和影 

响，而且比较适宜于评价指标间彼此相关程度较 

大的对象系统的 CE；不足之处是方法给出的评价 

结果仅对方案决策或排序比较有效，并不反映现 

实中评价目标的真实重要性程度、其应用时要求 

评价对象的各国素须有具体的数据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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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当前综合评价中存在的问题 

由上述可知，目前用于 CE的方法的确有很 

多，而且在许多领域也得到了广泛应用，但是从当 

前综合评价的现状来看，仍存在下述几个问题有 

待于进一步研究． 

1)理论方法研究同实际应用之间的衔接问 

题 

目前，理论方法研究同实际应用之间衔接的 

研究还极为薄弱，大部分研究还停留在“具体理论 

方法 + 实际应用案例”的阶段，有时还囤理论方 

法研究者不太注意实际情况 ，实际应用者又往往 

囿于 自己的专业来考虑理论方法的实际应用问 

题，因而出现效果不理想甚至误用的情况．这样就 

有必要探索理论方法同实际应用之间的衔接问 

题 

2)评价的主观性和群评价问题“’ 

CE中有客观评价和主观评价．客观评价一般 

根据实测数据来评价，而主观评价往往随评价者 

主观判断而定，这里有一个评价者的评价问题．有 

些主观评价会受环境(At级领导意图以及群众舆 

论)的影响，也有个人对某些评价对象有特殊的 

偏爱，等等 在对复杂对象系统的CE中，有效地 

将客观评价同主观评价有机地结合将是极为重要 

的．此外，对复杂对象系统的CE往往是在一评价 

专家群体中进行的，如何综合群的评价(既不能简 

单的民主提票表决，也不能只受少数人操纵)也 

是极为重要的问题． 

3)评价专家的知识和经验的获取和评价样 

本的积累问题 

目前，这个问题还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从而 

造成重复评价、评价结果不可比、浪费人力和物力 

等现象发生．而如何将先进的知识获取手段如知 

识工程(knowledge engineering)、人工神经元网络 

(artificial neural network)等应用于CE之中，以实 

现评价过程中评价专家知识和经验的自动获取， 

从而提高运算效率和节省人力、物力等，便成为一 

个引人注意的问题． 

4)对新的综合评价问题的求解进行支持的 

问题 

目前，绝大多数评价软件仅仅是一段简单的 

程序而已，往往缺少灵活性、交互性、通用性和适 

应性，更谈不上对新的CE问题的求解进行支持． 

而如何综合运用人工智能、知识工程、DSS、专家 

系统等理论和方法．建立一个基于知识的综合评 

价 支 持 系 统 (knowledge—based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support system)，以对新的 CE问题的 

求解提供问题描述可视、评价方法选择引导、人机 

交互友好等方面的有效支持，便成为极为重要的 

问题 

5)评价系统的规范性和可扩充性问题 

目前，由于实用性的评价系统就极为罕见，因 

此更谈不上系统的规范性和可扩充性．因此，在综 

合运用各种 CE方法和先进技术方法构建评价支 

持系统的同时，应注意技术上的规范性和系统的 

可扩充性，要使建成的评价系统具有良好的通用 

性 (能适用于类似对象系统的应用和开发)和可 

扩充性(不断添加新方法部件或模块而不影响系 

统的运行和功能)，这些问题的解决既有理论上又 

有技术上的方法需要研究． 

3 综合评价的研究趋势 

CE的研究包括CE方法的研究和 CE方法应 

用的研究．除了应用某一种 CE方法解决实际评 

价问题外，CE的研究有以下几个趋势、 

1)对现有综合评价方法加以改进和发展 

王浣尘先生一 在 MODM 中引进了可能度和 

满意度的概念、定量描述及其并合成某个相关属 

性的可能——满意度的方法和算式，使得“需要” 

和“可能”这一对概念得以进行定量的描述和运 

算，从而使得问题的研究更便于反映实际情况． 

H．Maeda[ 。 、Z．A．Eldukair[鹳、 H J Zimmer- 

mann 将模糊集理论引入 MODM 中构成模糊 

决策(fuzzy decision making)方法．用于不良定义 

的决策问题(ill defined decision making problems) 

的求解．孟波和陈丑垂先生l 将模糊隶属函数和语 

言变量引入 MODM 的代理置换法 (SWT) 中， 

从而克服了swT法中要求决策者用整数表达偏 

好的困难．P．J．M．Van Laarhoven 、R．N．Xu： ] 

等则对AHP方法作了某些扩展和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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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尝试将几种综合评价方法综合运用 

贺仲雄先生等口 -提出了融合模糊、灰色、物 

元空间等思想的 FHW 决策系统 ，可 用于预测、 

决策与评价．郭仲伟先生等 则将聚类分析和 

FCE方法应用于宏观质量评估之中，取得了较好 

的应用效果．M．J．J．Wang口 提出一种将 AHP同 

模糊集综合运用的评价方法，并在检查官的测试 

选择中得到了很好的应用．梁梁等0”则提出一种 

将主成分分析和 AHP方法综合运用的决策方 

法，并取得了较好的应用效果．笔者则提出了一种 

基于集成式多目标权系数啾值的 CE方法[ 。，将 

实际应用中的多目标权系数赋值方法归结为点估 

计方法、模糊区间估计方法、定性估计方法 3类， 

在 CE过程中将其综合运用，并给出相应的权系 

数赋值方法选择策略，从而使得评价专家可以根 

据 自己所处的具体环境和对评价问题 的了解程 

度，较为方便和准确地选择相应的权系数赋值方 

法，而不必去详细了解每一种方法的具体原理．该 

方法在城市整体发展水平的综合评价中取得了很 

好的应用效果． 

目前，这方面的尝试还较少，而要有效地求解 

多层次多 目标复杂对象系统的CE问题，就必须 

针对问题的不同侧面应用不同的方法，因此就有 

必要探讨多种方法综合运用的问题．王浣尘先生 

在文献[39]中将“综合原则”或“结合原则”归结为 

系统科学或系统工程方法在理论上的说法或在实 

践中的现象之一 ，并进一步指出从系统方法中提 

炼 出的正如张钟 俊教授 所强 调的“综合即创 

造什【 ，以及众多文献中反复提到的各种结合，都 

是这种原则的反映．例如，定量分析同定性分析相 

结合，社会科学同自然科学相结合，宏观研究同微 

观研究相结合，理论分析同经验总结相结合，分析 

者同决策者相结合，软与硬相结合， 及霍尔方法 

论和切克兰德方法论等均可归属到这类原则中 

去 ’ 、 

3)尝试探索新的综合评价方法 

虽然目前已有一些 CE方法较好地考虑和集 

成了 CE过程中的各种定性与定量信息，但是这 

些 CE方法在应用中仍摆脱不了 CE过程中的随 

机性和评价专家主观上的不确定性及认识上的模 

糊性．例如，即使是同一评价专家 ，在不同的时间 

和环境对同一评价对象也往往会得出不一致的主 

观判断．因此 ，需要有一类方法，既能充分考虑评 

价专家的经验和直觉思维的模式，又能降低 CE 

过程中人为的不确定性因素，既具备 CE方法的 

规范性又能体现出较高的问题求解效率．笔者在 

文献[44：中提出的基于 BP神经网络的CE方法， 

就是满足上述要求的面向复杂对象系统的一类新 

型的CE方法，并在城市发展水平的整体评价中 

得到 了应用． 

此外，张文泉等在文献 45]中根据熵(en— 

tropy)的性质，把多指标评价方案固有信息的客 

观作用与决策者经验判断的主观能力量化并结合 

为一个复合权值集，从而建立了一种基于熵的决 

策评价模型，并在投资项目方案排序中得到了较 

好的应用． 

4)尝试将 CE方法同有关先进技术方法综 

合起来构成集成式智能化评价支持系统 

目前，这方面的尝试可以说才刚刚开始，国外 

虽出现了一些评价系统 ，但这些系统的集成 

化程度和智能化程度都是较低的，而且这些系统 

中的方法基本是 MODM 的有关方法，其它如 

AHP、FCE等方法都投涉及．当然，C．C．White 

Ⅲ 指出将决策分析方法同专家系统结合将进 
一

步增强系统的问题求解能力和人机交互友好 

性．根据钱学森先生提出的处理复杂巨系统的方 

法——从定性到定量的综合集成方法(meta—syn 

thesis)的基本思想。 ，要对复杂对象系统进行 

有效的CE，就必须将评价专家(群体)的经验和知 

识、评价指标的数据信息、多种 CE方法、相关的 

先进技术(如人工智能、知识工程、专家系统、人工 

神经网络、模糊集理论、计算机信息处理技术等)、 

计算机软硬件有机结合起来．从而构成一集成式 

智能化评价支持系统(integrated intelligent evalu- 

ation support system)、笔者在文献[54]中介绍了 

在 IBM PC微机上建立的具有通用性、交互性、规 

范性 、智能性、集成性和开放性特点的集成式智能 

化评价支持系统开发环境，应用这一开发环境便 

可快速、高质量、低成本地生成具体的 CE支持系 

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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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 束 语 

对复杂对象系统的 CE过程，是一个在评价 

人员维、评价层次维、评价 目标维、评价对象维四 

维空间中进行的、并涉及大量定性与定量因素的 

复杂过程 对 CE的理论方法及应用的不断研究， 

将有利于推动评价科学化、管理现代化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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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M ethods，Problems and Research Trends of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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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This paper first introduces the basic concept and basic proecdure of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CE)，then discusses the basic methods，application domains，and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of each 

method of CE，points Out the existing problems of CE．and finally analyses the research trends of 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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