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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基本概念

ØSynthetical evaluation綜合評價

ØDefinition:利用多項指標對某個評價對象

的某種屬性進行定性、定量評估，或者

對多個評價對象的屬性進行定性、定量

評估，可對優劣順序排序。

ØApplication:對比， 擇優

ØPurpose: 支持決策（基礎、預防、臨床、

管理中廣泛應用）



2.1 綜合評價的一般步驟

ö 對某事件進行多因素綜合評價的過程，實質上就是科學研究與
決策的過程，原則上應包括設計、收集資料和分析資料幾個基
本階段，實施中應著重注意以下幾個基本環節。

①選擇恰當的評價指標(evaluation indicator)

②確定各評價指標權重

③合理確定各單個指標的評價等級(evaluation grade)及其界限

④建立綜合評價模型(synthetical evaluation model)

⑤確定多指標綜合評價的等級數量界限，並根據實踐對已建立模   

  型考察、修改及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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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例：學生綜合測評（綜合評分）

u 評價指標：德育總分、智育總分、體育     
總分（加分：CET）

u 權重：

      方案1：德育0.3   智育0.6   體育0.1 

      方案2：德育0.1   智育0.8   體育0.1

      方案3：德育0.3   智育0.6   體育0.1  加分

u 評價模型：評分法、總分為100，加分不
封頂，累加法。 

u 評價結果: 

      學生甲：德育90  智育70  體育80

      學生乙：德育70  智育80  體育70





2.2  綜合評價一般步驟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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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專業知識，選擇5個指標

① 心率② 呼吸③肌張力 ④反射 ⑤皮膚顏
色  

5個指標具有相等權重

選擇指標

確定權重

以累加法累計總分：8～10分為正常；4～7

分為輕度缺氧；0～3分為重度缺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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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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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評價指標的基本要求

基
本
要
求

①  代表性：各層次指標能最

好地表達所代表的層次。 

②  確定性：指指標值確定，

其高低在評價中有確切含義。 

③  區別能力/ 靈敏性：即指標

值有一定的波動範圍，而且其
高低在評價中有確切的含義。 

④  獨立性：即選入的指標各

有所用，相互不能替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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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系統分析法及文獻資料

分析優選法篩選指標

缺乏
有關
歷史
資料，
或指
標難
以數
量化
時 

系統分析法(systematic analysis method)：

是一種常用的憑經驗挑選指標的方法，

首先將所有備選指標按系統（或屬性、

類別）劃分，再通過座談或填調查表的

方法獲得對各指標的專家評分，確定主

次，再從各系統內挑選主要的指標作為

評價指標。 

文獻資料分析優選法：即全面查閱有關

評價指標設置的文獻資料，分析各指標

的優缺點並加以取捨。 



3.3 常用客觀篩選指標方法

Ø 逐個指標進行假設檢驗的方法：是在掌握有關歷史資

料基礎上，依照可能的評價結果將評價對象分組，並

對各指標進行假設檢驗，挑選有統計意義的指標作為

評價指標。

Ø 多元回歸與逐步回歸法：多元回歸分析挑選標準化偏

回歸係數絕對值較大或偏回歸係數假設檢驗有顯著性

的指標作為評價指標；逐步回歸有自動挑選主要影響

指標的功能，是目前最常用的指標挑選方法。

Ø 指標聚類法：在存在眾多指標的情況下，可將相似指

標聚成類，再從每類中找一個典型指標作為代表，從

而用少量幾個典型指標作為評價指標來代表原來眾多

的指標建立評價模型。



3.4  指標篩選建議

Ø在實際工作中，往往綜合使用多種方法

進行指標篩選，在獲得較為滿意的專業

解釋的基礎上，優先考慮那些被多種方

法同時選入的指標。 



3.5  評價指標的權重估計 

確定指標權重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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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權帶有一定的主觀性，用不同方法確定的權重分配，可能不盡一

致，這將導致權重分配的不確定性，最終可能導致評價結果的不確定

性。因而在實際工作中，不論用哪種方法確定權重分配，都應當依賴

於較為合理的專業解釋。 



3.6  專家評分法評分方式

1）專家個人判斷      即分別徵求專家個人意見，在專家各自單獨給

評價指標的相對重要性打分的基礎上，進行統計處理，以確定

各指標的權重。

               優點：專家打分時不受外界影響，沒有心理壓力，可以最

大限度地發揮個人創造能力。

              缺點：僅憑個人判斷，易受專家知識深度與廣度的影響，

難免帶有片面性。   

2）專家會議        即召開所有被挑選專家，以集體討論的方式進行

評分，然後再以統計手段確定各指標的權重。

               優點：可以交換意見，相互啟發，彌補個人之不足。 

               缺點：主要表現在易受心理因素的影響，如屈從於權威和

大多數人的意見，受勸說性意見的影響，不願公開修正已發表

的意見等等。



6個專家對4個評價指標的評價結果得分

不考慮專家權威程度：權重分別是0.41,0.31,0.18,0.10



3.7專家評分法可靠性評估常用指標

                 在實際工作中，常用專家的擅長係數和專家意

見一致性係數等指標來估計專家評分方法所定權重

分配的相對合理性。

1)．擅長係數：某一評估專家的水準可用對擅長領域中

所提問題作出正確應答的概率 ，即所謂“擅長係數
”。計算公式為：  

               

             其中，q為擅長係數, p為錯答率。

             理想的“絕對正確”評估專家，p=0,q=1。通常

在選擇評估專家時,其擅長係數q不應低於0.80。



6個專家對4個評價指標的評價結果的

一致性係數計算表



2）專家意見一致性係數 :設參與權重評估的專家數為m，待評價

指標數為n，則反映m個專家對全部n個指標權重評估的一致程

度的指標稱為一致性係數，以w表示,其計算公式為：

一致性係數在0～1之間取值，越接近於1，表示所有專家對

全部評價指標評分的協調程度越好。當然，一致性係數越

大越好，這說明各評價因數的權重估計較為穩定可靠。

當有相同秩時，要對w進行校正 ：

式中

 



3.7  常用的客觀定權方法

Ø 某些統計方法分析結果，可提供有關因素權重分

配的客觀資訊:

1) 多元回歸分析及逐步回歸分析中，各自變數的標準

化偏回歸係數值以及由此而推算的貢獻率；

2) 計數資料判別分析中的指數，計量資料判別分析中

各因數的貢獻率；

3) 主成分分析中得到的因數載荷和貢獻率。

Ø 某些特定的統計方法  例如去某死因後期望壽命

的增量、減壽年數(Potential Years of Life 

Lost,PYLL)都可為各死因的相對重要性提供有關

權重分配的資訊獻率。 



3.8  組合權重及其計算方法

Ø 組合權重(combined weight) 

       當評價指標可分層時，即某項或某幾項評價指

標可再分為次級評價指標時，則次級評價指標的

權重既應考慮其本身在所有次級評價指標中的權

重分配，又要考慮其高層評價指標在所有評價指

標中的權重分配。

Ø 組合權重有兩種求法：

1)代數和法 

2)乘積法 



組合權重計算表



3.9  權重估計注意事項

Ø權重估計仍不是很完美，權重估計結
果應滿足專業解釋；

Ø儘量在專業領域中尋找專業評分方法；

Ø儘量排除試驗者和受試者的主觀性，
儘量選用客觀方法；

Ø採用多種方法進行權重，在獲得較為
滿意的專業解釋的基礎上，優先考慮

多個方法同時選入的指標。



幾種常用綜合評價方法

1. 現有的統計方法：  主要為多元統計方法，

如多元回歸、逐步回歸分析、判別分析、因數分

析、時間序列分析等。

2. 模糊多元分析方法：由模糊數學發展而來，

包括模糊聚類、模糊判別、模糊綜合評價等方法。

3．簡易方法：主要包括綜合評分法、綜合指數法、
層次分析法、Topsis法、秩和比法等。      
特點：①簡單實用；②適用於各種資料；③存在
一定的局限性。



4.1  層次分析法概念

  層次分析法(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簡稱

AHP)：由美國科學家T.L.Saaty於20世紀70年

代提出,是用系統分析的方法，對評價對象依

評價目的所確定的總評價目標進行連續性分

解,得到各級（各層）評價目標，並以最下層

指標作為衡量目標達到程度的評價指標。然

後依據這些指標計算出一綜合評分指數對評

價對象的總評價目標進行評價，依其大小來

確定評價對象的優劣等級。



4.2  層次分析法示例

例4：擬採用層次分析法建立一個評價綜合

醫院工作品質的綜合指標，並採用該指

標對某市6所綜合醫院的工作品質進行綜

合評價。

醫院工作品質綜合評價的基本步驟： 

 1）對總評價目標進行連續性分解以得到不同層次

的評價目標，將各層評價目標用圖有機地標示

出來，即建立目標樹圖，見圖1。 



4.3  建立目標圖



4.4  計算權重係數
2)  對目標樹自上而下分層次一一對比打分，建立成對比較判斷優選矩陣。

各層評分標準見表3,表4為第一層子目標成對比較判斷優選矩陣。

表3       目標樹圖各層次評分標準 

對比打分 相對重要程度             說     明

1 同等重要 兩者對目標的貢獻相同

3 略為重要 根據經驗一個比另一個評價稍有利

5 基本重要 根據經驗一個比另一個評價更為有利

7 確實重要 一個比另一個評價更有利，且在實踐中證明

9 絕對重要 重要程度明顯

兩相鄰程度的

中間值 
需要折衷時採用

表4     第一層子目標成對比較判斷優選矩陣 

醫療工作 護理工作 膳食供應

醫療工作 1(a11) 3(a12) 5(a13)

護理工作 1/3(a12) 1(a22) 3(a23)

膳食供應 1/5(a13) 1/3(a23) 1(a33)



4.4  計算權重係數(續1)

(2)按公式                                 計算初始權重係數         得

(3)按公式                                      計算歸一化權重係數          得

            用同樣方法可獲得其他分層中各項目指標的權重係數，現

以醫療工作一項為例說明，見表5。



4.4  計算權重係數(續2)

表5    醫療工作第二層、第三層子目標權重係數 

層  次 評價目標及權重係數 

第二層 醫療制度 醫療品質 病床使用

  0.1634 0.5396 0.2970

第三層 療    效 重症收容  
  0.6670 0.3330

(4)計算各個評價指標的組合權重係數，見圖2。

         膳食供應優良率的組合權重係數 C1=0.1047  

         護理制度優良執行率的組合權重係數C2=0.2583

         ……  
   

         治療有效率的組合權重係數 C6=0.2292



4.4  計算權重係數(續3)
圖2  乘積法求各層次評價指標的組合權重 



4.5  求綜合評分指數

(5)對評價對象的總評價目標進行綜合評估。綜合評分指數GI的

計算公式如下：

             其中Pi為第i個評價指標的測量值，ｍ為評價指標的個數。

         例4   某市有6所綜合醫院，試對其醫院工作品質進行綜合評

價,醫院的6項評價指標分別為病床使用率(P1) 95%，治療有效

率( P2) 88.1%，重症收容率(P3) 15.4%，醫療制度執行優良率

(P4) 74.7%，護理制度執行優良率(P5) 54.7%，膳食供應優良

率(P6) 41.3%,其綜合評分指數為：

 其他醫院綜合評分指數GI的計算結果見表6。 



4.5  求綜合評分指數(續1）

�由表6工作品質順位可見，A醫院工作品質最佳，D

醫院工作品質最差。

表6     某市6所醫院工作品質的綜合評價表 

評價指標 組合權重 醫          院 

A B C D E F

病床使用率 0.1892 95.0 92.0 94.8 95.6 89.1 77.4

治療有效率 0.2292 88.1 91.2 90.0 94.0 93.6 92.2

重症收容率 0.1145 15.4 8.3 7.9 3.1 9.5 3.7

醫療制度執行優良率 0.1041 74.7 53.4 61.9 50.0 61.9 67.1

護理制度執行優良率 0.2583 54.7 20.7 26.1 20.0 27.4 35.5

膳食供應優良率 0.1047 41.3 41.4 22.8 20.0 34.0 30.3

綜合評分指數 66.2 54.5 55.0 52.5 56.5 55.5

工作品質順位 1 5 4 6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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