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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探讨已建立的四川省医药卫生社会公益类第三方科技成果评价指标体系的信度与效度。
方法 抽取已完成的成果评价项目,对专家评价量表进行统计分析,并邀请专家对项目再次进行测评打分。利

用内部一致性信度、重测信度、内容效度、结构效度进行信效度的验证研究。结果 该指标体系的Cronbach's
 

α
系数为0.957;重测信度相关系数r 为0.749~0.983;内容效度分析各维度得分与总得分之间的相关系数为

0.815~0.971;结构效度应用因子分析方法,提4个公因子,各条目在其公因子上的载荷值均大于0.4,累计贡

献率91.223%。结论 该指标体系具有较好的信度和效度,可作为医药卫生社会公益类科技成果评价的一个

较好的评价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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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Objective To
 

evaluate
 

the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of
 

third-party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achievements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of
 

social
 

welfare
 

projects
 

in
 

the
 

field
 

of
 

medical
 

and
 

health
 

in
 

Sichuan
 

province.Methods The
 

completed
 

achievement
 

evaluation
 

projects
 

were
 

extracted,the
 

expert
 

evaluation
 

scales
 

were
 

statistically
 

analyzed,and
 

experts
 

were
 

invited
 

to
 

evaluate
 

and
 

score
 

the
 

project
 

again.The
 

reliabil-
ity

 

and
 

validity
 

were
 

evaluated
 

by
 

Cronbach's
 

α,test-retest
 

reliability,content
 

validity,and
 

construct
 

validity.
Results The

 

Cronbach's
 

α
 

was
 

0.957.The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of
 

the
 

test-retest
 

reliability
 

ranged
 

0.749-
0.983.the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between
 

the
 

score
 

of
 

each
 

dimension
 

and
 

the
 

total
 

score
 

of
 

content
 

validity
 

ranged
 

0.815-0.971.For
 

structural
 

validity,the
 

factor
 

analysis
 

method
 

is
 

applied
 

and
 

4
 

common
 

factors
 

were
 

extracted.The
 

load
 

value
 

of
 

each
 

item
 

on
 

its
 

common
 

factor
 

was
 

greater
 

than
 

0.4,and
 

the
 

cumulative
 

contri-
bution

 

rate
 

was
 

91.223%.Conclusion This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is
 

reliable
 

and
 

valid,which
 

can
 

be
 

used
 

to
 

evaluate
 

the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achievements
 

for
 

social
 

welfare
 

projects
 

in
 

the
 

field
 

of
 

medical
 

and
 

heal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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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技成果评价指受托方根据委托方明确的目的,
按照规定的原则、程序和标准,运用科学、可行的方法

对科学技术活动及与科学技术活动相关的事项所进

行的论证、评审、评议、评估、验收等活动[1]。四川省

科学技术厅2017年7月印发《四川省科技成果评价

改革试点方案》的通知,指出“为适应新形势新要求,
必须加紧改进和规范科技成果评价,通过采取先行试

点、总结经验、稳步推进的工作方式,积极探索科学明

晰、规范高效、客观公正的科技成果评价指标、评价规

范和评价机构,逐步建立和完善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和科技发展要求的科技成果评价体系。”[2]并授予

四川省卫生健康政策和医学情报研究所、四川西部国

际技术转移中心、成都生产力促进中心等10家单位

为试点单位。
作为四川省内10家试点单位中唯一的一家医疗

卫生机构,四川省卫生健康政策和医学情报研究所组

织专家,根据分类评价的原则,针对医药卫生类科技

成果的特点,建立了四川省医药卫生社会公益类、成
果推广类、技术开发类、软科学类4套第三方科技成

果评价指标体系,其中社会公益类评价指标体系包括

4个维度11个条目。本研究旨在对已建立的四川省

医药卫生社会公益类第三方科技成果评价指标体系

的信度与效度进行验证,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在四川省卫生健康政策和医

学情报研究所2019年完成的医药卫生社会公益类第

三方科技成果评价项目中抽取9项,对参与项目评审

的63名专家的63份量表进行统计分析。

1.2 方法

1.2.1 研究方法

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分别从9项社会公益类项目

的评审专家中各抽取3名,共计27名专家,邀请其对

所参与的项目再次进行测评打分,对再次测评的27
份量表进行统计分析,以考察量表的重测信度。根据

国际量表设计原则[3],量表中的1个条目至少对应

5~10个样本量,量表共有11个条目,本次研究共统

计专家测评量表90份,基本满足统计学的经验做法。

1.2.2 研究工具

前期综合运用文献荟萃分析、专题小组讨论、小
型专家会议、专家咨询法、层次分析法等研究方法建

立了四川省医药卫生社会公益类第三方科技成果评

价指标体系用于评价医药卫生社会公益类成果,包括

4个维度:科技水平(4条目)、推广应用(4条目)、成果

效益(2条目)、成果产出(1条目),维度分等于相应条

目分之和,量表分等于相应维度分之和。各条目具体

得分按照相关权重计算,量表总分为100分,分数越

高,表明项目的质量越高。

1.3 统计学处理

采用SPSS17.0软件进行数据分析,计量资料以

x±s表示,比较采用配对样本t检验;计数资料以频

数或百分率表示;效度检测采用 KMO、Bartlett球形

度检验,相关性分析采用spearman秩相关,以 P<
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2.1 信度检验结果

2.1.1 内部一致性检验

将63名专家的测评结果以各条目得分整理后纳

入统计分析。内部一致性检验结果显示,指标体系的

Cronbach's
 

α系 数 为0.957,当 删 除 任 意 条 目 后,

Cronbach's
 

α系数波动于0.949~0.961。

2.1.2 重测信度

将27名专家的首次测评结果和重测结果按照总

得分、各维度得分进行整理,结果显示两次测评的总

得分及两次测评的各维度得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P>0.05)。相关性分析显示,相关系数r 最高为

成果产出0.983,最低为成果效益0.749,两次得分的

相关程度高,见表1。
表1  总得分及各维度重测信度检验结果(x±s,分)

项目 首次得分 重测得分 P1 相关系数r P2

总得分 83.62±9.72 83.65±8.86 0.966 0.959 <0.001

科技水平 41.46±6.00 41.49±5.00 0.956 0.943 <0.001

推广应用 21.27±2.00 21.26±2.00 0.948 0.965 <0.001

成果产出 8.11±1.23 8.03±1.22 0.182 0.983 <0.001

成果效益 12.78±1.22 12.87±1.08 0.674 0.749 <0.001

  P1:配对t检验结果;P2:相关性分析结果;各维度具体得分按照

相关权重计算。

2.2 效度检验结果

2.2.1 内容效度

将63名专家的测评结果以各维度得分整理后纳

入统计分析,结果显示各维度得分与总得分之间的相

关系数为0.815~0.971;各维度之间的相关系数为

0.631~0.830(P<0.05),见表2。

2.2.2 结构效度

将27名专家再次测评的结果以各条目得分整理

后纳入统计分析,结果显示KMO=0.916,Bartlett球

形度检验P<0.001,适合因子分析。采用主成分分

析方法,固定公因子数量为4,累积方差贡献率为

866 重庆医学2021年2月第50卷第4期



91.223%。采用最大方差法正交旋转,经13次迭代

后,各条目在其对应的因子上载荷在0.500~0.879,

见表3。
表2  社会公益类成果评价总得分与各维度得分

   之间的相关系数(r)

项目 总得分 科技水平 推广应用 成果产出 成果效益

总得分 1.000 - - - -

科技水平 0.971a 1.000 - - -

推广应用 0.913a 0.830a 1.000 - -

成果产出 0.815a 0.779a 0.631a 1.000 -

成果效益 0.838a 0.722a 0.793a 0.640a 1.000

  -:无数据;a:P<0.05。

表3  社会公益类成果评价旋转后各条目因子载荷

项目 因子1 因子2 因子3 因子4

创新性 - 0.755 - -

技术指标的先进性 - 0.740 - -

难易程度或复杂程度 - 0.632 - -

对相关领域科技进步的推动作用 0.628 0.572 - -

推广条件 0.879 - - -

应用前景 0.847 - - -

潜在价值 0.640 - - -

转化价值 0.752 - - -

知识产权及论文专著 - - - 0.840

学术交流 - - 0.782 0.500

社会效益 - - 0.742 -

  -:无数据。

3 讨  论

3.1 指标体系具有良好的信度

信度指测量结果的可靠性、精确性、稳定性和一

致性[4]。目前评价信度的方法较多,但主要采用内部

一致性Cronbach's
 

α系数和重测信度[5]。Cronbach's
 

α系数反映测量指标的各组成部分与整体间的一致

性[6]。通常Cronbach's
 

α系数大于0.8表明量表信

度好[7-8]。四川省医药卫生社会公益类第三方科技成

果评价指标体系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957,当删

除任意条目后Cronbach's
 

α系数波动范围为0.949~

0.961,表明评价指标内部一致性非常好且稳定性非

常高。

重测信度是指同一量表对同一研究对象先后测

量两次,以评价两次测量的相关性,反映评测跨越时

间的稳定性和一致性[9]。重测信度用相关系数r 来

衡量,一般要求达到0.4以上[10]。两次测评的总得分

及两次测评的各维度得分的相关系数最高为0.983,

最低为0.749。配对t检验显示两次测评比较,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P<0.05)。证实两次得分的相关程度

高,评价指标具有跨时间的稳定性与一致性。

3.2 指标体系具有良好的效度

效度是指量表的有效性和准确性[11],本研究的效

度评价分为内容效度和结构效度。内容效度是指条

目样本对所要测量概念的反映程度[12],内容效度分析

采用定量的方法进行分析,使用单项与总和相关分析

法获得评价结果[13],计算每个维度得分与总得分的相

关系数。分析结果显示,各维度得分与总得分之间的

相关系数均较高,说明评价指标的内容关联性较强,
内容效度较好。

结构效度是指实验与理论之间的一致性,即实验

是否真正测量到假设的理论[14],采用因子分析法进行

分析[15]。一般来说,公因子累计方差贡献率应大于

40%,且每个条目在其公因子上的载荷值大于0.4,公
因子就能很好地解释条目[16]。本研究中公因子的累

计方差贡献率为91.223%,各条目在其对应的因子上

载荷为0.500~0.879,均符合上述两项条件。各条目

按照因子分析归类后归为4个公因子,分别为成果产

出、推广应用、科技水平、成果效益,各公因子均可获

得专业上的解释,并且各公因子解释内容与预先设计

的指标体系结构相符。提示评价指标体系结构与预

先设计的结构相符,具有较好的结构效度。
综上所述,四川省医药卫生社会公益类第三方科

技成果指标体系具有较好的信度和效度,说明指标体

系所测结果既具有较好的稳定性又有较强的真实性,
为该类科技成果提供了标准化的测评工具。由于目

前受理的项目有限,今后将进一步在实践中收集统计

数据,对指标进行进一步的调整、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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