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会计系统具有突变性，作为会计系统信息化的载体即基

于信息技术的会计信息系统也同样具有突变性。因此，采用突

变级数法评价会计信息系统的优劣也具有较强的适用性。本

文基于突变级数法的原理构建了会计信息系统评价指标体

系，并结合实例进行了分析，以期能为评价会计信息系统提供

借鉴。

一、突变级数法的原理

突变级数法的原理是首先建立评价总指标，然后根据评

价目的对评价总指标进行多层次矛盾分组，排列成树状层次

结构，由评价总指标逐渐分解到下层子指标，各层指标构成不

同的突变系统。突变级数法没有对指标设置权重，但它考虑了

各评价指标的相对重要性。常用的突变系统类型有尖点突变

系统、燕尾突变系统和蝴蝶突变系统。

1. 确定突变系统的类型。设f（x）为一个系统的一个状态

变量的势函数，状态变量x的系数a、b、c、d表示该状态变量的

控制变量。系统势函数的状态变量和控制变量是一个矛盾的

两个方面。

如果一个指标只能分解为两个子指标，该系统可视为尖

点突变系统；如果一个指标可分解为三个子指标，该系统可视

为燕尾突变系统；如果一个指标可分解为四个子指标，该系统

可视为蝴蝶突变系统。

2. 导出归一公式。通过分解形式的分歧点集方程导出归

一公式，由归一公式将系统内各控制变量的不同质态转化为

同一质态，即转化为状态变量表示的质态。

尖点突变系统分解形式的分歧点集方程为：葬=-6曾2，遭=

8曾3。导出归一公式：xa=a1/2，xb=b1/3。其中：xa表示对应a的x

值，xb表示对应b的x值。

燕尾突变系统分解形式的分歧点集方程为：葬=-6曾2，遭=

8曾3，糟=-3曾4。导出归一公式为：xa=a1/2，xb=b1/3，xc=c1/4。

蝴蝶突变系统分解形式的分歧点集方程为：葬=-10曾2，遭=

20曾3，糟=-15曾4，d=4曾5。导出归一公式为：xa=a1/2，xb=b1/3，xc=

c1/4，xd=d1/5。

在这里，归一公式实质上是一种多维模糊隶属函数。

3. 利用归一公式进行综合评价。利用归一公式计算出的

同一对象的各个控制变量（指标）的曾值应遵循“大中取小”原

则，但对存在互补性的指标，通常用其平均数代替。对象的最

后比较要遵循“小中取大”原则，即对评价对象按评价总指标

的得分高低进行排序。

二、会计信息系统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运用突变级数法构建会计信息系统评价指标体系的一个

重要步骤是建立合适的分级指标体系，如何构建分级指标体

系关系到突变级数法运用的成败。构建会计信息系统评价指

标体系一般需要坚持以下几个原则，即适用性原则、系统性原

则、动态性原则、有效性原则、定性与定量相结合原则、技术评

价与经济评价相结合原则、财务分析与国民经济分析相结合

原则。此外，构建会计信息系统评价指标体系还需要考虑以下

几个问题：

其一，产出的成果是会计信息，其价值较难量化。虽然按

照信息经济学的理论方法，用研究普通产品的方式来研究信

息产品，从理论上分析了对信息产品的价值进行量化的可能，

但是缺乏可操作的方法，因此实际上对会计信息系统的产出

收益仍无法准确量化。

其二，会计信息系统功能强大，但构建成本较高。构建会

计信息系统既要考虑系统的先进性，又要加强成本控制。所

以，会计信息系统评价指标体系应以技术评价为主，同时要考

虑成本因素。

其三，企业级的会计信息系统评价指标体系主要应用于

企业等微观经济组织，对其评价也更多地从微观影响的角度

进行。根据以上思路，对评价总指标进行多层次矛盾分组，排

列成树状层次结构，从评价总指标逐渐分解到下层子指标。对

一个指标进行分解，是为了得到更具体的指标，以便进行量

化，分解到一般可以计量的子指标时，分解就可以停止。一般

来说，突变系统某状态变量的控制变量不超过4个，相应地，一

般各层指标（单指标的子指标）分解不要超过4个。

按此分解原则，本文构建了三层评价指标体系（见下页）。

三、应用举例

按照构建的会计信息系统评价指标体系，对某企业的会

计信息系统的五个方案进行评价。

基于突变论的会计信息系统评价

周兴荣 朱庆须

渊石家庄经济学院 石家庄 050031冤

【摘要】本文根据突变级数法的原理构建了会计信息系统评价指标体系，并结合实例运用突变级数法进行了分析，以

期为评价会计信息系统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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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对子指标进行评分、量化。对于无法量化的指标，采用

专家和用户共同评分的方法进行量化。

2. 指标的同向化处理。在评价指标中，有的指标为正向

指标，这些指标的数值越大，表明会计信息系统越完善；有的

为逆向指标，这些指标的数值越小，说明会计信息系统越完

善；还有一些为适宜性指标，这些指标过大或过小都说明会计

信息系统不是很完善。为了使各指标具有可比性，需要对所有

指标进行同向化处理：逆向指标的处理方法为取此项指标

的倒数，适宜性指标的处理方法一般是取此项指标的数值与

此项指标的平均值之差的绝对值的倒数。

3. 数据的标准化法变换。指标之间的量纲和数量级不一

致，导致数据之间的差异很大。为了消除指标之间量纲和数量

级的影响，减小极端值对结果的影响，需要对数据进行变换，

我们采用标准化法进行变换。

标准化法的公式如下：

Xij=（Yij-EYj）/ DYj

其中：EYj= Yij；DYj= （Yij-EYj）2。Yij是实

际观测值，i=1，2，3，…，m，j=1，2，3，…，n；m为观测样本的个

数；n为所选指标的个数。

为了便于比较，我们按比例将指标数值压缩在［1，100］的

范围内，这样我们就得到了一些同向化和标准化的指标数据

（见表1）。

根据突变级数法，应用计算机软件，我们可快速得到各方

案的评价得分（见表2）。由表2可知，A方案得分最高，为1.306，

因此笔者认为A方案相对最佳。

四、小结

突变级数法常用来解决模糊数学的多目标评价决策问

题。应用突变级数法进行会计信息系统评价不用设置权重，各

目标的确定、量化是根据各目标在归一公式中的内在矛盾地

位和机制决定的，不是由主观决策者的主观权重决定的，这就

大大降低了主观性。突变级数法的难点在于如何构建合理反

映会计信息系统本质的分层次的指标体系，这将关系到突变

级数法应用的成败。

【注】本文系河北省科学技术研究与发展计划指导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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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会计信息系统评价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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