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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防科技项目评审专家

反评估指标及算法

 摘  要：本文针对改进国防科技项目评审专家管理工作的需要，对国防科技项目评审专家反

评估的意义、作用和特点进行了分析，提出了国防科技项目评审专家反评估的几个指标及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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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防科技项目评审通常采用同行评议方法，

该方法是进行国防科技项目评审的一种有效而可

行的方法，被广泛应用于国防科技项目管理，成

为了国防科技投入决策的重要手段，促进了国防

科技项目管理的科学化和民主化。合理选择评审

专家，不断优化评审专家库是提高国防科技项目

评审质量的根本保证。

由于国防科技项目研究领域十分广泛，同行

评议方法本身又具有一定局限性，近年来受到国

内外学术界一些专家的批评。国内外学术界对同

行评议的批评，从实质上看，很多是针对评审专

家的。因此，加强对国防科技项目评审专家进行

反评估，提高国防科技项目评审专家的水平是亟

待解决的重要问题。

1.国防科技项目评审专家反评估的意义和作

用

评审专家以往进行的评审工作的情况，在一

定程度上反映了评审专家的水平和态度[1]43-45。将

评审专家以往的工作绩效用有关指标进行分析，

列入评审专家遴选的指标体系，这对于挑选、调

整国防科技项目评审专家是十分必要的，而且可

使国防科技项目评审专家库处于动态优化过程中。

国防科技项目评审专家反评估对国防科技项

目管理具有重要作用。具体表现在：

（1）国防科技项目评审专家反评估是国防科

技项目评审遴选评审专家的重要依据

国防科技项目评审专家反评估结果是对评审

专家参加评审工作情况的量化，反映了评审专家

的工作态度、学术水平和评审能力，大大丰富了

评审专家的信息。充分利用反评估的结果，可以

提高遴选评审专家的效率和可靠性。

（2）国防科技项目评审专家反评估对国防科

技项目评审结果具有反馈调整作用

评审专家在各次评审活动的评审表现，是进

行评审专家反评估的主要依据。在进行反评估后，

对每位专家在评审活动中的表现有了各种量化的

考核和比较，就可以及时发现评审活动中表现异

常的专家[2]。当发生这种情况时，必须根据实际情

况对评审结果进行相应的调整，以提高评审结果

的可信度。

（3）国防科技项目评审专家反评估是改进评

审专家库的重要依据

定期进行国防科技项目评审专家反评估操作，

可以及时更新评审专家信息。将评审业绩较差的

专家从评审专家支持系统中删除，补充新的专家，

保证可供遴选的专家的学术水平、创新思想、判

断能力、职业道德都能长期保持在一个较高的水

准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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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国防科技项目评审专家反评估的特点

国防科技项目评审专家反评估不同于一般的

评估操作，它具有自己的特点，主要体现在：

（1）国防科技项目评审专家反评估主要对评

审专家的评审业绩进行量化考核，具有客观性、可

比性和易行性

国防科技项目评审专家反评估的指标体系由

能科学量化的指标构成，具有客观性和可比性，评

估结果公正、公平。量化考核可以由管理员借助

计算机等工具辅助进行，整个过程简单易行。

（2）国防科技项目评审专家反评估采用目标

为本的评价模式

国防科技评审专家管理的目标是为提高可供

遴选的专家的水平。进行评审专家反评估可以对

评审专家的学术水平、创新思想、判断能力、职

业道德等信息进行考核，为遴选专家提供丰富的

信息。进行评审专家反评估能提高评审专家参加

评审的热情和责任心，可以有效提高专家的学术

水平、创新思想、判断能力和职业道德。

（3）国防科技项目评审专家反评估具备反馈

性

遴选评审专家参与评审活动要依据评审专家

反评估的结果；进行评审专家反评估主要依据评

审专家参加的评审活动的评审结果，而评审专家

反评估又对评审结果具有修正作用。遴选评审专

家－评审专家反评估－评审结果三者间具有反馈

影响作用。

3.国防科技项目评审专家反评估的方法

对评审专家业绩的评价，主要是通过评审专

家业绩评价指标体系进行的。评审专家业绩评价

指标体系主要由参与率、横向离散率、纵向离散

率、命中率和成功率5项指标组成，较全面地反

映了评审专家的学识、经验、政策水平、判断能

力和道德品质。

（1）参与率

参与率是指评审专家受聘某评审机构后历年

来参与评审项目的累计数与该评审机构历年来评

审项目总数之比[3]14-16。参与率的计算公式如下：

                             (1)

式中：s——表示某评审专家的参与率；

     s0——表示评审专家受聘某评审机构后历年

来参与评审项目的累计数；

    s1——评审机构历年来评审项目总数。

参与率的高低，能够充分反映评审专家评审

工作经验的积累情况。而经验的多少，会对评审

结果产生较大的影响。另外，参与率的高低也在

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出评审专家以往评审工作业

绩的好坏。当某评审专家以往的评审工作认真负

责，表现优异，被遴选参加评审的机会增加，其

评审项目就多，参与率提高。因此参与率可以间

接反映管理人员对评审专家工作的评价，从一个

侧面反映了评审效果的优劣。

（2）横向离散率

横向离散率是指评审专家对评审项目的评审

结果与其他专家评审结果的离散程度[1]44。横向离

散率的计算过程如下：

①收集专家组中各评审专家在某国防科技项

目评审中的评审结果，可得到如下向量：

              （2）

式中：xi——表示第i个评审专家对某项目的评审

结果；

     n——表示评审专家数。

②在向量[x]中，令：

               （3）

式中：ai——表示评审专家i对某项目的横向离散

率，

    xi——表示第i个评审专家对某项目的评审

结果；

    xj——表示第 j个评审专家对某项目的评审

结果；

   横向离散率反映了某评审专家与其他评审专家

对被评审项目在认识上的差异性，还体现了该专

家在评审过程中的水平和公正性。当横向离散率

较小时，说明整个评审专家组对项目的认识较为

一致。当横向离散率值较大时，说明整个评审专

家组对项目的认识上存在较大的分歧。此时，管

理人员应对差异性大的项目进行专门研究，判断

是否存在由于革命性创新造成的非共识问题，如

国防科技项目评审专家反评估指标及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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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是此类问题，应另案解决。排除了这种可能之

后，则应判断评审专家是否在学术水平、道德修

养（如公正性）等方面存在欠缺。

（3）纵向离散率

纵向离散率是指评审专家在历次评审中评审

结果的离散程度。纵向离散率的计算过程如下：

①收集某评审专家参加的历次国防科技项目

评审中的评审结果，可得到如下向量：

             （4）

式中：xi——表示评审专家对第i个项目的评审结

果；

     n——表示评审专家参与的评审项目数。

②在向量[x]中，令：

               （5）

式中：ai——表示评审专家对第i项目的纵向离散

率；

    xi——表示评审专家对第i项目的评审结

果；

    xj——表示评审专家对第 j个项目的评审结

果；

   n个项目的纵向离散率可以构成一个纵向离散

率向量。由纵向离散率向量可以描绘出评审专家

评审结果离散率分布情况，以向量下标为横轴，以

离散率为纵轴，可以绘制出相应的曲线图。一般

情况下，曲线图可以归纳为4类。当曲线处于波

浪状态，纵向离散率有高有低时，一般来说是正

常的。在给评审专家分配评审项目时，一般不考

虑评审项目本身的优劣。因此同一评审专家对不

同项目有不同的评审结果，是可以理解的。从统

计规律上看，评审结果将呈现一定规律性的波动。

当曲线为直线时，表明评审专家对评审项目的评

审结果分布较为分散，在任一取值区间都没有集

中趋势，一般来说是可以理解的。当曲线贴近横

轴时，从曲线来看某评审专家对其所评项目的评

审值集中在一较小的取值区间，评审值区别不大。

但是不同项目的研究方案、研究队伍的不同造成

了评审项目事实上的优劣之别。形成这种曲线的

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该评审专家可能评审态度

不够严肃，不够认真，不负责任，采取一律通过

或一律否决的作法，随意打分造成的；也可能是

评审专家判断时存在中心化倾向的误差，即评审

专家认为自己对被评审的项目不甚了解，避免使

用给予极端评价，使评审结果处于中间状态。当

本不正常的贴近横轴的曲线偶然发生大幅度跳跃

时，反映该评审专家对大多数项目的评分接近，但

只有个别项目的评分出现大幅度跳跃。这种情况

应引起注意。可能其中存在不公正的人为因素；另

外，也可能是某个重大革命创新性项目被评审专

家发现。

（4）命中率

命中率是指评审专家对评审项目的评审结果

与最终结果的一致性程度大小[3]15。命中率的计算

公式如下：

                          （6）

式中：p——表示某评审专家的命中率；

     p0——表示某评审专家的评审结果与最终

评审结果一致的评审项目数；

     p1——表示某评审专家参与的评审项目数。

如果评审专家政策水平较高，深刻了解评审

准则，学术水平较高，能准确判断项目的价值，并

认真负责，则命中率较高。命中率的高低可以反

映出评审专家的能力和水平。

（5）成功率

成功率是指评审专家评审通过的项目中，经

验实践证明取得成功的项目的比率[3]16。成功率的

计算公式如下：

                           （7）

式中：r——表示某评审专家的成功率；

     r0——表示某评审专家评审通过并经实践证

明确实成功的项目数；

     r1——表示某评审专家评审通过的项目数。

一个项目能够成功与否，受到很多内外因素

的影响，但是评审专家根据自己所掌握的国内外

研究状况和供评审参考的材料，运用自己的研究

和判断能力，可以相对准确估计项目的成功概率。

成功率从最终结果的角度对评审专家的水平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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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总体反映。成功率的高低能从本质上反映评审

专家的水平。较高的成功率反映了国防科技项目

评审的宗旨，与其他指标相比，具有更强的说服

力。但是，国防科技项目的成功与否，往往不是

短时间能够反映的，而且成功的标准是一个涉及

面极广，非常复杂的问题，我国对这类问题的研

究尚需深入，这就为成功率的判断带来较大困难。

随着管理工作不断科学化，成功率的计算将成为

现实。

上面我们从参与率、横向离散率、纵向离散

率、命中率、成功率等不同角度对国防科技项目

评审专家的评审情况进行分析。这些指标之间是

构成一个体系的，对指标分开单独进行评价是不

全面的，因而有必要对评审专家的评审业绩进行

综合分析，并根据每个指标的重要性而给出权重，

从而对评审专家的评审业绩进行综合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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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总装备部重庆军代局着力贯彻“失效分析、失效控制、失效验证，失效
处置、综合评价”的弹药质量工作新理念，开始全面推行完整、统一的“质量体系
监督细则、研制过程质量监督细则、生产过程质量监督细则、检验验收细则编写要

求、为部队技术服务细则”等，进一步规范了军代表行为，在弹药质量工作标准化
的道路上迈出了实质性的步伐。近年来，在军事科技飞速发展的强力推动下，弹药
的种类越来越多、信息化含量越来越高；与此同时，在装备采购制度改革不断深化

的市场环境下，更多的民营企业、私营公司纷纷进入弹药研制、生产领域。由此一
来，弹药质量工作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巨大挑战。基于此，总装备部重庆军代局前瞻

着眼、及早着手，下大力气解决弹药质量工作中不协调、不一致的问题，修编、制
定了格式规范、要求统一的“五个细则”，为弹药质量工作标准化进行了有益的尝
试。下一步，随着“五个细则”的深入贯彻实施，弹药质量工作必将更加规范化、

标准化，弹药军代表也将逐步从繁琐的事务性工作中解脱出来，把更多的精力投入
到增强自身素质、提升监督效益中去，从而确保弹药交付质量。

                      （驻9804厂军代表：余 勇  冷树林  杨国仁报道）

弹药质量工作迈向标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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