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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证据理论的战时军械维修器材供应链性能评价


左振宇，江红莉，叶春华
（东南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江苏 南京　２１１１８９）

摘　要：在一般供应链性能评价指标体系的基础上，结合现代战争中军械维修器材供应链的特点，从资
源、输出和柔性三个角度构建了战时军械维修器材供应链性能评价的指标体系。考虑到战争环境下信息的

模糊性和不确定性，建立了战时军械维修器材供应链性能评价的证据理论模型。以某战时军械维修器材供

应链为例，基于构建的战时军械维修器材供应链性能评价指标体系和模型进行案例研究。结果表明，基于证

据理论构建的战时军械维修器材供应链性能评价模型是可行的，有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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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军械维修器材供应链，是指以军械维修器材
保障系统为核心节点，依托连接一体的信息系统，

将军械维修器材各级供应商与各级部队（最终用

户）连成一个整体的功能网链结构。它不仅是一

条连接供应商到用户的物流链、信息链和资金链，

而且也是一条增值链，在获取经济效益同时，追求

军事效益的最大化［１］。战时军械维修器材供应

链是战争状态下的军械维修器材供应链，具有特

殊的军事目标和功能，比平时（非战时）军械维修

器材供应链更为复杂，其性能直接影响作战的绩

效。提出科学合理的评价指标，采用可操作的评

价方法对战时军械维修器材供应链的性能进行评

价，不仅对战时军械维修器材供应链的管理具有

重要的意义，对平时军械维修器材供应链的管理

也具有重要的借鉴作用。

１　供应链性能评价研究现状

供应链的性能管理是指根据供应链管理的目

标，确定相应的性能指标，在一定管理方法的指导

下，通过对性能指标进行定量和定性分析，对供应

链在一定时间段内的运行状况进行有效监控，使

供应链业务运作过程中的潜在问题得以及早发

现、确定并快速解决。供应链性能管理是供应链

的重要部分，直接影响到供应链的应用。设计一

套评价供应链性能评价的指标体系和方法，对提

高供应链的运作效率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早期

关于供应链性能的评价，主要是采用单一指标法，

如费用、客户反映指标等，其优点是简单、易操作，

缺点是缺乏包容性。鉴于此，许多学者从多方面、

多角度解析供应链性能，构建供应链性能评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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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指标综合评价体系，如表１所示。
表１　供应链性能评价指标体系综述
Ｔａｂ．１　Ｒｅｖｉｅｗｏｆｉｎｄｅｘｓｙｓｔｅｍｏｆｓｕｐｐｌｙ

ｃｈａｉｎｓ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文献 供应链性能

Ｎｅｅｌｙ，等
（１９９５）［２］

质量、时间、柔性、费用

Ｃｏｈｅｎ和Ｌｅｅ
（１９９８）［３］

原材料库存、在制品库存、成品库存、

缺货频率、提前期

Ｂｅａｍｏｎ
（１９９９）［４］

费用、输出、柔性

Ｃｈｒｉｓｔｏｎｐｈｅｒ
（２０００）［５］

订货周期，订单完成率，配送可靠性

Ｇｕｎａｓｅｋａｒａｎａ，
等（２００１）［６］

计划订单规程，供应链合作者及相关

流程，客户服务满意度，生产水平

Ｇｕｎａｓｅｋａｒａｎａ，
等（２００４）［７］

配送，供应链金融及物流成本

Ｂｈａｇｗａｔ和Ｓｈａｒｍａ
（２００７）［８］

金融，客户，内部业务，创新和学习

李群明，等

（２００３）［９］

输入类（总投资、制造成本，等）；输出

类（产量、销售额，等）；资源类（设备

利用率、能源消耗量，等）；柔性类（销

售柔性、付货柔性，等）

张长根，仲伟俊

（２００３）［１０］

资源（分销费用、制造费用、库存费用

等）；产出（利润、及时供货、客户反应

时间，等）；柔性（供货量的柔性、供货

方式柔性等）

尽管过去的数十年，供应链管理理论和实践

取得了快速发展，但是供应链性能评价方法发展

却相对缓慢。如Ｓｒｉｎｉｖａｓａｎ等［１１］提出了用一种复

杂聚类算法把供应链中相同属性单元聚类以简化

供应链性能评价的复杂度，不过只考虑了成本性

能评价的聚类分析。Ｒｅｕｔｔｅｒｅｒ等［１２］应用相关分

析评价不同模式供应链的性能，其缺点是：假定各

评价指标独立；当评价指标增多，其组合数将限制

其应用。Ｂｒｅｗｅｒ和 Ｓｐｅｈ［１３］、Ｂｈａｇｗａｔ和 Ｓｈａｒｍａ［８］

采用平衡得分法研究了供应链性能评价问题。考

虑到现实问题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Ｃｈａｎ和
Ｑｉ［１４］提出了基于过程的系统评价方法，并将模糊
集理论引入过程评价中。军械维修器材供应链是

一种特殊的供应链，具备一般供应链的基本要素

和特征，但也有其特殊的目标和功能。由于战时

环境更为复杂性，不确定性因素更多，不少资料蕴

藏的信息呈现模糊性，使得战时军械维修器材供

应链性能评价具有不确定性，传统的一些方法可

能不再适用。

证据理论是由 Ｄｅｍｐｓｔｅｒ于１９６７年首先提出
的，后来由他的学生Ｓｈａｆｅｒ在１９７６年出版的专著
《证据的数学理论》中正式建立，因此也称作 ＤＳ
证据理论。ＤＳ证据理论是解决不确定性问题较
为有效的方法，具有以下优点：（１）证据理论对不
确定性问题的处理过程更加符合人们的思维方

式，可以很好地描述决策问题中的不确定性；（２）
证据理论提出比概率要求更低的不确定性度量的

信度概念，信度是在客观证据基础上构造出人们

对某一命题为真的信任程度；（３）证据理论对“不
知性”的表示更为合理，能够对“信息的不完全”、

“信息的不精确”和“信息的不肯定”进行合理描

述，同时具有综合不同信度函数的 ＤＳ合成公式，
可以对决策者的意见进行有效融合［１５］。证据理

论在多准则决策［１６－１７］等方面得到了很好的应用。

目前，尚未见将证据理论引入军械维修器材供应

链性能评价研究的文献。本文将针对战时军械维

修器材供应链性能评价这一问题，在已有供应链

性能评价指标体系基础上，结合现代战争特征，构

建军械维修器材供应链性能评价指标，同时针对

军械维修器材供应链的性能有不少资料蕴藏的信

息呈现模糊性，构建基于证据理论的军械维修器

材供应链性能评价方法，并进行实例分析。

２　战时军械维修器材供应链性能评价
指标体系的构建

　　战时军械维修器材供应链管理，就是对军械
维修器材从流程上实施供应链管理，其最根本目

的就是提高军械维修器材的供应保障能力，目标

是圆满完成部队作战任务，即做到将正确的军械

维修器材，按照合适的状态与包装，以准确的数量

和合理的成本费用，在恰当的时间送到在指定地

方确定的作战部队。战时军械维修器材供应链性

能关系到供应链管理目标、军事战争目标能否实

现。现代战争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

具有突发性强、目的明确、高强度和作战样式多样

性的特点，对装备器材应急保障提出了许多新要

求。军械维修器材是装备器材的一种，与非战时

供应链（物流）相比，战时军械维修器材供应链

（物流）具有以下特征：一是由于战争是军事行

动，随着军事行动的开展，作战态势变化对军械维

修器材物流的要求提出更高的要求，迫使军械维

修器材物流不断进行调整以与之相适应，这就意

味着战时军械维修器材供应链必须具有良好的柔

性；二是现代战争的时效性，决定了军械维修器材

应急保障必须具有很高的快速反应能力，同时，现

·５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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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战争的破坏性大、毁灭性强，要求装备器材应急

保障必须快速高效［１８］，这就意味着战时军械维修

器材的输出必须快速、充足；三是战时军械维修器

材物流追求的目标是军事效益的最大化，在此基

础上再兼顾经济效益。

文献［４］从资源（Ｒ）（一般是指费用）、输出
（Ｏ）（主要是指客户反应）和柔性（Ｆ）（供应链对
不确定性的反应能力）三个方面构建了一般供应

链性能评价的指标体系（ＲＯＦ），并且这三个方面
相互影响。资源指标分为费用和投资回报两类，

其中费用指标又分为总费用、分销费用、制造费用

和库存。输出指标包括：销售收入、利润、供货率、

准时交付（包括：订货产品延迟，订货平均延迟，

订货平均提前，准时交付的百分比）、缺货／延期
交货（包括：缺货概率，延期交货数，缺货数，平均

延期交货水平）、时间（包括：制造时间，客户响应

时间）、投诉（包括：客户投诉率，发货错误数）。

柔性指标包括销售柔性、交付柔性、生产柔性和设

计柔性等。根据建立供应链性能评价指标体系应

满足“广泛性、普遍性、可度量性和一致性”４个基
本要求［９］的原则，借鉴文献［４］的供应链性能评
价指标体系，结合战时军械维修器材供应链的特

征，从资源、输出和柔性三个方面分别构建战时军

械维修器材供应链性能评价的指标体系，如表２
所示。

表２　战时军械维修器材供应链性能评价指标体系
Ｔａｂ．２　Ｔｈｅｉｎｄｅｘｓｙｓｔｅｍｏｆ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ｏｆｏｒｄｎａｎｃｅｍａｉｎｔｅｎａｎｃｅｅｑｕｉｐｍｅｎｔｓｕｐｐｌｙｃｈａｉｎｄｕｒｉｎｇｗａｒｔｉｍｅ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说明

资源Ｐ１
（０１８２）

制造费用（０４７３）ｐ１１
用于军械维修器材制造的费用，包括人力成本、设备成

本等与生产制造相关的各种费用

库存（０２３６）ｐ１２ 军械维修器材库存量

运输费用（０１８７）ｐ１３ 用于军械维修器材运输的费用

供应链维持费用（０１０４）ｐ１４
用于维持一个完整的军械维修器材供应链，用于信息沟

通等方面的不属于某个具体生产组织的费用

输出Ｐ２
（０４６７）

器材的立即供给率（０１７８）ｐ２１ 订货被立即交付的比率（反映了库存的多少）

器材的质量（０１４８）ｐ２２ 作战使用期内的完好率

客户响应时间（０２５１）ｐ２３ 从接到订单到相应交货的时间

准时交付的百分比（０２３１）ｐ２４ 订单准时交付或提前交付的百分比

供货满足率（０１９３）ｐ２５ 一定时间内，供货数量与订单要求的数量之比

柔性Ｐ３
（０３５１）

满足消耗柔性（０１２８）ｐ３１ 对消耗变化时的反应和调整能力

交付柔性（０３０２）ｐ３２ 对需求变化时产品交付时的反应和调整能力

协调柔性（０２１１）ｐ３３ 各级供应商之间的协作能力

制造柔性（０３５９）ｐ３４ 对制造能力变化时的反应和调整能力

　　注：括号里的数据代表指标的权重。

　　战时军事效益比经济效益更重要，因此，本文
的“资源”子指标，去掉了文献［４］中的“投资回
报”，并对文献［４］“费用”的其他子指标也进行了
调整。时效性是战时军械维修器材物流的首要要

求，因此在文献［４］的“输出”指标中，删去了与经
济效益相关的指标，重点保留了与质量、时间和数

量相关的指标。由于军械维修器材一般是特定特

供产品，因此不存在销售柔性和设计柔性的问题，

取而代之的是满足消耗柔性和协调柔性，消耗柔

性强调的是对消耗变化时的反应和调整能力，协

调柔性反映的是各级供应商之间的协作能力。

３　战时军械维修器材供应链性能评价
模型的构建

　　证据理论的基本思想为：对一个判决问题，所
能认识到的可能结果用集合 Ｈ表示，Ｈ称为识别
框架。如果有一批针对该框架的证据，就可以在

框架Ｈ上产生一个信度函数。信度函数是该批
证据作用的结果，它反映了根据该批证据对框架

Ｈ可识别的各个命题所赋予的真值。如果有多批
证据同时作用于框架 Ｈ，可以用 Ｄｅｍｐｓｔｅｒ合成
法，则合成依据每批证据所得到的信度函数，该信

度函数可以表示以上各批证据的联合作用，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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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值在某集合中的可能性大小。

基于证据理论的战时军械维修器材供应链性

能评价的步骤如下。

步骤１　评语集和初始信任度
对于战时军械维修器材供应链的性能，假设

其评价等级为Ｈｑ（ｑ＝１，２，…，ｚ）。从实际工作出
发，对供应链管理学者和军事专家进行问卷调查，

得到战时军械维修器材供应链性能判断的初始信

任度Ｍｉ（Ａｉ）。
步骤２　评价指标权重及基本信任度分配
根据前文构建的战时军械维修器材供应链性

能评价指标体系可知，供应链性能评价指标体系

含有一级指标和二级指标两个层次。由于各个指

标对供应链性能所起作用不同，应该首先确定每

个指标的权重，本节采用ＡＨＰ确定评价指标的权
重，并用λｉ表示一级指标Ｐｉ的权重，λｉｊ表示二级
指标ｐｉｊ的权重。

通过对各层权重值进行归一化运算，并根据

专家对关键指标（称指标中权重最大的指标为关

键指标，其他的为非关键指标）的偏好系数 α（一
般而言，０９≤α≤１，反映了关键指标的重要程
度，α越大，关键指标越重要），则调整后的基本信
任度分配函数为

Ｍ′ｉ（Ａｉ）＝
λｉ

ｍａｘ（λｉ）
·α·Ｍ″ｉ（Ａｉ）

或 Ｍ′ｉ（Ａｉ）＝
λｉｊ

ｍａｘ
ｉ
（λｉｊ）

·α·Ｍ″ｉ（Ａｉ） （１）

步骤３　子系统因素ＤＳ合成
假设子系统因素（一级指标）Ｐｉ（ｉ＝１，２，…

，ｒ）中包含有因素集 Ｉ（ｎ）＝｛ｐｉ１，ｐｉ２，… ，ｐｉｎ｝，
则用证据理论的结合准则产生综合的集函数，记

为ＭｑＩ（ｎ）＝Ｍ（ＨＩ（ｎ））和ＭθＩ（ｎ）＝Ｍ（ＨＩ（ｎ））。其
中，ＭｑＩ（ｎ）表示因素集 Ｉ（ｎ）中所有关于 Ｈｑ的基本
概率值，ＭθＩ（ｎ）表示因素集Ｉ（ｎ）中所有因素完全不
确知的基本概率赋值。当 ｎ＝２时，Ｉ（２）＝｛ｐｉ１，
ｐｉ２｝的综合，由证据理论的结合准则可以得到以
下公式：

ＭｑＩ（２）＝ＫＩ（２）（Ｍ
ｑ
１Ｍ

ｑ
２＋Ｍ

ｑ
１Ｍθ２＋Ｍθ１Ｍ

ｑ
２），

（ｑ＝１，２，…，ｚ） （２）
ＭθＩ（２）＝ＫＩ（２）Ｍθ１Ｍθ２ （３）

ＫＩ（２） ＝（１－∑
ｚ

ｔ＝１
∑
ｑ≠ｔ
Ｍｔ１Ｍ

ｑ
２）
－１ （４）

由于ＭｑＩ（１）＝Ｍ
ｑ
１（ｑ＝１，２，…，ｚ），ＭθＩ（１）＝Ｍθ１，

因此，利用与式（２）～（４）类似的方法综合可得
Ｉ（ｍ＋１）＝｛ｐｉ１，ｐｉ２，…，ｐｉｍ，ｐｉ（ｍ＋１）｝（ｍ＝１，２，…，
ｚ）的递归公式：

ＭｑＩ（ｍ＋１） ＝ＫＩ（ｍ＋１）（Ｍ
ｑ
Ｉ（ｍ）Ｍ

ｑ
ｍ＋１＋Ｍ

ｑ
Ｉ（ｍ）Ｍθｍ＋１

　　 ＋ＭθＩ（ｍ）Ｍ
ｑ
ｍ＋１），（ｑ＝１，２，…，ｚ） （５）

ＭθＩ（ｍ＋１） ＝ＫＩ（ｍ＋１）ＭθＩ（ｍ）Ｍθｍ＋１ （６）

ＫＩ（ｍ＋１） ＝（１－∑
ｚ

ｔ＝１
∑
ｑ≠ｔ
ＭｔＩ（ｍ）Ｍ

ｑ
ｍ＋１）

－１ （７）

在式（７）中当ｍ＝ｎ－１时就得到子系统因
素Ｐｉ（ｉ＝１，２，…，ｒ）中所有底层因素集函数的综
合集函数，记此集函数为Ｍ，则有

Ｍ（｛Ｈｑ｝）＝Ｍ
ｑ
Ｉ（ｎ），（ｑ＝１，２，…，ｚ） （８）

Ｍ（Ｈ）＝ＭθＩ（ｎ） （９）
且Ｍ（Ａ）＝０，Ａ≠｛Ｈｑ｝，ｑ＝１，２，…，ｚ，Ａ≠Ｈ

步骤４　整个系统ＤＳ合成
由步骤３的公式综合子系统因素Ｐｉ（ｉ＝１，２，

…，ｒ）的集函数，得到整个系统的集函数，即整个
系统在评价集Ｈ＝｛Ｈ１，Ｈ２，…，Ｈｚ｝（ｑ＝１，２，…，
ｚ）上的可信度分配为Ｍｑ（ｑ＝１，２，…，ｚ）。

步骤５　综合评价结果

由公式Ｓ＝∑
ｚ

ｑ＝１
Ｍｑｐ（Ｈｑ）得出综合可信度（评

价值），这个值即为证据推理模型的输出。

４　实例分析

根据ＡＨＰ方法，可得各指标的权重，如表２所
示。

选取的模糊评语集为 Ｈ ＝｛优（Ｈ１）、良
（Ｈ２）、中（Ｈ３）、差（Ｈ４）｝，其模糊评价值为 ｐ（Ｈ）
＝｛ｐ（Ｈ１），ｐ（Ｈ２），ｐ（Ｈ３），ｐ（Ｈ４）｝＝｛１，０８，
０５，０２｝。

假设决策者的偏好系数α＝０９，对表中各层
指标进行归一化，计算结果为：

第一层指标权重规范化值为 λ＝｛０３５１，
０９，０６７６｝，第二层指标权重规范化值分别为 λ１
＝ ｛０９，０４４９，０３５６，０１９８｝，λ２ ＝ ｛０６３８，
０５３１，０９，０８２８，０６９２｝，λ３ ＝ ｛０３２１，０７５７，
０５２９，０９｝。

以某军队军械维修器材供应链为例，经过专

家讨论后，给出了反映战时军械维修器材供应链

性能的二级指标的初始证据可信度，表３为二级
指标初始证据可信度分配结果。

将表３中每行元素乘以每个二级指标所对应
的权重，即得基本可信度Ｍ″ｉ（Ａｉ）计算结果，如表
４所示。

依次对表 ４中第二层指标的基本可信度
Ｍ″ｉ（Ａｉ）进行数据合成，可得到第一层指标的可信
度Ｍ′ｉ

（Ａｉ），结果见表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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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初始证据可信度Ｍｉ（Ａｉ）
Ｔａｂ．３　Ｏｒｉｇｉｎａｌ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ｂｅｌｉｅｆｄｅｇｒｅｅＭｉ（Ａｉ）

一级指标 Ｐ１ Ｐ２ Ｐ３

二级指标 ｐ１１ ｐ１２ ｐ１３ ｐ１４ ｐ２１ ｐ２２ ｐ２３ ｐ２４ ｐ２５ ｐ３１ ｐ３２ ｐ３３ ｐ３４

初始证据

可信度

Ｍｉ（Ａｉ）

Ｈ１ ０１００ ０２５０ ０２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１００ ０２００ ０１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１００ ０１５０ ０３００ ０２００

Ｈ２ ０４５０ ０５００ ０４００ ０６５０ ０６００ ０７００ ０７００ ０５００ ０５５０ ０８００ ０６５０ ０４００ ０５００

Ｈ３ ０３５０ ０２５０ ０４００ ０３００ ０３００ ０１００ ０１００ ０４００ ０４５０ ０１００ ０２００ ０２５０ ０３００

Ｈ４ ０１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５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１００ ０１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５０ ００００

表４　基本可信度Ｍ″ｉ（Ａｉ）的计算结果
Ｔａｂ．４　Ｔｈｅ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ｂａｓｉｃ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ｂｅｌｉｅｆｄｅｇｒｅｅＭ″ｉ（Ａｉ）

一级指标 Ｐ１ Ｐ２ Ｐ３

二级指标 ｐ１１ ｐ１２ ｐ１３ ｐ１４ ｐ２１ ｐ２２ ｐ２３ ｐ２４ ｐ２５ ｐ３１ ｐ３２ ｐ３３ ｐ３４

基本

可信度

Ｍ″ｉ（Ａｉ）

Ｈ１ ００９０ ０１１２ ００７１ ００００ ００６４ ０１０６ ００９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３２ ０１１４ ０１５９ ０１８０

Ｈ２ ０４０５ ０２２５ ０１４２ ０１２９ ０３８３ ０３７２ ０６３０ ０４１４ ０３８１ ０２５７ ０４９２ ０２１２ ０４５０

Ｈ３ ０３１５ ０１１２ ０１４２ ００５９ ０１９１ ００５３ ００９０ ０３３１ ０３１１ ００３２ ０１５１ ０１３２ ０２７０

Ｈ４ ００９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１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９０ ００８３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２６ ００００

表５第一层指标的可信度Ｍ′ｉ（Ａｉ）
Ｔａｂ．５　ＴｈｅｆｉｒｓｔｌａｙｅｒｉｎｄｅｘｓｂｅｌｉｅｆｄｅｇｒｅｅＭ′ｉ（Ａｉ）

　
一级指标

基本可信度Ｍ′ｉ（Ａｉ）

Ｈ１ Ｈ２ Ｈ３ Ｈ４

Ｐ１ ００８５ ０５０２ ０３０７ ００５１

Ｐ２ ０００８ ０９０１ ００７９ ０００８

Ｐ３ ０１０６ ０７１５ ０１５６ ０００１

　　将表５中每行元素乘以每个一级指标所对应
的归一化权重，即得基本可信度 Ｍｉ（Ａｉ）计算结
果，如表６所示。

表６　第一层指标的基本可信度Ｍｉ（Ａｉ）
Ｔａｂ．６　ＴｈｅｆｉｒｓｔｌａｙｅｒｉｎｄｅｘｓｂａｓｉｃｂｅｌｉｅｆｄｅｇｒｅｅＭｉ（Ａｉ）

　
一级指标

基本可信度Ｍｉ（Ａｉ）

Ｈ１ Ｈ２ Ｈ３ Ｈ４

Ｐ１ ００３０ ０１７６ ０１０８ ００１８

Ｐ２ ０００７ ０８１１ ００７１ ０００７

Ｐ３ ００７２ ０４８３ ０１０５ ０００１

　　 将第一层指标基本可信度的结果进行合成
运算，可得到军械维修器材供应链性能等级的可

信度，如表７所示。
表７　各等级的可信度Ｍ（Ａ）

Ｔａｂ．７　ＴｈｅｂｅｌｉｅｆｄｅｇｒｅｅＭ（Ａ）ｆｏｒｅｖｅｒｙｇｒａｄｅ

Ｈ１ Ｈ２ Ｈ３ Ｈ４

Ｍ（Ａ） ００１２ ０８９６ ００５４ ０００３

　　综合评价结果为
Ｓ＝００１２×１＋０８９６×０８＋００５４
　×０５＋０００３×０２＝０７５６

因为０５＜０７５６＜０８，所以，该军械维修器
材供应链在战时的性能等级介于“中”和“良”之

间，偏向于“良”。

５　结　论

现代战争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

具有突发性强、目的明确、高强度和作战样式多样

性的特点，对装备器材应急保障提出了许多新要

求，尤其是对军械维修器材供应链的性能提出了

更高的要求。本文结合现代战争中军械维修器材

供应链的特点，借鉴文献［４］的供应链性能评价
指标体系，从资源、输出和柔性三个方面构建了战

时军械维修器材供应链性能评价的指标体系。以

某战时军械维修器材供应链为例，利用证据理论

方法进行了评价，评价结果显示该战时军械维修

器材供应链的性能等级介于“中”和“良”之间，偏

向于“良”。通过该案例研究说明，将证据理论方

法应用到战时军械维修器材供应链性能评价中是

可行的、有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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