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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招投标是规范和促进武器装备研制竞争的有效手段，科学规范的评标是武器装备研制项目招投标的中心 

环节 根据对武器装备研制的主要影响因素分析，参照相关评价标准，建立了反映投标单位综合素质的科学评价指标 

体系，采用多层次灰色评价法进行评价分析，为我国武器装备研制项目招投标提供一定的参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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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前言 

招投标是国外军事强国国防采办中选 

择承包商的基本方式，也是规范和促进武器 

装备研制竞争的有效手段。目前，我国武器 

装备研制项目招投标尚处在尝试阶段，范围 

十分有限。因此，在我国武器装备研制中尤 

其对于技术相对成熟稳定，需求不十分紧急 

和不严格保密，有2家以上够资格的研制单 

位参与竞争，成本不定因素少，可以实行固 

定价格合同的项目广泛实行招投标竞争势 

在必行。评标是武器研制项目招投标的中心 

环节，目前，由于我国武器装备研制项目招 

投标实践还不够深入，加之武器装备研制需 

要严格的保密管理，选择评标专家的范围相 

对比较有限，使得武器装备研制项目的评标 

工作还比较薄弱，水平也较低，缺乏科学合 

理的评价指标体系和评价方法。本文根据对 

武器装备研制的主要影响因素分析，参照相 

关评价标准，建立了能够反映投标单位综合 

素质的科学评价指标体系，采用多层次灰色 

评价法进行评价分析，从而为投标单位及时 

发现自身存在的优势和不足，以及武器装备 

研制项目招投标提供一定的参考。 

1 评价指标体系的确定 

1．1 武器装备研制的主要影响因素分析 

武器装备研制项目招投标的根本目的 

是选择实力最强、方案最优、总体效益最佳 

的投标单位承担武器装备研制任务，以保证 

能够按时获得性能好、价格低的武器装备。 

武器装备研制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不仅 

受到研制任务本身要求，如费用、时间的限 

制，还受到研制单位的资金、信誉、经验、技 

术、管理、人员等因素共同作用的影响。另 

外，作为委托方的招标单位(部队)和作为代 

理方的投标单位之间存在很强的信息不对 

称——委托方不能完全了解代理方的真实 

能力 ，也不能完全观察代理方的履约行为。 

信息不对称会导致在武器装备研制中产生 

“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评标作为招 

投标的中心环节，必须着眼于武器装备研制 

的主要影响因素，选择既能满足招标任务的 

基本要求，又有充分的实力和可靠性保证能 

够严格按合同要求履约，即两者综合素质最 

佳的投标单位中标，尽量降低由于信息不对 

称可能给委托方带来的风险和损失。 

首先，武器装备研制属于军品科研生产 

范畴，涉及国家的安全和国防机密，需要严 

格的保密管理，因此，应对投标单位的资质 

条件进行严格审查，主要包括政治素质、政 

策水平、保密措施等，尤其在目前我国还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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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军品科研生产市场准人标准的情况下，对 

投标单位的资质审查更加重要。其次，要根 

据招投标任务的性质、期限、费用限制和特 

殊要求等，评价投标单位满足招标任务基本 

要求的能力。一是费用限制，主要包括全部 

费用报价和单项费用分布 2个方面。二是时 

间限制，通常包括完成合同的周期和进度安 

排2个方面。三是满足有关签订合同的其它 

条件限制，包括材料、重量和有关法律、法规 

的规定等，可视具体招标任务而定。以上通 

常是评标过程中首先考虑的基本条件，可作 

为初选合格投标单位的主要依据，但是对于 

武器装备研制项目而言，在非急需的情况下 

通常并不意味着费用最低或是研制周期最 

短就是最佳，对于费用和时间要求不是特别 

严格的招标任务，可以适当放宽费用或时间 

限制，防止不正当竞争和降低信息不对称可 

能带来的风险，以保证选择综合素质最佳的 

投标单位中标。因此，还要根据影响武器装 

备研制的其它主要因素对投标单位进行充 

分的评价，这些因素与相关民用项目的评价 

标准有一定的共性，主要包括：一是财务状 

况，包括财务制度、财务运转状况、资金储备 

和资金来源等方面，良好的财务状况是有效 

进行武器装备研制的重要保证。二是以往履 

约的经验和业绩，它可以反映是否具备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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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相关研制基础，可以以承担类似项目的数 

量和完成类似项目的优良率来反映。三是商 

业信誉，指重视信誉建设，一贯遵守职业道 

德，诚实守信，严格按照合同要求按时完成 

所承担的项目。良好的商业信誉是合作的基 

础和降低风险的可靠保证。四是设备和设施 

状况。武器装备研制要求有必要的设备、设 

施条件和一定的生产能力，因此要考虑投标 

单位设备、设施的现状和增加必要设备和设 

施的能力。五是技术实力。雄厚的技术实力 

是完成招标任务，实现技术创新的关键。技 

术实力可以由专业技术方向与结构状况、是 

否拥有与招标任务相关的先进技术、技术设 

计方案的可行性和创新程度、以往技术创新 

成果状况来体现。六是管理能力。合理的组 

织结构和良好的运行状况、健全的管理制 

度 、先进的管理理念与方法手段 、优化整合 

各种资源、开展技术攻关、降低成本和保证 

质量等方面起着重要的促进和保障作用。七 

是人员状况。有效进行武器装备研制要求研 

制单位必须拥有一定数量、年龄和知识结构 

较合理、团队精神与创新意识较强、比较适 

当和能力较强的技术人员与管理人员队伍。 

人员素质是保证武器装备研制项目能够顺 

利完成的决定性因素。 

1．2 评价指标体系确定的原则 

(1)政策性原则。评价指标的确定首先 

必须充分考虑军品研制的特殊要求，严格按 

照国家的有关政策、法律，以及军队的有关 

条令、条例、标准等方面的规定，对投标单位 

的资质条件和有关签订合同的其它条件进 

行评价。 

(2)系统性原则。由于武器装备研制是 

复杂的系统工程，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因 

此，评价指标体系的确定必须围绕招标任务 

要求，按照系统的观点，全面系统地反映投 

标单位的综合素质，并且通过评价分析使之 

能够发现自身的优势与不足，以便能有效地 

加以改善和提高。 

(3)科学性原则。评价指标的确立要充 

分考虑指标元素和指标结构整体的合理性． 

能够比较准确地进行综合评价，指标既不能 

过多，也不能过少。根据具体情况设计定量 

和定性指标、相对和绝对指标，使指标有充 

分的可靠性、独立性、代表性和统计性。 

(4)可 比性原则。评价指标的确立要立 

足于武器装备研制项目。既要考虑军品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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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特殊性，也要兼顾与民用行业相关项目的 

评价标准进行比较，采用各行业具有共性的 

指标，统计口径和范围尽可能保持一致，以 

保证指标间具有可比性，便于吸引民用行业 

的有关部门参与武器装备研制的竞争，扩大 

竞争主体的范围。并且还要参考国外军事强 

国国防采办中选择承包商的标准，注重与国 

际标准接轨。 

(5)可行性原则。为保证获取数据的可 

靠性，定量指标要依据统计数据口径，定性 

指标也应尽可能地考虑调查问卷设计的合 

理性和可操作性，在公开、公正、公平的基础 

上保证评价结果的可信度。 

1．3 评价指标体系的确定 

根据上述制定评价指标的原则和对武器 

装备研制的主要影响因素分析，参考相关民 

用项目评价标准以及美国等军事强国国防采 

办中选择承包商的标准，建立能够反映武器 

装备研制项目投标单位综合素质，具有较强 

的政策性、系统性、科学性、可比性和可行性 

的评价指标体系。该评价指标体系分为2个 

层次、8大项共 28个指标，如附表所示。 

以上指标体系中的定量指标可以直接 

由投标单位内部统计数据获得，某些数据的 

统计年限，如承担类似项目的数量可以近5 

年为准。对定性指标可以通过实地考察、访谈 

和发放调查问卷 

等方式获得。 

2 评价方法 

的确定 

评 价 方 法 

的确定要根据 

评价指标体系 

指标数量较多、 

范围较宽 、层次 

比较复杂的特 

点 ，充分考虑以 

下 2点要求 ：一 

是按照武器装 

备研制招标任 

务要求，确定科 

学合理的评分 

准则，组织各方 

面有代表性和 

权威性 的专家 

进行评分，在此 

基础上，采用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方法，尽可 

能降低人为因

用科学合理、比较容易操作的综合评价方法， 

将分散的评价信息处理成直观的综合评价 

值，通过对综合评价值排序遴选中标单位。 

2．1 确定评价指标权重的方法 

由于各评价指标对评价目标的相对重 

要性不同，因此要确定指标的权重。常用的 

确定权重方法主要有两两比较法，连环比率 

法、专家打分法和层次分析法(AHP方法)。 

一 般而言，前3种方法主要是通过对基于专 

家感觉(经验、知识)的评分进行分析来确定 

权重，受人为因素的影响相对较大。层次分 

析法是一种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分析方法， 

适用于将经验判断予以量化，因素结构复杂 

且缺少必要数据的情况。因此，本文采用层 

次分析法确定评价指标的权重。 

2．2 制定评价指标的评分标准 

一 般来说，评分等级越多，指标间的差 

异越明显，越有利于判断和评价，但也会增 

加评价的复杂性，增大歪曲评价对象本质特 

征的可能性。评分等级过少，有时容易增加 

指标间的模糊性，难分优劣。因此，本文采用 

常规的四级评语制，将评价指标优劣等级划 

分为“优、良、中、差”4大等级，其对应评分值 

分别为4、3、2、1分。指标等级介于两相邻等 

附表 武器装备研制项目投标单位综合素质评价指标 



级之间，相应评分为 3．5、2．5、1．5分。 

2-3 确定综合评价方法 

一 般而言，目前常用的有代表性的综合 

评价方法主要有：①加权平均法。它是指标 

综合的基本方法，一般适用于指标数量较 

少、结构较简单、指标相对重要性比较容易 

把握的综合评价。( 价值工程(VE)法。它指 

对评价对象进行功能分析，以最低费用实现 

各项必要功能，又称为价值分析或功能成本 

分析。价值等于功能与成本之比。价值工程 

强调功能和成本之间的关系，最大限度地提 

高价值。⑧模糊综合评价法。它是一种定性 

与定量相结合，综合程度较高的评价方法， 

适用于指标数量较多、范围较大、层次比较 

复杂的综合评价。该方法利用等级比重确定 

模糊关系矩阵并采用加权线性和运算，按照 

最终评语向量对评语集的最大隶属度来确 

定评价结果，有时对于总体实力比较接近的 

评价对象，可能会得出相同的评价结果而难 

分伯仲。( 多层次灰色评价法。它也是一种 

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综合程度较高的评价方 

法。适用于指标数量较多、范围较大、层次比 

较复杂的综合评价，它将评价者的分散信息 

处理成一个描述不同灰类程度的权向量，通 

过对其进行单值化处理，得到受评者的综合 

评价值，从而进行排序选优。相对于其它方 

法，多层次灰色评价法综合程度较高，评价 

结果直观，计算过程也不十分繁琐，比较适 

用于对武器装备研制项目投标单位综合素 

质的评价。因此，本文采用多层次灰色评价 

法进行评价分析。 

多层次灰色评价法的计算过程可分为 

以下步骤：④确定一级评价指标 (i=1，2， 

⋯

，P)和二级评价指标 V (i=1，2，⋯，P； =1， 

2，⋯，珥)的权向量A和A。(江1，2，⋯，P)。② 

确定评价样本矩阵。设有m位专家评价者给 

受评者肘的评价指标 按评分等级标准打 

分，其中第 位专家给评价指标 评分为 

d ，根据 m位专家所填写的评分表，得到受 

评者 M的评价矩阵 D=(d0k)( 。 + (i=1， 

2，⋯，P； =1，2，⋯，n ；k=l，2，⋯，m)。⑧确定 

评价灰类。设评价灰类序号e=l，2，3，4，即有 

4个评价灰类，它们分别对应 “优”、“良”、 

“中”、“差”4级，其相应的灰数及白化权函数 

如下：第1灰类“优”(e=1)，设定灰数 ∈[4， 

]，白化权函数为 (见图1)，其它为0；第2 

灰类“良”(e=2)，设定灰数 [0，3，6]，白化权 

函数为 (见图2)，其它为0；第 3灰类“中” 

(e=3)，设定灰数 ∈[0，2，4]，白化权函数为 

(见图3)，其它为0；第4灰类“差”(e=4)，设 

定灰数 ∈[0，1，2]，白化权函数为 (见图 

4)，其它为0。④计算灰色评价系数。评价指 

标 的第e(e=l，2，3，4)个评价灰类的评价 
m 4 

系数 =Efl(dok)，总灰色评价数 E X~ieo 
= l =l 

⑧计算灰色评价权向量及权矩阵。评价指标 

的灰色评价权向量r =( I， ， )：( ／ 

xq, ，xqJx ，x~c'x )，进而得 所属指标对 

于各评价灰类的灰色评价矩阵RF4。⑥一级 

灰色综合评价。对灰色评价矩阵 作综合评 

价，其综合评价结果为 尼。⑦二级灰色综 

合评价。由 得总灰色评价权矩阵R=Br，则 

受评者肘的灰色评价结果B=AR。⑧计算综 

1 

0 

4 

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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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l 

0 

{ 

1 

0 

3 6 d 

图 2 

1 2 d 

图4 

合评价值。确定评价灰类等级值化向量G，则 

综合评价值 

3 结论 

评价指标体系的确定立足于对武器装 

备研制的主要影响因素分析，参照相关评价 

标准，具有较强的政策性、系统性、科学性、 

可比性和可行性，基本能够反映武器装备研 

制项目投标单位的综合素质，有利于吸引民 

用行业的有关部门参与武器装备研制的竞 

争以及与国际标准接轨。评价指标权重和评 

分准则的确定考虑了既尽可能降低人为因 

素的影响，又能较好地反映武器装备研制的 

客观情况；应用多层次灰色评价法进行评 

价，结果直观且综合性较强，与其它评价方 

法相比较适合于遴选综合素质最佳的单位 

中标的武器装备研制项目评标。综上所述， 

本文确定的评价指标体系和评价方法可为 

武器装备研制项目招投标提供一定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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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nthesizing Evaluation Research on Bidding of Project 

of Research and Develop of Weapon Equipment 

Abstract：Acc0rding t0 the analys1‘s t0 the main fact0rs 0f project 0f researeh and devel0P 0f weap0n equipment 

and c。nsulting c。rrelatiVe eValuate standards
，
thi paper establishes evaluate index systems。f muhileve1 quality 

0f the contractor，proceeds the evaluation analysis by adopting grey evaluation 

for bidding on project of research and develop of weapon equipment． 

Key words：weapon equipment；bidding；synthesizing evaluation；grey evaluati0n 

meth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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