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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以平衡计分卡为基础，建立了采购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应用层次分析法科学地确定各指标的权重，并将各

指标的评价值进行无量纲处理，构造出浅显易懂的评分表来达到评价采购绩效的目的，对企业建立流程绩效评价有一定的

启迪和借鉴意义。

【关键词】平衡计分卡 层次分析法 采购绩效

冯建海 陈 丹

渊西 安 市 烟 草 专 卖 局 西 安 710061 西 安 交 通 大 学 医 学 院 西 安 710061冤

基于平衡计分卡的企业采购绩效评价

随着人们对绩效评价研究的深入，流程概念和供应链思

想被引入到企业绩效评价中来，基于财务的传统绩效评价方

法显然已落后，因为财务性绩效评价方法不能达到企业各利

益相关者对评价的要求。在企业各流程中，采购流程作为产品

增值过程的起点，备受管理层关注，要使采购流程发挥其最大

的功效，就必须对采购流程进行适当的科学的评价，并持续改

进。本文构建了企业采购绩效评价指标体系，通过层次分析法

确定指标权重，根据指标值进行综合评价，并证明该体系在

XT公司是有效的。

一、基于平衡计分卡的采购绩效评价指标体系

平衡计分卡是从企业的愿景和战略出发，从财务、顾客、

内部业务流程、学习和成长四个维度来衡量企业的业绩。在这

四个维度中，财务维度是最终目标，顾客维度是关键，内部流

程维度是基础，学习与成长维度是核心。平衡计分卡的四个维

度是相互支持的，它综合考虑影响企业的内外因素及重要的

利益相关者，把投资者、顾客、供应商、员工的利益有机地结合

起来，把企业的短期目标与长期目标、动因与成果指标有机地

结合起来，通过满足利益相关者来实现企业价值的最大化。为

了获得最终的财务业绩，我们必须有良好的市场表现，关注我

们的顾客；为了获取我们的市场，我们必须在内部业务流程上

做改善；为了有效的内部运作，我们必须不断地学习与成长。

无论平衡计分卡运用于企业何种层次的评价，其道理都应该

是相通的。

根据平衡计分卡理论，采购流程的财务维度应主要反映

成本降低、生产率和资产效率的提高等；采购流程的顾客维度

应主要反映采购满意度、供应商满意度等；内部业务流程维度

应主要反映订单处理要求、产品质量要求等；学习和成长维度

应主要反映采购参与人员对流程运作的帮助、对企业供应链

文化的支撑等。

本文设计了一份调查问卷，对 XT公司采购流程指标进

行了调查，根据调查结果，本文构建了基于平衡记分卡的指标

体系：淤财务维度：采购费用率，采购资金节约率，采购价格变

动，单到货未到比例，平均付款期，库存周转天数；于顾客维

度：采购提前期，供应商准时交货率，采购柔性，采购下单及时

率，到货差错率，到货质量合格率，订货满足率，与供应商协同

度，供应商满意度；盂内部业务流程维度：采购订单信息准确

率，平均发票接受天数，信息共享水平，采购计划完成率，采购

业务增长率，缺货频率，安全库存降低，大、中品规供应商的流

动比例，参与流程优化的供应商数量；榆学习与成长维度：员

工平均年龄，员工学历结构，员工流动性，人均完成采购申请

单数增长率，人均完成采购金额增长率，员工培训次数，采购

组织与管理，品牌发展力，ERP水平。

二、采购绩效评价指标体系权重设置

在绩效评价中，指标体系中各评价指标权重的大小直接

影响到评价结果的真实性和可靠性，同时引导企业管理者的

行为重点和努力方向。指标权重的设置应该运用一定的科学

方法，根据指标本身的特征来决定其权重大小。层次分析法

（AHP）是系统工程中对非定量事件作定量分析的一种权重确

定方法，能对人们的主观判断做出客观的描述，这种方法能够

把一个复杂的问题表示为有序的递阶层次结构，将指标之间

的关系条理化，计算出不同指标的相对重要性（权重）。本文应

用层次分析法来解决平衡记分卡指标权重确定的难题。本文

所构建的采购绩效评价递阶层次结构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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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构造两两比较判断矩阵。我们在现金管理综合评价模型中设

定如下标度（见表 1），并将其应用于两两比较判断矩阵中。根据专家

调查表的反馈结果，笔者将专家评分值构造两两比较判断矩阵，限于

篇幅，此处仅以财务维度指标为例加以说明。本文选取了六个财务维

度指标，将多位专家打分综合平均后得到表 2。

2. 计算指标权重。根据前面判断矩阵，利用求和法求得不同指

标的权重，具体计算如下：

（1）将判断矩阵按列进行归一化得到一个归一化后的判断矩

阵：

（2）将归一化后的判断矩阵按行求和得到向量 V：V=（0.52，

1.21，1.21，0.23，2.63，0.21）T。

（3）将向量 V 进行归一化处理即得到特征向量 W：W=（0.09，

0.20，0.20，0.04，0.44，0.03）T。

3. 一致性检验。由 AW=姿max伊W，可知：

姿max=
1
n

AWi

wi

在这里，判断矩阵和特征向量的乘积 AW=（0.53，1.24，1.24，

0.23，2.73，0.21）T，姿max=6.12。

然后，对判断矩阵进行一致性检验，得出判断矩阵的一致性指标

公式：

CI=
姿max-N
N-1

= 6.12-6
6-1

=0.024

查表得平均随机一致性指标 RI=1.26，我们可以

得出随机一致性比率：CR=CI/RI=0.024/1.26 =

0.019<0.1，判断矩阵 A具有可以接受的满意一致性。

此时，特征向量W为权重向量。

用同样的方法我们可以得出其他方案层指标和

准则层指标的权重，具体权重见表 3。

三、XT公司采购流程工作绩效评价

确定采购绩效指标目标值时要综合考虑以下几

个因素：一是符合质量管理和质量体系的要求；二是

符合内部顾客的要求，要满足仓库、财务和内部控制

的要求，对供应商的质量和交货情况应高于本企业的

要求；三是设定目标值要实事求是、客观可行。

对不同性质的指标，设定目标值时由一定的区别。

对于正向指标，指标的最大值也就只指标的最优值，

而最小值就是最劣值，逆向指标则正好相反。要特别

注意适度指标目标值的设定，不但要有最大值和最小

值，而且要求有一个适度值。在无量纲化过程中，对于

一般指标，我们要设立指标的最大值 dmax和最小值

dmin；而对于适度指标，我们还必须设置一个最佳值

dbest。

1. 在选定的指标体系中，如果 Vij为一般指标，其

评价值是 dij：当 dmin<dij<dmax，那么指标 Vij对应的评

分值就是：Mij=
dij-dmin
dmax-dmin

（0<Mij<1）；当 dij臆dmin，

指标 Vij对应的评分值就是 0；当 dij逸dmax，指标 Vij对

应的评分值就是 1。

2. 在选定的指标体系中，如果 Vij是适度指标，其

评价值是 dij，那么其对应的评分值就是：Mij =

dij-dmin
dbest-dmin

（dmin<dij<dbest），Mij=
dij-dbest
dmax-dbest

（dbest<dij<

dmax）；当 dij臆dmin或 dij逸dmax，指标 Vij对应的评分值

就是 0；当 dij=dbest，指标 Vij对应的评分值就是 1。

根据实际指标值和指标无量纲化处理，本文测算

了 XT公司的采购绩效情况（见下页表 3），最终得分

为 67.63。

其中，财务评价分值为 6.47分，客户服务评价分

值为 17.72分，流程评价分值为 30.23分，学习与发展

评价分值为 13.21分，与标准分值相比，达标率分别为

58.82%、50.63%、86.37%、69.53%，反映了 XT公司的实

际情况。

XT公司今后应在注重采购流程优化的同时，将

采购绩效评价制度化、明细化、公开化，重点关注财务

维度、客户服务维度、学习与发展维度指标，加强外部

单位的沟通协调，特别是重点品牌和大中品规供应商

的沟通，提高订单满足率，切实降低采购资源消耗，促

进公司内部经营效率的提高，以绩效考评制度约束行

为，使企业和员工行为有所制约，提高企业管理水平

和经营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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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判断矩阵标度及其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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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XT公司平衡计分卡采购绩效测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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