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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系统分析旅团领导干部执行力影响因素的基础上，从执行技能、执行意愿、执行资源和执行制度等方面构建

了旅团领导干部执行力的评价指标体系，并采用层次分析法确定了各指标的综合权重，给出了旅团领导干部执行力

评价的方法与步骤，为旅团领导干部执行力的综合评价提供了一种比较系统、全面、实用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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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执行力的概念最初源于企业管理，它是指把思想、战略、
决策、规划与部署付诸实施的力度和能力，目前在经济、政

治、社会、文化等领域得到广泛运用。对军队而言，执行力就

是生命力，执行力就是战斗力。旅团指挥员作为军队建设的

“一线指挥部”的成员，军队的中层领导，既是上级决策部署

的执行者，又是部队全面建设的一线领导者，其执行力如何

不仅体现了领导干部自身的能力素质，而且直接制约了军队

战斗力的生成。特别是在新军事变革中，为适应指挥体制高

效化、扁平化的要求，军队正逐渐进行旅团化改革，旅团部队

将成为一线作战力量的主要构成，其领导干部的执行力问题

就显得更加突出和重要。对旅团领导干部的执行力进行科

学评价，不但是全方位认识、选拔、任用人才的需求，也是全

面了解部队人才需求，制定人才培养规划的依据。为此，本

文引入系统工程的思想，采用定性与定量评价相结合的方法

对旅团领导干部的执行力进行了综合评价，为旅团领导干部

能力建设提供了参考。

１　旅团领导干部执行力评价指标体系的
构建

１．１　执行力的影响因素

旅团领导干部执行力是一种综合的整体合力，是各种不



同力的综合体，是旅团领导干部执行技能、部队制度机制以

及资源环境等综合发生效应时的综合力，受到诸多因素的影

响，部队组织、人员、财务、环境、制度等无一不制约和决定着

旅团领导执行力的大小。但是，旅团领导的执行力又不是各

种力的简单相加，它是各种因素相互作用和经过一定的机制

配置后所产生的整合力。在搜集旅团部队建设形势相关资

料，并走访部分旅团部队进行实地调研的基础上，综合诸多

学者的意见和见解，将旅团领导干部执行力的影响因素大体

归纳为４类。

１）执行技能

旅团领导干部的执行技能是影响其执行力的诸多因素

中的一个具有主导性的重要因素，是执行力量的重要来源，

直接影响着其优劣和强弱。执行力的其他一切要素包括组

织结构、制度、资源等都必须通过执行主体即旅团领导干部

才能发挥作用。执行的主体是旅团领导干部，执行力最终要

通过旅团领导干部来形成和体现，旅团领导干部的领悟能

力、创新能力、决策能力、控制能力、协调能力、协调能力等执

行技能都会对执行力产生重要影响。

２）执行意愿

执行力是一种工作态度、精神状态，是一种思想作风、工

作作风，也是党性修养的具体体现。思想支配行为，行为决

定结果。旅团领导干部有了较高的思想觉悟，有了较高的执

行意愿，才能有为官一任，带一流队伍、创一流业绩、保一方

平安的使命感、事业心和责任感，才能与上级领导在工作上

保持一致，保持和谐、协调的工作关系，从而保证所执行的任

务优质、顺利地完成。

３）执行资源

执行资源是指开展执行活动所需的财力、物力和可利用

的外部环境。旅团领导干部在贯彻落实政策过程中需要各

种资源，不具备充足使用的执行资源，旅团领导干部就将无

法开展工作，其执行力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出现执行

力无力的情况。执行资源的丰富程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

旅团领导干部执行主体行为能力的强弱，是决定旅团领导干

部执行力高低的重要要素，其中，物质资源、信息资源、人力

资源和文化资源的地位和作用是最为显著的。

４）执行制度

制度是由一系列正式约束、社会认可的非正式约束及其

实施机制所构成的。执行制度就是由军队权威机构制定或

有关方面认可的、要求军队成员所应遵守正式制度。旅团领

导干部执行力能否正常进行以及其效率如何、效果如何，很

大程度上取决于执行制度的设计是否科学、合理、便捷，执行

制度的运转得是否顺畅、灵活、高效。执行制度提高旅团领

导干部执行力的必要条件，其涉及执行组织的执行机制，纵

横部门之间的监督机制，个人和组织的监督机制等方面。

１．２　执行力评价指标的构建原则

旅团领导干部执行力综合反映了旅团领导干部的执政

能力，包括诸多方面的内容。因此，要使旅团领导干部执行

力评价全面、系统、准确、合理，其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应遵

循如下原则：

１）全面性原则：必须能从多个视角和层次反映评价客

体的数量规模和数量水平，指标体系是反映执行力特征和状

况的系列指标集合。

２）系统性原则：指标体系要考虑影响执行力系统各个

方面的要素，以及它们在整个指标体系中的权重。

３）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原则：执行力是一个抽象的概

念，在综合评价应该考虑影响它的定性和定量指标，同时必

须要有明确的概念和确切的计算方法。

４）结构化原则：一组指标与其他指标之间呈结构性联

系，可以分别体现影响旅团领导干部执行力的不同要素。

５）简洁性原则：在追求“无所不包”“无微不至”的同

时，要尽可能简洁、明快，避免繁琐的统计和计算。

６）实践性原则：指标体系的设计必须切实可行，能结合

旅团部队的特点和实际情况，能在旅团部队实践工作中去应

用和检验。

１．３　执行力评价指标体系的建立

旅团领导干部执行力的评价指标实际上是综合评价旅

团领导干部执行力的基础和依据。选取评价指标，要对体现

评价要素的每一项指标进行分析，以确定指标与旅团领导干

部执行力状况的相关程度，并运用分析方法筛选掉某些信息

较少的指标或不重要的指标，选取与旅团领导干部执行力关

联度大的指标作为评价指标。依据旅团领导干部执行力影

响因素的分析结果，并从旅团部队的实际情况出发，同时考

虑各影响因素的重要程度加以概括，提出了旅团领导干部执

行力评价的４个要素，并在４个评价要素中，共选取了１６项

评价指标。这４个要素、１６个评价指标构成了旅团领导干部

执行力评价的指标体系，如图１所示。

图１　旅团领导干部执行力的评价指标体系

２　旅团领导干部执行力评价模型的建立

旅团领导干部执行力的评价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作，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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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很多方面的内容，因此用简单的几个指标很难对其进行评

价，必须采用综合评价的方法。所谓综合评价，是指对以多

属性体系结构描述的对象系统做出全局性、整体性的评价。

目前综合评价中通常使用的方法有数据包络分析方法、模糊

综合评价方法、层次分析法等。结合旅团领导干部执行力评

价的实际，本文采用层次分析法开展研究。层次分析法（ａｎ

ａｌｙｔｉｃ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ｙｐｒｏｃｅｓｓ，ＡＨＰ）是美国著名运筹学家、匹兹堡

大学教授Ｔ．Ｌ．Ｓａａｔｙ于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中期提出的一种系统

分析方法。该方法是一种定性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多目标

决策分析方法。它根据问题的性质和要达到的总目标，将复

杂问题分解为多个易衡量的变量，再将这些变量按隶属关系

形成递阶层次结构，通过两两比较构造判断矩阵，从而确定

各层次中每个变量的相对重要性权重，最后通过相容性检

验，确定判断矩阵的一致性。

２．１　构建递阶层次结构

根据层次分析法的相关理论与方法，结合构建的旅团领

导干部执行力的评价指标体系，建立了具有３层的递阶层次

结构，如图１所示。位于最顶层的是目标层（Ａ），中间的是准

则层（Ｂｉ），位于最底层是应用层（Ｃｉｊ）。

２．２　建立判断矩阵

判断矩阵表示针对上一层次某单元（因素），本层次与它

有关单元之间相对重要性的比较。为了使判断定量化，就需

要设法使任意２个方案对于某一准则的相对优越程度得到

定量描述。为有效克服思维的模糊性带来的偏差，本文采用

Ｔ．Ｌ．Ｓａａｔｙ提出的１～９标度法，用数字１～９及其倒数表示

指标间的相对重要度，如表１所示，构建的两两判断矩阵如

表２～６所示。

表１　标度及其描述

标度 定义（比较因子ｉ与ｊ）

１ 因素ｉ与ｊ同等重要

３ 因素ｉ与ｊ稍微重要

５ 因素ｉ与ｊ较强重要

７ 因素ｉ与ｊ强烈重要

８ 因素ｉ与ｊ绝对重要

２，４，６，８ 两相邻判断的中间值

倒数
当比较因素 ｊ与 ｉ时，得到的判断值
Ｃｉｊ＝１／Ｃｊｉ，Ｃｉｉ＝１

表２　Ａ—Ｂ判断矩阵

Ａ Ｂ１ Ｂ２ Ｂ３ Ｂ４ ＷＢｉ
Ｂ１ １ ２ ３ ４ ０．４６９

Ｂ２ １／２ １ ２ ３ ０．２７９

Ｂ３ １／３ １／３ １ １／２ ０．１０２

Ｂ４ １／４ １／２ ２ １ ０．１５０

Ｃ．Ｒ．＝０．０３５８＜０．１０

表３　Ｂ１—Ｃ判断矩阵

Ｂ１ Ｃ１１ Ｃ１２ Ｃ１３ Ｃ１４ Ｃ１５ Ｃ１６ ＷＢｉ

Ｃ１１ １ １／３ １／５ １／４ １／２ １ ０．０５９２

Ｃ１２ ３ １ １／３ １／２ ２ ３ ０．１５７７

Ｃ１３ ５ ３ １ ２ ４ ５ ０．３７８５

Ｃ１４ ４ ２ １／２ １ ３ ４ ０．２４７３

Ｃ１５ ２ １／２ １／４ １／３ １ ２ ０．０９８１

Ｃ１６ １ １／３ １／５ １／４ １／２ １ ０．０５９２

Ｃ．Ｒ．＝０．０１２９＜０．１０

表４　Ｂ２—Ｃ判断矩阵

Ｂ２ Ｃ２１ Ｃ２２ Ｃ２３ ＷＣｊ

Ｃ２１ １ ２ ２ ０．５０

Ｃ２２ １／２ １ １ ０．２５

Ｃ２３ １／２ １ １ ０．２５

Ｃ．Ｒ．＝０．００８７＜０．１０

表５　Ｂ３—Ｃ判断矩阵

Ｂ３ Ｃ３１ Ｃ３２ Ｃ３３ Ｃ３４ ＷＢｉ

Ｃ３１ １ １／２ １／２ １／３ ０．１２４

Ｃ３２ ２ １ ２ １ ０．３２４

Ｃ３３ ２ １／２ １ １／２ ０．１９３

Ｃ３４ ３ １ ２ １ ０．３５９

Ｃ．Ｒ．＝０．０１６９＜０．１０

表６　Ｂ４—Ｃ判断矩阵

Ｂ４ Ｃ４１ Ｃ４２ Ｃ４３ ＷＣｊ

Ｃ４１ １ ２ ３ ０．５３９

Ｃ４２ １／２ １ ２ ０．２９７

Ｃ４３ １／３ １／２ １ ０．１６４

Ｃ．Ｒ．＝０．００７９＜０．１０

２．３　计算指标权重
计算判断矩阵的最大特征值及对应的向量，可以采用方

根法、和法、特征根法、最小二乘法等。本文采用方根法进行

运算。首先计算判断矩阵的每一行元素的乘积Ｍｊ：

Ｍｊ＝∏
ｎ

ｋ＝１
ｒｊｋ，ｊ＝１，２，…，ｎ

然后计算Ｍｊ的ｎ次方根：

珚ωｊ＝
ｎＭ槡 ｊ

　　对ω＝［珚ω１，珚ω２，…，珚ωｎ］
Ｔ进行归一化处理，则所求的特

征向量即为各指标的权重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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珚ωｊ＝
珚ωｊ

∑
ｎ

ｊ＝１
珚ωｊ

　　根据上述方法计算得出的各判断矩阵及组合权重如表２
～表６所示。
２．４　一致性检验

通过建立判断矩阵，将判断思维模式化、系统化、数学

化，有助于决策者简化问题的分析，但由于多阶判断矩阵存

在复杂性，某些数值前后矛盾，各判断之间不一定协调一致。

当判断矩阵不能保证完全一致时，相应的判断矩阵的特征根

λｍａｘ也会跟着发生变化。于是，根据矩阵论，引入最大特征
根λｍａｘ：

λｍａｘ＝
１
ｎ∑

ｎ

ｊ＝１

Ａ( )ω ｊ

ωｊ
　　将λｍａｘ和判断矩阵的阶数ｎ之差与ｎ－１的比值作为度
量判断矩阵偏离一致性的指标ＣＩ（ＣｏｎｓｉｓｔｅｎｃｙＩｎｄｅｘ）即：

ＣＩ＝
λｍａｘ－ｎ
ｎ－１

　　对于多阶判断矩阵，引入平均随机一致性指标 ＲＩ（ｒａｎ
ｄｏｍｉｎｄｅｘ），表７给出了１～１０阶正互反矩阵计算１０００次得
到的平均随机一致性指标。

表７　平均一致性指标ＲＩ

阶数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ＲＩ ０ ０ ０．５８０．９０１．１２１．２４１．３２１．４１１．４５１．４９

　　当ｎ＜３时，判断矩阵永远具有完全一致性。判断矩阵
一致性指标ＣＩ与同阶平均随机性指标 ＲＩ之比为随机一致
性比率ＣＲ（ｃｏｎｓｉｓｔｅｎｃｙｒａｔｉｏ）：

ＣＲ＝ＣＩＲＩ
　　根据上述方法求出的ＣＲ值见相对应的判断矩阵表。
２．５　层次总排序

沿着递阶层次结构，从上往下，逐层计算出各判断矩阵

的特征根λｍａｘ与特征向量珚ωｊ后，进行层次总排序，可得出应
用层Ｃ的组合权重，如表８所示。
　　由各指标的组合权重，再根据不同旅团领导干部各个指
标的评分，就可以计算出各旅团领导干部执行力的综合评

分，从而实现对旅团领导干部执行力的定量评价。

表８　Ｃｉｊ的组合权重

Ｃｉｊ Ｃ１１ Ｃ１２ Ｃ１３ Ｃ１４ Ｃ１５ Ｃ１６ Ｃ２１ Ｃ２２

Ｗ ０．０２８０．０７５０．１７７０．１１５０．０４６０．０２８０．１３９０．０７０

Ｃｉｊ Ｃ２３ Ｃ３１ Ｃ３２ Ｃ３３ Ｃ３４ Ｃ４１ Ｃ４２ Ｃ４３

Ｗ ０．０７００．０１３０．０３３０．０２００．０３６０．０８００．０４５０．０２５

３　结束语

旅团领导干部的执行力是一个比较模糊、抽象的概念，

要对其进行量化评价是一个比较困难的工作，其涉及很多方

面的内容，很难用简单的几个指标实现，必须采用综合评价

的方法。本文运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专家评议与精确计算

互为补充的层次分析法，通过构建旅团领导干部执行力的评

价指标体系，建立了旅团领导干部执行力的综合评判方法，

为旅团领导干部执行力的综合评价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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