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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科技成果奖励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科
技成果奖励是一种社会行为，是国家政府部

门对科技人员劳动成果的一种物质奖励和荣

誉，其本质体现了党和国家对知识、对人才

的尊重。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初步形成了国家、行业、地

方相结合，多层次、多奖种、全方位的科技奖励体系。特

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推行了适合于我国国情的科技奖励

政策，对于促进我国科技创新、经济振兴和社会进步，充

分发挥“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

作用。但是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和奖励工作的不断深入，

科技成果奖励工作中仍旧存在一些问题。分析这些问题的

原因，可归结为以下几方面：当前的科学研究体制不够完

善；科技成果评审工作的科学性和公平性有待进一步加

强；科技成果奖励体制与社会分配体制配套不好；评价指

标体系和标准过于笼统；其他干扰因素等。

2  系统各类指标体系及权重的构建
针对目前科技成果评价方面的不足，结合国家新的科

技奖励条例，经过对专家、科技人员及科技管理人员等多

方咨询，本研究确定科技成果评价指标体系为3个一级评

价指标、8个二级评价指标和18个三级评价指标。见表1、
表2所示。

表1  科技成果评价一级指标体系及权重

一级指标名称
理论成果权重

确定（参考）

应用成果权重

确定（参考）
专家意见

1技术水平 0.4 0.3
2成果价值 0.4 0.3
3成果效益 0.2 0.4

2.1  技术水平。技术水平是衡量科学研究成果科学

性、创新性与先进性、研究的难易复杂程度、成熟性及完

备性等情况综合指标体系。为量化评审过程，技术水平下

面设置了科学性、创新性与先进性、研究的难易复杂程

度、成熟性及完备性等四项二级指标。同时为了从不同角

度对二级指标进行评价和对二级指标进行进一步的细化和

量化，在此二级指标下又增设了9个三级指标。

2.2  成果价值。成果价值是评价一项科技成果实用性

的重要指标，是衡量一项研究成果对科学技术进步的推动

基于模糊数学的科技成果评价系统研究

宗永玲，衡耀付  / 黄淮学院
季钢 / 国网河南电力公司驻马店供电公司

摘 要：科技成果奖励制度是国家用以引导和激励科技人员投身科技事业的一项长期和重要的措施，科技成果奖励这种

机制所起的作用是有目共睹的，并已越来越受到广大科技人员的重视，起到了推动国家科技发展的作用。但是随着社

会的不断发展和奖励工作的不断深入，科技成果奖励工作中仍旧存在一些问题。针对目前科技成果评价方面的不足，

通过对现行科技成果及成果评审方法的深入研究，提出了一种基于模糊数学理论的科技成果评价系统模型。

关键词：模糊数学；科技成果；奖励；评价系统

作用、对科学理论的丰富作用、对实际应用的指导作用和

意义。为了使一级指标成果价值易被理解和界定，在成果

价值下设了学术价值和应用价值两个评价指标。学术价值

是指成果在科学理论、知识创新等方面上的作用和意义，

而应用价值则是成果对实际工作的指导意义，成果的推广

和应用前景。为了从不同角度对二级指标学术价值和应用

价值进行细化、量化和评价，在此二级指标下又设了4个
三级指标。

2.3  成果效益。成果效益是指一项科研成是要所取得

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为了使一级指标成果效益易被理

解和操作，在其下设定了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两个二级

评价指标。二级指标下又设了5个三级指标。对于应用性

强，可以开发、转化的应用性成果，在重点考虑其经济效

益的同时也要考虑其社会效益。

3  评价指标体系的评价标准
对本系统的三级评价指标，根据优秀、良好、一般、

差、较差设置了A、B、C、D、E五级评价标准。现以一级

指标技术水平，二级指标科学性和三级指标研究方法的科

学性、研究结果可靠性、研究资料完整性为例，见表2。
表2  科技成果评价标准

一级指

标名称

二级指

标名称

三级指

标名称

等级及涵义

A B C D E

1技术水

平

1.1科学

性

1.1.1科

学性

很科

学
科学

比较

科学

有疑

问

有较大

疑问

1.1.2可

靠性

很可

靠
可靠

比较

可靠

有疑

问

有较大

疑问

1.1.3资

料完整

性

很完

整
完整

比较

完整

缺材

料

缺主要

材料

4   模糊综合评价方法数学模型建立
（1）评价集合的建立。要评价科研成果的某项指标

T，首先确定被评价对象（指标T）的评价因素集U和评价

等级集V。设被评某项指标有m个基本因素，可以看作一

个集合，各个因素是这个集合中的元素，称此集合为评价

因素集，用U表示，则：

U={U1，U2，……Ui，……U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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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设每个被评价因素有n个等级，它也可以看作一个

集合，称为评价等级集。每项等级是该集合中的一个元

素，如用V表示，则：

V={V1，V2，……Vi，……Vn}
（2）权重系数A的确定。为反映各因素的重要程度，

需要对各因素赋予一定的权重系数。设U1的权重系数a1，

U2的权重系数a2，……，Um的权重系数am，由各权重系

数组成的集合称为权重集，也即权系数向量，记为：A=
（a1，a1……am）其中ai为第i个因素指标的权重系数，且

ai∈[0，1]。
（3）进行模糊综合评价。利用模糊矩阵的合成运算

公式B=A•R对评价对象进行模糊综合评价，即：

 

式中，                    （j=1，2，……，n），其中向量

B{b1，b2， …… bn}即为最终求得的结果，可根据其结果

得出评价对象的被评价程度。

为了便于更客观的比较和增加评价直观性，通常用分

数来表示评价结果，为此，常常对等级因素赋值，一般设

V1，V2，……Vi，……Vn分别为等差系列分数，则综合评

价结果为：

 

F即是对科研成果的某项指标T进行单层次模糊综合

评价所获得的分数。实际科技成果评价涉及因素多、层次

较多（即层次数为N），首先对各层次评价因素进行分解

和评价，并将评价结果合成后得到上层因素指标的评价结

果，不断重复上述过程，直到最顶层的评价因素为止，从

而得到所有因素指标的评价结果。

总之，本研究结合国家新的科技奖励条例、科技成果

的特点和内涵建立了一套科学合理的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了具有三级评价指标的评价指标框架，并基于模糊数学理

论建立一套科学性强、操作简便的综合评价系统，本评价

系统具有结果清晰，系统性强，较好的解决了模糊的、难

以量化的问题，非常适合各种非确定性问题，特别是科技

成果评价问题，为科研管理部门和机构提高成果评价的客

观性及准确程度提供了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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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独的系统事件[4]。日志文件记录着大量的用户行为使用

痕迹，在计算机取证过程中充分利用日志文件提取有用的

证据数据，是进行日志分析的关键。

3.8  互联网数据挖掘技术

数据挖掘[5]是一种数据分析方法，它可以对大量的业

务数据进行搜索和分析并提取关键性数据，从而来揭示隐

藏在其中的、未知的有效证据信息，或对已知的证据信息

进行验证。根据网络数据的特点可以分成静态获取和动态

获取。静态获取是从海量的网络数据中获取有关计算机犯

罪的证据信息。动态获取[6]是对网络信息数据流的实时捕

获。

4  结束语
计算机取证技术是一个迅速发展的研究领域，有着良

好的应用前景。特别是在2012年3月，新的刑事诉讼法对

“电子数据”的法律地位加以独立规定，计算机取证技术

的重要性显得更为突出。当前，国内在计算机取证技术上

的研究力量也正在逐渐加强，相关取证技术及法律法规的

研究也越来越多的受到重视，但在程序上还缺乏一套统一

的计算机取证流程，对于取证人员的培养和取证机构的建

设还需要进一步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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