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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项 目中止决策是 甘理过程 中一 项 非常 要的工作
,

有效
、

及时的 中止 决 策对于优化科技 资派

今
、

提高创断效率有寿非常重要的 意义
。

本丈在对 已有的 项 目 中止决 策方 法 简要回 硕基抽 上
,

根据 衣

项 目中止决策实质
,

给 出 了一种基于 已有数据利别分析的 项 目 中止 决 策方 法 和步旅
,

并进行 了示 例 计葬 站

果表明
,

该方 法较为简便有效
,

易于操作

关 询 项 目 , 中止决策 判别分析

中圈分类号 文蔽标志码

引言

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
,

市场竞争的 日益加

剧
,

越来越多的企业认识到 项 目对提高企业

竞争能力的重要作用
,

并将 工作提到企业战

略高度
。

然而
,

却有相当数 的 项 目并没有

给企业带来预期的收益
。

一方面是 由于 项 目

的高度不确定性
,

以及人们对事物发展观察力的有

限性
,

项 目的风险并不因为项 目初始的正确

选择而不再存在
,

相反可能会随着项 目的进展而不

断增大
,

并最终导致项 目不可行
。

另一方面
,

在 目前

的 项 目管理上
,

人们大多比较重视项 目的立

项和选择
,

轻视项 目的监督
、

检查和控制
。

很多项 目

一旦上马就很难下马
,

不管进展
、

效益如何都硬着头

皮往下干
,

于是就出现了很多不了了之的项 目
,

浪费

了大 宝 贵资源 和 时间
。

据有关资料显 示
,

约有

的 项 目在技术上未能最终完成
,

技术上

获得成功的项 目中约有 没能开发出产品
,

已经

商品化的项 目中
,

约有 在经济上不能获利‘”

我国 项 目的成功率则更低
,

能够转化为生产

力的科研成果不 足 〔 , 对那些具有潜在失败

危险的项 目没有及时中止或继续追加无谓的投资
,

势必将会造成更大的损失
。

为此
,

必须尽早识别并

及时中止
,

这就需要在项 目不 同阶段不断地进行中

止决策
,

也就是根据项 目的进展及内外条件变化的

情况
,

运用一定的方法
,

对正在实施的 项 目的

前景进行推断
,

以决定项 目是应该继续进行
、

中止
,

还是延期
。

这样便可较早中止那些没有发展前景的

项 目
,

节省稀缺科技资源
,

而用于那些有发展前景的

项 目
,

以提高稀缺科技资源 的经济及社会效益 中

止决策是否及时
、

决策结果是否准确在很大程度上

决定了一个企业
、

部门甚至一个国家稀缺科技资源

的利用效率即 因此
,

对 项 目进行 中止决策

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

研究回顾

自 世纪 年代以来
,

随着 项 目的逐

渐增多以及项 目投资规模的不断增大
,

国内外学者

就从不同角度和层次对 项 目中止决策理论方

法进行了研究
,

提出了若干决策模型
,

在一定程度上

促进了 项 目管 理 的规 范和管理水平 的提

高〔们 。

国外有关 项 目中止决策文献以实证研

究居 多
,

最早从事 项 目中止决策研究 的是
,

他早在 年就提出了 项 目中止决策

的想法 〔, 〕。

等人建立 创新项 目中

止决策的综合判别模型 〔幻 ,

但这个模型需要预先给

定一个临界值
。

在 等人墓础

上
,

将项 目中止的阶段进一步细化为成功
、

中止和暂

缓〔, , 。

在对美 国的 个项 目分

析基础上给出了 个判别因素
,

并提出通过对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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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赋权进行综合评判 的方法 〔, 〕。

等人提出了在项 目开发的不同阶段 初期筛选
、

商业

评估
、

开发
、

生产和初期商品化
、

商品化等 进行中止

决策问题
,

并在大量统计分析基础上给出了各阶段

具体 的评 价指 标 和 回归分 析模 型
,

提 出 了一 个

项 目监控框架阴 国内 项 目中止决策
研究亡步较晚

。

王 守荣运 用 。图和挣值理论

从项 目进度 与费用 角度探讨 了项 目中止 决策问

题川
,

但 项 目的发展前景是 由多种 因素决定

的
,

因此
,

这一方法在实际应用 中受到一定的限制
。

屈交胜
、

官建成提出了一种 动态综合评判方

法
,

它把 综合评判与时间序列的动态多指标

决策方法结合起来
,

最终得出企业在研项 目的优劣

排序
,

以实施项 目的中止决策〔幻 。

但该方法在实际

应用时需要预先知道一个阀值
,

而这个阀值又较难

以确定
。

陈国宏提出了用于 项 目中止决策分

析的 模式识别方法‘们 ,

该方法利用夹角余弦

等方法
,

计算量较大
,

而且结果很难客观真实反映向

间相似度
。

蓝景荣等
,

刘权
、

官建成等
,

孙佰清
、

王

嘉诚等提出了适用于 项 目中止决策的神经 网

络方法‘
· ’· ’。, ,

但在实际应用中难以科学地确定网络

结构
,

从而影响结果的准确性
。

在 目前的 项

目中止决策实践中
,

项 目决策者更多倾向于使用直

观或更为简便的判别方法 〔‘, ,

也曾坚决反对将

中止的所有原 因都包括在数学公式 中来解决 〔 , 。

因而
,

以上方法虽然在理论上都有一定的科学性
,

但

终因繁杂的数学计算而很难在实践中广泛应用
。

基

于这一思考
,

本文尝试提出一种基于 已有数据基础

上的判别分析方法
,

并借助计算机 运行来对 一 个

项 目进行中止评价
,

以判断类别归属
,

从而做

出正确决策
。

项 目中止决策的判别分析方

法

判别分析是一种数据分析技术
,

适用 于标准变

或因变 为定类数据
、

预测变量或 自变量为定距

数据的情况 , 。

基于数据的 项 目中止决策

判别分析的实质是根据同类项 目的综合情况
,

导 出

反映内在规律的判别函数
,

将待评项 目的相关特征

数据代人判别函数 中
,

便可 以根据判别函数值所属

类别进行判别
,

以推断项 目的发展前景
。

由于在 同

一企业或部 门内所进行 的 项 目
,

其所处 的技

术环境
、

市场环境等诸多方 面是相 同或相似的
,

所

以
,

在同一企业或部门内
,

成功或失败的项 目有着相

同或相近的特征
。

因此
,

由同类项 目通过统计分析

得出的判别结果对待评项 目也有一定的准确性
。

基

于 已有数据的 项 目中止决策判别分析方法如

下

建立理想数据样本
。

首先
,

选取一定数 的

同一时段的同类 项 目作为样本
,

这个样本包

含成功的
、

中止的和暂缓的三类项 目
。

设有 个总体 类别 一
, ,

⋯
, ,

在实际

问题中
,

由于每个总体的 维均值向 拌 和

阶协方差矩阵 是未知的 一
, ,

⋯
, ,

所 以
,

这

里用样本观察值来进行估计
。

列出 个类别的样本观察值
,

第
, ,

⋯
,

个类别的样本有
‘
个个体

,

每个个体有 个指

标
。

则第 个类别的样本可表示为

,
‘

⋯
‘

川娜碟娜姗哪浏除队阮︸

称
, , , , , ‘ , , , , , ,

其中
,

界表示第 个样本类别中的第 个个体的

第 个指标的值
。

求均值向量 产‘

的估计值
。

先求上述数据矩阵

中的各列的均值 习扩

、, 一

裔客
、

, ‘ 一 ‘ , ,

‘
,

,
,

‘一 ‘ , ,

‘ ￡

产、 的估计值就是 又护
,

习犷
, ,

习留丁 。

求
‘

的估计值 样本协方差矩阵 名
, ,

‘一

, , , 。

把 个原始数字矩阵中的各列数据 中心

化
‘ 一 留 一 习扩
‘

仍然是个
‘

阶矩阵
, , , , ,

再求出 个样本协方差矩阵 阶

又 一卫 , 留 一 又妇
丁 ·

留 一 尹路 一

—
摊‘ 一

‘ ,

一一土一一 了
、

‘ 一 一
,

一
, , , , , ‘ , , ,

求矩阵 的估计值习
。

设 一 , ,

‘

二 , , 、 , , 、

口乙 一 万全落 一 乙
,

一 ‘ 乙
,

一 习
,

〕一 止匕〔 扭 扭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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扒
,

一三尸 其中
,

一 不
,

子
—

扒
求判别函数 人

, , , ,

关
一 二 , 二 一 毒可

‘ , ‘

‘

以名
一‘

代替 即得

关

即

关

一 了习
一‘脚 一

音可艺
一‘阴

。 , , , , ,

在求出的所有 五 中
,

哪个 五 的值最大
,

表明 到相应的
‘
的马氏距离的平方最小

,

所以判

断 属于相应的 ‘ 。

中的算例所使用的数据
。

设在项 目某阶段中止决策

的评判指标为

①市场前景 ②市场开拓前期投人强度 ,

③已出现相似产品 或技术 数 ④与产业政策的

吻合度 , ⑤权威部门或人士的支持
。 ⑥实际投

资超预算程度 凡 ⑦本单位财务能力 , ⑧技术路
线优势 凡 ⑨技术难度系数

, , ⑩技术协作轰关能

力
。 可利用的现有研究成果 , 项 目

进展情况总评
。

现收集到 个样本
,

样本及待

识别对象的各指标值列于表
,

其中
,

第 个项 目

为待评价项 目 项 目 一 分别属于
、 、

等类项

目
,

类表示成功类的项 目
,

类表因措施不 当而失

败的项 目
,

类表示因客观原因而失败的项 目
。

按照 以上步骤
,

这里我们运用 统计软件

进行计算
,

计算结果如表
、

表
。

应用示例

为便于检验和比较
,

这里仍然借用文献〔 〕
、

〔 〕

衰 样本及待识别对象的各相标位列衰

指指标标 凡凡 凡凡 瓦瓦 兀兀 戈戈 凡凡
,, 一一 实际际

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别别

理理想想 正正 正正 负负 正正 正正 负负 正正 正正 负负 正正 正正 正正正

取取向向向向向向向向向向向向向向向

评评价价 一 一 实际际 一 一 土土 一 一 一 一 实际际 一

位位城城 评分分 评分分 数数 评分分 评分分 评分分 评分分 评分分 评分分 毅毅 评分分分

项项 目
。 。 。

项项 目
。 。 。

项项 目
。 。

一

项项 目
。 。 。

项项 目
。 。

项项 日
。 。

项项 目
。 。 。

项项 目
。 。 。

一

项项 目
。 。

项项 目
。 。 。 。

项项 目
。 。

待定定

资料来派 丈故 〔 〕

衰 到别函傲系傲

类类类型型

可可可 以 挂 续续 甘级级 立 即中止止

市市场贡景景

市市场开拓首期投入班度度 一 一 一

已已 出砚相似产品 或技术 毅毅

与与产业政策的喻合度度

权权成钾门或人士 的支持持

实实际投资超箱葬租度度 一 一 一

本本单位时务能力力

一 一 一

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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衰 个体判别结

以

且 匆 孰

砂砂

由由 二 以

切闹 一

一
。

一
。

一

一

一

一

城娜咚曰曰
。

从计算结果 可 以看 出
,

第

个待判别的项 目属于第一类情况
,

即是成功类型的
,

可 以继续
。

本例判断结果 的正确率是
,

而且
,

中的后验概率非常大
,

中的与实际不 吻合的后验概率非常小
。

这个结果与文献〔 〕
、

〔 〕中的结果完全一致
。

相 比

而言
,

本文中给出的方法更为简便
,

在 日常的

项 目管理实践中
,

更易于操作及普遍使用
。

结束语

综上所述
,

本文提出的基 于数据的 中止

决策判别分析方法
,

能够充分利用 已有项 目有效信

息进 行判别
,

并得 到较 为满意 的结果
,

而 且 通 过

软件的计算
,

克服 了以往一些方法 的繁杂计

算
,

使得整个判别决策过程变得更为简单方便
,

易于

操作
,

便于在 乙 项 目管理实践中进一步推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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