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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高层次人才是科技创新的重要力量，对候

选人的评价是选拔、合理使用人才的前提条件。

构建评价指标体系的目标就是要根据我国各省市

经济发展特点和需求进行重点引进，运用指标体

系全方位评价选拔出优秀的符合条件的高层次人

才，使得具有不同专长的人才发挥优势 [1]。

在构建引进高层次人才评价指标体系时，

应遵循以下原则：①科学性，在指标设计上应

符 合 评 价 工 作 的 规 律， 能 够 得 到 多 数 专 家 认

可，在构建指标体系时运用科学的数学方法。

②针对性，对高层次人才分别评价，根据引进

重点不同建立不同的指标体系。③可操作性，

评价指标应层次分明、简洁明了、评价内容清

晰，便于操作使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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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运用专家咨询法确定评价指标体系
2.1 专家咨询法

在定量分析上采用专家咨询法（Delphi 法）。

该方法利用调查咨询表征求专家意见 , 通过多轮

咨询和信息反馈 , 专家组成员的意见趋于集中 ,
最终获得有较高认可度的结论。有关研究表明，

咨询专家人数不得少于 13 人，一般以 15~50 人

为宜 [3]。

2.2 经专家咨询确定评价指标体系

目前还没有很系统的关于高层次创业创新

人才评价方面的研究，在很难借鉴、参考的情况

下，本文基于对高层次创业创新人才内涵的把握 ,
在遵循指标设计原则的基础上 , 结合专家意见，

分解为引进创业型人才评价指标体系和引进创新

型人才评价指标体系两个指标体系 , 每个体系分

别设置 3 个层级的评价指标。高层次创业人才的

评价指标体系包括：一级指标包括个人能力、产

品、技术和环境 4 项指标，其中，个人能力包括

了学习能力和创业能力等二级指标，学习能力包

括了国外和国内的学习经历，创业能力包括了创

业经历、研发经历、知识产权和就职单位情况等

三级指标。产品包括销售利润率、市场占有率、

产品先进程度等指标。技术包括应用环境、应用

目的、先进水平和工业专利等 4 个细分指标。环

境包括已创办企业和新注册企业等指标，已创办

企业又分企业规模和高新技术企业资格等两个指

标。具体指标见表 1 所示。

创新型人才的评价指标体系仅仅包括个人能

力和技术这两个指标体系。具体指标见表2所示。

第一轮发放 20 份问卷调查表，在一定期限

内收回问卷并汇总整理意见。根据收回的 20 份调

查表分析，一级指标专家全部认可，不用增减。

二级指标大部分专家是认可的，有 40% 的专家认

为“技术所在领域”指标改为“先进水平”更为准

确。在三级指标中，对于两类人才学习能力的评

价指标，专家提出将“学历”改为“学位”，“毕

业院校（国外）”和“毕业院校（国内）”合并为

“毕业院校”一个指标，评价内容作相应的改动，

并提出增加“专业”指标，用于评价人才所擅长

领域是否符合人才引进重点。在评价人才创业能

力时，有 80% 专家认为“研发产品经历”应改为

“科研项目”更为准确，评价内容作相应的改动，

同时将“就职单位情况”改为“就职单位水平”更

表 1  初步拟定的引进高层次创业型人才评价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评价内容

个人

能力

学习能力

学历 是否取得博士或以上学位，一般硕士不予考虑

毕业院校（国外） 是否属于世界一流院校

毕业院校（国内） 国内非985、211院校的博士不予考虑，获得国内院校硕士学位者不予考虑

创业能力

创业经历 是否有过创业经历，是主办者还是参与者

研发产品经历 是否有研发产品的经历

知识产权 是否有专利，有专利的是主要拥有者还是普通参与者

就职单位情况 是否国际知名企业，是否国内知名企业

身体素质 年龄 是否小于50周岁

产品

销售利润率 是否达到或高于同行水平，是否有提高的空间

市场占有率 是否达到或高于同行水平，是否有提高的空间

产品先进程度 是否具有专利，是否符合引进重点产品

技术

应用环境 其应用环境是否符合经济和社会发展环境

应用目的 其应用目的是否符合引进重点

技术所在领域 是否处于行业领先水平

工业专利 是否有专利授权

环境
已创办企业

企业规模 根据不同行业标准，评价已创办企业属于大型、中型还是小型企业

高新技术企业资格 是否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

新注册企业 注册资金规模 是否符合引进高层次人才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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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明确。

3 运用层次分析法确定各级指标权重
层次分析法（AHP）是将决策总是有关的元素

分解成目标、准则、方案等层次，在此基础上进

行定性和定量分析的决策方法 [4]。这种方法的特

点是在对复杂的决策问题的本质、影响因素及其

内在关系等进行深入分析的基础上，利用较少的

定量信息使决策的思维过程数学化，从而为多目

标、多准则或无结构特性的复杂决策问题提供简

便的决策方法，尤其适合于对决策结果难于直接

准确计量的场合。

在本研究中，指标体系的一级指标较少，

在作比较、判断、评价和决策时，这些因素的重

要性难以量化，人的主观选择（根据客观实际情

况）将起重要作用，因此本文采用层次分析法确

定各指标的权重系数。层次分析法的关键是要求

对各层次因素重要性构造判断矩阵进行两两对

比，当层数多或每层中构成要素比较多时，应用

判断矩阵进行对比的次数将大大增多，不利于专

家做出清醒的判断，因此，本研究中在确定二、

三级指标权重时，请专家按重要性由高到低（分

数为 5、4、3、2、1）进行打分，计算每个指标得

分算术平均数，隶属于上一层某个准则的指标得

分均值两两相减得到差值，然后按规定确定模糊

标度，构造判断矩阵，再按照层次分析法的步骤

求出二、三级指标的权重。以某位专家的判断为

例说明层次分析法的计算过程。

（1）构造判断矩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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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某专家的判断矩阵表

　
个人能力

(A)
产品

(B) 
技术

(C)
环境

(D)

个人能力（A） 1 3 3 2

产品（B） 1/3 1 1 1/2

技术（C） 1/3 1 1 1/2

环境（D） 1/2 2 2 1

（3）计算Mi的n次方根Wi  W Mi i
n=

.W M 18 2 05981 1
44= = =            

同理： .W 0 63902 =

　　　 .W 0 63903 =

表 2  初步拟定的引进创新型人才评价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评价内容

个人能力

学习能力

学历 是否取得博士或以上学位，一般硕士不予考虑

毕业院校（国外） 是否属于世界一流院校或一流

毕业院校（国内） 国内非985、211院校的博士不予考虑，获得国内院校硕士学位者不予考虑

创新能力

研发能力 是否有研发经历，是否掌握相关关键技术，是否业内知名专家

管理业绩 是否具有较高社会知名度，其创造的经济价值是否突出

就职单位情况 是否国际知名企业，是否国内知名企业

身体素质 年龄 是否小于50周岁

技术

应用环境 其应用环境是否符合经济和社会发展环境

应用目的 其应用目的是否符合引进重点

技术所在领域 是否处于行业领先水平

专利 是否有专利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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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计算一致性比率 CR

. .CI
n

n
1 4 1

4 0105 4 0 0035max= = =
m

-
-

-
-

.
. . .CR

RI
CI

0 94
0 0035 0 00370 1= = = （查表，

当 n = 4 时，RI = 0.94）

当 n 3H 时，一致性比率 .CR 0 11 ，认为比

较判断矩阵的一致性可以接受。

对各个专家的打分分别使用层次分析法计算

各一级指标权重，以及对应的 maxm 和 CR 值，选

出 .CR 0 11 的数据，对一级指标权重进行算术

平均，得出代表专家集中意见的一级指标权重系

数，引进高层创业人才评价指标体系一级指标权

重向量为：

. . . .W 0 528 0 086 0 254 0 102 T
= ^ h ，

引进高层次创新人才评价指标体系一级指标权

重向量为： . .W 0 550 0 450 T
= ^ h 。

同理可以构造二、三级指标的判断矩阵，得

出单准则排序下的权重向量。

上述研究分别确定了评价指标体系的各层指

标相对于上一层某准则的权重系数，即进行了单

准则下的排序和一致性检验，结果可以接受，在

此基础上，要计算候选人最后评价得分还应对该

指标体系进行层次总排序。层次总排序就是计算

同一层次中所有元素对于目标层的相对重要性。

层次总排序的步骤为自上而下逐层计算同

一层次所有因素对最高层相对重要性的排序权向

量。具体过程为：设已计算出第 k-1 层上有 nk - 1

个元素相对总目标的排序权向量为：

( , , , )w w w w( ) ( ) ( ) ( )k k k
n
k T1

1
1

2
1 1

k 1g=- - - -
-

第 k 层有 nk 个元素，它们对于上一层次（第 k-1
层）的某个因素 ui 的单准则排序权向量为：

　　　 ( , , , )wp w w( ) ( ) ( )
i
k

i
k

n i
k T

1 2
( )
i
k

kg=

对于与 k-1 层第 i 个元素无支配关系的对应 uij 取

值为 0。第 k 层 nk 元素相对于总目标的排序权向

量为：

( , , , ) ( , , , )w w w p p p w( ) ( ) ( ) ( ) ( ) ( ) ( )k k
n
k T k k

k
k k

1 2 1 2 1
1

kg g= -
- [3]

利用 Matlab 软件进行层次总排序（计算组合

权重），建立引进高层次人才评价指标体系，结果

如表 4 和表 5 所示。

4 小结
运用层次分析法，结合当地实际，可以得出

引进高层次人才评价指标体系及各个指标的权重

系数，为各省市引进高层次人才评价工作提供了

参考和借鉴模式。本文的创新在于：为高层次人

才制定评价指标体系的权重设计，不仅重视人才

自身能力的评价，而且在结合实际的基础上重视

人才所带产品、技术等方面的评价，利用实际调

研，收集数据并进行运算，最终得到各个指标的

权重系数，结果清晰的显示了各个指标对评价结

果的影响大小，为进一步综合评价选拔候选人提

供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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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引进创业型人才评价指标体系及指标权重

一级指标和权重 二级指标和权重 三级指标和权重 组合权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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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占有率（0.239） 0.0206

产品先进程度（0.624） 0.0537

技术

（0.254）

应用环境（0.201） 0.0511

应用目的（0.201） 0.0511

先进水平（0.520） 0.1321

工业专利（0.078） 0.0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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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创办企业（0.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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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新技术企业资格（0.714） 0.05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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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单准则排序下的权重系数保留三位小数，组合权重保留四位小数。

表 5  引进创新型人才评价指标体系及指标权重

一级指标和权重 二级指标和权重 三级指标和权重 组合权重

个人能力

（0.550）

学习能力（0.455）

学位（0.311） 0.0778

专业（0.493） 0.1234

毕业院校（0.196） 0.0491

创新能力（0.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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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业绩（0.416） 0.1041

就职单位水平（0.126） 0.0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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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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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单准则排序下的权重系数保留三位小数，组合权重保留四位小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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