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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队院校科研质量管理体系

有效性评价指标体系


卫　明，张士军
（军械工程学院基础部，石家庄　０５０００３）

摘要：分析了军队院校科研机构以及科研活动的特点。根据国家标准ＧＪＢ９００１Ａ，提出了利用“菱形思维”来构建
指标体系的解决方案，该方案增强了指标体系设计的逻辑性、科学性，确保了客观和准确的评价结果。

关键词：军队院校；科研质量管理体系；菱形思维；指标体系

中图分类号：Ｆ２２４．９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６－０７０７（２０１０）０７－０１４５－０２

　　２００１年，总装备部在等同采用国家标准 ＧＢ／Ｔ１９０００—
２０００的基础上，增加了对军工产品的特殊要求，发布了
ＧＪＢ９００１Ａ—２００１：质量管理体系要求。至此，广大军品承
制单位包括部分军队院校都依据 ＧＪＢ９００１Ａ建立了质量管
理体系并通过了认证。在质量管理体系的建立和实施中，

有效性的评价是一个重要问题［１－２］。通过有效性的评价，

可以发现质量管理体系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为改进和完

善质量管理体系提供依据。ＧＪＢ９００１Ａ的内部审核、管理
评审等章节均要求对质量管理体系的有效性进行评价。

１　科研质量管理体系有效性评价指标体系
构建的基本原则

　　科学合理的指标体系是系统评价准确可靠的基础和
保证，也是正确引导系统发展方向的重要手段。因此，指

标体系的建立必须遵循一定的原则，而不能是一组任意指

标的简单堆砌［３］。受学科领域、地缘差异和研究方法的影

响。至今，对建立指标体系应遵循的原则尚未形成统一认

识，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综合多方观点并进行分析提炼，

依据ＧＪＢ９００１Ａ标准，基于军队院校科研质量管理体系有
效性内涵的特点，其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应遵循以下

原则。

１．１　系统性原则
管理体系本身就是一个整体，为了方便认识、理解和

研究，一般都将其分成不同的过程来描述。但往往在研究

的过程中却忽视了活动和过程本身已具有的系统性。所

以说，系统性原则是管理体系的本质属性，是认识、理解和

研究管理体系的基础。

１．２　独立性原则
目前评估指标体系的构建存在一个共性的问题：即评

估指标之间存在相关联系。想要完全避免这个问题是不

可能的，因为评估指标体系本身也是一个整体，它的各个

组成部分之间肯定是有联系的。所以，我们要尽量避免选

取相关性大的评估指标，或者是将相关性大的多个指标整

合成一个指标。

１．３　可测性原则
为了便于定量分析，评估指标应具有良好的可测性。

对其具体的属性值要易于观察分析和监测。

１．４　现实性原则
针对军队院校科研质量管理体系有效性的评价指标

体系需要充分考虑军队院校这样一个具体背景，找出军队

院校与一般企业之间的区别，深入了解军队院校的科研组

织特点。

１．５　动态性原则
任何事物都不是一成不变的，指标体系亦是如此。质

量管理体系是一直不停地运转的，对其有效性的评价应该

也是实时、动态的，所以在构建评估指标体系的时候，应具

有动态性观念，有发现变化并改进的方法和机制，为以后

的研究留下空间。

２　指标建立的基本框架

由于有军队院校这样一个特殊的背景，我们所构建的

指标体系既要充分依靠 ＧＪＢ９００１Ａ，又要充分考虑军队院
校科研机构的特点。

１）完整性，是指科研机构的设置要覆盖研究领域的学
科和专业范围，既应有综合研究部门，又应有重要的专向

研究部门，各个研究专业和方向都要编有相应的研究人

员，不应有缺项。

２）层次性，是指整个军事科研组织体系应由不同层次



的研究机构和部门构成，不同层次的机构应有不同层次的

研究任务，各层次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衔接。坚持完整性

和层次性相结合，有利于科研机构形成结构合理的有机体

系、避免机构设置重复和人员编制臃肿。

３）军事科研机构的编制应具有相对的稳定性，这是由
科研工作的特点和规律所决定的。高质量军事科研成果

的产生，往往需要长期的学术积累和深厚的技术基础，要

求科研机构和人员保持相对稳定，以保证研究工作的连

续性。

目前，国内学者研究质量管理体系有效性评价所构建

的指标体系往往是依据２０００版 ＩＳＯ９００１标准的过程模式
和质量管理体系有效性的要求（见表１）。

表１　质量管理体系有效性评价指标体系

总目标（Ａ） 子目标（Ｂ） 属性目标（Ｃ）

质
　
量
　
管
　
理
　
体
　
系
　
有
　
效
　
性
　
Ｘ

管理职责

Ｘ１

产品实现

Ｘ２

资源管理

Ｘ３

测量分析与

改进Ｘ４

以顾客关注为焦点Ｘ１１
策划Ｘ１２
职责、权限与沟通Ｘ１３
质量方针Ｘ１４
与供方的关系Ｘ２１
设计与开发Ｘ２２
采购Ｘ２３
生产和服务提供Ｘ２４
监测装置的控制Ｘ２５
科研人力资源Ｘ３１
基础设施Ｘ３２
工作环境Ｘ３３
监测Ｘ４１
不合格品控制Ｘ４２
数据分析Ｘ４３
持续改进Ｘ４４

　　结合以上所说，军队院校科研质量管理体系有效性评
价的指标体系应包括３层：总目标、子目标、属性指标。总
目标：质量管理体系的有效性；子目标应包括两大类：方法

实施类和结果类。方法实施类是对质量管理体系的符合

性、适宜性和充分性进行评价，结果类是对体系运行的有

效性和效率进行评价。

本文中指标体系的构建为了避免指标筛选的随意性，

增强指标体系设计的逻辑性、科学性，保证形成一致、客观

和准确的评价结果，结合了一种新的指标体系设计思路和

方法，即运用物元理论中的发散—收敛的菱形思维过程，

采用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方法［４－５］：首先，根据质量管理

体系有效性的一般定义和内涵，利用物元理论进行分析，

开拓出多个指标，以形成能够比较全面地反映被评价区域

的、信息覆盖尽可能全的初始指标集，这个过程称为指标

体系生成的发散过程；然后，在此基础上，根据评价目的，

运用如属性约简、聚类分析等定量方法，对初始指标集进

行筛选，从而形成能够满足指标设置原则的、包含较少指

标的核心指标体系，这个过程称为指标体系生成的收敛过

程。上述两个过程统称为指标体系菱形生成过程（如图

１）。

图１　指标体系生成的菱形框架模型

３　使用指标体系应注意的事项

１）各指标赋权重问题
权重是以某种数量形式对比、权衡被评价事物总体中

诸因素相对重要程度的量值。在军队院校科研质量管理

体系有效性的评价中，指标间权重值的确定，往往体现出

指标在系统发展中的本身价值和决策者对该指标地位的

理解程度，它在相当程度上决定了综合评价的精度。从赋

权方法论看，主观赋权和客观赋权各有其优缺点，因此，实

际应用中可根据科研质量管理体系有效性评价指标体系

的性质和特点，对主客观赋权法进行适当组合，即采用组

合式权系数值分配方法来确定不同性质的指标权系数值，

使权重分配更符合研究问题的实际。

２）各指标的规范化和标准化问题
一般来说，各个指标没有统一的度量标准，因而无法

进行直接对比。因此，在使用指标体系进行综合评价前，

必须将各具体指标的属性值进行规范化和标准化。

３）指标体系的灵活运用问题
决策者应根据指标体系中不同指标的属性值来分析

和理解其所代表的意义，从而为评价结果提供有力的

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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