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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公共财政建设报告(2009)》始终力求融入两个方面的功能：标识中国公共财政建设的方向
，为中国公共财政建设导航；刻画中国公共财政建设的进程，揭示中国公共财政建设成果。
可以说，为中国公共财政建设提供
“路线图”和“考评卷”，全面而系统的推进中国公共财政建设进程，是从事此项研究的梦想与追求
。

《中国公共财政建设报告(2009)》由高培勇、张斌、王宁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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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由于判断矩阵反映的是财政公共化因素之间的相对重要程度，因此，可以把最大特
征根对应的特征向量作为财政公共化因素相对重要性权向量。
至于是否投入使用，尚需进行一致性检验。
 所谓一致性检验，实质上是分析决策者给出的定性判断的合理性。
比如若因素1比因素2重要，因素2与因素3同等重要，与此同时又给出因素3比因素1重要，这样的判断
结论显然是不合理的。
一致性检验就是“诊断”是否存在不合理的现象，只有通过“诊断”认为“基本合理”的判断矩阵，
才能真正投入使用。
 2.3.3决策参与者贡献程度分析鉴于有80个专家、学者参与了财政公共化因素重要程度的定性判断，因
此，对同一组财政公共化因素就会相应得到80个财政公共化因素重要程度权向量。
考虑到决策参与者对公共财政建设的认识存在或多或少的差异，使用其中任一结论都不能完全体现所
有决策参与者的意见，因此，将80组结论综合为一组真正使用的财政公共化因素重要程度权向量是非
常必要的。
 由于每个决策参与者给出的结论“合理”程度不同，用简单算术平均方法进行综合显然是不科学的。
本课题认为，如果某个决策参与者给出的结论“合理程度”高，则认为他的贡献大，应赋予他大的权
重值；反之，对于没有通过一致性检验的结论，则认为在综合过程中没有贡献，其相应的权重值为0
。
为科学、准确地反映每个决策参与者的贡献，我们确定了两个原则：一是一致性原则；二是多数原则
。
 我们把判断矩阵的“一致性程度”作为一致性原则的判断标准，并给出如下结论：由n个财政公共化
因素构成的判断矩阵，其最大特征根大于等于n；当且仅当这个判断矩阵是完全一致时，其对应的最
大特征根才等于n。
基于此，我们把通过一致性检验的判断矩阵的最大特征根的倒数作为衡量决策参与者贡献程度的一个
度量因子。
 我们把每一个判断矩阵与其他判断矩阵的复合相似程度作为“多数原则”的判断标准。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公共财政建设报告2009>>

编辑推荐

《中国公共财政建设报告(2009)(全国版)》共分5个部分，内容包括：中国公共财政建设指标体系：框
架说明；中国公共财政建设指标体系：方法论说明；公共财政建设状况的考评：指标权重与考评过程
；公共财政建设状况的描述；数据汇总与分析（2009年）。
 《中国公共财政建设报告(2009)(全国版)》适合财政政策及理论研究人员、财政系统管理决策人员、
高校财政学专业师生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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