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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年 10 月，为促进创业投资企业的发展，优化创业投
资企业外部环境，我国出台了《关于创业投资引导基金规范设立
与运作的指导意见》。创业投资引导基金（简称“引导基金”）是
按市场化原则运作，由政府引导社会资本共同投向于国家重点扶
持领域的政府性投资基金。科技型引导基金是引导基金的重要表
现形式，其对深入贯彻科技强国战略，改善科技型企业融资环
境，加快我国科技型企业科技创新，提高政府资金管理使用效益
等方面都做出了突出贡献。

国内很多专家学者都对引导基金绩效评价体系的构建进行了
深入研究。例如：李静波、徐强强等人从经济性、效率性、效益
性及发展性等四个方面构建了引导基金绩效评价体系, 并采用
AHP法确定了各具体指标的权重。李婷、王巧义结合河北省的实
际情况，从政策绩效、社会绩效、管理绩效、经济绩效等几个绩
效目标层面，并利用层次分析法对各指标的权重进行了赋值，构
建了引导基金绩效评价体系。刘全山、赵团结结合实践，构建基
于政策效益、管理效益、经济效益和风险控制的引导基金绩效评
价体系，并阐述指标体系在应用中需注意的问题。通过研读文献
发现，目前引导基金绩效评价体系的研究大部分针对全部引导基
金或者只针对具体某一引导基金，而针对某一行业引导基金绩效
评价体系的研究尚有欠缺。本文基于现有研究成果并结合科技型
引导基金的实际情况，对科技型引导基金绩效评价体系的构建进
行深入探讨，为完善科技型引导基金绩效评价体系的构建提出理
论参考。

1　绩效评价指标体系设计
1.1绩效评价指标体系设计原则
1.1.1科学性原则
科技型引导基金绩效评价指标的设计首先要遵循科学性原

则，以科学的理论为指导，使其在概念和逻辑上更加严谨。其次
要将理论与实际结合，并采用科学的方法与工具,对基金运行中
的资料进行整理、汇总与分析,保证所选择的绩效评价指标能够
客观、真实地反映基金的实际运行情况。

1.1.2系统性原则
系统性原则又称整体性原则，它要求在设计绩效评价指标

体系时，不仅要考虑科技型引导基金的特点，还要兼顾该基金绩
效评价的全方面，将定性与定量、短期与长期、财务与非财务等
指标相结合，从多个维度考察科技型引导基金主体，使绩效评价
指标体系更加完整、均衡，能够全面系统地反映绩效评价结果。

1.1.3可比性原则
绩效评价指标的设计要有可比性，包含纵向和横向两个维

度。纵向可比性是指在相同评价对象的不同时期能够互比，条
件是评价对象在前后评价时期要保持一贯性。横向可比性是指
在相同时期的不同评价对象间能够互比，其关键是找出不同评
价对象的共同点，借此设计公共指标，对评价对象的考评结果
进行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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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实用性原则
实用性原则包括适应性、可行性和可操作性。首先绩效评

价指标体系的设计应当同科技型引导基金的特点、绩效评价目
的相适应，其次绩效评价指标繁多，各指标获得的难易程度和
成本不同,因此绩效评价指标体系的设计在全面性的基础上要尽
可能简化，选择可靠性高、易获得的且成本较低的指标。

1.2绩效评价指标体系设计理念
为保持绩效评价的规范性、可比性，《项目支出绩效评价

管理办法》中提出“涉及预算资金及相关管理活动，如政府投资
基金、主权财富基金、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政府购买服务、政
府债务项目等绩效评价可参照本办法执行”，因此科技型引导基
金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可以参考《项目支出绩效评价指标体系框
架》进行设计。在体系框架中选择体现评价主体特点的共性指
标,同时针对评价主体的特点,设计凸显科技型引导基金特点的个
性指标,从而形成一套科学完善的绩效评价体系。

1.2.1共性指标设计
一级指标层面，科技型引导基金绩效评价体系由“决

策”、“过程”、“产出”、“效益”四个一级指标组成，这也是《项
目支出绩效评价指标体系框架》设定的框架内容。

二级指标层面，“决策”下的二级指标“项目立项”和
“绩效目标”具有管理属性，因此具有普遍适用性。“产出”是绩
效指标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该指标下的二级指标“产出数量”、

“产出质量”、“产出时效”反映科技型引导基金依照既定计划完
成的产出情况，具体可以从数量、质量、时效三个维度细化。

三级指标层面，根据《项目支出绩效评价指标体系框架》
内容，结合科技型引导基金特性，对三级指标进行了调整与优
化。“项目立项”方面，包括立项依据充分性、立项程序规范性。

“绩效目标”方面，包括绩效目标合理性、绩效指标明确性。原
有“过程”下二级指标“组织实施”的管理制度健全性被调整为

“预算管理”的三级指标。原有“效益”下三级指标“满意度”被
优化为“被投企业满意度”。

1.2.2个性指标设计
为突出科技型引导基金的特有属性，使绩效评价指标体系

更具有科学实用性，需要设计反映基金的特征的个性指标。根据
科技型引导基金的目标，个性指标可被分为三类，即政策效益指
标、经济效益指标、管理运营指标。

1.2.2.1政策效益
科技型引导基金的政策效益主要通过产出指标和社会效益指

标进行评价。例如：产出数量中的投资区域企业比例考核科技型
引导基金投资领域是否符合基金管理办法的规定；产出质量中的
基金放大倍数考核科技型引导基金所发挥的杠杆作用，反映该基
金吸收了多少社会资本进入科技型企业；产出质量中的科技创新
能力促进情况考核科技型引导基金对所投企业科技创新能力促进
情况。社会效益中的带动就业情况、促进地方经济发展情况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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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考核科技型引导基金对区域内就业情况的影响与对所投地区经
济发展的促进作用。

1.2.2.2经济效益
经济效益是评价基金管理人专业能力和投资回报收益的关

键，主要通过产出指标和经济效益指标进行评价。例如：产
出质量中的保值增值率考核科技型引导基金的保全和增值情况，
用以衡量基金可持续运作的能力。经济效益指标下的企业经营
改善情况指标考核科技型引导基金对企业成长的扶持效果，度
量投资基金的投资成效；促进企业融资情况考核科技型引导基
金对企业投融资能力的改善情况。

1.2.2.3管理运营
科技型引导基金管理运营水平主要通过过程指标和管理效益

指标进行评价，重点考核管理制度、运作流程、风险控制、基金
管理人以及基金管理团队等方面。例如：过程指标下的三级指标
管理制度健全性考核引导基金的财务制度是否健全，反映财务管
理制度对资金规范、安全运行的保障情况；投资管理规范性考核
引导基金管理制度与程序是否合法合规，反映受托管理机构的业
务管理情况。管理效益指标下的基金管理人能力及信用水平反映
基金管理人的专业性、领导力及信用水平；团队运营情况考核受
托机构基金管理团队运营合法合规性及运营进度的合理性。

1.2.3绩效评价指标表
根据共性指标与个性指标的设计理念，构建科技型引导基

金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如下表1所示：
表1      科技型引导基金绩效评价指标体系表

2　绩效评价指标权重的确定
科技型引导基金绩效评价指标权重的确定是绩效评价指标体

系中的重要环节，关系到绩效评价结果的可靠性与有效性。我
国绩效评价指标权重的确定方法主要有层次分析法、德尔菲法
和主成分分析法等。

德尔菲法是通过多次讨论专家意见，得出最终结果的权重
确定方法。主成分分析法是通过计算将指标简化, 利用尽可能
少的指标反映结果。层次分析法是把指标按从属关系进行分
层，再由专家对每层指标请进行两两比较，计算出下层指标相
对于上层指标的权重，最后进行层次总排序，得出全部指标相
对于总目标的权重，该方法将客观和主观、定量和定性进行了
结合。层次分析法、德尔菲法主观人为因素较强，主成分分
析法计算量较大。综合考虑科技型引导基金特点，本文选用的
指标权重确定方法是层次分析法。

2.1评价指标权重
根据专家意见，对“决策”“过程”“产出”“效益”

四个一级指标进行两两相比的赋值，如表 2 所示：
表2       一级指标两两比较赋值表

第 1 步：构造判断矩阵 A ：

第2 步：对判断矩阵 A 进行归一化处理，从而得出新判断
矩阵A＇：

第 3 步：对判断矩阵 A ＇按行相加，得到：

第4步：对判断矩阵A”进行归一化处理，得出特征向量Y：

第 5 步：检验一致性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决策

项目立项
立项依据充分性

立项程序规范性

绩效目标
绩效目标合理性

绩效指标明确性

过程

业务管理

投资管理规范性

项目持续监控

风险控制有效性

信息报告制度

预算管理

引导资金出资进度

管理制度健全性

资金使用合规性

财务监控有效性

产出

产出数量
投资区域企业比例

项目库建设完备性

产出质量

基金放大倍数

保值增值率

科技创新能力促进情况

产出时效 年度基金投资进度

效益

经济效益
企业经营改善情况

促进企业融资情况

社会效益
带动就业情况

促进地方经济发展情况

管理效益

团队运营情况

履职情况

基金管理人能力及信用水平

可持续影响 被投企业可持续发展能力

社会公众或服
务对象满意度

被投企业满意度

指标 X1 X2 X3 X4

X1 1 5/8 1/2 1/2

X2 8/5 1 5/6 5/6

X3 2 6/5 1 1

X4 2 6/5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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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查，RI 为 0. 9 0，计算 CR：

由此可见，一致性符合要求， iW 即为4 个一级指标的权重。

同理可以得到二级指标和三级指标权重，科技型引导基金
绩效评价指标权重表如表 3 所示：

表3        科技型引导基金绩效评价指标权重表

2.2绩效评价评分标准及评价等级
科技型引导基金绩效评价评分标准是衡量科技型引导基金绩

效目标完成进度的标尺，本文绩效评价评分标准的制定以计划标
准和行业标准为主，同时依据基金实际情况参照其他相关标准。

绩效评价结果等级的划分以满分一百分为基准，根据分值
分为优、良、中、差四个等级，其中高于 90 分为优；80 分～
90 分（含 80 分）为良；60 分～80 分（含 60 分）为中；低
于 6 0 分为差。

3　绩效评价体系应用注意事项
3.1个性指标可补充优化
每个科技型引导基金的形成背景、所处环境、指标获取难

易程度以及获得成本是不一样的，因此，科技型引导基金绩效
评价体系中的个性指标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在绩效评价过程
中，评价方可以根据基金的实际情况对个性指标进行补充优
化，选择更适合基金的个性指标。

3.2指标权重可调整
科技型引导基金绩效评价指标权重会随着基金所处发展阶段

的不同、工作重点的不同以及绩效目标的不同而调整变化，如
同一指标在不同的发展时期权重可能不同，有利于对不同发展
阶段的基金进行差异化考核。需要注意的是，指标权重不宜过
高或过低。指标权重过高，可能导致被考核方只关注高权重指
标而忽略其他指标，如果指标权重过低，则不能引起被评价单
位的重视，导致指标的设计失去意义。

3 . 3 坚持“突出结果”为导向
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应当时刻坚持“突出结果”为导向。绩

效评价指标的权重是由其重要程度确定的，同一被评价单位处
于不同发展阶段时，指标的权重应当有所侧重，体现其差异
性。例如项目前中期的绩效评价更加注重决策、过程和产出方
面，项目实施后期的绩效评价更加注重产出和效益方面，但是
原则上产出指标和效益指标总权重不得低于60%。

3.4加强全过程沟通
沟通是绩效评价的核心，贯穿于绩效评价全过程。在绩效

评价的各个阶段,都需要建立有效的沟通机制，达到绩效评价效
用最大化。在绩效评价指标体系的设计过程中，应与委托方、
被评价单位保持充分沟通，确保绩效评价指标体系的科学全面
性。在绩效评价结束后，评价方要与委托方、被评价单位进
行沟通交流，对于好的绩效结果进行鼓励，对于绩效结果中存
在的问题，要努力寻找改进措施，进一步提升科技型引导基金
的管理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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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
指标

权重
二级
指标

权重 三级指标 权重
综合 
权重

决策

项目
立项

立项依据充分性 3.03%

立项程序规范性 4.05%

绩效
目标

绩效目标合理性 4.05%

绩效指标明确性 4.05%

管理

业务
管理

投资管理规范性 2.97%

项目持续监控 2.97%

风险控制有效性 2.97%

信息报告制度 2.97%

预算
管理

引导资金出资进度 5.95%

管理制度健全性 1.98%

资金使用合规性

财务监控有效性 1.98%

产出

产出
数量

投资区域企业比例 8.01%

项目库建设完备性 3.00%

产出
质量

基金放大倍数 10.01%

保值增值率 3.00%

科技创新能力促进
情况

3.00%

产出
时效

年度基金投资进度 3.00%

效益

经济
效益

企业经营改善情况 4.00%

促进企业融资情况 3.00%

社会
效益

带动就业情况 3.00%

促进地方经济发展
情况

3.00%

管理
效益

团队运营情况 2.00%

履职情况 3.00%

基金管理人能力及
信用水平

2.00%

可持
续影
响

被投企业可持续发
展能力

5.01%

社会
公众
或服
务对
象满
意度

被投企业满意度 5.01%

15.17%

46.67%
42.86%

57.14%

53.33%
50.00%

50.00%

24.77%

48.00%

25.00%

25.00%

25.00%

25.00%

52.00%

46.16%

15.38%

23.08% 2.97%

15.38%

30.03%

36.67%
72.73%

27.27%

53.33%

62.50%

18.75%

18.75%

10.00% 100%

30.03%

23.33%
57.14%

42.86%

20.00%

50.00%

50.00%

23.33%

28.57%

42.86%

28.57%

16.67% 100.00%

16.67%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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