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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电子政务信息化不仅要注重投入，而且要注重其性能、成本、经济和社会效益，对电子政务信息化系统的综 

合评估是各级政府必须认真考虑和对待的问题。提出了一套两层结构的电子政务系统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并在此体系的 

基础上，提出了一种量化综合评估模型。利用该模型对某部门电子政务系统进行了评价，得到了满意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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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前言 

随着全球一体化的发展，以电子政务为 

代表的服务型政府管理职能的电子化、自动 

化、无纸化目前正在世界各国快速发展【1]。然 

而电子政务系统对于服务型政府的哪些方面 

有影响?这种影响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电子 

政务系统的技术、安全等性能属性如何?其产 

生的经济和社会效益如何?电子政务对整个 

国民经济中发挥的作用又如何?这些问题是 

各级政府、各位专家在实施电子政务信息化 

的全过程中(包括方案的分析设计、系统设计 

实施、事后测试评价等)必须考虑和解决的问 

题。然而，有关电子政务系统的综合评价指标 

体系和综合评估模型方面的文章或专家报道 

十分有限。文献[2，3】分析了电子政务建设给 

经济带来的影响，但没对量化的方法作探讨。 

文献[4]分析了电子政务建设的成本与效益 

的关系，并给出了简要的边际模型，但是没有 

考虑电子政务的其它方面，对综合评估模型 

研究不够。因此，本文建立了一套两层结构的 

电子政务系统综合评价指标体系，首当其冲 

地运用模糊综合评价原理，建立了量化电子 

政务系统的评估模型。 

1 电子政务系统综合评估指标体系 

电子政务系统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系统， 

为了客观地评价一个电子政务系统，衡量一 

项电子政务信息化工程是否成功，需要设计 
一 套科学、完整并能全方位、多角度反映该 

电子政务信息化系统成功与否的评价指标 

体系。因此本文建立了一个两层结构的电子 

政务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见附图)。该体系由 

5大属性指标层、33项指标构成，较好地反 

映了电子政务信息化系统的基本内涵。 

系统性能属性指标 。主要是从“电子” 

方面来评估电子政务系统。包括对系统的功 

能、安全、技术、应用等方面评估。成本属性 

指标 主要是从系统的资金投入方面来评 

估系统，包括分析、设计、维护、管理等成本。 

直接经济效益属性指标 是从系统建设能 

给实施部门带来的直接经济效益的角度评 

估，也是研究者关注最多的方面。间接经济 

效益属性指标 从系统建设能带来的间接 

效益方面来评估，侧重于“政务”方面，包括 

公共服务、市场监管等方面。其它属性指标 

主要是从材料、环境、能源等方面评估系 

统带来的变化或效益。 

一 个良好的电子政务系统，必须同时具 

备优良的系统性能、尽可能低的成本、最显 

著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2 电子政务系统综合评估模型 

2．1 确定电子政务系统评价指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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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以上建立的两层结构综合评价指 

标体系，本文的评估模型的评价指标集分为 

两个层次：属性层指标集 U：{U。， ，⋯， } 

(k=5)，指标层指标集 ={ 。， ，⋯， }(i 

为自然数且 ≤ t=j,-8,j2=j3=6,j5=5)。 

2．2 评价集的设定 

在评价过程中，我们对每一个属性层的 

每一个指标都设计一组模糊评价值，如 5等 

级的模糊评价值{优，良，中，较差，差}，7等 

级的模糊评价值 {非常好，好 ，较好 ，一般， 

差，较差，非常差}。由于电子政务系统的综 

合评价指标体系涉及的内容很广，各层的评 

估标准不统一，为此，在本文的评估模型中， 

不直接给出具体的等级标准。在实际应用 

中，各属性层指标的等级标准可以根据不同 

的评估重点，由专家根据实际情况选择适当 

的方法来确定。 

将 的评价集记作 ={Pl， ，⋯， } 

( 为 评价集的等级数)。 

2．3 建立电子政务系统综合信息矩阵 

选择一定数量的专家 (包括经济学专 

家、管理学专家、信息专家、政府人员等)和 

一 些非专家(包括设计人员、使用人员、维修 

人员等)组成评估团。在评估过程中，综合每 

一 位参评人员的评价意见和每一个评价指 

标，对 的每个指标进行评价，从而得到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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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管理费用率 。 

减少的人员开支率 

降低办公用品的费用率￡ 

降低交通、运输费用率以。 

海关、税务等的增长率 

废物回收处理的节约 

提高政府办事率 。 

提高政府服务质量 

提高政府工作透明度 

提高政府的廉政建设 I 
●■■■■■●■●■■■■■■●■●■■■■■■■■■■ =■■■■E 

提高行政管理的有效性￡‘ l 
●■ =j■■■■j====●=E ==■■=；=====≈=======．-  

提高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 ￡‘ 

推动rr产业的发展 

带动国家基础信息建设 

材料的节省 。 

水、大气、噪音、光污染的减少 

耗能源的合理布局与节约 ， 

标I H政府软环境改善带来的单位品牌效应 

葛玎—————一  
附图 电子政务系统综合评估指标体系U 

一 属性层综合信息矩阵R。 

R 

其中，r#p 为第 i个属性 的第 个评价 

指标 的某个评价等级Pm的隶属度。具体 

的算法可以在实际应用中由专家根据一些 

具体算法及经验确定。如：我们可以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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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墅 堂 鎏竖 笠堡 
妇n一 评估总人数 

根据 R 得到电子政务系统的综合信息 

矩阵 R： 

R= 。R2 ⋯ R 

2．4 建立评价等级的权重系数集 

权重一般根据实际情况来加以确定，采 

用的方法有统计分析法、专家评估法等。 

由于本文的评估体系指标集是两层结 

构，所以权重集也分为两个层次：属性层权 

重集Q=IQ。Q ⋯ (Q >0且∑Qi=1， 

1，2，⋯，k)，指标层指标集 Q ={Q Q ⋯ Q } 

(Qo>O且∑Qo=1)。 
=l 

2．5 根据综合信息矩阵露和权重集得到综 

合评价矩阵 

根据上述数据和公式得到单一属性层 

的综合信息评价矩阵 ： 

FQ xR 

根据上述数据，通过数据合成得到综合 

评价矩阵 ，哪 ： 

rQ 。R1] 

M=Q。I Q ： 一帆) l 
⋯  

I L
Q 。凡．『 

其中“。”表示合成算子肘(V，̂ )。通过 

肘我们可以很直观地知道所评估的电子政 

务系统对应的各个属性层指标的综合评分， 

在衡量电子政务信息系统投标单位方案的 

时候可以起到很好的作用。 

2．6 确定加权矩阵 

评价等级的加权矩阵是在不考虑模糊 

边界条件下的值，它反映的是各个评价对最 

终结果的影响程度，一般使用百分制度。如 

将 的评价集 =(非常好，好，较好，一般， 

较差，差，非常差)的加权矩阵定为 匠=(90， 

80，70，60，50，30，20)。本文将属性层 的指 

标集评价等级的加权矩阵记为 { 。 ⋯ 

B }(n为评价集的等级数)。同理将各个属性 

层的加权集记为 ={ 。 ：⋯ Bk}。 

2．7 根据综合评价矩阵和加权矩阵得到相 

应的综合量值 

由 和 可以得到属性层 的综合 

评估量值 V。： 

VmMixBr／∑ml 

V即被评电子政务系统的最终评价结 

果，V值越大，则说明相应的电子政务系统 

综合性能更好，成本效益比最低，环境能源 

性能好。 

3 实际中的应用 

本文以某行政部门 Dept为实例，对其 

电子政务系统的性能属性指标 进行评估， 

说明本模型的应用。 

3．1 设定 ￡，l评价集 

{尸l P2⋯Pkl={非常好，好，较好，一 

般，较差，差，非常差}(n=7)。 

3．2 得到 ￡，。的综合信息矩阵露。 

评估组的 10位成员对该 Dept的电子 

政务系统 。的各项指标评价结果如附表。 

附表 对Dept的￡，。各指标的满意度 

Pl P2 P3 P4 P5 P6 P1 

由附表根据 

， 一  堂拯 堂登 笠堡 
n一 评估总人数 

得到 Dept的电子政务系统单一属性层 的 

综合信息矩阵R。： 

3．3 设定 ￡，-的权重Q- 

采用层次分析法，通过计算机编程运算 

得到如下权重 Q。： 

Ql=【0．06 0．1 0．1 0．16 0．16 0．16 0．26】 

3．4 得到￡，l综合评价矩阵 

根据信息矩阵R 权重集 Q。得 的综 

合评价矩阵： 

Ml=QlxR l 

=『0．136 0．616 0．1 16 0．132 0 0 01 

3．5 设定￡，。的加权矩阵 

Bl：『90 80 70 60 50 20 101 

3．6 得到 ￡，l综合量值 

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7 l l 2 2  l  l  

0  0 ● 3 3 0 ● 

8  8  6  5 5  6  6 

● ● 2  0  0  3 2 

●  2  3  4  5  6 7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  1  1 ， ， 1  1  m n n 

0 0叭吣 0叭 

。穹 盘 6 5 6 6 6 
0 0 0 0 n 

叭 0 0吣 

， ● ● ●  ● ， ●  

R 

成本属性指标s一 一直接经济效益属性指标s一 一闯接经济效益属性指标s 

协 协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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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由于工程项目在空间和时间上的延伸性和复杂性，使其面临的风险日益增多。结合工程项目的实际特点，设 

立了风险评价指标体系，并构建了一个基于模糊综合评判的工程项目风险评价模型，通过分析工程项 目风险因素发生 

的概率和风险因素对工程项目的影响程度，解决了工程项目风险评价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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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前言 

随着工程项 目规模的日趋扩大及技术 

工艺复杂性的提高，各类风险也明显增多且 

相互关系错综复杂，工程项 目所面临的风险 

已经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任何工程都存在着风险，然而如何有效 

地去评价风险则是一个有待解决的现实问 

题。本论文通过对项 目风险的分析与评估， 

构建了一个比较完善的工程项 目风险评价 

体系，目的在于寻求度量工程项目风险的有 

效方法，以期对项 目的风险管理起到一定的 

借鉴作用。 

本文从工程项目风险管理理论人手，结 

合工程项 目的实际特点，将复杂的工程风险 

分解为简单易断的风险因素，按层次关系分 

组形成递阶层次结构，构建了工程项 目风险 

评价指标体系。同时，建立了一个基于模糊 

综合评判的工程项目风险评价模型，通过分 

析工程项 目风险因素发生的概率和风险因 

素对工程项目的影响程度，解决了工程项目 

风险评价问题，并对工程项 目风险评价的方 

法及应用进行了较系统的研究。 

l 现行评价方法分析 

目前对项 目风险评价的方法主要有层 

次分析法和蒙特卡洛法，下面主要针对这两 

种方法的特点进行分析，并指出不足之处： 

1．1 层次分析法 

层次分析法作为一种多准则决策方法， 

由于自身的实用性、系统性、简捷性等优点， 

在实践中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这 

种方法也有其不可忽视的问题。第一，在解决 

群体专家权重评价时，没有剔除个别偏差很 

大专家意见的干扰，从而使结果出现较大的 

由 =搬 ∑m 
l=I 

7 

得VI=M xB'；／∑m~=77．56 
悼I 

从 的值我们可以知道该 Dept的电子 

政务系统的性能属性综合性能为中等，还有 

待进一步改进和完善。 

用同样的方法可以得到 ， ：，⋯， 。 

从而最终得到该 Dept整个系统的综合量值 

，进而对其做出合理评估。 

4 结束语 

我国电子政务的建设规模宏大，任务艰 

巨，但 目前发展还不是很完善，与发达国家 

还有一定的距离。在加大电子政务建设力度 

的同时，一定要把好质量关，要对其进行客 

观、公正的评价。本文提出的关于电子政务 

系统综合评价方法具有较强的操作性和实 

用性，它将主观评价和客观评价相结合，评 

价时，充分考虑了每一个评价指标因素，其 

评价结果客观、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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