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Modern Management 现代管理, 2024, 14(12), 3214-3222 
Published Online December 2024 in Hans.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mm 
https://doi.org/10.12677/mm.2024.1412387   

文章引用: 李奕婵, 李永, 顾嘉凤, 吴恩琦. 新型电力系统科技攻关有效性评价体系构建研究[J]. 现代管理, 2024, 
14(12): 3214-3222. DOI: 10.12677/mm.2024.1412387 

 
 

新型电力系统科技攻关有效性评价体系构建 
研究 

李奕婵1，李  永2，顾嘉凤1，吴恩琦1 
1国网上海市电力公司，上海 
2上海久隆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上海 
 
收稿日期：2024年11月7日；录用日期：2024年11月11日；发布日期：2024年12月30日 

 
 

 
摘  要 

在全球能源转型加速的背景下，新型电力系统作为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关键支撑，正成为科

技攻关与创新的热点领域。本研究旨在构建一套高效、系统的新型电力系统科技攻关有效性评价体系，

通过深入分析科技攻关、有效性的理论基础，识别了影响科技攻关有效性的关键因素及其作用机理，并

基于层次分析法(AHP)和模糊综合评价法，构建了包含四个维度(计划制定、实施管理、成果产出、效果

应用)及16项具体指标的评价体系。还提出了动态监测、绩效导向、风险预警、成功模式推广及人才培养

等策略，以优化科技攻关资源配置，提升科技攻关效率和成果转化率。本研究为电力行业及其他领域的

科技攻关有效性评价提供了理论参考和实践指导，助力国家能源转型和科技创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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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accelerating global energy transformation, the new power system, as a key support 
to achieve the goals of “carbon peak and carbon neutrality”, is becoming a hot field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breakthroughs and innovation. This study aims to construct an efficient and system-
atic effectiveness evaluation system for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breakthroughs in new power 
systems. Through in-depth analysis of the theoretical basis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break-
throughs and effectiveness, this study identifies the key factors affecting the effectiveness of scien-
tific and technological breakthroughs and their action mechanisms. Based on the 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 (AHP) and fuzzy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method, an evaluation system consisting of four 
dimensions (plan formulation, implementation management, achievement output, and effect appli-
cation) and 16 specific indicators is constructed. The study also proposes strategies such as dynamic 
monitoring, performance orientation, risk warning, promotion of successful models, and talent 
training to optimize the allocation of resources for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breakthroughs and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breakthroughs and the conversion rate of 
achievements. This research provides theoretical references and practical guidance for the effec-
tiveness evaluation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breakthroughs in the power industry and other 
fields and helps national energy transformation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development. 

 
Keywords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Breakthroughs, Effectiveness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Breakthroughs, Evaluation System, 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 (AHP),  
Fuzzy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Method 

 
 

Copyright © 2024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1. 引言 

在国家战略的驱动下，加速电力系统转型成为推动我国能源转型的核心任务，特别是在“双碳”目

标的引领下，构建新型电力系统显得尤为重要。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九次会议上的重要指

示，为新型电力系统建设指明了方向，并强调了科技创新的核心驱动力作用[1]。面对国际科技竞争，党

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目标，新型电力系统在智能电网、储能及可再生

能源利用等领域的技术瓶颈亟待突破[2]。为此，构建新型电力系统科技攻关有效性评价体系以积极响应

上海市及国家电网科研管理改革的号召[3]，旨在精准定位科研突破点，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优化科研管

理，提升资源配置效率与效益，确保资源精准投向高价值创新项目[4]。此外，通过有效性评价，挖掘并

推广前沿科技成果，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驱动产业升级，同时吸引并培育高端科研人才，

为电力行业长远发展提供坚实的人才保障和智力支持。 
目前关于有效性还没有一个明确的概念，从国外学者来看：以利普赛特等人为代表，从产生的结果

说明有效性；以美国政治学家哈罗德·拉斯韦尔为代表，从创造主体出发来阐述有效性；以阿拉嘎帕

(Alaggapa)为代表，将有效性的着眼点放在整体运作过程中。我国学者关于“有效性”的研究，与西方的

基本思想大体相同[5]。本研究在深入融合科技创新、科技攻关、有效性的相关理论研究基础上，将科技

攻关有效性的内涵定义为：以计划制定、实施管理、成果产出及效果应用这四个关键环节为评价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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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象[6]，评价其是否完成了科技攻关计划的指标预期、是否实现了既定的目标结果以及成果应用程度如

何。具体而言，规划有效性主要体现在计划目的、工作目标、主要任务、方案措施等是否有效；过程有效

性聚焦于科技攻关计划的制定过程、科研的实施及成果的产出这一动态链条；成果有效性则通过规划目

标的达成程度、成果的创新性、标准的示范性以及人才的发展与培养等维度来反映；效果有效性则体现

在成果产出的应用推广效果上，包括技术创新对电力系统性能的提升程度、所创造的经济价值、社会价

值等方面。 

2. 新型电力系统科技攻关有效性的定义和影响因素 

2.1. 定义 

新型电力系统科技攻关有效性评价是以新型电力系统科技攻关计划制定、实施管理、成果产出、效

果应用为评价对象，基于科学性、可操作性、可比性、客观性、系统性原则[7]，评价其是否完成新型电

力系统科技攻关计划的指标预期和达到目标结果的效果。通过细致检查计划的基础、衡量目标绩效以及

深入评估成果的实际应用效果，旨在构建一个全面、闭环的反馈机制。 

2.2. 影响因素和作用机理 

本研究从规划有效性、过程有效性、结果有效性、效果有效性四个维度界定科技攻关有效性，这些

维度紧密关联于科技攻关的四大影响因素——计划制定、实施管理、成果产出与效果应用，他们之间相

互作用，共同构建了科技攻关有效性的作用机理[8]。(见图 1) 
具体来看，计划制定为科技攻关设定方向，确保目标明确并合理配置资源；实施管理是过程与结果

有效性的关键，通过精细管理和监控调整，保障任务顺利执行和高质量成果产出；成果产出不仅反映科

研结果，还作为调整策略的依据；效果应用则是验证规划、优化过程、体现成效的重要阶段，推动持续

改进与创新。 
 

 
Figure 1. Factors affecting the effectiveness of technology breakthroughs and their 
mechanisms 
图 1. 科技攻关有效性的影响因素及作用机理 

https://doi.org/10.12677/mm.2024.1412387


李奕婵 等 
 

 

DOI: 10.12677/mm.2024.1412387 3217 现代管理 
 

3. 新型电力系统科技攻关有效性评价体系构建 

3.1. 体系构建 

采用层次分析法(AHP)、模糊综合评价法构建包含计划制定、实施管理、成果产出、效果应用 4 个一

级指标，16 项二级指标、52 项三级指标的新型电力系统科技攻关有效性评价体系[9]。(见表 1) 
 
Table 1. Evaluation indicator system for the effectiveness of technological breakthroughs in new power systems 
表 1. 新型电力系统科技攻关有效性评价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计划制定 

计划的一致性 

计划的契合性 

计划的全面性 

计划的协同性 

目标的支撑性 

目标明确、可衡量 

与规划方向相匹配 

与新型电力系统发展相匹配 

任务的科学性 

任务分解的合理性 

技术路线的可行性 

任务与目标的关联度 

措施的指导性 
发展路径的实施方案的可操作性 

风险评估与应对措施的完整性 

实施管理 

立项的严谨性 

立项依据的充分性 

项目需求和目标的明确性 

项目预算和资源的合理性 

立项流程的规范性 

管理的规范性 

项目进度控制的有效性 

项目质量管理的体系性 

风险管理的及时性 

团队协作的顺畅度 

资源的完备性 

人力资源的专业性和充足性 

物质资源的充分性 

资金资源的合理分配与使用 

科技信息资源的完整性、公开性 

制度的合理性 

项目管理制度的完备性 

激励机制的完善性 

风险管理制度的健全性 

制度执行的严格性与灵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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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成果产出 

目标的达成性 
主要指标的达成情况 

成果对目标的符合度和贡献度 

成果的创新性 

发明专利申请与授权情况 

科技成果获奖情况 

知识产权情况 

成果的创新性、引领性、先进性 

标准的引领性 

成果形成行业或国家标准 

对行业发展具有指导意义 

在行业内外的认可程度 

人才的发展性 

高素质专业人才的培养 

促进了人员的职业发展 

吸引了优秀人才的参与 

效果应用 

技术的推广性 

在电力系统的推广应用情况 

推广的难易程度 

推广的后续支持和服务 

用户满意度与反馈 

系统的稳定性 

新型电力系统运行效率的提升率 

能源利用效率与损耗率 

系统稳定性的提高程度 

经济的效益性 

经济回报率与成本效益比 

节能减排的经济效益 

对产业链及相关产业的带动作用 

环境的友好性 

减排效果 

可再生能源利用率的提高 

对生态环境的改善程度 

3.2. 评价方法 

3.2.1. 评价模型 
新型电力系统科技攻关有效性评价体系由多层次多指标构成，且对各指标的评价具有模糊性，不易

量化的特点。本研究中采用层次分析法得出新型电力系统科技攻关有效性评价指标的权重分数，并利用

多级模糊综合评价法计算科技攻关有效性评价的结果，将主观评价结果进行量化评估[10]。(见图 2) 

3.2.2. 确定指标权重 
在对每一层次的科技攻关有效性评价指标进行评价之后，对所有的判断矩阵进行一致性检验，采用

一致性指标 CI 来判断，在评价公司新型电力系统科技攻关有效性评价指标时就引入了平均随机一致性指

标 RI。进一步计算公司新型电力系统科技攻关有效性评价指标的权重，各指标权重的计算结果如表 2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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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 
 

 
Figure 2. Evaluation model for the effectiveness of technological 
breakthroughs in new power systems 
图 2. 新型电力系统科技攻关有效性评价模型 

 
由此得到： 
W = (W1, W2, W3, W4) = (10.49%, 26.54%, 35.26%, 27.71%)，其中 W1，W2，W3，W4 依次表示计划

制定、实施管理、成果产出、效果应用的权重系数。 
W1 = (W11, W12, W13, W14) = (4.80%, 1.80%, 1.80%, 1.60%)； 
W2=(W21, W22, W23, W24) = (8.64%, 5.37%, 6.83%, 5.70%)； 
W3=(W31, W32, W33, W34) = (10.30%, 8.60%, 9.46%, 6.90%)； 
W4 = (W41, W42, W43, W44) = (5.40%, 6.84%, 10.86%, 4.61%)。 

3.2.3. 确定评价指标评语集 
按照模糊数学的方法，将新型电力系统科技攻关有效性评价指标划分为{优秀、良好、一般、较差}

四个等级，并邀请 5 位专家根据公司相关资料对其新型电力系统科技攻关有效性的明细指标进行评价。

根据 5 位专家的评价结果，得出有效性指标的评语集 R1，R2，R3，R4。 

3.2.4. 多级模糊综合评价计算 
首先分别对计划制定、实施管理、成果产出、效果应用等指标进行模糊综合评价计算，最后对公司

新型电力系统科技攻关有效性进行模糊综合评价计算。计算的具体过程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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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2. Evaluation weight table for the effectiveness of new power system technology breakthroughs 
表 2. 新型电力系统科技攻关有效性评价权重值表 

一级指标 权重 二级指标 权重 

计划制定 10.49% (W1) 

计划的一致性 4.80% (W11) 

目标的支撑性 1.80% (W12) 

任务的科学性 1.80% (W13) 

措施的指导性 1.60% (W14) 

实施管理 26.54% (W2) 

立项的严谨性 8.64% (W21) 

管理的规范性 5.37% (W22) 

资源的完备性 6.83% (W23) 

制度的合理性 5.70% (W24) 

成果产出 35.26% (W3) 

目标的达成性 10.30% (W31) 

成果的创新性 8.60% (W32) 

标准的引领性 9.46% (W33) 

人才的发展性 6.90% (W34) 

效果应用 27.71% (W4) 

技术的推广性 5.40% (W41) 

系统的稳定性 6.84% (W42) 

经济的效益性 10.86% (W43) 

环境的友好性 4.61% (W44) 

 
① 公司计划制定有效性评价，由 W1 和 R1 的乘积得到 B1； 
② 公司实施管理有效性评价，由 W2 和 R2 的乘积得到 B2； 
③ 公司成果产出有效性评价，由 W3 和 R3 的乘积得到 B3； 
④ 公司效果应用有效性评价，由 W4 和 R4 的乘积得到 B4； 
⑤ 新型电力系统科技攻关有效性评价，由 B1、B2、B3、B4 可得到 B，然后计算得到最终评价结果

R，即 R = W × B。 

3.2.5. 评价结果分析 
根据多级模糊综合评价得出新型电力系统科技攻关有效性评价的总体得分及各评价指标的得分，按

照最大隶属度原则，判断各自所处等级(评价结果根据最终得分共分为四个等级：优秀、良好、一般、较

差)，并基于所处等级，分析原因并提出改进建议。 

4. 新型电力系统科技攻关有效性评价结果的应用 

1) 深化全面评估与策略迭代 
在全面评估科技攻关流程的基础上，引入动态监测与反馈机制，确保对关键技术节点和阶段性成果

的即时评估。通过大数据技术等，精准识别影响项目成功的关键因素，诊断现存问题，预测未来挑战，

从而快速迭代提升策略，确保科技攻关路径的高效与精准[11]。 
2) 强化绩效导向与资源精准配置 
构建以成果质量和创新贡献为核心的绩效评价体系，将评价结果直接关联于科研团队的激励机制，

包括奖金分配、职称晋升等，有效激发科研人员的积极性和创新动力[12]。同时，基于评价结果优化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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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确保关键领域和潜力项目的资金、人才等资源得到优先保障，实现资源的高效利用和最大产出。 
3) 完善风险预警与应急管理体系 
建立基于大数据分析的科技攻关风险预警模型，实时监测项目进展中的异常指标，提前识别潜在风

险点。结合历史案例与专家知识库，构建风险应对预案库，确保一旦风险发生能迅速启动相应措施，减

少损失并保障项目持续推进。同时，加强风险教育与培训，提升团队的风险防范意识和应对能力[13]。 
4) 推广成功模式与标准化建设 
以公司的成功经验为蓝本，提炼并优化科技攻关有效性评价体系的核心要素与操作流程，形成可复

制、可推广的标准模板[14]。通过行业交流、研讨会等形式，积极向电力行业内外推广这一模式，促进科

技管理机制的标准化与规范化。同时，鼓励跨行业合作，共同探索适应不同领域特点的科技攻关评价体

系，推动整个社会的科技创新能力和管理水平全面提升。 
5) 人才培养与团队建设 
在新型电力系统科技攻关中，人才培养与团队建设对于提升项目成效至关重要。评价结果的应用能

够精准识别关键人才需求，为电力行业的持续发展奠定坚实的人才基础和智慧保障[15]。通过深入分析评

价结果，可以洞察科研团队的优势和短板，从而有的放矢地规划人才培养方案和团队发展策略，进而全

面提升团队的科研实力和创新能力。 

5. 结语 

本研究通过构建新型电力系统科技攻关有效性评价体系，为电力行业科技创新提供了系统的评估框

架和量化方法。该体系不仅有助于精准定位科研资源，提升科技攻关效率，还能有效促进科技成果的转

化与应用，推动电力行业的高质量发展。未来，随着能源转型的深入和科技创新的加速，该评价体系将

持续优化，为电力行业及其他领域的科技攻关提供更为精准、高效的指导，助力国家实现“碳达峰、碳

中和”目标，推动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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