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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队药材联勤保障效能评估模型的构建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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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构建军队药材联勤保障效能评估模型，并用其评估某战区药材联勤保障效能。方法：在前期研究和资料查阅

的基础上，拟定调查表，广泛征求专家意见，建立军队药材联勤保障效能评估模型，并应用于某联勤试点单位联勤前后（２００１

２００５年）的药材保障效能评估中。结果：成功建立军队药材联勤保障效能评估模型；应用综合评分指数方法得出某战区

２００１２００５年度的评估总分（ＧＩ＝８６．４１０）及各个二级指标的效能得分，该战区自２００３年实行药材联勤保障后，效能得分明显上

升（７１．８７３、７３．８８６、８１．４９８、８４．５６０、８６．４１０）。结论：联勤体制改革促进了某战区药材资源合理配置，减少重复建设；但仍存

在技术维护人员工作效率参差不齐、战备药材更新不及时、维护经费投入不足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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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适应新军事变革和全面建设现代化后勤的要
求，我军卫勤保障系统展开了联勤体制编制改革，以
便于统一指挥和协调，提高应急快速反应能力。药材
保障系统作为卫勤的重要核心内容，除需在信息技术

领域展开创新外，其内部结构也正在通过整合、归并
以减少层级和类别，呈现出药材招标模式多样、信息
资源获取便捷、逐级报批程序简化等特点，同时也暴
露出机构管理力度不一、机构承载量与规模不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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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专业结构失衡、设施陈旧落后等问题。因此，有必
要在实施改革的同时对改革效果进行评估，去粗取
精、去伪存真。这样才能在大力推进改革的同时，引
导改革向好的方向发展，加快联勤体制改革的步伐。

　　本研究在前期研究［１］和资料查阅的基础上，拟
定了调查表，广泛征求专家意见，建立药材联勤保障
效能评估模型，并应用于对某联勤试点单位联勤前
后的效能评估当中，为全面促进药材保障机构可持
续发展提供了科学依据［２４］。

１　材料和方法

１．１　军队药材联勤保障效能评估模型的构建　在
选取评估指标的过程中，通过综合归纳前期文献［１］

和卫生资源配置调研数据设计问卷，筛选出多个能
反映军队联勤药材保障效能的指标，其中，既考虑到
平时的药材保障需求对仓库的影响，还考虑到战时
的影响因素，归纳起来主要由Ａ１、Ａ２、Ａ３三个评估

目标组成、评估要素层为１０个二级指标、评价指标
层为三级指标，共２４个（表１）。运用 ＧＩ法对多个
影响因素的系统分析，划分出各因素间相互联系的
有序层次，再请专家对每一层次的各因素进行比较
客观的判断后，给出相对重要性的定量表示；进而建
立评估模型，计算每一层次全部因素相对重要性的
权重。随即选取率先运行联勤体制编制调整的试点
战区进行现场调研，采用德尔非法和问卷调查法获
取观点，初步建立一个药材联勤保障递阶层次结构
评估模型［５１０］。运用 ＳＰＳＳ１１．０ 进行统计学分
析［１１］；对同一层次的各元素关于上一层次中某一准
则的重要性进行两两比较，各层元素对系统目标的
合成权重，并排序。当指标可分层时，即某项或某几
项评估指标可再分为次级评价指标时，则次级评估
指标的权重既应考虑其本身在所有次级评估指标中

的权重分配，又要考虑高层评估指标在所有评估指
标中的权重分配［１２］，即为组合权重（表２）。

表１　军队联勤药材保障效能评估指标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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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ｅａｒｗａｒｅｈｏｕｓｅ（Ｃ１０）

Ｓｕｐｐｌｙ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Ａ２）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Ｂ５）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ｏｆｕｒｇｅｎｔｍｅｄｉｃｉｎａｌ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Ｃ１１）（Ｃ１２）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Ｃ１１）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ｏｆｉｎｖｅｎｔｏｒｙｄｅｍａｎｄｓ（Ｃ１２）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ｏｆ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ｍａｉｎｔａｉｎｉｎｇ（Ｃ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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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ｕｍｏｆｍｅｄｉｃｉｎａｌ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ｓｕｐｐｌｙ（Ｃ１５）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ｏｆ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Ｃ１６）

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ａｎｄｍａｉｎｔａｉｎｉｎｇ（Ｂ７） Ｒａｔｅｓｏｆｅｑｕｉｐｍｅｎｔｒｅｐａｉｒｅｄ／ｙｅａｒ（Ｃ１７）
Ｂａｔｃｈｏｆｍｅｄｉｃｉｎａ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ｙｅａｒ（Ｃ１８）

Ｑｕａｌｉｔｙｏｆｓｅｒｖｉｃｅｓ（Ｂ８） Ｓａｔｉｓｆａｃｔｉｏｎｗｉｔｈｓｅｒｖｉｃｅｓ（Ｃ１９）
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ｓａｔｉｓｆａｃｔｉｏｎｏｆｓｅｒｖｉｃｅｓ（Ｃ２０）

Ｃｏｍｂａｔｒｅａｄｉｎｅｓｓ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Ａ３）Ｗａｒｐｒｅｐａｒｅｄｎｅｓｓａｎｄｄｒｉｌｌ（Ｂ９） Ｓｔａｔｕｓｏｆｃｏｕｎｔｅｒｐｌａｎｓ（Ｃ２１）
Ｃｏｕｎｔｓｏｆｄｒｉｌｌｓｅｖｅｒｙｙｅａｒ（Ｃ２２）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ｏｆ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Ｂ１０） Ｓｔａｔｕｓｏｆ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Ｃ２３）
Ｃｏｕｎｔｓｏｆｈｕｍａｎ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ｔｒａｉｎｉｎｇ（Ｃ２４）

１．２　效能评估模型的初步应用　选取实施联勤体制
运行相对成熟的某战区进行试点，运用构建的药材保
障效能评估指标体系对某战区药材保障效果进行综合

评估。从该战区有关单位数据库中调取２００１～２００５年
符合评估需求的相关数据资料，设计问卷，获取观点、
满意度等定性结果。使用“军队联勤药材保障效能评
估指标体系”进行评估，每个指标均有其相应的权重与
分值，代入模型计算得分，进行ＧＩ检验。ＧＩ＝ｃ１ｐ１＋

ｃ２ｐ２＋ｃ３ｐ３＋ｃ４ｐ４＋ｃ５ｐ５＋ＫＫｃ２４ｐ２４。

２　结　果

　　成功建立效能评估模型，应用综合评分指数方
法得出该战区２００１～２００５年度的评估总分 ＧＩ＝
８６．４１０。根 据 上 述 资 料 处 理 方 法，同 理 计 算 出

２００１～２００５年某战区联勤药材保障各个二级指标的
效能得分以及综合评分情况（表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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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各联勤药材保障效能评估子目标权重系数

Ｔａｂ２　Ｗｅｉｇｈｔｏｆｅａｃｈｓｕｂ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ｏｆ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ａｐｐｒａｉｓａｌ

ｏｎｍｉｌｌｉｔａｒｙｍｅｄｉｃａｌ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ｊｏｉｎｔｌｏｇｉｓｔｉｃｓｓｕｐｐｏｒｔ

ＩｎｄｅｘＣ ＩｎｄｅｘＢ ＩｎｄｅｘＡ ＣｏｎＰｏｗｅｒＩｎｄｅｘ

０１ ０．５８３５ ０．２６３５ ０．３９３５ ０．０６０５
０２ ０．４１６５ ０．２６３５ ０．３９３５ ０．０４３２
０３ ０．３５９０ ０．２８９４ ０．３９３５ ０．０４０９
０４ ０．２３３０ ０．２８９４ ０．３９３５ ０．０２６５
０５ ０．４０８０ ０．２８９４ ０．３９３５ ０．０４６５
０６ ０．５９１０ ０．２０９２ ０．３９３５ ０．０４８７
０７ ０．４０９０ ０．２０９２ ０．３９３５ ０．０３３７
０８ ０．４２６０ ０．２３７９ ０．３９３５ ０．０３９９
０９ ０．３２３０ ０．２３７９ ０．３９３５ ０．０３０２
１０ ０．２５１０ ０．２３７９ ０．３９３５ ０．０２３５
１１ ０．５０２５ ０．２５６４ ０．４０１５ ０．０５１７
１２ ０．２７００ ０．２５６４ ０．４０１５ ０．０２７８
１３ ０．２２７５ ０．２５６４ ０．４０１５ ０．０２３４
１４ ０．３１９５ ０．２８３３ ０．４０１５ ０．０３６３
１５ ０．３５９５ ０．２８３３ ０．４０１５ ０．０４０９
１６ ０．３２１０ ０．２８３３ ０．４０１５ ０．０３６５
１７ ０．５０００ ０．２２４５ ０．４０１５ ０．０４５１
１８ ０．５０００ ０．２２４５ ０．４０１５ ０．０４５１
１９ ０．５０００ ０．２３５８ ０．４０１５ ０．０４７３
２０ ０．５０００ ０．２３５８ ０．４０１５ ０．０４７３
２１ ０．４９００ ０．４８９４ ０．２０５０ ０．０４９１
２２ ０．５１００ ０．４８９４ ０．２０５０ ０．０５１２
２３ ０．４９００ ０．５１０６ ０．２０５０ ０．０５１３
２４ ０．５１００ ０．５１０６ ０．２０５０ ０．０５３４
Ｔｏｔａｌ １０．０００ ７．０６７０ ８．７７００ １．００００

表３　２００１２００５年度某战区药材保障综合评分

Ｔａｂ３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ｇｒａｄｉｎｇｏｆｓｕｐｐｌｙ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ｏｆｍｅｄｉｃｉｎａｌ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ｊｏｉｎｔｓｕｐｐｌｙｄｕｒｉｎｇ２００１２００５

ＩｎｄｅｘＢ ２００１ ２００２ ２００３ ２００４ ２００５

Ｂ１ ６．５７７ ６．７９０ ７．７５０ ８．０１１ ８．２９６
Ｂ２ ７．２５０ ７．６３０ ８．６１３ ８．８２０ ９．１１２
Ｂ３ ７．００３ ７．０８１ ７．３８０ ７．４８３ ７．５６６
Ｂ４ ５．３６０ ５．８９０ ６．９９０ ７．００３ ７．００８
Ｂ５ ７．２５４ ７．４０２ ９．０３５ ９．５７０ ９．８２２
Ｂ６ ８．３２０ ８．４５０ ９．７９６ １０．８６０ １１．３７０
Ｂ７ ５．８４３ ５．９０３ ６．０１２ ６．１８４ ６．３１４
Ｂ８ ７．０１６ ７．３９０ ８．１９０ ８．３３９ ８．５１４
Ｂ９ ８．５２０ ８．５４０ ８．６３０ ８．９１０ ９．００６
Ｂ１０ ８．７３０ ８．８１０ ９．１０２ ９．３８０ ９．４０２
Ｔｏｔａｌ ７１．８７３ ７３．８８６ ８１．４９８ ８４．５６０ ８６．４１０

３　讨　论

　　药材联勤管理结构面应注重在低耗能和高效率
之间寻找立足点，把局部和整体的目标统一起来，明确
标准经费的投入方向和比例，预先制定明确的财务战
略规划。药材的定期轮换更新经费短缺造成严重的资
源浪费问题的关键，不在于缺少经费，而是没有建立药
品流通领域导致库存过度积压停滞，应考虑建立军地
一体的战略联盟，联合采购、联合库存管理、联合运输，
引入地方物流企业强大的供应链网络和先进的库存控

制技术，与国际先进水平接轨，这样不仅能够为药材轮
换更新打开多元化道路［１２１５］，无形中也扩大了供应网

络覆盖范围，增强对边远地区的辐射效应。

　　本研究成功构建评估模型，初步应用结果表明，
某战区的药材保障效能自２００３年开始有一个明显
的上升趋势，这是由于该战区自２００３年起，开始初
步试行联勤体制改革，由于机构布局的合理统筹协
调，重复建设明显减少，药材资源配置目前已趋于合
理。但是，大部分技术维护人员专业结构参差不齐，
工作效率差距较大。战备药材得不到及时的轮换更
新；药材检验和设备维修经费投入不足；某些偏远地
区的保障设施还没有建立起来，这些问题在改革过
程中日渐凸显出来，是制约整体实力协调发展的潜
在危险因素，必须给予重视。建议在后续的改革进
程中，注重设置药材保障人力资源部，量化考核和评
估指标，完善人力资源的各项管理制度，制定薪酬结
构、明确职能范围，规范操作流程，组织实施针对性
强的岗位培训。

［参 考 文 献］

［１］　刘　宁，张鹭鹭，任国荃，张　义，刘　源，周　荣．军队药材联勤
保障效能评估研究［Ｊ］．解放军医院管理杂志，２００６，１３：１１０１１２．

［２］　焦利明，于　伟，罗均平，翟永庆．基于云重心评判法的指挥自动化
系统效能评估［Ｊ］．情报指挥控制系统与仿真技术，２００５，２７：７１７４．

［３］　陈　科．综合评价中几种确定权数的方法［Ｊ］．中国卫生统计，

１９９３，１０：３８４０．
［４］　ＪｒｉｓｔｏＮ，ＭｏｒａｎｔＪＬ．Ｃｏｍｍｏｎ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ｆｏｒｔｈｅ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ｃｅｓｓｏｆＫＢＳａｎｄ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ｌｓｏｆｔｗａｒｅ［Ｊ］．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Ｂａｓｅｄ
Ｓｙｓｔｅｍｓ，１９９８（１１）：１４５１５９．

［５］　ＮｏｅｃｋｅｒＲＪ，ＷａｌｔＪＧ．Ｃｏｓｔ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ｎｅｓｓｏｆｍｏｎｏｔｈｅｒａｐｙ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ｏｆ
ｇｌａｕｃｏｍａａｎｄｏｃｕｌａｒｈｙｐｅｒｔｅｎｓｉｏｎｗｉｔｈｔｈｅｌｉｐｉｄｃｌａｓｓｏｆｍｅｄ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Ｊ］．
ＡｍＪＯｐｈｔｈａｌｍｏｌ，２００６，１４１（１Ｓｕｐｐｌ）：Ｓ１５Ｓ２１．

［６］　刘　建，郑双忠，邓云峰，李安贵，宋存义．基于Ｇ１法的应急能力
评估指标权重的确定［Ｊ］．中国安全科学学报，２００６，１６：３１３３．

［７］　焦利明，于　伟，李冬岩．用赋权公式法对战术防空Ｃ３Ｉ系统综
合效能评估［Ｊ］．电光与控制，２００６，１３：３４３８．

［８］　刘则杨，胡　蓉．应用层次分析法思想构建社区护理评价指标体
系［Ｊ］．中国医院管理，２００２，２２：２５２６．

［９］　邓海飞，刘晨涛，李　胜．基于模糊层次分析法的无人机系统效
能评估方法［Ｊ］．航空兵器，２００５（４）：４０４２．

［１０］万自明，廖良才，陈英武．武器系统效能评估模式研究［Ｊ］．系统
工程与电子技术，２０００，２２：１３．

［１１］ＺｈｏｕＺ，ＲａｈｍｅＥ，ＡｂｒａｈａｍｏｗｉｃｚＭ，ＰｉｌｏｔｅＬ．Ｓｕｒｖｉｖａｌｂｉａｓａｓ
ｓｏｃｉａｔｅｄｗｉｔｈｔｉｍｅｔｏ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ｏｎｉｎｄｒｕｇ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ａ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ｍｅｔｈｏｄｓ［Ｊ］．ＡｍＪ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２００５，

１６２：１０１６１０２３．
［１２］吕艳辉，赵　林．武器系统效能评估方法研究［Ｊ］．辽宁工程技术

大学学报，２００５，２４：６０５６０７．
［１３］张　义，张鹭鹭，扈长茂，马开城，李　婷．区域军队医疗资源分

布优化配置决策支持系统研究［Ｊ］．解放军医院管理杂志，２００４，

１１：１２２１２４．
［１４］赵红云，赵福祥，马玉祥．专家系统效能评估的研究［Ｊ］．系统工

程理论与实践，２００１，（７）：２６３１，５７．
［１５］吕艳辉，潘成胜．Ｃ４ＩＳＲ系统综合效能评估的研究［Ｊ］．沈阳理

工大学学报，２００５，２４：１１１３，１９．
［本文编辑］　贾泽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