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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分析传统专家方法优缺点的基础上提出了信用风险度量的新专家方法。新方法运用聚类分析原理剔除

个别专家意见的干扰 , 使之符合多数原则 , 新专家方法使得各专家对借款人的信用得分值具有可加性和可比性 , 从而克

服了传统专家方法固有的主观随意性和不一致性等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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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用风险度量的新专家方法

1 新专家方法的工作步骤

新 专 家 方 法 首 先 通 过 专 家 调 查 获 得 影

响 还 款 情 况 的 因 素 , 并 适 时 进 行 调 整 ; 其 次

运 用 聚 类 分 析 原 理 剔 除 个 别 专 家 意 见 的 干

扰 , 使之符合多数原则 ; 再次 , 运用幂法计算

判断矩阵的最大特征根及相应的特征向量 ,

并检验判断矩阵是否满足相对一致性指标 ;

最后 , 运用相似系数加权的方法求出最终各

因素的权重 , 并以该权重作为第三层次目标

的权重。新专家方法使得各专家对影响还款

情 况 给 出 的 信 用 得 分 值 具 有 可 加 性 和 可 比

性 , 从而克服了传统专家方法固有的主观随

意性等缺陷。具体来说 , 新专家方法主要包

括以下几个主要工作步骤 :

第 一 步 : 确 定 影 响 企 业 还 款 的 共 同 因

素。

采用专家调查的方法 , 了解借款人的还

款 情 况 , 有 利 于 放 款 负 责 人 作 出 正 确 的 决

定 , 这也是度量信用风险的基础工作。

( 1) 制定调查报告。应尽量列出影响该

行业借款企业还款情况的各种因素 , 供各专

家选出其认为的主要因素。

( 2) 发出调查报告。可采用信函和直接

面对面调查两种方式。为了避免个别专家随

意给出主要因素或根本不填写调查报告 , 应

该对这些专家采取一些激励和约束机制。

( 3) 汇总调查报告。研究调查报告 , 找出

影响该行业还款的共同因素。

( 4) 调整共同因素。共同因素会随时变

化 , 应及时进行调整。

第二步 : 给出判断矩阵 A(k)=(a(k)
i,j )n×n, (k=1,

2, ⋯ , m)。

专 家 群 体 针 对 上 述 影 响 贷 款 人 信 用 的

共同因素给出各自的判断矩阵。设 c(k)
i 表示第

k 个专家确定第 i 因素在这 n 个因素中的重

要性 , 而 c(k)
i /c(k)

j 则表示第 i 因素相对于第 j 因

素的重要性 , 我们用 a(k)
ij 表示 , 则可得如下矩

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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矩阵中的元素 a(k)
ij 应尽量满足如 下 两 个

条件:

a(k)
ij =1/a(k)

ji ( 互反性)

a(k)
ij =a(k)

ik/a(k)
jk ( 一致性)

其中 , a(k)
ij 的大小按照 saaty 标度表给出。

第三步 : 计算专家意见的相似系数。

为了判断专家意见是否符合多数原则 ,

需要计算专家意见的相似系数。本文主要采

用聚类分析的方法[5]。

( 1) 将每一判断矩阵的各行分别首尾相

连 , 并按顺序排成一行 , 则 m 个专家的判断

矩 阵 可 以 得 到 一 个 m 行 n2 列 的 新 的 矩 阵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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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amax={a(1)
11, ⋯ , a(1)

1n , ⋯ , a(m)
n1 , ⋯ , a(m)

nn}

将矩阵 A 中的 每 一 个 元 素 除 以 该 矩 阵

的最大元素 , 则矩阵 A 转变为矩阵 B。

B=A/amax ( 2)

( 2) 计算专家意见的相似系数[6]。计算 B

矩阵中各行之间的相似系数 Rij, 并由此组成

相似系数矩阵 R。

Rij=1-
1

n2

n2

k=1
’ Bik- Bjk

2( ( 3)

将此矩阵的每行相加 , 则可得到一个新

的相似系数:

Pi=
m

j=1
’Rij, P=(P1, P2, ⋯ , Pm)T ( 4)

其中 , m 为专家人数。Pi 表示第 i 个专家

的 判 断 矩 阵 与 其 他 专 家 群 体 的 判 断 矩 阵 的

相似程度。

第四步 : 剔除偏离程度大的判断矩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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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果 少 数 专 家 的 判 断 矩 阵 与 其 他 专 家

群体的判断矩阵的相似程度 很 低 , 即 Pi 很

小 , 则应予以剔除 , 以使结果符合多数原则。

也就是说在下面的公式中 , 当 Di 大于某一阀

值时 , 这个意见应该被排除掉。公式如下 :

Di=(Pmax- Pi)/Pmax×100% ( 5)

其中 , Pmax 为相似系数的最大值。Di 为第

i 个专家的相似系数与最大相似系数的偏离

程度。当 Di 大于某个值时 , 该专家的权重意

见将被排除。这个值是在具体信贷风险评价

中总结出的经验值。

第五步 : 确定判断矩阵的特征向量。

运 用 幂 法 计 算 判 断 矩 阵 的 最 大 特 征 根

及其相应的特征向量 , 并检验判断矩阵是否

满足一致性指标。具体步骤如下 :

( 1) 计算最大特征根及其对应的特征向

量。对于最大特征根及其对应特征向量的计

算一般采用幂法[7], 该方法的步骤如下 :

①任取初始正向量 x(0)=(x(0)
1 , x(0)

2 , ⋯ , x(0)
n )T,

k=0, 计算 m0=‖x(0)‖∞=max{x(0)
i }, y(0)=x(0)/m0;

②迭代计算 x(k+1)=Ay(k), mk+1=‖x(k+1)‖∞, y(k+1)

=x(k+1)/mk+1;

③当 mk+1- mk <ε( ε表示任意给定的正

数 ) 或‖y(k+1)- y(k)‖2<ε时 转④ , 否 则 令 k=k+

1, 转②;

④将 y(k+1)归 一 化 , 即 V=y(k+1)/‖y(k+1)‖1,

‖y(k+1)‖1=∑y(k+1)
i , "max=mk+1。"max 和 V 即是所

求的特征根和相应的特征向量。

( 2) 进行一致性检验。为了检验判断矩

阵 的 一 致 性 , 需 计 算 它 的 一 致 性 指 标 CI=

("max- n)/(n- 1) 。当判断矩阵具有完全的一致

性时 , "max=n, CI=0。当 CI 越大时 , 矩阵的一

致性就越差。

由 于 CI 的 值 与 判 断 矩 阵 的 维 数 有 关 ,

我们采用相对一致性指标 CR, CR=CI/RI。其

中 , RI 为平均随机一致性指标。其取值如表

1[7]。

当 CR≤0.1 时 , 判断矩阵基本满足一致

性 , 而当 CR>0.1 时 , 则需要调整判断矩阵。

( 3) 调整判断矩阵。若判断矩阵不能够

通过一致性检验 , 则表明该矩阵本身自相矛

盾。若 A 的维数不大 , 花费的时间和精力也

不 多 , 可 以 让 专 家 重 新 给 出 判 断 矩 阵 , 直 到

满足一致性为止。

第六步 : 确定最终的共同因素的权重。

运用相似系数对特征向量加权 , 使信贷

风险评价指标的权重更加合理 , 更全面地反

映专家群体的意见。

( 1) 计 算 剩 余 判 断 矩 阵 的 相 似 矩 阵 R、

相应的相似系数 Rij 以及 Pi。

( 2) 将剩余专家的判断矩阵的特征向量

写成一个矩阵 E。

( 3) 确定最终的共同因素的权重 w。w′=

(P×E)
m′

i=1
"pi, 将 w′归一化可得到 w。

第七步: 确定专家的权重 μi ( i=1, 2, ⋯

m′) 。

放 款 负 责 人 根 据 各 剩 余 专 家 的 技 能 和

经 验 分 别 赋 予 其 不 同 的 权 重 , 在 这 里 , 0≤

μi≤1 。μi 值必须具有保密性 , 即 μi 除了放款

负责人和金融机构高层管理者知道以外 , 不

能透露给任何其他人 , 以避免借款人贿赂专

家。

第八步: 确定 gij, 即第 i 个专家针对具体

借款人的第 j 种因素的得分值。

第九步 : 计算借款人的信用得分值 g0。

g0=
m′

i=1
"μi

n

j=1
"wjgij$ %, 由于 0≤μi≤ 1, 0≤wi≤

1, 且 ,
m′

i=1
"μi=1,

n

j
"wj=1, 0≤gij≤10, 可以得到

0≤g0≤10。

放 款 负 责 人 可 根 据 借 款 人 信 用 得 分 临

界值( 假设为 gm) 作出决策 , 若 g0≤gm, 可作出

不放贷决定 ; 若 g0≥gm, 可作出放贷决定。

2 新方法的应用举例

假 设 6 个 专 家 分 别 对 5 个 共 同 因 素 给

出如表 2 所示的判断矩阵 , 对某一企业的共

同因素给出如表 3 所示的信用得分值 ( 采用

十分制) , 银行事先给定的放款信用得分临界

值为 7.5, 每个专家的权重相同 , 在此我们运

用本文的方法, 举例说明银行是否应放贷。

根据新方法 , 我们可计算出判断矩阵的

相似系数和偏离系数 , 如表 4。

剔 除 与 最 大 相 似 系 数 相 比 偏 离 程 度 最

大的专家判断矩阵 A(5)。根据步骤五 , 可计算

出剩余判断矩阵所对应的最大特征根、相应

的 特 征 向 量 和 相 对 一 致 性 指 标 , 如 表 5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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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从分析主体管理的内涵及其产生背景入手 , 论证了主体管理对科学与人文因素的融合 , 指出了主体管理的

现实意义 , 认为社会主义社会为主体管理的实现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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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体管理: 科学管理与人文

管理融合的新范式

0 前言

主 体 管 理 是 指 在 管 理 中 以 科 学 精 神 为

管理的基础机制 , 以人文精神为管理的价值

核 心 , 不 但 重 视 管 理 的 科 学 理 性 导 向 , 而 且

关注主体的情感需求和文化塑造 ; 同时 , 主

体管理也主张管理者和被管理者在实践、认

识活动中互为主体 , 是一种主体间性管理。

它 是 在 东 西 方 文 化 出 现 了 整 合 趋 势 的 背 景

下 , 东 西 方 管 理 思 想 融 合 的 结 晶 , 是 科 学 管

理与人文管理融合的崭新范式 , 代表了 21

世 纪 世 界 范 围 内 主 流 管 理 思 想 的 汇 合 与 交

融。

1 管理学的发展呼唤主题管理模式

关 于 管 理 是 依 靠 科 学 还 是 依 靠 人 文 的

问题 , 一直是困扰东西方管理学界的重大难

题。因为科学管理偏向于“物”, 侧重对外在

对 象 的 客 观 描 述 与 分 析 ; 人 文 管 理 偏 向 于

“人”, 侧重于对人的主观感受与体验的抒发

与阐释。科学技术在带给人们生活便利与舒

适的同时 , 也可能会给人们带来灭顶之灾 :

同样地 , 如果人们仅仅强调人文的一面 , 世

界 也 不 会 因 此 创 造 出 如 此 丰 富 多 彩 的 社 会

科技哲学与科学方法

示。

从表 5 可知 , A (2) 的 CR 值 0.1554 大于

0.1, 不满足一致性指标。为了讨论问题的方

便 , 我们将 A(2)删除。重新计算剩余矩阵的相

似系数如表 6 所示。

由 A(1)、A(3)、A(4)和 A(6)的 特 征 向 量 构 成 矩

阵 E。运用公式 w′=(P×E)
4

i=1
!pi, 可得 w′=

(0.4572, 0.2633, 0.1298, 0.1496, 0.1046)T, 将

w′归 一 化 , 可 得 w=(0.4140, 0.2384, 0.1175,

0.1354, 0.0947)T。则该企业的最终得分为 g0=
m

i=1
!μi

n

j=1
!wjgij" #=7.6394。因为 7.6394>7.5, 所

以银行可以放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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