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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评价方法论是一种思想体系，其实质就是以一种亲统的观点将焱多的评价方法以某种形 

式组织起来，便于理解和选择具体的评价方法．本文分别介绍j东、西方评价方法论的发展历 

程和主要内容，并详细介绍了在东方社会背景下发展起来的物理一事理一人理 (WSR)评价方法 

论．东、西方评价方法论发展至今，目前所关注的焦点都是如何协调评价过程所涉及到的群体 

之问的关系，即人理．有效的人理分析可以确保评价结果能够被采纳使用．为此，在进行调查研 

究之后，我们尝试使用软系统方法论中的cATWOE分析和战略假设表面化验证 fsAsT)来 

有效地处理评价I作中人的主观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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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评价方法近些年来得到了快速发展．其它学 

科领域的知识逐渐应用到评价工作中，形成了许 

多新的评价方法；一些现存的评价方法经过大量 

的实践检验也日趋完善．在文献[1]中给出了对 

目前较常使用的评价方法的一种分类方式，然而， 

对于广大的评价工作者来说，最迫切的问题往往 

不是去建立一个新的评价方法，而是如何从现有 

的众多评价方法中选择出最适合待评价对象的方 

法．这种需求促进了评价方法论的发展．评价方法 

论实质上就是以一种系统的观点将众多的评价方 

法以某种形式组织起来，便于理解和选择具体的 

评价方法． 

然而，从目前国内的文献来看，有关评价方法 

论的文章少之又少．本文介绍了西方评价方法论 

的发展和主要内容，另外对于如何将东方的系统 

方法论一物理一事理一人理(WSR)方法论应用到 

评价工作中做了进一步探讨，试图站在一个系统 

的高度来看待现有的评价方法． 

以往的评价工作往往过份强调方法的客观 

性、 科学性，力求完全排除人的主观因素的影响． 

但是，在具体的评价工作中，越来越多的评价工作 

者发现，不考虑人的主观因素是不现实的，这样的 

后果往往是评价的结果与最初的评价意图相违 

背．本文对于如何处理人的主观性影响作了初步 

探讨，尝试用软系统方法论中的CATWOE分析 

和战略假设表面化验证(SASrr)去进行有效的人 

理分析， 

I 西方的评价方法论 

西方的评价方法论大多用于组织评价，这里 

组织指的是商业的 工业的、政府的或社会的企 

业．Bru~aglion提出 ]，组织 论的发展有： 个阶 

段：方法的独立，机理互补和不同疗法的壤 ．i 

价理论的发展也有类似的方式．现分别介绍如 

下：。- ： 

l 1 方法独立阶段：四个主要的评价模型 

传统上，评价理论有三种主要的模型：目标模 

型，系统资源模型和多行动者模型．除此之外．还 

可以加入第四种模型：文化模型，文化分析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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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组织领域已经受到了广泛称赞，但到目前为止， 

它还没有被广泛接受作为一种评价形式． 

评价理论中每一种主要模型都有它自己的发 

展时期，每种不同评价形式的主要工作也在不同 

的时代建立．这四种模型的主要区别反映在关于 

组织效能的定义上，具体内容参见表 1．这四种模 

型曾经用于评价英国志愿组织的工作和结构．以 

作为投资的条件 ． 

表1 四种评价模型关于散能的定义和主要评价过程 

评价模型 发展时期 技能的定义 主要评价过程 

在车世纪韧到 50年 组织达到目标的能力 同领导者商谈； 

日标模型 代末期占据统治地位 设立日标； 

((k3al ModeI) 定义指标和测量准则； 

测量． 

系统资源模型 60年代初出现 组织在动志的环境中适应和 同股东商谈} 

fS t日ⅡR m1 存活的能力 选择一十理想的组织横型f 

ModeD 将现实组织与理想组织对比并作出评价． 

多行动者模型 70年代开始发展 组织满足所有受其行为影 向 股东分析： 

(Muhi Actor 或对其行为有影 向的团体的 股东提出关于组织的观点； 

Mode1) 需要的能力 同组织商谈i 

定义指标和测量准则 

测量定量及定性指标． 

文化模型 80年代早期开始 组织产生一种或多种文化并 评价工作^员(或志愿者)的力量、能力和发 

(Culture Mode1) 发展 使其永存的能力 展需要； 

讨论，r人需要怎样适应于组织需要； 

产生一个改变计划 

1．2 机理互补阶段：总体系统干预(TSI)方法 

系统领域同评价领域一样，面临着方法很多 

但好方法很少的困境．每一种方法都各有其优缺 

点．给定许多的方法，怎样在一个特定的环境中选 

择最合适的方法是一个难题．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Jackson在他早期同Keys的工作中提出了一种系 

统方法论分类方式，称为系统方法论系统(System 

Of Systems Methodologie8)_7】．S08M的发展标志 

着系统方法论从早期的方法独立阶段向机理互补 

阶段的过渡．SOSM是问题背景的一个理想类型 

的分组方式，基于以下两维： 
· 系统复杂性 范围是从简单到复杂； 

· 参与者之间关系的性质 可以分为一致、 

多元或强制． 

组合这两维便形成问题背景的一个六单元的 

网格结构． 

评价领域也有与系统领域类似的从早期的方 

法独立阶段向机理互补阶段的过渡．由于不同的 

评价方法各有优缺点，因而有不同的应用背景．8O 

年代以来，评价领域出现了几种不同的分类方法， 

使评价方法论应用于它们最适合的背景．寻找评 

价的元方法论(Meta～methodology)，最近的发展 

是总体系统干预 ]，它表现了一种促进评价方法 

论之间选择的合适的方式．TSI方法论的主要内 

容如下： 

阶段 1：创新 

这个阶段的任务是使用系统比喻(例如机器、 

有机体、大脑、文化、小组、联合政府、监狱等)来 

选择目标、关键问题和问题的重点．这些比喻在通 

常意义下集中了几乎所有的管理和组织理论的焦 

点问题．该阶段的结果是识别出可以突出关键问 

题的主要的、独立的比喻． 

阶段 2：选择 

该阶段的任务是基于第一阶段所显示的问题 

选择一个合适的基于系统的干预方法论．TSI使 

用SOSM来进行选择，SOSM是TSI的核心．通过 

分析评价方法论关于系统复杂性和系统参与者之 

间关系的假定，Flood和Jackson向SOSM的网格 

结构中加入了问题解决方法论，他们在总结观点 

时通过比喻形成了SOSM，据此可以对评价方法 

论进行分类(见表 2)．其中有关批评式系统启发 

方法(Critical System Heuristics．Ulrich，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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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应评价(Responsive Evaluation，Stake，1980) 

的内容请参见文献E97，此处不做介绍．因此．TSI 

第二阶段的结果应该是基于提出的问题确定所要 

使用的最合适的评价方法论． 

阶段 3：实藏 

实施阶段中应该按照特定的变化提出关于行 

动方案的建议．根据前两个阶段中主要的、独立的 

比喻的识别，可以得出：主要的、独立的问题解决 

方法论应该确保能协调在组织的某些方面发生的 

变化，这些变化对于组织目前的效能和高效率的 

运作极为重要． 

参与者之间关系的性质 

一  致 多 元 强 制 

(unitary) (pl~Mist) (0 ve) 

批判式系统启螳方法 简 单 基于目标的评竹 基
于文化的评价 

((Ⅻ 】 

基于系统资源 基于多 疗动者 厦应i'tU~ 复 杂 

的评竹 的评卅 (RE) 

圉 1 一个评价方法论系统 

TSI有益于在一个给定背景中选择最合适的 

评价方法论，它描述了一种机理互补方法，不亚于 

法． 

1．3 方法集成阶段：混合方法并交叉变量 

越来越多的人已经充分意识到 目前存在的 

评价环境过于复杂，因而仅仅使用单个的方法进 

行评价是不够的．Bruseaglioni推荐了两个方法集 

成的策略 ] 
· 发展互补理论和观点．Bruscaglioni引用了 

职责分析的例子，并通过以下几种分析方法对其 

进行补充：使用系统功能分析来促进组织功能动 

力学的判断；使用社会结构分析来处理小组冲突 

问题；使用心理分析来提供对人们之间关系的洞 

察． 
· 研究由某种方法所观察到的现象．这种方 

法使用的变量通常与另外的变量相互联系． 

无论把哪一种方法应用到现实组织中，都必 

须完全理解之后才能正确地运用．这不仅需要完 

全理解每一种评价方法论，而且需要完令理解在 

不同条件下它们的限制和约束条件． 

表2中所列的内容可以帮助我们较好地理解 

对组织的不同看法、不同的评价方法论以及进行 

评价所需要的系统方法一 ．有关所建议的系统方 

任何一个目前存在于评价背景中可以使用的方 法的具体内容请参见文献[4]． 

表2 四种评价方法论方法 

评价方法论 对组织的看法 建议的系统方法 性能测量 

交互式管理 (Warfield．1989) 基于目标的 机 器 定 量 

(Interactive Management) 

生存系统建模(Beer．1979) 系统资源的 复杂的适应系统 定 屠 

(Viabte System Mode[) 

软系统方{击论 (Checkland．1981) 多行动者的 多
元系统 定 性 

( t st∞  Metbx：dol~ ") 

理想设计 (Ackoff．1981) 文化的 化 定
性 

(Idealized Deign) 

2 东方的评价方法论：物理一事理一 

人理方法论 

物理一事理一人理(WSR)方法论最初是作为 
一 种系统方法论提出的(顾基发，朱志昌，1995)， 

1996年发展成为一种评价方法论．由于该方法论 

是在东方的背景下发展起来的，以东方的哲学观 

为指导，因而将其称为东方的评价方法论，以与西 

方的评价方法论相区别．有关WSR方法论的基本 

思想和具体内容我们已经在多篇文章 ’“中进 

行了详细描述，此处不再赘述．下面主要介绍 

WSR作为评价方法论的主要内容． 

2．1 评价过程的三个阶段 

系统的实践行为是由物质世界、系统组织和 

人这三者的动态统一所组成．太多数工程或问题 

的所有调查和干预都应覆盖这三个方面以及它们 

系统复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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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的动态相互联系，评价工作也不例外．运用 

WSR方法论的思想指导评价工作时，一般可以将 

评价过程分为如下三个阶段： 
· 物理阶段：理解评价对象的最基本的属性和 

特征，按照特定的评价目标建立最能表征评价对 

象属性的评价指标体系，尽可能详尽、全面地收集 

有关的信息和原始数据，从而确定指标值，这是整 

个评价过程的基础； 
· 事理阶段：确定指标的权值，选择合适的评 

价方法，以便按照该方法所提供的过程和准则来 

评价被评价对象； 
· 人理阶段：协调领导者、评价者和评价对象 

之间的关系，经过多方面权衡之后，给出最终的评 

价结果报告 

在具体的评价过程中，为了得到满意的、合理 

的评价结果，应尽可能地将物理、事理、人理联系 

起来，尤其是要考虑到人理对于评价结果的影响． 

特别是当评价本身涉及到被评价群体、执行评价 

的群体以及上层领导者的切身利益时，更应充分 

考虑到“人理”的作用．在这些情况下，人理告诉我 

们最重要的是处理好人们之间的关系，而不能固 

执地、死板地坚持所谓的客观判断．当我们强调人 

理时，当然不会忘记利用物理来保持自然科学的 

基本准则，利用事理来尽可能科学地管理所有的 

事情． 

2．2 人理分析的途径 

经过长期的系统实践并对其进行认真的反思 

之后，可以考虑将人理分成如下三个层次： 

· 定性、定量相结合：将人的定性经验与模型 

等定量知识结合起来； 
· 人机交互：将计算机等高技术提供的成果与 

人的参与结合起来； 
· 利益协调：将各种人的利益结合起来． 

在实际应用中．前两个层次的人理分析比较 

容易解决，因此，本文只考虑第三个层次的人理分 

析，即利益协调． 

由于人们认识事物的角度不同、认识的深浅 

不同，因而对于不同的事物可能会有不同的看法． 

然而，一种更常见也更难处理的情形是：人们的世 

界观、价值观不同，因此彼此的利益观是不同的， 

甚至有时是对立的，即处于不同的利益群体．如何 

协调这些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矛盾正是人理分析 

所要解决的问题．下面介绍两种比较有效的人理 

分析方法，可以有助于区分不同利益的群体，并进 

而协调他们之间的矛盾、 

2．互1 cATw0E分析u 

CATWOE分析是Checkland的软系统方法论 

(SSM)中的重要内容，其目的在于搞清系统的基 

本定义，它的六个基本要素如下： 

Customers(顾客)—— 受系统行为影响的受 

害者或受益者； 

Actors(行动者)—— 执行或促使执行系统 

行为的人； 

Transformation(变换)——把定义的输入转 

换为定义的输出的方式； 

Weltanschuauung(世界观)—— 使系统基本 

定义富有意义的观点； 

Owners(所有者)—— 系统的所有关系和可 

以终止系统行为的人； 

Environment constraits(环境)—— 给定的系 

统环境的特点． 

确定了这六个基本要素也就确定了代表不同 

利益的群体：顾客、行动者、所有者，系统行为应尽 

可能地满足所有群体的利益． 

2．2．2 战略假设表面化验证(SAST) 

SAST(Mason，Mitroff，1981)属于支持领导 

决策的思维过程，它一般要求很多专家各自参加 
一 个小组，而小组间有不同的看法，最后将意见综 

合和集成．SAST包含下述阶段： 

(1)形成专家组 

要求组内专家个人冲突比较小，而在知识和 

理解方面的差别比较大．每个小组在整个过程中 

最好不要改变，而且一开始小组就最好能表达出 

他们主要关心的内容． 

(2)假设表面化 

弄清每一个小组在处理问题情况时支持他们 

的观点的基本假设．找出这些假设就必须弄清有 

关各方的利益相关者． 

(3)组内论证 

每个小组自己用标度方法显示每一个假设的 

相对重要性及肯定程度．开始做是每个人各自进 

行，然后把结论汇总并进行辩论，最后对形成小组 

理解核心的关键假设达成一致． 

(4)组间论证辩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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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组表达自己的关键假设，然后开始辩论，希 

望对于大家都能接受的～组假设达成一致． 

(5)综合与决策 

由于经过各种意见讨论，最后合成的假设以 

及由此产生的计划就会比较有效地得到实旋． 

SAST的最终结果从原来具有不同价值和理解的 

各种小组组成的决策群移交给一个专门小组，这 

个专门小组对情况有共识，且有权作出决策，让方 

案统一并最终得以实施． 

2．3 利用cATwoE分析来处理评价中的人理 

在具体的评价工作中，所涉及到的人理因素 

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 满足领导的意愿 

有些评价工作的结果是否能被采纳，并不完 

全依赖于其工作本身的好坏，而要看评价结果是 

否能真正满足领导者的意愿，会不会影响到与其 

它部门的关系等． 
· 协调领导者、评价者和评价对象之间的关系 

关系的好坏可能影响到评价指标体系的选 

择、指标值和权值的确定，甚至于评价方法的选 

择，并进而影响到最终评价结果的好坏． 
· 综合评价专家组中不同专家的主观判断 

评价工作常常不可避免地要使用到评价专家 

组的主观判断．有时不同的专家可能代表不同的 

利益群体，对于他们的主观判断应认真地进行综 

合． 

在实际评价过程中，上述这些人理因素是不 

可避免地存在着的．合理地处理好这些人理因素 

可以有助于评价工作的圆满完成． 

为了更好地进行人理分析，评价过程中常常 

需要进行CATWOE分析．此时，CATWOE分析的 

基本要素如下： 

顾客 (c)—— 评价对象以及需要使用评价 

结果的人； 

行动者(A)—— 执行评价工作的人，即评价 

者； 

转换 (T)—— 将评价对象转换成具体的评 

价结果的方式，即评价方法； 

世界观(w)—— 评价工作应尽可能公正，但 

必须考虑到人理的作用； 

所有者(o)—— 希望进行该评价工作的上 

级领导； 

环境 (E)—— 对该评价列象进行评价工作 

的现状． 

在搞清这A个基本要素并理解它们之间的关 

系之后，就应尽量满足各方利盏群体的意愿，以期 

达成一致的评价结果．当矛盾较难化解时．应首先 

满 足领导者的意愿，这样才有可能使}平价结果得 

到承认． 

目前，大部分评价方法都是建立在领导者(即 

决策者)的偏好基础上的．评价是具有强烈社会特 

征的工作，常常带有“导向性”，并且方法的“科学 

性”也常常要服从于”导向性”．因此，评价方法越 

客观，越可能与评价的意图相违背l】 ．所以．评价 

工作者应该以一种系统的态度知物理、明事理、通 

人理，这才有助于评价工作的圆满完成． 

3 结束语 

根据本文前面对东西方评价方法论的发展历 

程及主要内容的介绍可以看出，评价方法论实质 

上是一种思想体系，它可以指导人们如何去选择 

合适的评价方法，如何去有效地、合理地执行具体 

的评价工作．东、西方评价方法论的发展最终都集 

中在如何去更合理地协调评价过程中所涉及到的 

各类群体之间的关系，包括评价者、评价对象、领 

导等．目前，在研究学习西方评价方法论的基础 

上，我们已经针对东方特有的社会环境形成了具 

有东方特色的物理一事理一人理评价方法论，并且 

已经在多个实际的评价课题中进行了应用，例如 

科技周转金项目评价 I、商业自动化系统评 

价_l 、武器系统评价、劳动力市场评价等．从对案 

例的具体应用可以看出，在评价中使用WSR方法 

论并将评价工作分为物理、事理、人理三个阶段， 

可以很好地指导评价工作者系统地、逻辑地去思 

考整个评价问题，确保不遗漏任何有可能引起重 

要后果的部分；在评价中合理地考虑并处理好人 

理关系可以更有利于评价工作的顺利完成．并保 

证评价结果的有效利用．但是．由于WSR方法论 

目前还仅仅处于发展阶段。解决问题的手段并不 

完全，因此有许多地方需要我们进一步地去探索 

和完善．相信对评价方法论的进一步研究将有助 

于更全面地、更合理地完成评价T作，将会对广大 

的评价工作者有所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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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ntrast of oriental and western evaluation methodolog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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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evaluationmethodology，whichis actually a system ofthinking，can organize various eva[ua 

tion methods into a sy'stem by means of one kind of systemic view．It helps people to understand an as to 

select suitable evaluation methods according to different evaluation objects as well as different contexts，and 

to carD-our evaluation work effectively．This paper introduces developing processes and main ideas of ori 

enta[and western evaluation methodologies，respectively．Wu—li Shi—li Ren—li evaluation method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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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ich is devdop~ under oriental surroundings，is elaborated here．No,,vadays．the focus of both western 

and oriental evaluation methodologies is how to coordinate the relationships among all groups invoh,ed in e— 

valuation．In other words，Ren—li is a very important factor in the process of evaluation．Appropriate Ren— 

li analysis helps to make sure the results of evaluation Call be adopted and utilized finally．Therefore．a 

cording to our investigation and study，CATWOE analysis in Soft System Methodology (SSM)and 

Strategic Assumption Surfacing and Testing (SAST)approach would be used here in order to deal with 

subjective effects of human beings in evaluation work effectively．The cases of applying Wu—li Shi li Ren—li 

evaluation methodology alm mveal the practical value of this methodology and the importance of Ren—li 

analysis． 

Keywords：oriental evaluation methodology；western evaluation methodology；Ren—li analysis；CATWOE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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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model ing RM B exchange rate under current account convert— 

i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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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characteristic of China’s exchange rate regime and the foreign exchange manage- 

ment system．this paper constructs an exchange rate mode1 of renminbi(RMB)under current acCOunt con- 

vertibility．This paper gives economic analysis in detail on changes in supply and dema nd in the national 

foreign exchange market，probes the foreign trade behavior．and gives export and import and trade balance 

equations as wel1．Econometric results pro~dde evidence that the mode1 can explain the variations of RMB 

against U．S．dollar exchange rate quite wel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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