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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影响R&D项目成败的因素是多种多样的，来自于方方面面。在实证调研的基础上建立了影响因素初选集， 

之后针对不同类型的因素，分别运用X 检验、T检验及 因子分析的方法对初始因素集进行优化，为项 目的评价工作建立 

更为科学、有效的指标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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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前言 

国外最早对R&D项目影响因素进行研 

究的是 BuellI 1，他从理论角度概念性地提出 

21个影响因素；20世纪90年代R．Balachan— 

drat2]及 Jeffery K．PintoI”1分别提 出 12个 、10 

个影响因素并在概念性分析的基础上进行 

了实证性的统计分析，提出在 R&D项目不 

同的阶段影响因素是不同的；20世纪90年 

代Vinod Kumar[S]~ 40余项有关 R&D项目 

的影响因素及中止评价的研究成果进行了 

比较研究，指出近30年的有关 R&D项目中 

止评价的研究成果中，在项 目周期的划分、 

项 目成败的定义、影响因素的分类、定义及 

对项目成败的影响作用、中止评价的方法上 

均存在较大的差异，在此基础上，对R&D项 

目的阶段进行了重新划分及变量的选择，利 

用分步Logistic回归统计分析方法得出在4 

个阶段中，原有的 15个变量共有8个变量 

对项 目的结果有影响作用。同期，R．Bal— 

achandra~]检索了60多篇相关领域的研究文 

献，同样得出由于不同学者所采用的方法、 

模型、定义及标准不同，因而对R&D项目的 

影响因素不同且作用大小及方向也不尽相 

同的结论，它并没有对这些研究的共性因素 

进行提取，而是对这些因素进行了详细的列 

表分析，在此基础上建立了与项目类型、特 

性有关的伴随模型，进而对此现象给出了较 

为合理的解释，指出处于创新程度、市场状 

态及技术类型不同组合状态的R&D项目的 

影响因素及其定义与作用方向应该是不同 

的，对上述现象给予了肯定。 

我国对 R&D项 目的中止决策问题的研 

究起步较晚。早期的研究是从经济角度对项 

目中止决策提出了几种定量方法I Ol。之后，部 

分学者对影响R&D项目成败的因素进行了 

定性的分析[11-13【，近期对 R&D项 目中止评价 

的研究集中在评价模型的建立上Il4—221，主要 

有统计分析模型、模糊评价模型、神经网络 

以及 DEA包络分析评价模型 ，其中只有 

[20]、[21]等少量文献对影响因素(指标)进 

行了系统研究。 

指标集的建立是评价的基础。指标集就 

是寻找能表征项目未来成败的特征因素，或 

是对项目成败有影响力的关键原因。指标集 

的正确选择是评价有效的前提。R&D项目是 

一 个复杂的系统，不同国家、地区、不同类型 

的项 目以及项 目所处的不同阶段其影响因 

素存在较大的差异。因此，在对项目进行中 

止评价时，有针对性地建立适用性的指标体 

系是不可缺少的步骤。而在影响项目成败因 

素的研究中，由于因素是多种多样的，且来 

自于方方面面，在国外的实证研究中有的就 

达 120个之多，所以很难找到普遍适用的因 

素集；而一些学者只根据指标应用比例的高 

低来确定指标集的做法同样是不科学的。本 

文在初步建立影响因素集的基础上，经统计 

分析筛选具有针对自身特性的指标集，之后 

再建立模型进行评价与预测的方法会增强 

评价的科学性和有效性。 

1 影响因素集的初选及量化 

在遍访唐山市各行业从事R&D项目管 

理专家的基础上，结合R&D项目的管理理 

论，采用全面系统性 、可比性 、目标导向性 、 

定性 定量相结合及静态与动态相结合原 

则，确定了R&D项目影响因素集，以全面系 

统地 、科学地反映 R&D项 目的创造性 、周期 

特性及企、Ik的经济目的性。因素集的具体内 

容见表 1 

表中共44项影响因素，其中 项为分 

类变量；其它为评分变量，采用 Liken-rrype 

将其分为5个级别，对很好、好、较好、一般、 

差5个等级，给予5，4，3，2，1分。为克服评 

价专家的主观偏向性及水平的差异性，对每 

个评分的具体内容给予了确定的内涵限定， 

以增强样本的有效性及真实性。样本为近5 

年已有定论的R＆D项目，对每一个项目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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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R&D项目影响因素初步选取表 

类别 因 素 

外部因素 

市场能力 

企业因素 

生产销售 

支持度 

资金 

项目组织 

及监督 

项 目 

经费 

技术 

项目经理 

信息流畅 

度 ’ 

与国家政策的一致度 

独创性 

申请专利的能力 

与用户需求的一致度 

技术与需求的一致度 

市场占有率 

市场竞争能力 

R&D人员比例 

R&D费用预算的确定 

R&D费用占销售比例 

生产技术支持度 

销售支持度 

销售条件的支持能力 

盈亏平衡点 

截至目前资金到位率 

关键技术专家的获得 

项目组人员的积极性 

项目的组织结构 

项目的组织制度 

项目进度的监督机制 

公司领导的支持度 

项目类型 

市场目标 

全新度 

经费结构 

项目的提出 

项目目标与公司战略目标的符合度 

新产品的寿命周期 

项目费用 

项目组科技人员结构 

项目的技术储备能力 

技术路线的可靠度 

阶段性成果完成率 

新技术的成长力 

开发设备的支持能力 

产品技术所处的生命周期 

技术效果 

科研能力 

组织能力 

信息掌握能力 

权利 

对竞争对手信息掌握能力 

公司内部信息流畅度 

项目组内部信息流畅度 

给以成功或失败的判定结果，结果的判定由 

企业根据项目的实际情况自行做出，被判为 

成功的项目必须是在技术和商业上成功的， 

而判为失败的项目是由于种种原因最终没 

有取得技术或商业上的成功。 

在影响因素集初步选取之后，编制了 

R&D项目调研表，对高新技术、煤炭、钢铁、 

机械、化工、陶瓷等在唐山市具有代表性行 

业的R&D项目进行了数据统计。具体思路 

为，在每个行业的重点企业选择4—6个近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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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已有定论的R&D项目，其中成功和失败 

的项目各一半，以增强比较分析的有效性。 

在实际调研中向R&D项目负责人、技术主 

管或部门经理具体说明每一项评价因素的 

具体内容、含义以及评分标准，以获得项目 

统一的信息资料。我们共收到46个项目，其 

中26个成功项目、20个失败项目。本文按照 

项目的成功和失败分为两个样本总体，并逐 

个对影响项目成败的因素进行假设检验分 

析以其得出满意的结果。 

2 影响因素的筛选及优化 

对初选的影响因素集进行筛选的目的 

是剔除那些对项目的成败没有鉴别能力的 

因素，以实现因素集的优化。因素的鉴别力 

是指该因素对项目成败的影响能力，如果某 

因素在成功和失败项目上的数值分布相同， 

说明该因素没有鉴别能力，即对项目的成败 

没有影响力，否则该因素就是具有鉴别力的 

因素，所有具有鉴别力的因素的集合就是我 

们预期的结果。 

我们对因素进行筛选的思路是：将样本 

按成功和失败分为两组，运用两总体各变量 

的分布进行对比分析的方法对各因素进行 

研究。根据分类变量与评分变量各自的特 

点，分别应用不同的统计方法进行研究。 

2．1 分类变量的筛选 

分类变量的数据仅仅是一种标志，用以 

区分变量的值，并没有次序关系 。如关键技 

术专家的获得就是分类变量，用数码 l表示 

专家的存在，0表示专家的缺位。在初选因素 

集中共有 l2个分类变量，而项目结果也为 

成功和失败两类，因此可采用品质相关的判 

别方法对各分类变量对项目的成败进行鉴 

别力分析。品质相关分析主要用于处理分类 

变量间的相关问题 ，本质上是研究两个变量 

是否相互独立的检验。其基本模式可用表2 

来概括【 。 

表中 表示处于交叉位置的个体数。每 

个个体至少有2个特征(变量)。每个变量的 

取值，可以是顺序型(Ordina1)，也可以是名 

义变量(Nomina1)。 

表2 品质相关模式概括 

对任何两个随机变量 、y，如果F(x，，，)= 

Fi(x)F2(y)对任

y之间是相互独立的。 

设得到一个二维总体( 、y)的一组容 

量为 n的样本( l、yl； 2、Y2；⋯； 、y )，将 

的取值范围分为k个区间，将 y的取值范 

围分为s个区间。记 属于区间i，并且y属 

于区间 的概率为P 。而 属于区间i的概 

率为P 。Y属于区间 的概率为P 。于是随机 

变量 、y之间是相互独立检验问题，就转 

化为检验： ：p 。 是否成立的问题。 

在 假设下，可以用极大似然法得出 

未知参数的估计值： 

p。 ，p产 

拟合优度 Pearson的 检验的问题就 

是： 

[ 
自由度是 “n—l一待估自由度的个数”。 

对于本问题就是： 

圭窆虹 丝 

主
i=1 j

窆
= l 

：妻 
式中， =e 就是各个交叉位置上的 

理想频数。上式服从 (七一1) —1)】分布。自由 

度=kxs一 +s一2)=( 一1) —1)。对显著性水平 

a，若： 

< ，则接受零假设 ，因素与状态相 

互独立(不相关)。 

≥ ，则拒绝零假设 ，接受备选假 

设H。，因素与状态显著相关。 

利用SPSS11．5统计分析软件对上述分 

类变量鉴别力进行 检验的结果见表3。 

表3 分类变量对R&D项目影响的 检验结果 

由表3分析可得，项目关键技术专家的 

获得、基金的组织管理、项目类型、项目的全 

新度以及产品技术所处的生命周期5个因 

素对 R&D项目的成败有较显著的影响，显 



著性水平为95％。其余变量的 值均在检验 

水平之内(表中未列出)，对项目成败的影响 

不显著。 

2．2 连续变量的筛选 

连续变量的数据是具有实际测量值的 

变量，在影响因素初选集中，共有32个此类 

变量。由于将样本分为成功和失败两个总 

体，因此，这些变量对R&D项目的影响力可 

以用T—Test方法进行单变量分析。 

两个正态总体的均值比较问题，样本数 

据模式为： 

总体1：l I，X2，⋯， 

总体2：l YI，Y2，⋯，Y 

两总体的均值 是否相同，其实就 

是检验 。--g~0的问题。在大样本下，按照中 

心极限定理，每个总体的随机均值 与l，都 

近似地服从正态分布。 

设相互独立地从两个总体中随机抽取 

样本。来自总体 1年样本为 。， ，⋯， ，来 

自总体2的样本为l，。，l， ，⋯，l， 。则在未知 

、 ；的情况下，分别用Js}、Js{代替or 、or；，统 

计量检验Ho：／3,l一／3,2=0。 

N(0’1)，在大样本下近 

似成立。 

利用SPSS11．5统计分析软件对上述连 

续变量的影响力进行T_Test的结果见表4。 

表4 连续变量分组T—Test表 

变量 

与用户需求一致度 一2．284 

市场占有率 一4．289 

市场竞争能力 一3．458 

生产技术的支持力 一3．494 

销售能力的支持度 一4．267 

盈亏平衡点 一3．281 

截至目前资金到位率 一2．428 

项目组人员的积极性 一2．964 

项目的技术储备力 一3．526 

技术路线的可靠度 一3．581 

阶段性成果完成率 一5．903 

开发设备支持能力 一2．256 

公司领导支持度 一3．334 

项目经理科研能力 一2．002 

项目经理信息获得能力 一3．215 

项目经理的权利 一2．775 

对竞争对手信息的把握能力 一2．156 

项目内部信息的流畅度 一2．371 

项目经费 2．237 

0．03l 

0．Ooo 

0．0H02 

0．0H0l 

0．Ooo 

0．0H03 

0．025 

0．0H07 

0．0H0l 

0．0H0l 

0．000 

0．032 

0．0H03 

0．050 

0．0H02 

0．0H08 

0．037 

0．025 

0．030 

％Equal variances not assumed 

表4中只列出对项目成败有较为显著 

影响的变量，共 19项，显著性水平为95％。 

其余变量对项 目的作用力较小。 

由于因素集的选择主要来源于项目专 

家的管理经验 ，因此带有较强的主观性及相 

关性，因而会使观测样本所反映的信息发生 

重叠，且由于初始指标数量较多，在进行项 

目中止评判的预测中对预测失败的项 目进 

行原因分析时，会增加分析的难度。因此，我 

们利用公因子分析法，将连续型因素再进行 

相关性分组。因子分析模型为： 

I=ZII I+2,2F2+⋯+2l 

一  

= z I + 2 ⋯+ 

因子分析是从变量相关矩阵的内部依 

赖性出发，将若干变量综合为少数几个公共 

因子，从而再现原观测变量与公共因子之间 

内在的关系。具体方法是根据变量的相关矩 

阵，选出第一个公共因子 ，使其在各变量 

的公共因子方差中所占总方差的贡献率最 

大，然后再从剩余的因子中选出与 不相关 

的因子方差贡献率次之的公共因子 ，⋯⋯ 

这样依次分解直至各个变量公共因子方差 

被分解为止。按所选取主因子所含信息量之 

和占总体信息量的比例来选取主因子的个 

数，二者同向变化，比例值越大，因子的数目 

越多。因子载荷是因子分析模型中最重要的 

一 个统计 

量 ，它是 

连接观测 

变量和公 

共因子之 

间 的 纽 

带。因子 

载荷等于 

第 i个因 

子之间的 

相关系数 

(记为 )， 

它反映了 

变量 和因 

子之 间的 

相 关 程 

度， 的绝 

对 值 越 

大 ，表示 

公 因子与 

变量之间的关系越密切。通过公因子载荷来 

估计观测变

模型中观测变量之间的关系可以通过因子 

进行描述。 

另外，因子载荷构成因子载荷矩阵，初 

始因子并不满足“简单结构准则”，即每个变 

量在尽可能少的因子上有比较高的负载。大 

多数因子都和很多变量相关，很难对因子进 

行解释 对因子进行正交最大化旋转，重新 

分配各个因子所揭示的方差比例，从而使因 

子结构简单，更易于解释。 

运用SPsSl1．5统计分析软件的主轴因 

子分析法对 19个连续变量进行分析的结果 

见表5。当主因子取9个时，( ～，9)载荷信 

息量之和占总体信息量的88．66％，这足以 

满足分析的要求。因此，可以将评分变量分 

组为资金设备支持力、市场能力、公司综合 

实力、项目经理、人员积极性、技术支持力、 

竞争对手、信息交流以及盈亏平衡点9项， 

对项目进行评分考核。 

3 结论 

(1)经过对分类因素的 检验和评分因 

素的T一检验及因子分析，得出 14项 R&D项 

目的关键影响因素(指标)。汇总于表6。 

表中指标列为R&D项目评价指标集， 

而分枝因素列为相关因素组，在作失败项目 

表5 旋转后的因子载荷矩阵 

Factor 

l 2 3 4 5 

与用户需求倾向的一致度 0．848 

市场占有率 0．746 

市场竞争能力 0．825 

生产技术能力支持力 

销售能力支持度 

盈亏平衡点 0．478 

资金的到位率 0．897 

项目组人员积极性 

项目的技术储备力 

技术路线可靠度 

阶段性成果完成率 0．468 

技术开发设备支持能力 0．698 

公司领导支持度 0．729 0．421 

项目经理的科研能力 0．675 

项目经理的信息获得能力 0．807 

项目经理的权利 0．631 

竞争对手信息的把握能力 

组内信息流畅度 0．513 

项目经费 

0．572 

0．822 

— 0 634 

0．883 

0．449 0．558 

0．930 

0．533 

0．63l 

0．400 0．642 

0．546 

Extraction Method：Principal Axis Factoring．Rotation Method：Varimax with Kaiser Normalization 

a．Suppress absolute values less than：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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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 R&D项目的影响因素表 

指 标 分枝因素 

项 目类型 

项目的全新度 

项目的组织管理 

关键技术专家的存在 

产品技术的生命周期 

资金的到位率 

资金设备能力 曩 凳襞 
公司领导支持度 

项 目经理 

市场能力 

公司综合能力 

人员积极性 

技术能力 

组内信息流畅度 

盈亏平衡点 

项目经理科研能力 

项目经理信息获得能力 

项目经理的权利 

与用户需求倾向的一致度 

市场占有率 

市场竞争能力 

生产技术能力支持度 

销售能力支持度 

项目经费 

项 目组人员积极性 

阶段性成果完成率 

项目的技术储备力 

技术路线可靠度 

竞争对手信息的掌握能力 

的原因分析时，可对指标进行细分以提高管 

理的针对性及有效性。 

(2)上述分析得出的 14项关键 因素与 

实际调研中因资金设备的不到位、技术专家 

的缺位、市场及竞争对手信息的把握不够等 

原因而失败的项目比例分别为20％、20％、 

15％、15％的实际情况相符。将此 14项指标 

作为R&D项目中止评价的指标体系建立的 

评价模型，大大提高了评价模型的科学性、 

有效性，为R&D项目的管理及分析提供更 

加有效的侧重方向。 

(3)影响 R&D项 目的因素是多种多样 

的，来自企业内外的方方面面，同时有国家、 

地 区、行业以及企业性质等特点 ，因此应根 

据项目的具体情况对影响因素进行筛选优 

化。本文建立了一个研究 R&D项 目影响因 

素的筛选及优化的方法，即在影响因素集的 

基础上建立有针对性的指标集，然后经统计 

检验对显著性因素进行筛选。不同的企业或 

行业可建立自己的R&D项目数据库，根据 

自身R&D项目的特点有针对性地进行指标 

集的确定，可更好地为 R&D项目的管理实 

践提供侧重方向，提高项目管理效率，使 

R&D项 目更好地为企业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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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lection and Optimization of Factors in R&D Projects 

Abstract：There are lots of factors leading to Success of fail in R&D projects．This study，based upon extensive 

investigation，produced an initiative aggregation of factors． —test，T—test，Factor Analysis were used to search 

for the critical factors that influence project Success according the type of them．On these factors，Evaluating 

and accurately monitoring R&D projects across their life cycle is more effective． 

Key words：R&D project；factors； 一test；T—test；factor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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