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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系统评估、预测、决策与优化研究论丛：群决策信息分析及集结模型研究》研究群体决策中多
类型偏好信息的一致性分析及集结决策模型，主要包括基于互反判断矩阵和互补判断矩阵的一致性检
验、改进及权重排序方法，互反判断矩阵和互补判断矩阵的集结模型，基于信息联动角度的判断矩阵
和决策矩阵的集结模型，二维混合决策矩阵及其信息集结模型，基于证据推理的不完全决策矩阵的信
息集结模型。
　　《系统评估、预测、决策与优化研究论丛：群决策信息分析及集结模型研究》可作为决策管理人
员的工具书，以及管理科学、系统工程、运筹学、信息科学等专业领域高年级本科生、研究生、教师
、研究人员和工程技术人员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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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章绪论　　1.1背景和研究目的　　决策是人们对事物的评价与选择，其相关理论方法建立在
人类认识活动的基础之上，反映了人们分析和处理事物的思辨过程。
因此，决策常常依赖于决策者的判断信息，常见的形式有判断矩阵和决策矩阵。
由于决策环境的不确定性，决策者往往采用区间数、模糊数和语言变量等不确定性形式来表达判断和
决策信息。
　　科学管理的创始人之一、著名经济学家H.A.Simon提出“管理就是决策”，决策是人们为了达到
某种目的或完成某种任务而进行的有意识、有选择的行动过程。
随着社会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知识和信息量大大增加，多个决策者参与的群决策情况越来越多
。
近年来，决策呈现如下三个方面复杂性特点：　　（1）决策信息的不确定性。
辩证地讲，不确定性是绝对的，确定性是相对的。
决策群体总是在复杂的、动态的决策空间对事物进行认知、预测和判断，即使是确定性的决策信息，
也不可避免地含有某种不确定性的特点。
在很多情况下，用不确定形式来表达的决策信息更贴切、操作性更强，更易得到决策者的认可和使用
。
　　（2）决策信息的异构性。
Internet技术的广泛应用使众多决策者参与复杂问题的决策成为可能，由于各决策者在社会文化背景、
生活阅历、工作经验、心理素质、判断水平、外部环境和个人偏好等方面的差异，不同决策者对同一
决策问题，即使在同一时空也可能给出不同形式的决策信息。
同时，由于决策信息的不完全性和不对称性、决策对象结构的复杂性等特点，决策者往往给出多种结
构形式的不确定性偏好。
　　（3）决策过程的动态特性。
决策者对客观事物的认识遵循由浅入深的规律，而事物也处于不断发展变化之中，决策过程中应采用
全面、联系、运动的观点看问题。
此外，决策者往往需要研究决策问题的多个阶段特点以进行综合评估，例如，项目后评价中需要结合
项目的预可行性研究、可行性研究、方案设计、工程研制等多个阶段的信息。
　　由于复杂决策问题涉及众多评估因素、决策者对事物的认识不尽相同、决策者通过多元的渠道获
得各种差异信息等，导致群决策过程中往往难以有效集结群体的决策信息。
因此，如何科学有效地集结决策群体的多种异构决策信息，成为亟须解决的问题。
在现有研究基础上，本书主要研究基于判断矩阵和决策矩阵的决策方法及群体信息的集结问题。
　　1.2国内外研究现状概述　　1.2.1多属性决策方法研究概述　　多属性决策作为决策分析问题中的
重要组成部分，在实际生活中广泛存在。
　　例如，购买房子需要综合考虑房子的价格、面积、层位、位置和周边环境等多种因素；在虚拟企
业的组织过程中，盟主必须在综合考虑核心装备、产品报价、生产能力、管理水平、商务信誉、财务
信誉、企业文化等指标的基础上从备选企业中选择最佳的合作伙伴［1-4］。
　　根据决策者提供信息的环节和充分程度不同，常将多属性决策分成三类［5］，即无偏好信息决
策、有属性偏好信息决策和给定方案之间偏好信息决策。
在有属性偏好信息决策中，已知属性权重基数信息的决策应用最为广泛，形成了线性分配法、简单加
权法、层次分析法、TOPSIS法、ELECTRE法、PROMETHEE法等经典决策方法。
线性分配法要求的基本信息是属性的权重和每个属性下方案的优先次序，其基本思想是：若某方案在
较多的属性方面排在前面，那么总体上排在前面的可能性就大。
简单加权法建立在多属性效用理论基础上，以属性值的加权和为选择依据。
AHP［6-7］把复杂问题分解为各个组成因素，并将这些因素按支配关系构成递阶层次结构，通过成对
比较方式确定同一层次中各因素的重要性（形成判断矩阵），然后综合决策者的判断，确定备选方案
的相对重要性总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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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PSIS法［8］首先规范多属性决策问题的决策矩阵，然后计算每一个方案与正理想点、负理想点之
间的加权距离，以最接近正理想点，同时又远离负理想点的方案作为最优方案。
ELECTRE法［9］根据某种指标构造各方案之间的“级别高于”关系，淘汰部分级别较低的方案，决
策者愿意承担某种风险的态度决定着方案的淘汰和选择。
PROMETHEE法［10］是另一种“级别高于”方法，与ELECTRE方法相似，通过扩展属性的思想来构
造“级别高于”关系，能比较方便地确定方案集上的偏序和全序关系。
此后，研究人员又提出了基于人工智能技术、神经网络、遗传算法和粗糙集理论的多属性决策方法，
如文献［11］提出了基于规则的分类模型；文献［12］提出了基于粗糙集理论的多属性分类方法；文
献［13］提出了用证据推理理论来处理不确定性混合多属性决策问题的方法；文献［14］将决策者的
偏好信息用知识表示出来，并结合相应的规则知识，自动确定方案之间的优劣关系；文献［15］提出
了基于黑板模型的多属性决策模式；文献［16-18］分别提出了基于小波神经网络、遗传神经网络的多
属性决策方法；文献［19］与文献［20］等提出了灰靶决策方法，在石油开发、军事决策、装备状态
监测与磨损模式识别等领域得到广泛应用。
虽然多属性决策方法得到了快速发展，但是关于各种决策方法优劣的评价研究较少。
文献［21-23］基于单个评价准则设计实验比较各种方法的优劣，但多属性决策方法的优劣评价需要同
时考虑多个准则，如文献［24］提出了“精确性、公正性、可靠性、效用性、俭省性、实用性”等准
则。
若单从某一个准则出发进行比较，则无法体现决策方法的综合效能和优劣。
从多属性决策研究来看，有三个问题值得关注：第一，不确定环境下的决策分析方法；第二，决策方
法的适用性分析、方法的比较及适用情景需要进一步明确；第三，决策结果的确信度分析，尽管可以
通过多种分析方法得到决策建议结果，但是决策的风险依然存在，这是决策分析不可回避的问题。
　　1.2.2判断矩阵的一致性及灵敏度分析　　判断矩阵的概念及完整的数学处理来源于层次分析法。
从目前来看，这种判断矩阵形式不单限于AHP的方法框架，已经成为决策者表达偏好意见的重要形式
。
一致性是判断矩阵的核心问题，若判断矩阵不具有一致性，则将判断矩阵导出权重作为决策依据的可
靠性得不到保证。
文献［25］、文献［26］等提出用一致性比例CR来检验判断矩阵是否具有一致性，若CR≤0.1，则判
断矩阵具有满意一致性；否则，该判断矩阵不具有满意一致性。
到目前为止，用CR来检验判断矩阵的一致性应用最为广泛，但也有学者认为用0.1作为临界值缺乏理
论依据。
文献［27］、文献［28］等提出一种新的一致性检验方法，但均没有给出相应的临界值。
文献［29-31］提出检验判断矩阵一致性的统计检验方法，其关键在于设计“统计量”，并对“统计量
”的分布作出假设。
统计检验方法的优点在于临界值的确定有一个客观标准，缺点是需对“统计量”的分布有较强的假设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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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群决策信息分析及集结模型研究》聚焦于群体决策过程的信息集结研究，针对常用的判断矩阵
和决策矩阵等决策信息，在决策信息一致性分析、群体信息质量分析等基础上，研究信息的集结决策
模型。
本书第1章回顾相关领域的研究进展，第2章和第3章分别研究互反判断矩阵和互补判断矩阵的一致性及
决策方法；第4章研究互反判断矩阵和互补判断矩阵的集结模型；第5章研究判断矩阵和决策矩阵的集
结模型；第6章提出一类混合决策矩阵的决策模型；第7章研究基于不完全决策矩阵的证据推理与决策
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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