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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对知识产权战略实施绩效进行科学合理的评价是知识产权战略管理的一个重要环节。知识产权

战略实施绩效具有多维度性、综合性和模糊性的特点,使得模糊综合评价模型应运而生。通过构建模糊综合评

价模型,来评价知识产权战略实施的绩效,可以使知识产权战略绩效评价的过程与结果更加趋向实际,并具有科

学性、可操作性和很高的可靠性。通过知识产权实施绩效的评价,能为各有关部门的知识产权战略管理,提供重

要的决策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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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战略实施绩效评价是知识产权战略管理的重要

环节,通过衡量战略环境是否变化、战略措施是否落

实、战略任务是否完成、战略目标是否实现,为各级

政府与组织认知和把握知识产权战略的实施动态,
进而针对症结采取措施有效推进知识产权战略实施

提供决策参考。国内现有的研究文献[1-4]主要关注

知识产权战略绩效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以及相应评

价标准的建立,且主要采用经验性与直线性方法进

行评价,这种评价方法是一种线性模型,一般是评价

指标加权平均综合模型。其评价思想的核心建立在

评价结果可以叠加、评价因子为线性关系的假设之

上,计算简单,建模方便。但是这种假设条件实际上

并不能成立,这可能会极大地影响知识产权战略实

施绩效评价目的和效果的实现。本文探讨把模糊综

合评价的基本理念和方法引进其中,以使知识产权战略

绩效评价的过程与结果更加趋向实际和具有可信度。

  一、知识产权战略实施绩效的特征
及模糊综合评价模型的选定

  知识产权战略实施绩效评价对象含有多种属

性,这些属性从不同侧面反映了知识产权战略实施

绩效的不同特征,而这些特征往往又带有一定程度

的模糊性,即多具有非线性特征。知识产权战略的

实施是一个持续性、动态性、复杂性与调整性的系统

工作,实施绩效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具有多维度性与

综合性,绩效本身的强弱与优劣也具有较强的模糊

性,即对效果的评价不是单一化好与坏“非此即彼”
的两极判断,优与劣是在一定范围内与某种标准模

式识别的结果,评价实施绩效工作其实是确定被评

价的组织对优的隶属度。从效果评价的过程来看,
评价指标的遴选、指标权数的确定以及评价标准的

选择都带有一定模糊性。知识产权战略实施涉及多

个因素或多个指标的事物,对其进行绩效评价不能

只从某一方面进行,将性质不同的指标进行加权平

均,也必然使计算结果缺乏科学性。因此,探索一种

能反映知识产权战略实施的多维性特点、绩效评价结

果较为符合客观实际的评价方法就显得十分重要。
模糊综合评价模型应运而生。模糊综合评价是

在综合考虑多种因素的作用下,运用模糊数学工具

对某事物的性质或状态做出的综合判断和评价,其
特点是评价结果不是绝对地肯定或否定,而是以一

个模糊集合来表示。采用模糊综合评价模型评价知

识产权战略实施绩效,可以较大程度上达到以下目

的:一是为设计边界较为明确的评价指标、评价标准

与确定权重提供指引;二是评价指标反映影响知识

产权战略实施绩效的多维度性,客观表现与直觉感

受兼而有之,体现衡量指标的“模糊”与清晰;三是评

价主体的打分评价过程是用模糊数学对人脑评价事

物的思维过程进行模拟,能把客观评价与主观判断

相结合,定量与定性相结合,其结论趋向实际和可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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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四是评价模型中的计算方法可以有效地矫正单体

或某一团体评价的偏差,无论一级指标或二级、三级指

标,其总体结果更具有可靠性,更接近于实际情况[5]。

  二、知识产权战略实施绩效中模糊
综合评价模型的构建

  模糊综合评价模型涉及到三方面要素:其一,评
价指标集合,即因素集U={u1,u2,…,un};其二,评
语集合,即决断集V={v1,v2,…,vm};其三,因素的

判断f:U→F(V),ui|→f(ui)=(ri1,ri2,…,rim)∈
F(V)。

1.评价指标集合的确定

确定知识产权战略绩效评价指标集合是模糊综

合评价模型构建的起点。按照模糊数学的理念,应
该首先由各有关被评价部门以及有关专家按照知识

产权战略纲要规定的任务与目标,以及经验数据对

知识产权战略绩效评估指标及其权重进行模拟性测

定。这包括2个方面:一是知识产权战略绩效评价

指标体系,即知识产权战略实施绩效从哪些方面进

行评价,评价的对象应该包括哪些指标,内在逻辑关

系是什么;二是指标权重,即知识产权战略实施绩效

评价指标之间的重要度是什么,轻重缓急如何斟酌,
各种指标的权重如何确定[1]。

知识产权战略实施绩效评价指标及其权重的确

定主要是根据2种方法:一是专家会议法。汇集相

关领域与专业的专家进行研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
吃透相关规定、任务与目标,依据经验主观性来拟定

知识产权战略绩效评价指标体系以及相应的权重指

数。二是层次分析法(analyticalhierarchyprocess,

AHP)。将知识产权战略绩效评价指标及其权重确

定问题作为一个系统,将其总目标分解为多个目标

或准则,进而分解为多指标(或准则、约束)的若干层

次,通过定性指标模糊量化方法算出层次单排序(权
数)和总排序,以作为目标(多指标)、多方案优化决

策的依据[6]。
一般而言,知识产权战略实施绩效评价内容主

要是:战略环境(是否变化,是否需要调整战略)、战
略目标(是否实现,包括阶段性目标)、战略任务(是
否完成)、战略措施(是否采取和落实)。鉴于知识产

权战略实施绩效评价是阶段性评价,“战略实施”与
“阶段性评估”是2个关键词,同时,知识产权战略也

主要是规定有关机关或政府有关部门涉及到知识产

权的工作及其绩效。因此,知识产权战略实施绩效

评价指标主要包括2个方面:战略行为与战略绩效。
相应地,知识产权战略实施评价的指标分为2类:目
标指标层与行为指标层。

第一,目标指标层(u1)。目标指标层主要衡量

知识产权战略所规定的阶段性目标实现的程度,根
据相关指数与数据衡量战略目标在规定的期限内是

否能够实现、或者已经实现、或者较难实现等。这个

目标是从知识产权制度内容来规定的,其二级指标

是:知识产权创造(u11)、知识产权运用与管理(u12)、
知识产权保护(u13)、知识产权意识与文化(u14)。再

行分解,三级指标是:知识产权创造类(u11)———本

国申请人发明专利授权量(u111),专利合作协定(pa-
tentcooperationtreaty,PCT)的申请量(u112),国际

知名品牌量(u113),核心版权产业产值(u114),植物

新品种与集成电路布图设计量(u115),其他知识产权

保护与利用水平(u116);知识产权运用与管理类

(u12)———企业知识产权管理制度(u121)、企业知识

产权投入(u122)、以知识产权为主贸易与投资企业的

比例(u123)、拥有知名品牌和核心知识产权企业的比

例(u124)、知识产权交易值与产业产值(u125);知识

产权保护类(u13)———侵权行为减少率(u131),维权

成本下降率(u132),滥用知识产权数量(u133);知识

产权 意 识 与 文 化 类 (u14)———知 识 产 权 关 注 度

(u141),知识产权认知度(u142)、知识产权践行度

(u143)。
第二,行为指标层(u2)。行为指标层主要测量

知识产权战略所规定的战略措施与任务各有关部门

是否进行了落实,表现为行为是否完成、完成效果。
知识产权战略实施评估的行为指标层制定依据主要

有2个:一是知识产权战略本身对有关机关或政府

行为的规定;二是有关法律法规对有关机关或政府

职能与职责的定位,是2个考量因素的结合。结合

战略实施阶段性评估的要求和实际情况,知识产权

战略实施评估的行为指标层的二级指标可以先行简

化设置为:组织与机制建设(u21)、政策与法规建设

(u22)、制度落实与行动(u23)。而三级指标则可以设

置为:组织与机制建设类(u21)———知识产权机构

(u211)、知识产权协调机制(u212)、知识产权运转机

制(u213)、知识产权队伍(u214);政策与法规建设类

(u22)———知识产权专门性法律法规(u221)、知识产

权相关 法 律 法 规 (u222)、知 识 产 权 及 相 关 政 策

(u223)、知识产权基础制度(u224);制度落实与行动

类(u23)———知识产权战略实施年度计划(u231)、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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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权创造激励(u232)、知识产权运用激励(u233)、知识产

权保护行动(u234)、知识产权人才培养与文化培育

(u235)。
知识产权战略实施绩效评价指标权重的模糊集

是模糊综合评价模型的重要因素,反映指标集合U
各元素评价人员认为的重要程度值,从而组成评价

因素的权重集合A,则A=(a1,a2,a3,…,an),且

∑M
i=1ai=1,ai≥0。例如,按照模糊综合评价原理将

目标指标层(u1)的知识产权创造权重确定为0.30、
知识产权运用与管理的权重确定为0.25、知识产权

保护的权重确定为0.30、知识产权意识与文化的权

重确定为0.15,则目标指标层(u1)总的权重集合为1。

2.评价语集的确定

评价语集是知识产权战略实施绩效模糊综合评

价模型计算的数据来源和运算基础。按照模糊综合

评价模型原理,对于模糊评价子集,可以在提取对象

识别特征基础上,建立标准类型的隶属函数(标准类

型通常是特征域上的模糊集),然后选取识别判决准

则,并用之识别对象。模式识别是指对某一事物进

行判断、识别和分类。模糊模式识别是基于模糊集

的模式识别,主要有2类:一类是元素对标准模糊集

的识别,即待识别的对象是明确的元素,而识别标准

是模糊的;另一类是模糊集对模糊集的识别,即待识

别的对象是模糊的,标准类型也是模糊的。知识产

权战略实施绩效模糊综合评价模型属于元素对标准模

糊集的识别模型,一般采取最大(最优)隶属度原则。
评语集合V={v1,v2,…,vm},其中Vi(i=1,

2,…,m)是对每个指标的评语,可以为“优”“良”
“中”“差”这样的判断,可以为“A”“B”“C”“D”这样

等级定性判断,也可以对应指标的数量值。通常评

语论域的取值采用分等级评分,再量化综合的办法

给定。例如,采用四级评定法,每个等级分别赋值为

得分100~90者为优秀,89~75分者为良好,74~
60分者为合格,59分以下者为不合格,然后设定各

等级的隶属度,隶属度可以通过一个隶属函数给出:

μ(un)=e-
2x-1
10 ;定性等级的量化按照前式设定。简

而言之,评价等级档次集V={v1,v2,v3,…,vm},根
据实际情况,我们可以把评价等级的集合表述为:

V={优秀,良好,合格,不合格}。

3.评价数据的运算与验证

由上述知识产权战略实施绩效评价因素集U
与知识产权战略绩效评价决断集V,可以进行因素

的判断f:U→F(V),ui|→f(ui)=(ri1,ri2,…,rim)∈

F(V),而f可诱导出模糊关系Rf∈F(U×V),其中

Rf=(ui,vj)=f(ui)(vj)=rij,而由Rf 构成的模糊

矩阵记为R=[rij]n×m∈F(U×V)。知识产权战略

实施绩效的模糊综合评价模型运算流程如图1
所示。

图1 知识产权战略实施绩效模糊综合评价模型运算流程

当知识产权战略实施绩效评价指标的权重向量

A
~

和相互之间的模糊关系矩阵R
~

为已知时,应用模

糊矩阵的复合运算,可以相应建立知识产权战略实

施绩效评价的模糊综合模型。下面以两层模糊综合

评价模型为例,如图2所示。

图2 知识产权战略实施绩效两层模糊综合评价模型

因此,第一层评价向量的数学模型,即知识产权

战略实施绩效评价三级指标衡量模型为:
B1i=Aik·Rik

其中Rik表示第一层第k组评价矩阵,Aik表示对应于Rik

的权重向量;B1i表示所求的第一层第k组评价向量。

上述模型也可以表示为:
(b1,b2,b3,Λ,bn)1=

(a1,a2,a3,Λ,an)ni

γ11γ12Λγ1ni
γ21γ22Λγ2ni
Λ Λ Λ Λ
γn1γn2Λγ

æ

è

ç
ç
ç
çç

ö

ø

÷
÷
÷
÷÷

nni
ni

设有n个评价样本,其中bn 表示第一层第i个评价向量

的元素,an 表示对应于第i个评价向量中第k个评价因素的

权重,rij为评价矩阵的元素。对此式进行合成运算并归一化,

就可得到评价向量B
~
1i:

B1i=(b1,b2,b3,Λ,bn)

如果将第一层各组的评价向量在第二层上进行

第二次综合,就可得到总的评价向量:B2=AF·RF

其中RF
~

表示由第一层的评价向量组成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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矩阵,AF
~

表示对应于第二层评价因素的权重向量;

B2
~

表示所求的第二层评价向量。B2
~

取平均值即为

评价结果B:B=B2
~

以上模型还可以推广到构建更多层次的评价模

型中去。如此,我们可以对影响知识产权战略实施

绩效的各个因素(单个指标)进行评价,也可以对次

级因素综合评价。
上述的B=(b1,b2,…,b7)就是知识产权战略实

施绩效总的综合评价结果。按照最大隶属度原则,
bj(j=1,2,…,n)中数值最大者bj中的j 表示某项

知识产权战略实施绩效评价指标的水平处在第j档

上。例如若b4 最大,表示某项知识产权战略实施绩

效评价指标的水平处在第四档水平,说明其该项评

价指标水平超过了评价对象的平均水平(n=7),但
是不如最强的评价对象。又如若b6 最大,表示政府

组织的某项知识产权战略实施绩效评价指标的水平

已经超过了最强的评价对象。
当然,上述知识产权战略实施绩效评价结果也可

以进行假设检验,以确定该评价结果的可靠性如何。
一般可以采用t检验来进行判断,如果评价结果不落

在拒绝域,则接受该结果;如果评价结果落在拒绝域,
那么就需要重新考虑模糊综合评价模型的设计。

  三、结 语

  通过对知识产权战略实施绩效模糊综合评价模

型的构建,将定性与定量结合,主观估计客观化,从
系统的角度综合各种因素,提高了知识产权战略实

施绩效评价的准确性。但是模糊综合评价模型只能

给出一个模糊的评价结果,不能准确地指出评价不

足的地方。因此,随着知识产权战略实施绩效评估

研究的不断深入,如何克服模糊综合评价的不足还

需进一步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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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tudyonConstructionofFuzzyComprehensiveEvaluationModelBasedon
PerformanceofIntellectualPropertyStrategy

WANGSu
(TheResearchCenteronIntellectualProperty,ZhongyuanUniversityof

Technology,Zhengzhou,Henan,450007)

Abstract Theassessmentinimplementingintellectualpropertystrategyisanimportantlinkageof
intellectualpropertystrategicmanagement.Theperformanceofintellectualpropertystrategyhassuch
featuresasmulti-dimension,comprehensionandfuzziness,whichleadstotheemergenceoffuzzycom-
prehensiveevaluationmodelatahistoricmoment.Basedontheconstructionoffuzzycomprehensiveas-
sessementmodel,thispapertriestoassesstheperformanceofintellectualpropertystrategy,which
tendstothereal-worldsituationandhaspossessedthefeaturesofscientificity,reliabilityandoperabili-
ty.Theperformanceevaluationofintellectualpropertystrategyistoprovidethedecision-makingbasis
ofstrategicmanagementinintellectualpropertyforrelevantdepartments.

Keywords intellectualpropertystrategy;performanceevaluation;fuzzycomprehensiveevaluation
model;assessmentindicatorssystem;combinationbetweenqualitativeandquantitativeassess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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