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HP在企业管理干部素质测评中的应用 

文/王化中 强凤娇 

 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企业竞争日益加剧，管理干部素质的优劣对企业兴衰成败具有决
定影响。然而，由于管理干部素质具有的内在性、综合性、多样性等特点使对其的测评具有一定难
度。为了使优秀企业管理干部能够脱颖而出，建立一套针对于企业管理干部科学合理的测评体系就
十分重要。本文旨在应用层次分析法建立一套企业管理干部素质测评体系, 从而把定性的测评问题
定量化，为企业管理干部的调整、奖惩和晋升提供客观可靠的依据。 

 1、层次分析法原理简介 
 层次分析法（Analytical Hierarchy Process ，简称AHP 法）是20 世纪70 年代初由美国运

筹学家萨蒂(T.L.Saaty)提出的，是一种简明实用的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分析与决策方法。在国外
有着非常广泛的应用。其具体步骤有： 

 1.1递阶层次结构的建立 
 根据对问题的分析与了解，把复杂问题分解成各个组成因素，又将这些因素按支配关系分

组，形成由目标层、分目标层（以可以有多层）、准则层和方案（措施）层从高到低的多级递阶层
次结构，从而使问题条理化、层次化。 

 1.2建立两两比较的判断矩阵 
 判断矩阵表示对下一层的各要素关于上一层次中某一要素的重要性比较，是以上一层的某一

要素作为判断准则对下一层要素进行两两比较来确定矩阵的元素值。判断矩阵的构建常用1—9标度
方法 

 1.3层次单排序 
 层次单排序指由判断矩阵计算下一层所有要素对于上层某准则的相对重要度（权重）。常采

用求根法计算，其步骤是： 
 （1）将判断矩阵按行求N次几何方根 

 （2）对列向量Vi进行归一化处理 

 得所W=(w1，w2，…，wn)T即为判断矩阵的相对重要度（权重）。 
 （3）一致性（相容性）检验 
 1.4一致性（相容性）检验 
 在建立判断矩阵的过程中，由于评价者对评价对象情况了解不完整，或评价者自身水平的局

限等，可能会产生误差，因此有必要进行一致性检验。 
为了检验判断矩阵的一致性，需计算一致性判断指标CI 。显然CI值越大，表明判断矩阵偏离完全
一致性的程度越大。 
（公式3） 

 随着判断矩阵阶数n的增加，判断误差将会增加，故判断一致性时应考虑n的影响，引进平均
随机一致性指标RI，对于3—12阶判断矩阵的平均随机一致性指标RI的值如表2所示。 
表1 平均随机一致性指标 

 判断矩阵的一致性指标与同阶平均随机一致性指标之比称为随机一致性比值CR.，即 
（公式4）  

 当CR <0.1时，可以认为判断矩阵具有满意的一致性，否则需对判断矩阵的值进行调整，使其
达到满意的一致性。 

 1.5层次总排序 
 利用层次单排序的计算结果，进一步综合出对更上一层的相对重要度，直到最终计算出方案

层对于总目标层的相对重要度，这一过程是从最高层向最低层进行的。 
设上一层B层有K个要素B1，B2，…,Bi，…Bk，其层次总排序b1，b2，…,bi，…bk；下一层C中有P
个要素C1，C2，…,Cj，…，Cp，它们对于上一层Bi 要素层次单排序分别为ci1，ci2，…,cij，
…，cip （当Cj与Bi无关时，cij=0），则C层次的总排序为： 
（公式5） 



 

 2、企业管理干部素质测评的层次结构模型 
 企业管理干部素质测评是对管理干部的各方面素质进行分析与综合评价。为了准确、客观地

测评管理干部，根据对企业管理干部素质测评工作的实际调研与理论上的研究，把影响企业管理干
部素质测评的因素归纳为四个大的方面，每个方面又可进一步细分成多个二级因素，据此构造出企
业管理干部素质测评的层次结构模型图（如图1所示）。 

 2.1政治思想素质  
 企业管理干部必须讲政治，要严格执行党的路线、方针与政策，能遵纪守法，遵守职业规

范，具有很强的自我约束能力，清政廉洁，公道正派，作风民主，诚实守信。 
 2.2 知识素质 
 企业的管理干部要出色完成相应工作岗位的任务，必须具备一定的文化基础知识、业务知识

和科学管理知识。知识素质是衡量企业管理干部业务水平高低的重要尺度。  
 2.3能力素质 
 工作能力是指人们综合运用知识解决实际管理工作中遇到的各种问题的技能。作为一名企业

的管理干部，必须掌握并能灵活运用多种能力，主要应包括计划决策能力、人际协调能力、组织能
力、创新应变能力等。 

 2.4工作态度与业绩  
 一个人的工作态度对事业成就大小的影响非常大，一个优秀的企业管理干部必定具有强烈的

事业心和责任感，具有积极的工作态度。工作业绩是各级管理干部工作效果的综合体现，可以比较
客观准确地反映其实际工作能力与工作态度。 

 
 3、干部测评的应用层次分析法计算过程 

现假设某企业某一岗位有三位素质待测评的企业管理干部D1、D2、D3，测评委员会在充分收集了每
位干部各方面情况的基础上，应用层次分析法计算，主要过程如下： 

 3.1建立判断矩阵，并计算层次单排序 
测评委员会采用1—9标度方法，建立两两比较的判断矩阵，然后采用前述公式1─公式4，计算层次
单排序，并进行一致性检验，其结果见上表2—表6所示。 
表2 A要素下的判断矩阵与层次单排序 

 



 
 3.3计算综合评分 
 为使测评更加客观合理，将三位素质待测评的企业管理干部分项目得分与层次总排序（综合

权重）采用加权平均法计算综合评分。 
经计算得，企业管理干部D1、D2、D3综合评分分别为84.49、80.63和82.65。显然，企业管理干部
D1综合素质最优，D3次之，D2相比最劣。 

 结论 
 企业管理干部素质测评工作归根到底是为了提高企业的管理水平的。在测评中应用层次分析

法，对推动干部素质测评向定量化、规范化和科学化方向发展具有积极的作用。在实际应用中, 要
从具体的工作岗位出发，做好深入细致的职位分析，在职位分析的基础上，对本文建立的层次结构
模型，增加或减少相应的指标，同时岗位不同，对干部各方面素质的要求也不尽相同，应确定不同
的权重。 
（本文系陕西科技大学科研创新团队基金支持。作者单位：陕西科技大学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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