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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观测标准评价指标体系研究


吴　癑，张燕歌，罗　嫣，陈　华，李　典
（国家海洋标准计量中心　天津　３００１１２）

　　摘　　　要：海洋观测标准是实现海洋观测工作规范化的基础，构建针对性强的评价

指标体系，科学合理地评价海洋观测标准是海洋观测工作规范化的关键环节。文章针对海

洋观测标准的特殊性，按照科学性、系统性、可比性、可操作性的设计原则，建立了由标

准编写质量指标、技术指标、经济指标和社会指标组成的评价指标体系并进行了详细的指

标解释，以海洋行业标准 《警戒潮位核定规范》为例，采用层次分析法和模糊综合评价法

进行评价演示并得出结论，该研究对于科学评价海洋观测标准具有重要意义和实际应用

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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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海洋观测技术是观察和测量海洋各种要素

所用的技术，通过多学科交叉的方式获取海洋

观测信息［１］，是认识和了解海洋的基本途径［２］。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海洋观测呈现 “多元化、

立体化、实时化”的发展趋势，地区和国家的

海洋观测系统在关键海域发挥着重要作用。海

洋观测标准是推动海洋观测工作向制度化、规

范化方向发展的基础工作，通过海洋观测标准

化活动，统一海洋观测工作的流程和每一个工

作细节，从而达到安全、准确、高效、规范的

海洋观测作业效果［３］。

构建针对性强、实用性高的评价指标体系，

科学合理的评价海洋观测标准，有利于完善对

海洋观测标准质量的控制，强化贯彻实施和监

督管理，并作用于制修订环节，不断提高海洋

观测标准的质量。２０１１年１１月发布的 《全国海

洋标准化 “十二五”发展规划》也明确提出了

要以建立标准实施效果评价体系为手段开展定

量评价分析，提高海洋标准的质量和管理水平。

因此，评价指标体系的建设，作为海洋观测标

准客观评价和科学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

实际应用价值。

２　设计指标体系的原则

在建立海洋观测标准评价指标体系时，应

遵循以下几个基本原则：

２１　科学性原则

科学性原则要求，从定义、统计口径、计

算方法到体系的建立和数据收集，包括范围、

权重的选择等，都必须有严格的科学理论指导，

遵循科学的研究方法，从科学的角度系统而准

确的理解和把握所研究对象的实质。同时体系

中的指标必须目的明确、定义准确，不能模棱

两可、含糊不清。所建立的评价指标体系应能

客观、科学地反映海洋标准的质量状况。科学

性原则是评价指标选择的首要原则。

２２　系统性原则

系统性原则强调体系内各个部分相互协调，

内在联系和结构层次要有一定的逻辑和序列，

要严谨、有条理，形成具有一定结构的有机体，

充分发挥整体功能，以达到整体目标。具体应

用于该指标体系就是指采用多层分级指标体系

设计，指标没有重大遗漏、指标之间没有重复；

指标间彼此相互协调、相互稳定，层次清楚、

联系紧密；不片面的追求某一类指标，而是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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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综合状况。该指标体系设计充分遵循系统性

原则，力求使指标体系能够完整、系统地反映

和体现海洋观测标准的现实状况。

２３　可比性原则

可比性原则是建立、分析指标体系的重要

原则。建立海洋观测标准评价指标体系主要是

为了对比评价海洋观测标准的质量和制修订水

平，以指导海洋标准化工作的开展，因此，所

设计的指标必须具有可比性。

２４　可操作性原则

选取的评价指标不仅应具有代表性，同时

指标数据应易于采集，信息可靠，易于对比和

评价。在指标的选择上，既要考虑指标的全面

性，又要考虑其方便简洁性，挑选对评价结果

影响权重较大的关键性指标，以减少指标重叠，

增强指标的实效性。

３　海洋观测标准评价指标体系的设置及

指标解释

３１　海洋观测标准评价指标体系设置

海洋观测标准评价指标体系设计为三级指

标，同一层的指标从属于上一层的指标或对上

层指标有影响，同时又支配下一层的指标或受

到下层指标的作用。一级指标为目标层，即海

洋观测标准评价指标。二级指标为准则层，分

别为编写质量指标、技术指标、经济指标、社

会指标，表示衡量是否达到目标的判断准则。

三级指标为方案层，表示要选用的解决问题的

各种措施、决策、方案等。海洋观测标准评价

指标体系如表１所示。

表１　海洋观测标准评价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海洋观测标准评价指标Ａ１

编写质量指标Ｂ１

文本质量Ｃ１

协调性Ｃ２

适用性Ｃ３

一致性Ｃ４

技术指标Ｂ２

科学性Ｃ５

合理性Ｃ６

可操作性Ｃ７

权威性和专属性Ｃ８

追溯性和复现性Ｃ９

经济指标Ｂ３

经济效益Ｃ１０

资源占用情况Ｃ１１

周期性Ｃ１２

社会指标Ｂ４

社会效益Ｃ１３

易于普及性Ｃ１４

３２　海洋观测标准评价指标解释

３２１　编写质量指标

（１）文本质量。① 标准内容的完整性。标

准适用的界限、界定是否合理，是否能满足标

准使用者的需要，是否按照需要进行了有关规

定，需要多少规定多少。② 表述是否清楚准确。

标准的条文用词清楚准确、条理清晰、逻辑严

谨，措辞是否简明易懂。③ 表达方式是否统一

（结构、文体、术语等）。标准内部各章条段之

间、标准各部分之间，以及系列标准各标准之

间的结构、文体、术语是否统一，减少标准使

用者产生的疑惑。④ 标准制定规范程度。是否

遵守标准制定有关的基础标准以及法律、法规

和规章，是否遵守标准立项制定程序和规则，

特定标准的制定是否符合相应的基础标准的规

定。

（２）协调性。① 与现有基础通用标准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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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是否与现有基础通用标准有关条款相协调，

例如标准化原理和方法、标准化术语，术语的

原则和方法，量、单位及符号，参考文献的索

引，图形符号等。② 与技术领域标准的条款协

调性：尺寸公差和测量的不确定度；优先数；

统计方法；环境条件和有关试验；安全；电磁

兼容等条款协调。③ 与国家法律、法规、其他

标准协调性：是否符合安全、环保、健康等国

家强制性标准。④ 与海洋领域其他标准协调性：

是否与本领域的标准体系、标准协调。

（３）适用性。① 标准是否可直接使用：标

准中的条款是否适合直接使用。② 标准是否易

于引用：是否易于被其他标准、法律、法规或

规章等引用。

（４）一致性。① 是否与国际标准保持一致：

是否与对应的国际标准的条款一致，是否有矛

盾冲突。② 与国际标准的一致程度：标准是否

标明等同、修改或非等效等一致性程度。

３２２　技术指标

（１）科学性。① 方法的科学性：标准采用

的技术方法是否科学，是否适合；对科研成果

和成熟经验的转化和使用程度；是否留有技术

发展的空间；观测方法的选择是否准确，海上

观测标准是否适合海上操作。② 是否与当前科

技发展水平相适应：是否落后于科技发展水平；

如果符合标准是否就会搁置新技术，标准中的

规定是否阻碍技术发展；观测方法是否随科技

的进步及时更新。

（２）合理性。① 技术方法的合理性：观

测方法的制定是否合理；技术参数的选择是

否合理；评定指标的选择是否合理；观测要

素的评价标准是否合理。② 程序的合理性：

规定的观测程序是否合理，是否必要，是否

完整。

（３）可操作性。标准使用时的易于操作程

度：标准可操作性如何。是否可以按照标准的

条款可以完成操作。

（４）权威性和专属性。标准得到认可的程

度：是否得到有关权威机构 （国际组织、第三

方）或法律的认可；多种方法同时适用时，是

否存在仲裁方法；观测标准对观测对象是否有

较强的针对性。

（５）追溯性和可复现性。观测方法的可追

溯性和复现性：在相同或接近的环境下，重复

试验的结果的一致性；试验、检测等方法是否

具有可追溯性。

３２３　经济指标

（１）经济效益。① 海洋观测标准所产生的

经济效益：是否产生经济效益，对海洋经济、

海洋产业、企业价值创造的贡献率如何。② 对

控制成本的作用：观测标准的发布、实施和使

用，是否对海洋观测成本有降低作用。

（２）资源占用情况。标准实施对资源的占

用情况：观测标准的实施对时间、空间、人员、

仪器设备、科研经费等资源的占用情况。

（３）周期性。标准的实施周期：观测标准

实施周期的长短。

３２４　社会指标

（１）社会效益。标准社会效益：是否产

生社会效益，对海洋环境生态保护、海洋资

源开发利用、综合管控能力、海洋权益维护

以及节能减排等方面；对技术进步是否有促

进作用。

（２）易于普及性。标准的易于普及程度：

观测标准的是否易于普及，对学习和使用的人

员技术水平的要求程度，对设备和环境等要素

的要求程度。

３　海洋观测标准评价演示

以ＧＢ／Ｔ１７８３９－２０１１ 《警戒潮位核定规

范》为例演示海洋观测标准三级评价指标体

系在标准评价中的应用，该标准是国家推荐

性标准，于２０１１年发布实施，属于海洋方法

类标准。评价方法选取层次分析法和模糊综

合评价法对该标准进行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

评价，在综合评价的基础上得出该标准的分

数，依据评价尺度确定标准的档次，并据此

对标准质量进行评价，就是否需要修订提出

建设性的意见［４］。

首先，根据海洋观测标准三级评价指标

体系，建立层次结构图 （表１），构造判断矩

阵并计算出 Ｃ１—Ｃ１４的综合权重，如表２所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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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犆层评价指标对犌犅／犜１７８３９－２０１１

《警戒潮位核定规范》效益的综合权重

Ａ Ｗ Ａ Ｗ

Ｃ１ ０．０４９ Ｃ８ ０．０５５

Ｃ２ ０．１２３ Ｃ９ ０．０６９

Ｃ３ ０．０９８ Ｃ１０ ０．０６９

Ｃ４ ０．０２５ Ｃ１１ ０．０５９

Ｃ５ ０．１１０ Ｃ１２ ０．０４９

Ｃ６ ０．０９６ Ｃ１３ ０．０８８

Ｃ７ ０．０８２ Ｃ１４ ０．０２９

然后，确定评价等级和相应尺度，由领域

专家和该观测标准的使用人员共１０名组成评价

小组，确定评价等级为Ⅰ、Ⅱ、Ⅲ、Ⅳ、Ⅴ分

别代表标准的应用价值很高、较高、一般、比

较差、很差，相应评价尺度集为：犆＝ ｛犮１，犮２，

犮３，犮４，犮５｝＝ ｛１．０，０．８，０．６，０．４，０．２｝。

由评价小组评定分数，确定单因素评价矩阵。

计算出该标准的模糊综合评定向量犅。

犅＝犃犚＝

［ ］０．６１０５ ０．１４６６ ０．０７４１ ０．０１４４ ０．００９６

　　最后，计算标准综合分值狆，ＧＢ／Ｔ１７８３９

－２０１１ 《警戒潮位 核 定 规 范》评 价 结 果 为

０．８５５２，根据最大隶属度原则，该标准处于第

Ⅰ级，标准应用价值很高。

狆＝犅犆＝

［ ］０．６１０６ ０．１４６６ ０．０７４１ ０．０１４４ ０．００９６

１

０．８

０．６

０．４

熿

燀

燄

燅０．２

＝０．８５５２

４　结语

本文根据海洋观测标准的特点和我国海洋

标准管理的具体情况，对海洋观测标准评价指

标体系建设进行了探索性的研究，初步构建了

海洋观测标准评价体系，为进一步提高海洋观

测标准质量，实现精细化管理提供了思路。随

着海洋工作的发展，还需要结合实际应用，深

入开展，不断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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