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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企业信息化评价需要考虑的因素很多，具体指标的评价值又具有模糊性。根据这些特点，试图将层次分析 

法和模糊理论结合起来，建立一个模糊层次评估模型，用此模型对企业信息化的综合水平进行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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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前言 

目前，我国大部分企业正在实施信息化 

工程 。在实施信息化的过程 中，有必要对企 

业的信息化水平进行评估。这是因为： 企 

业信息化的实施是一项“效益驱动”的投资 

项目。企业真正关心的是通过信息化的实现 

能对企业带来多大的效益。所以，系统投入 

运行之后，是否达到预定 目标，是否发挥出 

期望的性能，系统的投入和收益比较如何， 

是企业领导和相关人员所关心的。( 客观评 

价企业信息化发展水平．比较企业之间信息 

化水平方面的差异和特点．对于政府制定经 

济发展战略，完善信息产业发展政策，提高 

企业的信息化水平和市场竞争能力．正确指 

导企业信息化的发展，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 

和现实意义。 

人们在对企业信息化水平进行评估时， 

一 般多用定性的方法，凭评价者的主观感觉 

来确定信息化水平的“优”与“劣”。但是，定 

性方法无法反映评价结果的优劣程度，评价 

标准也不严密，难以做到科学 、客观、公正， 

评价结论的说服性不强；没有考虑评价指标 

的权重分配．等等。因此，亟待寻求一种更为 

科学 、客观、量化的评价方法。在对企业信息 

化水平进行评估时，需要考虑的因素很多， 

是一个多目标多层次的综合评价过程。在评 

价指标中．有许多是定性指标，即使是对于 

定量指标的评价，其标准也难以确定。因此 

评价往往是建立在评价人员的知识水平 、认 

识能力 、个人经验和个人偏爱之上的，这就 

使评价人员所提供的评价信息不确切、不全 

面 ，具有模糊性 ，因此对这类 问题的评价运 

与静态纳什均衡解一致。 

以上结论为电子交易市场的发展提供 

理论指导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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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模糊理论可能是适宜的。各评价指标又是 

分类有层次的，为了真实反映评价指标 的客 

观内容，同时也考虑到使描述各评价等级的 

指标信息都发挥作用，本文试图将层次分析 

法和模糊理论结合起来，建立一个模糊层次 

评估模型，对企业的信息化水平进行评估。 

1 企业信息化评价指标体系的建立 

为了对企业信息化进行全面综合的评 

价，我们从信息化组织建设、信息基础设施、 

信息化系统应用及信息系统管理等 4个方 

面人手，建立了评估一个企业信息化水平的 

指标体系。其具体评价指标的构成为： 

(1)信息化组织建设评价指标(C．)：信 

息化建设在本质上是企业在管理思想、管理 

理念上的一场根本性变革，适应信息化工作 

的组织建设是其首要因素。企业信息化的成 

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信息化工作在企业 

整体战略中的地位 ；取决于有一个合理规 

划、专业高效的信息系统支持部门：此外，企 

业要有一批懂管理、懂业务的信息化人才队 

伍，必须健全和完善信息化人才培训制度。 

信息化组织建设评价指标包括 IT战略地位 

( ，，)、IT部门组织结构( ， )、信息化人力资 

源(V )等 3项次级指标。 

(2)信息化基础设施评价指标(C )：作 

为企业信息化的基础，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 

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企业信息化的发展水 

平。信息化基础设施投资占企业全部投资的 

比重将极大地影响企业信息化的程度；信息 

化投资包括硬件 、软件和网络 3个部分，它 

们在信息化建设中的作用各不相同，其规模 

大小、性能的优劣以及企业对各部分投资的 

比例，也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该企业的信息 

化的成败。信息化基础设施评价指标包括基 

础设施的投资( ，)、硬件平台( )、网络支 

持平台( )、系统和软件平台( )等 4项 

次级指标。 

(3)信息系统应用评价指标(C )：信息 

系统应用水平的高低直接决定了企业的经 

营效益与市场竞争能力。信息系统应用水平 

最终体现在信息化目标的实现上，具体指企 

业在生产、销售与管理等环节中利用信息资 

源的能力；同时，企业经营管理模式的设计 

也对其利用信息技术的能力有很大的影响。 

信息系统应用评价指标包括企业管理模式 

( ，．)、企业信息采集与发布的信息化程度 

( ，：)、生产及运作过程自动化( )、营销信 

息化水平(V )、管理信息化水平(V ，)、信息 

化目标的实现( )等6项次级指标。 

(4)信息系统管理评价指标( )：企业信 

息化建设具有周期长、见效慢等特点 ，其效 

益的发挥有赖于企业信息化建设长远的战 

略规划与安全、稳定的运行。信息系统管理 

评价指标包括信息战略及信息化规划( ，)、 

信息系统项目开发管理( )、信息系统的安 

全保障体系 ( ，)、信息系统管理支持体系 

( )等4项次级指标。 

3 模糊评价模型 

模糊评价模型首先确定 出指标权重 集 

和评价标准集，然后针对不同专家对多指标 

的不同评价，构造出指标样本矩阵，最后确 

定模糊评价的隶属度系数对其进行综合权 

衡，比较实际地反映出企业信，自、化的整体状 

态。对于分层的评价指标而言 ，两层指标集 

的模糊评价模型具体步骤为： 

3．1 确定评价指标权重集 

不同的评价指标 ，对评价总 目标的影响 

程度是不同的，本文应用层次分析原理计算 

各指标的相对权重，用于权衡比较不同评价 

指标对总目标作用程度的差异。 

设大类指标 C 有 m项(i=1，2，⋯，m)， 

其权重向量为7／=(叩t，叩2，⋯， )。第 大类指 

标下又设置了n 个次级指标 V ( =1，2，⋯， 

n )，指标 相对于指标 的相对权重向量 

为 W =( 【I． ，⋯，W )。 

3．2 确定评价标准集 

指标确立之后 ，还需定义评分标准 ，它 

是衡量评估指标优劣的评分等级。就定性指 

标而言，对优劣等级有不同的描述方式，如 

取“好、较好、中、较差、差、5级；就定量指标 

而言，其优劣等级可以将数据划分成一定范 

围归级，如：评分标准分别取 5、4、3、2与 1， 

相邻等级之间的评分值取相邻评分标准的 

平均值等。 

3．3 建立评价值矩阵 

设P表示评价专家，共有P组专家参与 

评价 。针对一级指标 C 而言 ，令 硝(i=1，2， 

⋯

，m； =1，2，⋯，／2i；p=1，2，⋯P)这第P组专 

家针对评价指标 的评分样本值，这些样 

本值构成如下评价值矩阵： 

X = 
● ● ● 

3．4 确立隶属度函数 

设评价等级为e，e=l，2，⋯，g，取各类等 

级的评价标准值 (理想评分值 d)作为其隶属 

度函数的阈值 ，建立相应的隶属度函数 ( 

)。分如下 3种情况： 

(1)第一评价等级(e=1)”最好“。评分值 

∈( t，00) (《)=1； ∈[0， 1] ( )= ； 

《 [0，00) ( )=0。 (1) 

(2)中间等级(e=2，3，⋯， 1)。评分值端 

∈[0，Xe] ；)= ； ：∈[ 2x ],fAx~)=( 一 
巾  

) ；蟛 [0，2x ] ㈥ =0。 (2) 

(3)第 g等级(e=g)“最差”。评分值《∈ 

[0， ] )=1； ∈[ ，2x ] )=( 一 )／ 

Xg；X~ [0，2x ] )=0。 (3) 

3．5 进行单指标分析 ，计算指标 的隶属 

度向量 

由前所述，硝为第P个评价人员对指标 

的评价样本值 (蟛)为指标 等级为e隶 

属度函数 ，W 为指标 的权重，则称 ： 

P 

；= 1∑ ㈤ (4) 
‘ 

p=I 

为指标 属于等级 e的隶属度系数 

称 

= ( ， ，⋯， ) 

为指标 的隶属度向量。称 

R = 

j ⋯ 

O-
．

I
2 ⋯  

⋯  

为指标 C 的隶属度系数矩阵。 

3．6 进行综合评价 。确定评价结果 

用指标 相对于指标 G的相对权重向 

量 l=(W W ，⋯，W )进行综合权衡，得大类 

指标C 属于等级 e的隶属度系数，如下： 

Wi／。Ri 

j=l 

同理，可得大类指标 cI的隶属度系数向 

量 ：( ：， ：，⋯， )，各大类指标的隶属度 

系数向量组成隶属度矩阵 ；再用指标C 的 

权得向量 叩=(叩．，叩2，⋯， )进行综合权衡， 

得等级e的综合结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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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 ‘R 
￡=I 

同理，可得综合结果向量Or=( ， ，⋯， 

)。 

根据大类指标 c|的隶属度系数向量 

和综合结果向量or，按照最大接近度原则，确 

定所属评价等级，若 =max{ )或ore=max 
1≤ ≤ 1≤ ≤ F 

{ }，则属于等级 。 

4 企业信息化的模糊评价实例 

我们到 1家制造型企业进行 了调研。这 

家企业于 1988年在计划部门开始逐步投人 

少量的PC，并根据各自部门的需求 自行编 

制程序，应付日趋增长的业务工作。1992年， 

公司内各主要部门形成独立的小规模计算 

机系统，由于没有统一的规划，造成系统之 

间网络不通，数据格式不同，数据输出／输人 

重复。自 1994年起 ，逐年分期分批 引进了 

CAD／CAE／CAM(计算机辅助设计等)系统的 

软件和硬件，初步实现日常工作的计算机 

化。1996年，引进了SAP R／3系统，经过4年 

的实施，财务、销售、生产计划、物料管理等 

核心模块已逐步得到了应用。1999年，内部 

业务流程再造工作开始。当年购人 IBM的 

AS／400服务器和办公 自动化的开发平台 

Lotus Domino R5，并在该平台上开发与实施 

了 1套具有自身特点的办公 自动化系统。 

2001年，又进一步完善现有的工程信息系 

统，如工程设计的工作流程管理等，继续推 

广实施 ERP系统 ，采用电子商务解决方案 

mySAP．corn，加强办公 自动化系统在知识管 

理方面的应用，利用 Domino数据库网页设 

计及发布功能实现公司电子商务技术。 

下面我们根据模糊评价模型对其企业 

信息化综合水平进行具体评价。 

4．1 企业信息化的模糊评价 

指标体系权重的确定，我们是综合了专 

家的意见 ，采用特尔菲法(Delphi法 )和层次 

分析法(AHP)来完成 的。限于篇幅，不再具 

体介绍指标权重的计算过程。最终确定的各 

指标权重为： 

T／=(0．15，0．30，0．45，0．10)； 

W =(0．30，0．30，0．40)； 

W2=(0．30，0．30，0．20．0．20)； 

W3=(0-20，0．05，0．30，0．10，0．15，0．20)； 

W =(0．20，0．30，0-20，0．30)。 

在对上述企业的凋研 中，由 5位专家对 

信息化各评价指标进行了评分，由于篇幅所 

限，不在此详细列出。仅以信息化组织建设 
一 级指标为例，列出了一级指标信息化组织 

建设 C 的3个次级指标构成的评价值矩阵 

x，，排列如下： 

3．5 4 4 

4 4 4．5 

2．5 2 3 

3 3] I 
3．5 4 I 

2 1．5 l 
J 

通过评价值矩阵 ．进行模糊计算。如 

对“战略地位”这一指标构成，先考虑第一等 

级(e=1)，将 5位专家所给的评分值代人(1) 

和(4)式，计算得等级 1的隶属度系数 ．= 

0．70。同理，计算其它等级的隶属度系数(e= 

2，3，4，5)，分别为： ．=0．88， ．=0．83， ．= 

0．25， =0。这样就得到“战略地位”的隶属 

度系数向量or (0．70，0．88，0．83，0．25，0)。 

同上计算过程，再计算 C．所属“IT部门 

组织结构”和“信息化人力资源状况”的隶属 

度系数向量。然后，综合得 C．的隶属度系数 

矩阵： 

R1= 

用 C，大类指标的权重向量 W。=(0．30， 

0．30，0．40

，=(0．63，0．78，0．74，0．41，0．04)。 

同上计算得到其它 3个一级指标的隶 

属度系数向量，它们构成隶属度矩阵如下： 

用一级指标的权重向量 T／=(0．15，0．30， 

0．45，0、10)进行权衡，得到综合指标体系隶 

属度 向量or=(0．69，0．84，0．76，0．30，0．01)。 

4．2 评价结论 

由max[ ]=0．77，可知这家企业的信息 

化组织建设水平为“较好”，同理可得信息基 

础设施、信息化系统运用和信息系统管理3 

方面的水平为“较好”、“较好”和“一般”；根 

据 max[ ]=0．84，由此可见评价结果属第二 

等级，即企业的信息化综合水平较好。 

5 结束语 

模糊综合评判是一个定性与定量相结 

合的决策过程，能够在定性分析企业信息化 

评价指标的基础上，定量地对企业信息化水 

平进行科学的评价，有助于企业发现自身弱 

点 、改进不足，为提高企业信息化水平打下 

基础，是一种可行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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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Evaluation M odel and Its Application of 

Enterprises Informatization Based on Fuzzy Theory 

Abstract：There are many factors which are considered on evaluating the level of enterprises informatization
． 

The value of the concrete indexes is fuzzy．According to the features，we attempt to establish an evaluation mod— 

el on the basis of combining AHP and Fuzzy Theory．Then we use the model to evaluate the level of enterprises 

informat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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