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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摘要 l 本文根据科研管理的要求

,

设计了含有 16 个二级指标的科研课题评估体系
。

采用系数校止

加权评分法定量评估课题
,

在评价课题的总体质量的同时
,

体现了某些对课题质量起
“

质变
”

影响的

指标因素的特殊作甩 定量评估验证结果与专家审议的结果基本吻合
。

利
,

研课题 的 曾
、

体质量是课题申报后能否获准的关键
,

也是立题后能否顺利实施 的基础
。

随着我国科技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
,

竞争机制开始活跃在科技领域
,

科技拨款制度已转 向基金

制
、

招标制和合同制
。

要使申报的课题具有较强的竞争力
,

提高获准率
,

就必须保证课题的总

体质量
。

由于课题总体质量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
,

管理上必须采用综合的科学的评估办法选

择课题
。

近年来
,

我们应用系数校正加权评分法代替传统的经验型的办法评选课题
,

在组织申

报课题时将评估指标体系与教师见面
,

受到申请者的欢迎
。

经推荐课题评估效果的初步验证
,

取得较好的结果
。

一
、

系数校正加权评分法的构思

科研课题总体质量受到多层次
、

多 因素的影响
。

它不仅与课题本身
,

诸如选题
、

科研设计

及预期成果水平等因素有关
,

而且还与实现计划的人员条件
、

科研时间
、

工作场所等条件保证

以及经费预算因素有关
。

这些因素对课题总体质量的影响程度并非均等
。

一些指标因素在一

定范围内的变化对课题总体质量的影响较小
,

但超 出一定范围则 对能否立题起决定性的作

用
。

我们根据以上诸因素确立 16 个二级评估指标
。

分析其内在联系及其对课题总体质量的

影响程度规定各二级指标的权重及相应指标的校正系数
。

不同时期及不同主管部门的要求不

同
,

指标体系
、

权重及校正系数均可以酌情调整
。

二
、

系数校正加权评分法的计算

1
.

初分值和校正系数积的计算

按照科学性
、

创新性
、

实用性和可行性四个原则设置了包括 5 个一级指标
,

16 个二级指标

的评估指标体系
。

二 级 指标 用 A ,
表示

,

i = 1
,

2
,

3
。

… …
, n , n

表示二级 指标总数
,

本文
n = 1 6

。

根据各级指标对课题总体质量影 响的程度
,

规定各级指标的权重
,

确定各二级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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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不同评分等级的分量伽户
,

以及相应的校正系数 ( rt)
。

各指标的标准校正系数为 1
。

(具体

评估指标体系表略 )
。

我们称各分量的和为初分值
,

用 M 表示
,

一 叉p ,

= n r ;

M标准值为 100

校正系数的连乘积用 R 表示
,

R R 的标准值为 1

2
.

系数校正加权评分法总分的计算

系数校正加权总分用 T 表示
,

了 一 艺夕
,

·

fl r , = M
·

R

三
、

系数校正加权评分法的意义

系数校正加权评分法的意义在于全面地评估待评课题的总体质量
。

当待评课题某一指标因素质量发生变化时
,

相应的分量出现增减
,

初分值随之增减
。

我们

把这种变化称为指标因素对课题质量的
“

量变
”

影响
。

初分值主要是评价课题总体质量
。

在一

般情况下
,

初分值与课题总体质量成正相关
。

但是
,

并非初分值高的课题均可获准与实施
。

因为课题的某些指标因素超 出一定范围的

变化
,

明显地影响立题的必要性或实施的可能性
。

我们把指标因素对课题整体性影响称为
“

质

变
”

的影响
。

我们设计的校正系数连乘积法综合评估课题质量
,

体现了这些指标因素在立题中

的特殊作用
。

我们将无立题必要或不可行课题的相应指标的系数 ( r,) 规定为 0
。

这样
,

一个课题中只要

有一个指标的
r ,
为 O

,

则系数积 R = 0
,

不论其初分值是多少
,

总分都等于 O
。

提示该课题的选

题
、

设计方面有严重的失误
,

课题一般不能获准或顺利实施
。

如果申报的课题中某些指标有一定的失误
,

根据失误的程度分别予小于 1 的系数校正
,

结

果使总分降低
。

这种现象提醒申请者应修改申请书的内容或重新设计或改善科研条件
。

只有

改善这些影响课题的指标因素
,

才能使课题具有较强的竞争力
。

相反
,

对预期成果水平高
,

科学意义重大
,

应用前景理想
,

成果在即的课题予相应的指标规

定大于 1的系数校正
,

使总分提高
。

管理部门应积极扶植
、

支持这类课题
,

促其快出成果
,

出效

益
。

四
、

评 估 测 算

根据科研管理的要求
,

结合我院的实际情况
,

我们规定开始预研课题的
r g二 1 ;预期成果达

到国内先进水平者
, r : 二 1

。

对达到基本要求 (各指标校正系数不小于 1) 的课题进行评估总分

测算
,

结果见表 l
。

我院 I 至 nI 类的课题占多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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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科研课题定量评估总分测算表

课题类别 预 期 成 果

省内先进水平

有一定实用性

初分值 (M ) 系数积 ( R ) 总分 ( T)

6 6一 7 5 1
一 !

6 0一 6 8

国内先进水平

有一定实用性

7 1一 8 0 7 1一 8 0

( l )

(2 )

国内先进水平

有较大实用性

国际先进水平

有一定实用性

7 6一 8 5 8 4一 9 4

( l ) 国际先进水平

有较大实用性

国内先进水平

有 重大实用性

8 1一 9 0 1
.

12 9 8一 10 9

国际先进水平

有重大实 用性

8 6一 9 5 1
.

13
1 14一 12 6

注 :实用性包括科学意义
、

实用价值及经济效益
。

19 88年度推荐省级某青年基金课题时
,

我们将指标校正系数作适当的调整 : 预期成果达

省内先进水平的课题
, r s
规定为 ;1 有本专业研究基础者

, r g 二 l
。

评估总分测算见表 2
。

表 2 省级青年基金课题评估总分测算表

课题类别 预 期 成 果

省内先进水平

有一定实用性

初分值 (M ) 系数积 ( R ) 总分 ( )T

6 1一 7 0 6 1一 7 0

国内先进水平

有一定实用性

6 6一 7 5 7 3一 8 3

( I ) 国内先进 水平

有较大实 用性

国际先进水平

有 一定实用性

7 1一8 0 8 6一 9 7

( 2 )

注:
实用性包括科学意义

、

实用价值及经 济效益
。

我们认为
,

评估测算的结果符合我院的实际情况
。



中 国 科 学 基 金 199 0年

五
、

评估效果验证

1
.

我院教师申报某青年基金课题 13 个 (推荐 12个 )
,

按系数校正加权评分法确定各指标

的分量 (几 )和相应的系数 (动
,

分别计算各课题的初分值 (M )
、

系数积 ( R )及总分 ( )T
,

按总分

顺序排列
。

获准的 6 个课题在前 8 位
。

结果表明本评估方法评估结果与专家审议结果基本吻

合
,

见表 3
。

表 3 我院申请某青年基金课题定量评估得分与获准情况

课题序号 初分值 (M ) 系数积 ( R ) 总分 ( )T 获准情况

8 l

8 O

7 8

6 8

RJ̀Ù
了
O6 8

6 5

1
.

12

1
.

12

l l

1
.

1

l

l

9 8

9 7

86

75

获准

获准

获准

获准

获准

l

1
.

1
一 2

1
.

1
一 3

1
.

1
一 4

0

6 5

6 5 获准

4 5

4 l

656565606068

10

l 1

13 5 8 0 0

注 :
( )J 本表是 申请者经过自我评估指 导重新修改后的申请书的评估情况

。

(2 ) 11 号课题未推荐
u

( 3) 6 号
、

7 号课题获得其它 渠 i首经 赘资助
。

2
.

同一课题的申请书中
,

个别指标内容填写 的失误及其纠正对 M 影响较小 但 R 有明显

差别
,

它对课题能否获准起决定性的作用
,

见表 4
、

表 5
。

表 4 1号课题评估前后得分比较

初稿 ( 自评前 ) 修定稿 ( 自评后 )

初分值 (M )

系数积 ( R )

总 分 〔)T

1
.

1
一 5

4 7

8 l

1
.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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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2号课题评估前后得分比较

初稿 (自评前) 修定稿 (自评后)

初分值 (M )

系数积 (R)

总 分 () T

7 9

1
.

1
一 2

六
、

小 结

1
.

科研课题定量评估为评审者提供统一的客观指标
,

克服决策中的主观片面性
。

同样
,

它可以指导 申请者正确地进行选题
、

设计及填写申请书
,

增加获准机会
。

2
.

采用系数校正加权评分法定量评估课题
,

除了加权初分值评分法评估各指标因素对课

题总体质量的
“

量变
”

影响外
,

同时采用校正系数积评分法评价各指标因素对课题的
“

质变
”

的

影响
,

使评估趋于全面
、

完善
。

3
.

本评估法根据各级指标的权重
,

直接确定二级指标的各评分等级 的分量 (iP )
,

简化了

M 的计算过程
。

4
.

评估测算结果适合我院的实际情况
。

5
.

评估效果验证与专家评议结果基本吻合
。

6
.

总分高的课题质量高
,

获准机会多
。

总分高于初分值的课题
,

其预期成果显著或成果

在即
,

应择优支持
。

总分等于 O 的课题
,

设计上有严重失误
,

如无法纠正失误
,

一般不能获准
。

自评中发现某些指标系数小于 1
,

提示课题设计中有不同程度的失误
,

申请者应重审课题
,

力

求纠正失误
,

增加获准机会
。

科研课题定量评估
,

由于存在许多非恒定因素
,

某些指标的等级界限难以量化
,

使评审者

难以掌握正确的评分尺度
,

存在一定的难度
口

本文介绍的系数校正加权评分法实际应用于评估

课题的例数还不多
,

各指标的权重及校正系数的规定是否恰当还有待进一步验证和完善
。

A R E S E A R C H F O R Q U A N T I T Y E V A L U A T IO N

O F T H E S U B J E C T O F S C I E N C E R E S EA R C H

L 1 Z IP i n g Q i a n Z h e n gs o n g C h e n Y i n g k a n g

(子飞廿ia n M e

iclt
a l C o lle g e )

A b s tr a e t

A c e o r d i n g t o th e r e q u i r m e n t o f s e i e n c e r e s e a r e h m a n a g e m e n t
, a 16 g r a d e一2 i n d e x e s

e v a l u a t i o n s y s t e m t o a p P r a i s e t h e q u a l i t y o f th e r e s e a r c h s u
bj

e c t w a s d e s i g n e d
,

O n e v a l u a ti n g g e n
-

e r a l q u a li t y o f t h e s u
bj e c t

, a u t h o r s a d o P t e d t h e w e i gh t e d m e t h o d w i t h e o r r e e t i o n c o e iff c i e n t t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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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em o n s t r a te th e sP e e ia l e
eff

e t o f s o m e in d e x af e to r s
wh ie h m a k e d

“

q u a l i ty e h a n g e” in th e q u a li ty

o f th e g iv e n r e s e a re h t o P ie
,

T h e et s t e d r e s u l t o f a u t h o r s ’

m e t h o d w a s i n a g r e e m e n t w i t h t h e o P i n
-

i o n o f t h e e x P e r t s
.

附表 1 福建医学院申请科研项目 (课题 )评估体系

分 量 } 系 数
备 注

(P
,

) (r
,

评 级分等
二级标指

级指标

立论

依据

A - 1
.

1
一 2

研究

内容

A
,

1--4

研究

方案

A 3

课题设计

l
一 2

o一15一10

研究周期

A 4

创新性

A 5 l
一 l

1
.

12

o一巧一10

科学

意义

A 6

应用

前景

A ,

二llz一川
o一巧一10

经济

效益

A 8

充 分

较 充 分

不 充 分

清 楚

较 清 楚

不 清 楚

可 行

需 修 改

不 可 行

适 当

太 长

国 际
`

先 进

国 内 先 进

省 内 先 进

重 复 研 究

重 大

较 重 大

有 一 定 意 义

一般或无意义

重 大

较 重 大

有一定实用价值

无 实 用 价 值

重 大

较 重 大

有一定经济效益

无 经 济 效 益

根 据 课题 性质 人
,

A 7
,

九 三 个指标可任评其

中 l 至 2 个指标

凡+ p 7+ p : < 15

o一巧一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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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 福建医学院申请科研项目 (课题 )评估体系

级级级 级级 评 分分 分 量量 系 数数 备 注注

指指指 指指 等 级级 P(
, ))) ( r , )))))

标标标 标标标标标标

科科科 申请者者 已有阶段成果或或 2 000 1
.

111
一一

研研研 研究基础础 已建立研究方法法法法法

条条条 A 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

件件件件 已预研或有相关论文文 l 555 11111

有有有有本专业研究基础础 1000 1
.

1
一 11111

有有有有相关专业研究基础础 555 1
.

1
一 22222

无无无无 研 究 基 础础 000 00000

中中中请者者 进行中中 超前完成计划划 000 lll n 为列人计划课题数
,,

原原原有课题题 课 题 ..................................... 未报执行情 况按未完成计计

AAAAA 200000 完成年度计划划 一 10
·

月月 111 划论论

未未未未未完成计划划 000 00000

到到到到期期 未 归 档档 一 10
·

nnn 1
.

1
一 22222

课课课课题题题题题题题题题题题题题题题题题题题题 已已已已已 归 档档 000 lllll

没没没没 有 课 题题 000 lllll

合合合作者者 胜任分工的任务务 l 000 lllll

研研研究能力力力力力力力力力力力力力力力力力力力力力力力力AAAAA 一!!! 主研人员未落实实 555 1
.

1
一 22222

完完完完成任务有困难难 000 1
.

1
一 44444

仪仪仪器设备备 满 足足 1 000 lllll

条条条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

AAAAA r ZZZ 基 本 满 足足 777 IIIII

条条条条 件 不 足足 333 1
.

1
一 22222

条条条条 件 缺 乏乏 000 1
.

1礴礴礴

其其其它条件件 有 保 证证 555 lllll

AAAAA 1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

有有有有 困 难难 333 1
.

1
一 22222

无无无无 法 落 实实 000 00000

经经经 合理性性 合 理理 222 lllll

费费费 A l ;;;;;;;;;;;;;;;;;;;;;;;;;;;;;;;;;;;;;;;;;;;;;;;预预预预 不 合 理理 000 1
.

1--44444

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
强强强 度度 可 能 支 持持 lll lll 卜卜

AAAAA 1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 无无无无 法 支 持持 000 1
.

1--44444

管管理理 申报手续续 完 整整 222 lllll

程程序序 月一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 不不不不 完 整整 000 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