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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发人员绩效的熵值模糊综合评价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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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将熵值法和模糊综合评判法相结合，建立了熵值模糊综合评价模型．应用该模型对研发人员

进行绩效评价，可以有效地解决评价过程中出现的主观性和模糊性问题，从而使评价结果更符合客观

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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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市场竞争的日趋激烈，企业对研发活动越来越重视．研发人员作为企业技术创新的主体，

其工作成果直接影响着企业的效益和竞争力．与一般的生产、销售人员相比，研发人员的工作更

具复杂性、创造性和模糊性．如何对研发人员的绩效进行客观、公平、公正的评价，已成为企业

绩效管理中的重点和难点． 

模糊综合评价是以模糊数学为基础，应用模糊关系合成的原理，将一些边界不清、不易定量

的因素定量化，对研究对象进行综合评价的一种方法，该评价方法在员工绩效评价领域已得到了

广泛的应用和发展[1-2]．在模糊综合评价过程中，评价指标权重往往采用德尔菲法、层次分析法等

来确定，这些方法是综合了专家意见的合理方法，但专家对评价指标权重的确定是建立在对指标

的相对重要性的相互比较的基础上的，往往没有考虑到在实际评价中员工的具体指标值的接近程

度．比如，即使某项评价指标很重要，如果在评价中所有待评员工的指标值都很相近，则该指标

在区别员工绩效方面的作用就不大，其权重应适当调小；相反，若某项指标的评价值相差悬殊，

则该指标在区别员工绩效方面就有重要作用，其权重应适当调大．可见，应用熵值法对评价指标

权重进行合理的调整更为合适[3]．本文利用熵值法和模糊综合评判法相结合的方法来探讨研发人

员的绩效评价问题． 

1 研发人员绩效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1.1 设计原则 

绩效评价指标体系的设计，除了要考虑评价指标的科学性、可操作性、可比性、全面性、独

立性等原则，还要根据研发活动的特点，对一些重要的、但不易很快见到效果的工作引起重视；

要紧密结合企业战略，如果企业的竞争策略是先于竞争对手推出新产品，则应把产品开发周期作

为第一位的评价指标，如果企业强调的是成本策略，则应把产品成本作为第一位的评价指标；要

强化企业的核心价值观，如企业要强化员工之间的团队协作精神，则在评价中应加大团队协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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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重． 

1.2 指标体系 

传统的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内容分为德、能、勤、绩四个部分，分别表现为素质结构、智力结

构、能力结构和绩效结构．其中素质结构包括思想品德、事业心、责任性等指标；智力结构包括

专业知识、判断力、观察力等指标；能力结构包括语言、协调、创新、决策等指标；绩效结构包

括工作效率、质量、数量、效益等指标．按照上述原则，根据研发活动的性质和特点，现构建以

下研发人员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如图 1所示： 

 

 

 

 

 

 

 

 

 

 

 

 

 

2 熵值模糊综合评价模型的构建 

2.1 基本原理 

在信息论中，信息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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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表示系统有序程度的度量，式中 ix 表示第 i

个状态值（总共有m 个状态）， ( )iP x 表示出现第 i 个状态值的概率．一个系统的有序程度越高，

则信息熵越大；反之，一个系统的无序程度越高，则信息熵越小． 

设有m 个待评对象， n 项评价指标的指标数据矩阵为 ( )ij mnX x= ，对于某项指标 j ，若各

待评对象的指标值 ijx 间的差距越大，则该指标在综合评价中所起的作用就越大；反之，作用越

小．在指标数据矩阵 X 中，某项指标值差异程度越大，信息熵越小，则该指标的权重越大；反之，

某项指标值的差异程度越小，信息熵越大，则该指标的权重越小[4]．所以，可以根据各项指标的

差异程度，利用信息熵，对各指标初步给定的权重进行调整，做到动态赋权．运用熵值模糊综合

评价法对研发人员进行评价，可以比较客观真实地反映研发人员的绩效． 

2.2 步骤 

2.2.1 模糊关系评判矩阵的建立 

设需要按n 个不同的评价指标对m 个研发人员的绩效进行评价，根据评价人员对每个员工绩

效的评价结果得到评判矩阵 X 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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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研发人员绩效评价指标体系 

Fig. 1  Index System of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Personnel Evalu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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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ijx 表示第 i 个员工第 j 项评价因素的评价结果． 

由于反映员工绩效的各评价因素往往有不同的量纲和量纲单位．为了消除由此产生的指标的

不可公度性，运用极差变换法，对评价指标进行无量纲化处理．具体做法如下： 

对于正指标（指标值越大越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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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适度指标（指标值落在某个区间为最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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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max( ) max{ }j ij
i

x x= ， min( ) min{ }j ij
i

x x= ， 1 2[ , ]j jL L 为适度指标的适度区间． 

通过上述变换后即可得到模糊关系评判矩阵 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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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ijr 是原始数据 ijx 的无量纲化，表示第 i 个员工第 j 项评价因素的评价结果的评价系数，

0 1ijr≤ ≤ ． 

2.2.2 利用熵值法确定各评价指标权重 

计算指标值 ijr 在指标 j 下的权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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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指标 j 的熵值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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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可得指标 j 的差异性因数 1j jg e= − ．对于给定的指标 j ， ijr 的差异性越小，则 je 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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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 ijr 全部相等时， 1je = ，此时指标 j 几乎无作用；当各评价的指标值相差越大时 je 越小，该项

指标对于待评对象所起的作用越大．因此当 jg 越大时，指标越重要．由此可定义各指标的权重

向量为： 1 2( , , , )nA a a a= ⋯ ，其中

1

j
i n

j
j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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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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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2.3 熵值模糊综合评价模型 

由上述 R 和 A，利用模糊数学的模糊矩阵合成算子，得到模糊综合评判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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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式即为熵值模糊综合评价模型． 

3 应用实例 

采用图 1所示的评价指标体系，运用上述熵值模糊综合评价模型对某企业 5名研发人员进行

绩效评价． 

根据有关部门对这 5名研发人员的评价结果，并对其进行无量纲化处理，得到模糊关系评判

矩阵如下： 

R =

0.78 0.70 0.75 0.77 0.78 0.78 0.78 0.80 0.80 0.75

0.68 0.75 0.80 0.76 0.82 0.80 0.75 0.67 0.73 0.80

0.80 0.82 0.68 0.78 0.75 0.75 0.80 0.75 0.80 0.73

0.70 0.74 0.82 0.70 0.80 0.74 0.75 0.80 0.80 0.80

0.76 0.65 0.75 0.72 0.70 0.75 0.72 0.75 0.85 0.85

 
 
 
 
 
 
  

 

根据熵值法，运用数学软件 maple 8.0[5]，求得各评价指标权重如下： 

A = {0.13,0.20,0.14,0.06,0.10,0.03,0.04,0.13,0.08,0.10} 

由熵值模糊综合评价模型得综合评价结果为： 

B = {0.768,0.758,0.774,0.776,0.749} 

可见，这 5名研发人员的业绩相差不多，相对而言第 4位员工业绩最好，第 5位员工业绩最

差，这与实际情况基本上相符． 

4 结束语 

本文结合研发人员工作性质的特点，构建了研发人员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并结合熵值法，对

研发人员绩效进行模糊综合评价，很好地解决了评价过程中的主观性、模糊性等问题，使评价结

果更接近客观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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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el for the Fuzzy Assessment of Entropy Power of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Personnel Performance 
 

LIN Wang, WANG Yinao 
(School of Mathematics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Wenzhou University, Wenzhou, China  325035) 

 

Abstract: Through combining entropy method and the fuzzy evaluation method, the authors put forward an 

entropy power fuzzy evaluation model. This model can solve the subjectivity and fuzziness issues that might 

exist in the process of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personnel performance evaluation, and make the evaluation 

results are in a good agreement with practical situation. 

Key words: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personnel; Entropy method; Fuzzy evaluation; Performance apprais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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