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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国家海洋调查船队成员船考核评估体系是国家海洋调查船队管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

是检验成员船运行管理水平的主要手段。文章介绍国家海洋调查船队成员船现状,针对目前考核

评估工作存在成员船管理权分散、成员船级别和类型多样等难点,通过建立效率、满意度评价、性

能和管理4个一级指标以及成员船安排用于调查任务的船时等7个二级指标,确定考评内容、标准

和计算方法,采用定量考评和定性考评相结合的方式对成员船进行考评,探索建立符合国家海洋

调查船队管理和发展实际需要的考核评估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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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ChinaMarineResearchVesselsevaluationsystemisnotonlyanimportantpartof

theChinaMarineResearchVesselsmanagementsystem,butalsoamainmethodtoevaluatethe

levelofvesselsmanagement.ThecurrentsituationsoftheChinaMarineResearchVessels,thede-

centralizedofmanagingrightofmembership,variouslevelsandtypesofthemembershipinthe

assessmentwereintroducedandsummarized.4Ilevelindexesand7IIlevelindexeswereselected

todeterminethecontent,standardandcalculationmethodoftheevaluation.Throughquantitative

andqualitativeevaluation,assessingresultsaboutresearchvesselswereobtained.Thenthepathto

establishanassessmentsystem,whichcouldmeettheactualneedsofthemanagementanddevel-

opmentoftheChinaMarineResearchVessels,wasexplo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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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推动海洋调查船舶的开放与共享,2012年国

家海洋局联合多部委共同发起组建了国家海洋调

查船队[1]。为加强成员船管理,船队成立以来先后

组织3次成员船年度考核评估工作,全面掌握成员

船的运行情况。国家海洋调查船队成员船考核评

估是对成员船的调查能力和运行效能以及船舶单

位的管理水平进行客观公正评价的管理方法之一。

建立科学完善的成员船考核评估体系,不仅可调动



114  海洋开发与管理 2017年 

船舶单位的积极性、提高其服务能力,而且可为船

队的管理决策提供依据。

1 国家海洋调查船队成员船现状

截至2017年5月,国家海洋调查船队共有成员

船46艘,由来自教育部、农业部、中国科学院、国家

海洋局、国家文物局、地方单位以及企业的调查船

舶组成,其中包括远洋级船舶21艘和近海级船舶

25艘,已初步形成涵盖海洋水体环境、海洋地质环

境、海洋油气资源、海洋渔业资源等多学科、多专业

的调查能力。

2 考核评估工作存在的难点

2.1 成员船管理权分散

国家海洋调查船队成员船由来自不同部门(单

位)的船舶组成,对船舶的日常监督和管理由船舶

权属单位各自负责,船队层面缺少统一的对成员船

进行约束和激励的考核管理机制。

2.2 成员船级别和类型多样

从近海级到远洋级,从几十吨级到2万吨级,有

多功能、多技术手段的综合调查船,还有渔业、地质

等专业调查船,更有极地、考古等特种调查船。不

同级别和类型的成员船的运行管理模式不同,考核

重点和标准也不同,在考核管理中需兼顾成员船的

多样性与复杂性。

3 考核评估体系的构建

3.1 基本原则

国家海洋调查船队在我国尚属新生事物,船队

的组建是我国海洋调查的组织模式和投入机制的

一次创新。成员船考核评估体系的构建要结合船

队总体发展趋势和各成员船自身特点,量体裁衣,

建立一套标准化和多角度的综合考评体系。应遵

循3条原则。

(1)客观科学性原则。考核评估体系的内容和

方法要符合船队成员船管理运行的客观实际,同时

要考虑成员船分类分级的特点,须全面科学地评价

成员船的运行管理情况。

(2)可操作性原则。考核评估体系的主要内容

和考核指标要符合船队现行的相关管理制度与规

定;考核内容要具体,考核标准要统一,考核评估方

法要易于操作并切实可行[2]。
(3)定性考评和定量考评相结合原则。在年度

考核的结果评定中,不仅要对成员船一年来完成的调

查任务、取得的科学成果等客观事实进行定量评价,

而且要对船舶单位管理情况等无具体客观数据可参

考的考核内容进行主观定性评价,再以一定的标准量

化考核结果,做到定性考评和定量考评相结合,对成

员船年度运行管理情况给予全方位的综合评价[3]。

3.2 基本架构

根据上述基本原则以及《国家海洋调查船队管

理实施细则》[4]和《国家海洋调查船队管理办法(试
行)》[5]中对考核工作的有关要求,制定成员船考核

评估指标和方法。

3.2.1 考评指标

国家海洋调查船队成员船考核评估体系包含

一级指标4个、二级指标7个。其中,一级指标包括

效率、满意度评价、性能和管理;以船队实际管理需

求出发,选取二级指标,包括成员船的安排用于调

查任务的船时(效率)、单位信息上报情况(效率)、

完成航次任务质量(效率)、使用服务质量满意度

(满意度评价)、调查能力(性能)、遵守船队各项规

章制度情况(管理)和安全情况(管理)。

3.2.2 考评内容、标准和计算方法

安排用于调查任务的船时、单位信息上报情

况、完成航次任务质量和使用服务质量满意度4个

考核指标主要体现成员船的工作效率和质量,采用

定量评价方法,由船队办公室对成员船一年来运行

所产生的客观数据进行统计,再根据相应的计算方

法得到评价结果。

(1)“安排用于调查任务的船时”指标的考核内

容为本年度成员船执行调查任务的天数,权重为

10;此考核项目对远洋成员船和近海成员船进行分

级考核,参考美国UNOLS在其2009年发布的工作

报告中关于船舶最佳在航天数的说明,其中远洋成

员船标准为275d、近海成员船标准为165d[6],达标

即得满分,未达标则计算指标得分=
指标完成值
指标标准值×

权重。
(2)“单位信息上报情况”指标的考核内容为本

年度成员船运行动态信息、船时安排信息和年度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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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船时信息等材料按规定上报的情况,权重为10;

指标得分=
按规定上报材料次数
全年上报材料总次数×权重。

(3)“完成航次任务质量”指标的考核内容为除

不可抗力因素外,全年100%完成航次任务的情况,

权重为15;指标得分=
全年100%完成航次任务数

全年执行航次总任务数 ×

权重。

(4)“使用服务质量满意度”指标的考核内容为用

船单位在航次结束后对成员船的船员、船上设施、实

验室条件等8个方面进行的满意度评价结果[7],权重

为15;指标得分=船舶使用服务质量满意度评价结

果×
全年回收船舶使用质量评估表份数
全年发放船舶使用质量评估表份数×权重。

调查能力、遵守船队各项规章制度情况和安全

情况3个考核指标体现成员船的性能和船舶运行单

位的管理水平,由于无法进行定量考评,采用定性

分析、定量转化的方法,即由考核组专家先对其进

行定性评价,将评价等级分为优秀(1)、良好(0.8)、

合格(0.6)和不合格(0)4个等级,再将评价结果转

化为对应的定量得分,指标得分=评价等级×权

重。①“调查能力”指标的考核内容包括船舶基本

性能、船载仪器设备和船上实验室情况等,权重为

10。②“遵守船队各项规章制度情况”指标的考核

内容为本年度成员船对船队的各项规章制度的执

行和落实情况,权重为10。③“安全情况”指标的考

核内容是本年度船舶、人员和船载仪器设备的安全

运行管理情况,权重为30。

3.2.3 考评结果

将定量考评和定性考评的得分相加,得到国家

海洋调查船队成员船考核评估分值。分值在90分

及以上,考核结果为优秀;分值在75~89分,考核结

果为良好;分值在60~74分,考核结果为合格;分值

低于60分,考核结果为不合格。

4 积极意义

4.1 提高考核质量,加强成员船管理

科学完善的国家海洋调查船队成员船考核评

估体系,可使成员船考评工作更加标准化、精细化,

使船队办公室更加全面地掌握成员船的运行现状,

从而在成员船管理中有的放矢,提高船队管理效率。

4.2 调动船舶单位积极性,为管理决策提供依据

根据考评结果,对优秀的成员船给予物质和精

神奖励,对不合格的成员船进行警告或劝退。明确

的奖惩制度可调动成员船积极性,提高其服务能

力;考评结果还可反馈于船队的管理决策中,优胜

劣汰,不断优化调整船队结构,为船队能力建设提

供基础性依据,保障船队可持续发展。

5 结语

国家海洋调查船队成员船考核评估体系既继承

现行成员船考核内容,又在考评方式和考评标准上有

所创新。定量考评和定性考评相结合,使成员船考核

评估工作更加规范、科学。希望通过对该体系的后续

使用和不断优化,最终摸索出一套符合国家海洋调查

船队管理和发展实际需要的完善的考核评估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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