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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分析传统物料ABC分类存在的缺陷的基础上，介绍了逼近理想解的排序法——TOPSIS算法。建立了基 

于多模糊决策因素的物料分类参考评价指标体系。提出了基于模糊决策理论和TOPSIS的物料分类解决方案，最后以 

一 仿真实例介绍了算法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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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前言 

传统的物料分类管理策略是将物料按 

照价值的大小进行 ABC分类。但是在现实 

生活中，通常仅一种指标不能很好地反映物 

料的相对重要程度。因此，传统的物料 ABC 

分类法存在以下的缺陷：其一，仅以平均资 

金占用额作为物料分类的评价指标，可能出 

现某个品种族归为 C类物资但却是生产过 

程中不可缺少的重要部件的现象．一旦发生 

缺货则会造成整个生产的停顿。而由此产生 

的重要性分析法 (Critical Value Analysis，简 

称 CVA)因受人为影响较大，因而缺少实际 

应用价值。其二，顾客满意因素没有考虑。其 

三，市场竞争环境(货源紧缺)因素尚未考 

虑。其四，质量因素与物料的可替代性等因 

素也未考虑。因此，实际中亟需一套科学合 

理的物料分类方法 。 

1 逼近 于理 想解 的排 序法 (TOP- 

SIS) 

TOPSIS法是一种类似简单加性加权法 

的排序方法，该方法提出了“理想解”和“负 

理想解”两种概念。所谓理想解(记为 )是 

一 设想的最好的解方案，它的各个属性值都 

达到各备选方案中最好的值；而负理想解 

(记为 。)是一设想的最坏的解，它的各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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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都达到各备选方案中最差的值。在原方案 

集 中对每个方案与 和 。作比较，利用 

它们之间的距离信息来作为对 中n个方 

案进行排序的标准。将 if_R与 和 。放到 

属性空间 中去考察，可以很方便地获取 

它们之间的距离信息。此时， 是 中的一 

个点，其It1,个分量即为 在 It1,个属性下的 

取值． ( )( if_M)(基于可比性要求，往往需 

要对这 It1,个属性作规范化处理并加权)。由 

于可能存在方案 距离理想解 的距离最 

近，但并不是与负理想解 。距离最远的情 

况。为此，算法采用了对理想解的接近程度 

的测度来判断方案的优劣。因而产生 

了n个方案完全序的偏好排 'l_．． 

cF．so．／ ．)o．+s：) ( ∈凡) 

其中，．s：和．s 分别是每个方案 

到理想解和负理想解的距离，G是真 

正的评价指标，表示每个方案对理想 

解的相对接近度指标。 

2 物料分类评价指标制定 

传统物料A曰C分类中存在的严 

重缺陷是对物料分类时所依据的指 

标不足。物料的库存控制策略以及采 

购策略等的制定依据都是其分类等 

级 ，因此 为了加强对相关物料 的控 

制，必须对物料制定一套科学合理的 

分类评价指标体系。由于评价指标的制定是 
一 个多层次的问题 ，例如对于物料成本来 

说，其下层指标有物料保管成本、物料缺件 

成本、物料订货成本等。关于物料评价中有 

很多非结构化的信息，如物料重要性、采购 

的难易度等，因此指标的制定应坚持定性指 

标与定量指标相结合的原则。根据这些原则 

与上节所述的物料分类中存在的问题，提出 

一 套适合企业物料分类的评价指标体系如 

表 l所示。该评价指标体系从物料的重要 

性、物料的成本、供应难易程度、供应商服务 

等不同角度反映了物料的特性。 

表1 物料分类评价指标体系 



3 方案简介 

第一步：确定模糊集一决策矩阵 U～ 

企业根据事先制定的评价指标 F=( ， 

， ，

⋯ ⋯

， )和将要分类物料 S=(S ， ， ， 

⋯ ⋯ S )来确定决策矩阵 f／。矩阵f／中有定最 

的结果(如时间、价格等)，也有定性的模糊结 

果(如物料的可替代性、加工质量等)．．这样就 

可以建立物料分类指标决策矩阵 ／。 

F F ⋯ F 

S1 

S， 

f／= 一 
● 

S 

Ul1 Ul2 ⋯ Ul 

U：l 2 ⋯ U2 

。 ! ⋯  

第二步：构造评价指标权重判断矩阵 。 

通常企业建立的是多层次 、多 目标的评 

价指标体系，为此应该采用适合多层次评价 

指标权重因子的算法一AHP算法。判断矩阵 

A是以上一级的评价指标作为评价准则，对 

本级的指标进行两两比较来确定的，即 n = 

W ／W 

4 _／ _／ ： 。‘。

／ IV 

l ⋯ ／V／ 

W 、⋯ 

W 3⋯ W W 

、 ⋯  

(2) 

其中 ，可能是明晰数或模糊数，n为 

本级指标数。具体 ％可以根据物料的相对重 

要性给出的判断尺度，但是注意保证n： 产l。 

第三步：规范化决策矩阵 f／‘。 

由于决策矩阵中的属性值各不相同，所 

以为了增强可比性，应该对决策矩阵进行规 

范化处理 、 

UI_ ]一 (3) 

其中：r~／=U ／max( ) (4) 
i 

当 是模糊数时，由于所设的隶属度函 

数都在f0．1]之间，所以不作规范化处理。 

第四步：构造加权规范化决策矩阵 。 

由权重判断矩阵 A求权向量 W：( ． 

“ ⋯．Ⅲ ) 有多种方法，下面第六步给出_r 

一 种具体方法。加权规范化决策矩阵 V构造 

如下。 

①当 和 ，均是明晰数时： 

：0 =0 (5) 

②当 和 有一个是模糊数时： 

：r × =(。 ，6 ， ，d )(6) 

(6)式右 端分别为 和 的模 

糊数。 

第五步：解模糊得到矩阵 。 

表2 平

阶数 1 2 3 4 5 6 7 8 9 

Rl值 o．oo o．oo o．58 o．90 1．12 1．24 1．32 1．4l 1．45 

如果矩阵 中含有模糊数 ，则 

要对元素 进行解模糊，而对任意模糊数均 

可用如下公式解模糊，以得到明晰数? 

l xxM ( )dx 

M： ．_ ． (7) 

J M ( )dx J
“¨  

其中：M =(a，6，c，d) 

第六步：排序和一致性处理。 

排序方法是指对权重判断矩阵 A求解 

最大特征值 A⋯的特征向量 ，再经归一化 

处理。 反映了同一层指标因素对上层某相 

应指标因素的相对重要性(权重)。 

特征向量 为 ： 

(A—A ) =0 (8) 

特征 向量 的分量 也可 以按 下式 

计算： 

l 

=(n 1 ( 1 2--，n) (9) 
j=l 

对 =( 。， ，⋯⋯ ， ) 进行归一化 

处理，即： 

_̈ (i=1，2，⋯ ，n) (10) 

∑ ， 
J=I 

当具有多层指标时，还要进行层次总排 

序和一致性检查。总排序需要从上到下逐层 

顺序进行，最高层次的总排序就是其层次单 

排序。由于两两比较的传递性，所以当判断 

矩阵不能保证完全一致性时，必须利用判断 

矩阵特征值的变化来检查其一致性程度。引 

人 CI作为一致性指标： 

CI=(A～一n)／(n一1) (1 1) 

引人了平均随机～致性指标 RI，对于 l 

到 9阶的判断矩阵，RI的参考值见表2。 

(CI／RI)／0．10时，即认为判断矩阵具有 

满意的一致性，否则就需要调整判断矩阵， 

并使之具有满意的一致性。 

4 仿真实例 

假定有4个待分类的物料为 =[ ，X：． 

， ]．5个评价指标：①供应难易程度；② 

物料的需求量；③物料的资金占用；④单个 

成本；( 物料可替代性。矩阵表示为户 ． 

]。因此构造决策矩阵为： 

1 

f／： 2 

3 

X4 

Fl F2 F3 F4 Fs 

中等 较大 40000 20较好 

较难 中等 3500O 18很好 

很难 中等 500o0 18很差 

中等 很大 60000 15 中等 

假设企业根据评价指标的相对重要性 

设定的权利矩阵 为： 

r 1 3 3 4 l／2 I 
1／3 l 1 4／3 1／6 

=I 1／3 l l 4／3 l／5 I 

1／4 3／4 3／4 l 1／7 l 2 6 5 7 1 
L 

明晰数按(4)式，将 f／规范化为 ： 
广 1 

l(03n5D5 (0．7n8n )呻 1．0 (0 n8n )l 

l(盯n8n8舢) (03 肿)058 n9 (0．9,0．9,0,95,1．0)l 
l(09n9邶S1D)(03 5 5肿)0,83 0．9 (oJD三0203)I 

l(03,0~,0,7)(0．9 n9i1D)1D 们5 (03,05~,0．7)l 
L  一  

根据算法(8)或(9)(10)求得归～化后 

的特征向量 为： 

= 『0．2622，0．08741，0．0907，0．0673，0．4924 I 

据(5)、(6)构造加权规范化矩阵 后， 

再根据(7)解模糊得到矩阵 ： 

0．0699 

0．O437 

0．0437 

0．(】830 

0．O6o4 

0．0529 

0-(】755 

0-(】9【)7 

00673 

00606 

0．O606 

0．0505 

0．3939 

04677 

0．O985 

0．2462 

从而易得理想解和负理想解： 

V =[0．2491，0．0830，0．0907，0．0673，0．4677] 

V％-[0．1311，0．0437，0．0529，0．0505，0．0985] 

根据相对接近度指标定义，S 和S。采用 

欧氏距离，可得到 

S1 =0．1431 Slo-0．2971 C|：0．6750 

2 =0．O676 52u=0．3777 ：O．8482 

S3 =0．37 l 7 S3 0．1 206 C 0．2449 

54 =0．25 l 6 54。=O．1 575 =O．3849 

C2>Cj>c4>C3 

若要验证一致性条件，可求得：Xmax= 

5．004，CI=O．0105， 

查 表 2得 RI=1．12，(C，／R，)：0．0009< 

0．10，即认为判断矩阵具有满意的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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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M：新经济时代的伙伴关系管理 

叶晓松，韦司滢 

(华中科技大学 管理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4) 

摘 要：伙伴关系管理(PRM)是为了更好地管理公司销售渠道和分销商的需要而建立的，根据其通过与渠道伙伴 

的接触以及从相应合同中所获得的有关渠道伙伴的信息，对它们进行分类管理并加以利用的软件系统，探讨了PRM 

与 CRM 的关系、PRM 的功能、PRM的分析框架及其实现的技 术手段和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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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前言 

随着经济全球化步伐的加快，企业所处 

的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顾客的需求 日益 

多样化和个性化，产品的生命周期日渐缩 

短，企业处于竞争越来越激烈的市场环境 

中，单靠一个公司自身的力量保持高效运作 

几乎是不可能的。为此，各个公司纷纷通过 

与相关的销售商(包括转卖商，发行商和零 

售商等)结成伙伴，将业务尽可能本地化，从 

而达到扩大销售收入，减少销售成本的目 

的。如何在复杂的市场环境中与众多的渠道 

伙伴保持良好的合作关系，已经成为当前许 

多大公司面临的主要难题之一。传统的渠道 

伙伴管理模式以手工处理为主，存在效率低 

下，管理成本过高等问题。为了有效解决这 

些问题，出现了与网络信息技术相适应的新 

型伙伴关系管理模式 (Partner Relationship 

Management，PRM)。PRM 是继 CRM(Cus— 

tomer Relationship Management)之后 出现的 

又一新型管理模式，但相关理论和应用目前 

在国内尚处于不成熟阶段。为了全面了解这 

一 新技术，迎接新经济时代的挑战，本文在 

此从4个方面进行研究。 

1 PItM 与 C M 

PRM与 CRM是两个既有联系又彼此区 

分的概念。其联系在于两者均为销售领域的 

应用技术，目前一些开发商将 PRM作为 

CRM的一部分集成在CRM中，认为PRM系 

统是 CRM的衍生产品 ，它能帮助公司更好 

地管理与渠道伙伴的关系，包括转卖商 、发 

行商和零售商。PRM提供一种企业策略来实 

现伙伴关系的价值最优化，同CRM相似 ， 

PRM作为一种应用软件在渠道管理中也扮 

演着至关重要的功能性角色。 

PRM与 CRM的区别在于：客户关系管 

理(CRM)主要面对的是企业的客户 。PRM主 

要面对的是企业的销售渠道伙伴。在过去的 

25年时间里，CRM战略在许多企业得以实 

践，并不断得到完善，而 PRM的相关理论和 

运用尚处于初级阶段。当前许多企业与渠道 

伙伴之间拥有较频繁的合同接触，PRM的重 

要任务就是对与渠道伙伴有关的合同进行 

紧密追踪 ，以便更好地进行商业决策。在 

综上所述，第二个物料对企业最为重要。 

5 结束语 

物料分类是影响企业管理决策的重要 

因素之一。本文在分析了传统的物料 ABC 

分类存在缺陷的基础上，提出了基于模糊决 

策理论的物料分类算法，并建立了物料分类 

的参考评价指标体系。该算法突破了传统 

ABC分类仅以“平均资金占用额”作为评价 

指标的缺陷，可以综合考虑市场供应情况、 

需求量、物料质量以及对企业重要性等各种 

模糊因素。使物料的分类更加科学合理，从 

而促进管理决策的科学化、标准化，有效地 

提高企业管理水平和市场竞争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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