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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德尔菲法对 ＰＩ制科研管理模式评价

任林

（厦门大学附属成功医院人力资源管理中心，厦门　３６１００５）

［摘　要］　目的　运用德尔菲法对ＰＩ制科研管理模式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初步确定影响ＰＩ制科研管理模式的相关因
素。方法　采用德尔菲法问卷咨询法。结果　两轮问卷调查，专家积极系数都为１００％，专家权威系数分别为０．８０和０．８４。
第一轮的变异系数为０．１１，肯德尔和谐系数为０．７８；第二轮变异系数为０．０４，肯德尔变异系数为０．８９，且两次的检验差异都
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ＰＩ制管理模式影响因素的重要程度依次为ＰＩ自主权、稳定的科研经费来源、科研机构学术氛围。
结论　通过德尔菲法评价影响ＰＩ制科研管理相关影响因素，为ＰＩ制的高效率科研管理提供参考和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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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ＰＩ（Ｐｒｉｎｃｉｐａｌ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ｏｒｓ）制是以 ＰＩ为核心进行
人力资源配置，以项目经费成本核算，财力资源配置及

以实现科研资源共享，而进行的一种物力资源配置的

科研管理机制［１－２］。德尔菲法作为一种专家评分

法［３－４］，被广泛用在军事、技术、医疗及市场需求等领

域［５］。该方法作为专家预测法的延伸，随着社会的发

展，主要以匿名的方式通过几轮咨询，征得专家的意见

和看法，直到预测目的趋于一致［４，６］。因此，该研究主

要是通过德尔菲法对 ＰＩ制科研管理模式的影响因素
进行探索与分析，旨在找出影响ＰＩ制科研管理模式的
相关因素。

１　材料和方法

１．１　遴选专家　本研究专家的纳入标准：①按照课题
所需的知识范围，确定专家；②邀请的专家人数，根据
预测课题的大小和涉及面而定；③研究内容为 ＰＩ制科
研管理模式，所需知识范围包括科研管理、科研管理模

式、ＰＩ制管理模式等，所以在确认专家时，锁定科研院
所里的科研管理岗位人员、实验室 ＰＩ以及 ＰＩ团队成
员。为确保选取的专家对 ＰＩ制管理模式有丰富的实
践经验和深刻的实施体会，按比例选取不同岗位的人

员共计２４人。
１．２　形成问卷　确认专家时，锁定科研院所里的科研
管理岗位人员、实验室 ＰＩ以及 ＰＩ团队成员；同时附上
专家勾选判断的主要依据和对指标的熟悉程度，并附

上有关这个问题的背景材料，如果专家还需要其他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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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由研究者补充提供，然后请专家书面填答。就本研

究而言，要预测的问题是影响ＰＩ制科研管理模式功能
发挥的因素，打包发送给专家的相关文献材料包括 ＰＩ
制起源、发展和国内外的ＰＩ制运行现状。请各个专家
在收到的相关文献资料基础上，结合其自身经历，提出

其认为会影响 ＰＩ制科研管理模式功能发挥的因素。
该研究汇总并整理各位专家的综合意见，邀请三位博

士生合并同类影响因素并尽可能用专业术语命名，初

步形成对ＰＩ制科研管理模式功能发挥的影响因素的
问卷。

１．３　第一轮德尔菲法　该研究先用电子邮件的方式
发放第一轮调查问卷，根据德尔菲法专家咨询，对评价

指标的重要性评价，评价因素的重要性根据Ｌｉｋｅｒｔ５分
度量法［４］，分为相当重要（５分）、重要（４分）、一般（３
分）、不太重要（２分）、不重要（１分）。形成的问卷再次
以邮件的方式发给各位专家。专家根据每个因素的重

要程度进行相应的评分，评分结果以邮件的方式收回。

１．４　第二轮德尔菲法　第二轮的问卷以打乱顺序的
方式，再次以邮件的形式发给２４位专家。７天后收回
邮件，第二轮的专家咨询与第一轮意见趋于一致，咨询

结束。通过两轮的专家咨询结果确定 ＰＩ制科研管理
模式的影响因素。

１．５　统计学方法　均值、标准差、变异系数、专家的积
极系数、权威系数和一致性检验均采用 ＳＰＳＳ１９．０软
件进行统计学分析。

２　结　果

２．１　专家构成　咨询专家的情况对于评估结果有重
要作用，直接影响指标体系的科学性和合理性。为了

较为全面地采集专家意见，提高研究结论的可信度，研

究者在具体实施中选取的专家应兼顾年龄、地域、研究

方向等因素。因此，本研究选取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

（６人），中国科学院上海神经科学研究所（５人），深圳
华大基因研究所（４人），厦门大学生命科学学院（９
人），总共２４位专家作为这次评价的专家。遴选专家
的学历构成，本科３人，占１２．５０％；硕士学历５人，占
２０．８３％；博士学历１６人，占６６．６７％。在 ＰＩ科研管理
的岗位上工作大于２０年的有１４名，占５８．３３％；５～２０
年的有１０人，占４１．６７％。良好的教育背景以及丰富
的岗位工作经验，符合德尔菲法的专家挑选标准（表

１）。
２．２　专家积极系数　专家的积极系数是指遴选专家
对该研究课题的重视程度，一般用回收率表示［７－８］。

通过两轮的发放问卷调查，两轮发放问卷２４份，回收
问卷２４份，问卷的有效回收率为 １００％。两轮的专
家积极系数显示，专家对本课题研究积极配合、高度

重视。

表１　咨询专家基本构成

特征分类 Ｎｕｍｂｅｒ（Ｎ＝２４）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

性别

　男 １６ ６６．６７
　女 ８ ３３．３３
年龄

　≤３０ １ ４．１２
　３１～４０ ７ ２９．１７
　４１～５０ １２ ５０．００
　≥５１ ４ １６．６７
文化程度

　本科 ３ １２．５０
　硕士 ５ ２０．８３
　博士 １６ ６６．６７
学科领域工作年限

　＞２０ １４ ５８．３３
　５～２０ １０ ４１．６７
　≤５ ０ ０

２．３　专家权威系数　专家的权威系数是指专家对研
究课题的影响因素判断依据以及对影响因素的熟悉程

度的均值［５，８］。权威系数 Ｃｒ＝（判断依据系数 Ｃａ＋熟
悉程度系数 Ｃｓ）／２。两轮的专家权威系数都超过０．７，
结果视为可接受程度［９］（表２、３、４）。

表２　判断依据赋值

判断依据类别
专家判断的影响度（Ｃａ）量化值

大 中 小

工作实践经验 ０．５ ０．４ ０．３
理论 ０．３ ０．２ ０．１
国内外同行的了解 ０．１ ０．１ ０．１
直觉 ０．１ ０．１ ０．１
合计 １．０ ０．８ ０．６

表３　熟悉程度系数（Ｃｓ）赋值

熟悉程度 量化值

非常熟悉 １．０
熟悉 ０．７
一般 ０．４
不熟悉 ０．０

表４　专家评价系数

类　别 第一轮 第二轮

判断依据系数Ｃａ ０．７８ ０．８７
熟悉程度系数Ｃｓ ０．８２ ０．８１
权威系数Ｃｒ ０．８０ ０．８４

２．４　专家协调系数　专家协调系数是指反馈的专家
对指标的评价是否存在着分歧，是否一致，其一致性用

协调系数 Ｗ表示。协调系数 Ｗ介于０和１间，当 Ｗ
值越接近１，说明协调关系越好，协调程度越高［１０］。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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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两轮的问卷咨询，协调系数 Ｗ为０．８９，且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Ｐ＜０．００１），该结果提示专家反馈的意见基
本趋于统一，统计的结果有较高的可信度（表５）。

表５　专家的一致性检验

类别 样本数
变异

系数

肯德尔

和谐系数
自由度 Ｐ

第一轮检验结果 ２４ ０．１１ ０．７８ ２１ ０．０００
第二轮检验结果 ２４ ０．０４ ０．８９ １８ ０．０００

２．５　指标的制定　最终的挑选指标是根据专家对影响
因素评分的均数和满分比表示［８］。第一轮的专家咨询，

以均值大于３．８分，满分比小于２０％为临界点，删去均
值小于３．８分，满分比小于２０％的五个影响因素。按照
均值的高低分别是，ＰＩ自主权、稳定的科研经费来源、科
研机构学术氛围、ＰＩ团队文化（含内部科研氛围）、辅助
中心的完善、实验平台管理机制、实验室人才素质、人才

激励政策（如项目奖励等）、ＰＩ评审管理机制、经费使用
效率、对外学术交流合作平台、人才培养机制。接着对

余下的１２项影响因素进行第二轮德尔菲法专家咨询
（表６），可以看出ＰＩ自主权、稳定的科研经费来源、科
研机构学术氛围均值≥４．９６分，接近满分，满分比
≥９０．００％，说明这三项ＰＩ制科研管理的影响因素最大。

表６　专家咨询意见结果

序号 影响因素指标 均值 满分比（％） 标准差 变异系数

１ ＰＩ自主权 ４．９８ ９５．５８ ０．１１ ０．０２
２ 稳定的科研经费来源 ４．９８ ９１．６７ ０．１２ ０．０３
３ 科研机构学术氛围 ４．９６ ９１．６７ ０．２１ ０．０５
４ ＰＩ团队文化（含内部科研氛围） ４．８１ ８３．３３ ０．３４ ０．０４
５ 辅助中心的完善 ４．７６ ７５．００ ０．２９ ０．０８
６ 实验平台管理机制 ４．４３ ６６．６７ ０．３１ ０．０４
７ 人才激励政策（如项目奖励等） ４．２１ ４１．６７ ０．３５ ０．０７
８ ＰＩ评审管理机制 ４．１２ ３３．３３ ０．４１ ０．０６
９ 经费使用效率 ４．０１ ２９．１７ ０．３７ ０．０６
１０ 对外学术交流合作平台 ３．８５ ２５．００ ０．３９ ０．０９

３　讨　论

ＰＩ最早出现在欧美科研项目申请中。在１９９９年，
中国社会科学院开始试行 ＰＩ制，而且成功运行［１１］。

２００３年，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在 ＰＩ制科研管理模式
下，短时间内在世界知名的期刊上发表多篇高水平文

章，在国内科研领域占据重要的席位。然而，我国大多

科研机构在实施 ＰＩ制的过程中碰到诸多问题。随着
国家对科研投入的增加及科研队伍的壮大，ＰＩ制度的
缺点也同样在制约科研的发展［１２］。我国科研机构所

属的体制机制，对 ＰＩ的自主权有弱化作用，使得有才
华的科学家未能施展才能，而学识平庸者也可混在其

中，降低ＰＩ制的效率［１３］。

一般来说，德尔菲法的成功与专家的遴选有很大

的相关性，直接影响到后期结论的可靠性。该研究选

取的专家学历在硕士及以上的有２１人，占８７．５％，其
中博士有１６人，占６６．６７％；并且与该领域的工作年限
也息息相关，平均工作年限均在５年以上，工作２０年
以上的占５８．３３％，该结果表明专家的意见具有代表
和可靠性（表１）。

专家的权威系数与预测的准度也有一定的相关

性，通过权威系数指标可以看出，权威系数 Ｃｒ＞０．７，
表示可以接受。该研究结果显示，两次权威系数Ｃｒ都

大于０．８，证明本文中的专家权威程度较高，这些遴选
的专家对选取指标也取得较一致的结果，一致性良好

（表５）。
ＰＩ自主权作为影响 ＰＩ制科研管理发挥的首要因

素。生命科学基础研究团队是一支愿意为共同科研目

的、科研目标、科研人员而组成的 ＰＩ团队。团队里的
科研人员具有较好的自我管理能力并且愿意为共同的

目标而相互承担责任，ＰＩ的自主权决定这个团队所能
获取的资源高度、宽度。尤其对于基础科学研究领域，

要有原始创新必然要求有足够的自主。生命科学基础

研究科研项目常需要大型的精密仪器，需要大量的经

费、稳定的科研经费来源以此避免科研人员为拿项目、

评基金而费时费力，从而将有限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

科研工作中。科研工作是一项团队的工作，合作的科

研氛围能够促进科研团队内部以及科研团队之间的交

流和合作，共同攻克科研难题。评审管理机制具体包

括考核年限、评审标准、专家组成及结果的处理，如晋

升、淘汰制度等。对于 ＰＩ制来说，实验室负责人及实
验室成员的选择至关重要，组建一个强大的科研团队

也是科研出成果的重要保障。在确定实验室团队以及

科研方向后，过程考核及结果考核能够保证实验室研

究往正确的方向进行，所以合理的ＰＩ制度能够形成公
（下转第９１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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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执行力培养体系使得教学秘书团队的知识、技能有

所提升，职业成熟度得到提高，为学科的教学工作带来

新鲜的管理思路和工作方法；客观层面，一年内医院各

学科教学零差错，受到教研室主任的高度肯定。

基于执行力模型的教学秘书规范化培养体系已完

成框架结构的搭建，并得到初步实证研究，在下一周期

的培养中应更好地激发教学秘书队伍的积极性，选拔

过程进一步优化、培训课程进一步个性化，培养成果进

一步普适化，都需要在未来不断探索及验证［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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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合理的评价体系，在科研经费管理时，能够充分发

挥专家的作用，建立公平、合理的评价体系，同时能够

激励科研人员，保证科研投入和产出的有效性。合理

的ＰＩ制度能够建立公平的、有竞争力的内部制度，使
得科研能够顺利开展。

本研究运用德尔菲法分析 ＰＩ制科研管理模式相
关因素，该研究结果提示 ＰＩ自主权、稳定的科研经费
来源和科研机构学术氛围是作为 ＰＩ制科研管理模式
最主要的相关因素。因此，运用德尔菲法的优势分析

ＰＩ制科研管理的相关因素，形成高效的科研管理，使
得科研进展顺利，减少中间不必要的环节和损耗；同时

减少其他因素对科研的直接干扰，减少非科研竞争影

响，促进科研人员主观能动性的发挥，为 ＰＩ制科研管
理的发展提供有效的建议和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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