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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摘要 ] 本文提出了申请国家科学基金课题的一个评优方案
,

它首先确定评价指标体系 和 权

重系数
,
然后采用模糊数学理论进行评判

,

并用微机优选程序进行数据处理
,

从而能定量地得出优

选申报课题顺序
,

保证课题优选的科学性和正确性
。

目前
,

大多数高等院校在申报国家科学基金课题时
,

一般按以下几个程序进行
:

1
.

院校科研管理部门将国家科学基金课题项目指南下发到基层单位
,

并组织科研人员选

其所长
,

进行申报论证
。

2
.

申请者将课题申请书送基层单位学术机构评审并签署意见草稿
,

转呈院校科研管理部

门
。

3
.

院校科研管理部门进行格式审查后
,

呈报院校学术委员会评审
,

并签署意见
,

最后归总

上报
。

在以上过程中
,

基层单位和院校两 级学术委员会在评选和签署学术意见时
,

由于没有一定

的评审措施和具体方法
,

没有客观依据
,

因此往往采用
“
一律放行

” ,

使学术评审把关流于形式
,

难以保证申请课题的高获准 率
,

对单位的信誉也有不好的影响
。

本文提出了一个优选系统
,

首先确定评价指标体系和该体系中的权重系数
,

然后采用模糊

数学的理论进行评判记分
,

并用微机进行优化处理
,

从而能迅速
、

科学
、

公正地排出优先顺序
,

确定 申报的课题
。

优选系统指标体系及权重系数的确定

1
.

指标体系的确定

根据各类国家基金指南精神
,

综合各学科专家和科研管理专家的意见
,

并经专门学术机构

讨论确定
。

这样制订出的指标体系可具有一定的通用性
。

我们据此拟 出的指标体系见表 1

2
.

权重系数的确定方法

先请各学科专家根据本单位的特点及各类基金性质和要求
,

按所给定的指标体系
,

投票确

定体系中各指标的权重系数
,

并规定

习
a *

N 为优选指标数
,

该系统中 N 一 10

* 湖南大学科研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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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高等院校申报国家基金课题优选指标体系

奢奢奢
{
评选 ,***、

…
·

…
容 和 具 体 标 `̀

之训下 尸、、

得 分分 权系数数

~~~

与与

}
标标标标标标标标标标 (

a ,
)))黛黛黛黛黛矗矗矗矗矗矗矗矗矗矗

自自自自自自评评
lllll

专专专专专专专家评评评
11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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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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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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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据充分
。。 , 目目目目

口 i

===

}}}}} 题题 …
2

·

进行了较全面的检索
,

未进行情报论证
,
国内外情况较清楚

,

依据较充分
。。 〕〕〕〕〕

}}}}} 的的 1
3

·

仅查阅了一些杂志刊物
,

未作专门检索
, 国内外情况不太清楚

, 依据不太充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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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仅了解本地区情况
, 未作任何检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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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22 课课 .1 对科学发展有普遍意义
,
并有重要的应用前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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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题题题题 .2 对某学科有普遍意义
,
有较重要的应用前景

。。
444444444

意意意意 3
.

对多个分支学科有意义
,
应用前景一般

。。
333333333

义义义义 .4 对单一分支学科发展有意义
,
应用前景较小

。。
lllllllll

33333 课课 .I 难度大
, 国外无报道

,

国内长期未突破
, 学科面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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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444 题题 .2 国外仅有报道
,
实施难度大

。。
斗斗斗斗斗

55555 难难 3
.

国内只有类似报道
,
实施细则尚未解决

,

难度较大
。。

333333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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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内已有先例
,
难度一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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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888 研研 1
.

新学说
,
新理论

,

新发现
, 国际先进水平或国际水平

。。
5555555 口4

===

99999 究究 .2 有某些新内容或新意
,

部分创造性
,
接近国际水平

,

国内领先
。。

444444444

水水水水 3
.

有点新意
, 国内较领先

。。
333333333

平平平平 4
.

选题尚可
, 国内一般水平

。。
111111111

研研研研 .1 研究方案先进
、

合理
、

可行
,

有一定创新和特色
。。

5555555 召 ,

===

究究究究 .2 研究方案合理
、

可行
,
有些创新和特色

。。
444444444

方方方方 3
.

研究方案大部分可行
、

合理
,
应作局部修改

。。
333333333

案案案案 .4 研究方案须作大部分改动
。。

111111111

课课课与与 .I 有极高的学术水平和研究能力
,
能确保研究时间

,
有较强的科研梯队

。。
5555555 口 6

~~~

题题题合合 .2 有较高的学术水平和研究能力
,
能胜任课题研究

,
时间可保证

,
有科研梯队

。。
444444444

负负负作作 .3 学术水平和科研能力一般
,
时间能保证

,
科研梯队不齐全

。。
333333333

责责责者者 4
.

学术水平和科研能力一般
, 时间无保证

, 无科研梯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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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良好的实验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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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几年成果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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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良好的实验条件
,
和一定的工作积累

。。 )))))))))

条条条工 }}}3
.

有基本实验条件和一些前期工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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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件件作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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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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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预期目标十分明确
, 2一 3 年内能取得较大成果或应用成果效益显著

。。
5555555

lll

期期期成 卜卜.2 预期目标明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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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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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期较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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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预期目标不太明确
,

较难取得成果
, 周期较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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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期目标难以达到
,
难以形成成果

。。
lllllll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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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清楚
,
能给予申请额的 85 % 以上

。。
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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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 , 二二

}}}}} 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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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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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给予申请额的 60 % 以上

。。 )))))))))

.3333333 经费预算偏高
,设备费用过大半

,

其它来源不清楚
。。

444444444

4444444
.

经费预算不合理
。。 ,,,,,

JJJJJJJJJJJJJJJJJ

11111111111111111

书书OOO 跨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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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多个学科的综合研究
,

可能是一门新兴学科的生长点
, 多个单位协作研究

。。
5555555 口上。 ~~~

学学学单单 2
.

多个学科综合研究
,
有协作单位

。。
444444444

科科科位
`̀

.3 二个学科的联合研究
,
无协作单位

。。
333333333

.4444444 单学科的研究
, 无协作单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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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投票的基础上
,

用微机实现如下处理 :

取平均数 将每位专家所给的权重系数值相加并取算术平均值
,

其式为

云, 一 另
a ` , /p

P 为专家总人数

归一化处理 保证各项权重系数取算术平均值后其总和仍为 1 ,

以便于微机进行数 据 处

理
,

其式为

x 一 习 压, x 为所有权重系数之和

云, 一 生 云、 为数据处理后的权重系数
X

数据圆整 取小数点后两位
,

以便以后运算
。

根据 以上指标体系和权重系数
,

邀请不同学科的专家 5一 10 名对申报课题进行打分
,

每项

指标中每个等级的最后得分为

b i s =
同意第 少项指标为第 少个等级的人数

评审专家总人数

如有 , 个专家评审某课题
,

给
“

课题依据
”

指标打分
: 3 个人同意 5 分

, 1个给 4 分
, 1 个给 1

分
,

则有 b
, ;

~ 3 / 5 ~ 0
.

6 ,

b
` ,

一 1 / 5 ~ 0
.

2 ,

b
: , 一 。 ,

b
工 ;

~ 一/ 5 二 0
.

2

二
、

优选系统的数学处理和实例

采用模糊数学中普通矩阵的加
、

乘法和评判模型
,

可以得出优选评判值 Q

Q ~ A
. B

·

D T ~ C
·

D T ~ 汇C
, ,

C
Z ,

…
,

C , ]
·

D T

式中 A 一 [。
1 , a Z ,

…
, 。 。

1为权重系数矩阵
,

且有

习
a * a , 〔 [ O , l ]

气

1

1
J.

bmt毓…蝙
b 12 ”

`

b22
·

”

瓦瓦:

b
o l b

, 2

…

r

…
weL

ùB

B

— 各个指标的评判值形成的因素矩阵 。

— 所有指标的评分等级 (本系统中 m ~ D
。

—
所有评价指标个数 C

—
评判矩阵

· -

一
〔· 1 ,

一
“

!
b 、 i

… b : 。

b二 ,

… b。 二}
一 〔一 “ 2

.

” ` “

D ~ 〔d : ,

…
,

姚 ]
,

为指标的评分等级矩阵
,

用于拉开评判值的档次
,

达到区分优劣的 目的

在通常情况下
,

允许课题申报评判值定为 0
.

5一 0
.

6
,

因此由专家评判经微机优化处理后得

到所有课题的各自评判值
,

根据值的大小排序
,

并参考以下处理方法 :

Q > 又一 .0 5
,

允许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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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簇 又 ~ .0 5
,

不宜申报

三
、

权重系数
、

评判的微机处理

本系统用 B A s CI 工作语言并有汉字提示操作
,

可在 P C 一 15 0 0 机和 BI M 一 P C / X T 等兼容

机上运行
,

具有速度快
,

易操作功能
,

微机处理框图如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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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

N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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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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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输人专家打的分分

权权数取平均值值

权权数归一化处理理

数数据圆整整

存存贮并打印各个个

指指标的权重系数数

}
~

一甲
一了门 厂不而蔽厂〕

l 打印分数 Q ! l }

l

—
一 匕堕竺1 一}

{兰鱼 }
{—

一 }

国
图 1 权重系数微机处理框图 图 2 评判过程微机处理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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