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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人 才评 价是人 才引进工作 的重要环 节 ，通过构 建人 才评 价指标 体 系，由层次分 析法确 定指标 权重 ，应 用模 

糊综合评 价计算 出评价值 来取舍 人才 ，可以减 少因主观臆 断而造成的人 才引进工作失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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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前言 

在知识经济时代 ，面对日趋激烈的全球 

一 体化竞争和挑战，每一个要在市场中立 

足 、生 存 、成 长 和发展 的 企业都 必须 不 断获 

取、保持、激励、整合优秀人才。其中人才引 

进工作是一项复杂而又模糊的决策，如何克 

服因主观臆断而造成的人才综合评价失误 

是每个企业都必须认真解决的问题。 

1 人才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设计 

企业人才弓I进工作的核心是对 人才综 

合情况进行准确评价，为此首先要确立人才 

评价 指标体 系。指标设计 应遵循 系统性 、层 

次性、定性与定量相结合、互斥性等原则。根 

据上述原则 ，在全面衡量人才综合情况时， 

主要考虑知识、能力、素质 3个准则，与这 3 

个准则相联系的主要因素有学历 、知识面、 

专业深度；学习能力、创新能力、动手能力、 

组织能力 ；身体素质 、政治素质、团队精神、 

气质 。由它 们之 间 的隶属关 系 ，可 白上 而下 

分成 3个层次 ，如附图。附图中最高层(A)为 

目标层，中间层 (B)为准则层 ，最下层(C)为 

要素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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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层次分析和模糊评价法的应用 

2．1 层次分析法的应 用 

由于附图各指标的重要性程度不同，因 

此 必须 对上述 各指标 的权重加 以确 定 。 

Saaty．T．L等人在 20世纪 70年代提出了层 

次 分析法。层次 分析法将人们 的思维过程层 

次化，逐层比较其间的相关因素并逐层检验 

比较结果是否合理 ，从而为分析决策提供了 

较具说服力的定量依据，其主要步骤如下 ： 

(1)确定 目标A和评价因素集 。在用 

层次分析法研究问题时，首先要根据问题的 

因果关系并将这些关系分解成若干个层次。 

较简单的问题通常可分解为 目标层 (最高 

团 
队 
精 
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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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 )、准则层 (中间层 )和方案 层 

(最低层 )。其中准则层是 目标层 

的评价因素集，方案层是准则层 

的评价因素集。 

(2)评价因素集构造判断矩 

阵 。以 A 表示 目标 ，u 表示评价 因 

素 ，u‘E ( 1，2，3，⋯，，1)。u 表示 uj 

对 uy相对重要性数值，q=l⋯2 3⋯， 

，1)， 的取值按表 1进行。 

表 l 判断矩阵标度及其含义 

标 度 含 义 

表示因素 与 uf比较，具有同等 

重要性 ； 

表示因素 u 与 u，比较，u．比u，稍 

微重 要 ； 

表示因素 u。与 u，比较，u 比u，明 

显重要 ； 

表示因素 u．与u，比较，u．比u 强 

烈重要 ； 

表示因素 u 与u，比较，uf比u 极 

端重要； 

2,4,6,8； ?； ； 断 一。’ 

倒数 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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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之为A— 判断矩阵。 

对于 的确定 ，可以用发专家咨询表的 

形式 。将专家的意见集中、返回、再集中，最 

后取得对 判断较为一致的意见。 

(3)评价因素计算重要性排序及一致性 

检验。根据A— 矩阵，求出最大特征根所对 

应的特征向量。对所求特征向量进行归一化 

处理就是各评价因素的重要性排序，即权数 

分配。特征 向量具 体求法 为 ： 

①计算判断矩阵每一行元素的乘积M； 

=n“ ，(ij=1，2，⋯，n) 

②计算M 的n次方根 ． 

W ： 

③对向1w=[w。。W：。⋯。 ]r作归一化 

处理 ，即 

=  ／( ) 
则 =(W-，W：，⋯， ) 即为所求特征向量。 

④计算判断矩阵的最大特征根 ： 

} 
式中(P )，表示向量 PW的第 i个元素。 

P = 

PW 

PW 

PW 

“ I1 U |2 

U21 U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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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得到的特征向量 即为所求权数。 

权数的分配合理与否，需要对判断矩阵进行 

一 致性检验，检验使用的公式为： 

CR=CI，RI 

其 中：CR称为判断矩阵的随机一致性 

比 华 ；Gl刀 刊 断 ．炮 眸 阳 一 般 一 致 任 佰 怀 ，匕 

由下式 给出 ： 

CI= ( 一n) 

尺，为判断矩阵的平均随机一致性指标 。 

对于 1~9阶判断矩阵，RI值列于表 2。 

表 2 

n l 2 3 4 5 6 7 8 9 

R1 0．0o 0．0o 0．58 0．90 1．12 1．24 1．32 1．41 1．45 

当CR<0．10。或者 CI=O．O0时。即认为判 

断矩阵具有满意的一致性 ，说明权数分配是 

合理的；否则，就要调整判断矩阵，直到取得 

具有满意 的一致性 为止 。利 用层次分析法计 

算评价指标的权数分配可以较大幅度地减 

少主观因素，如果人的主观判断偏离了客观 

实际，则 CR的值便显示了这种差别，需要做 

出调整 ，直到接近客 观实际为止 。 

2．2 用模糊评价法计算参评人才的具体分 

值 

(1)根据评价指标体系，确定各指标的 

评价等级和评价标准。评价等级(评语集)可 

根据需要采用三级或四级。在这里我们采用 

= {优，良，中，差}四级作为评价等级，各等 

级标准值可采用百分制 ，规定优：[90，100]、 

良：[75，90]、中：[60，75]、差 ：[0，60]，再 取 

组中值[95，80，65，30]。评价标准的制定非 

常重要 ，应该具有平均先进水平 ，否则就很 

难体现评价的目的。对于定性指标的评价标 

准可以用语言文字清楚描述。对于定量指 

标 ，原则上应给出相应参照值 ，以便评价人 

员能够清晰确定被评价人才在该项指标方 

面所属 的等级 。 

(2)确定各指标的值，即隶属度的确定。 

在模糊评价中，评价指标的值实际上是一个 

评价向量。在给出评价等级和评价标准的情 

况下，由专家给出定性 的评判 ，对专家的评 

判进行统计，得到各个指标评价向量。比如 

对于“动手能力”指标 ，假设有 l0个人参与 

评 价 ，如果有 1人 对该指 标的评 价为 “优 ”，5 

人对该指标的评价为 “良”，4人对该指标的 

评价为 “中”，没有人认为该指标属于等级 

“差”，则这一指标的评价向量为：(0．1，0．5， 

0．4，0)。 

(3)确定单 目标评价矩阵，并计算子 目 

标的评判值。对每一个因素集 分别做出综 

合评判。设 中有 ．s个因素，R是由 中各 
田 毫  谴  倩 捆  v 睦 ，， d1友 I：l：l{．I 

的权 重分 配是 ：AI=(‰ ％ ⋯， )，则 得到一 级 

评判 向量 ： 

B~=AeRF(bibb ⋯，b“)， 1，2'⋯，s 

(4)由子目标构成上一级的单因素矩阵， 

计算总目标的综合评判值。将每一个 看作 
一

个因素 ，记作 ：K=(U。，U2,⋯， )，这样 K又 

是一个因素集，K的单因素评判矩阵为： 

bIl bl2 

b2l b22 

b l b 2 

每个 作为 的一部分，反映了 的 

某 种属性 ，给 出权重分 配 

A=(Ⅱl，％⋯，ct=) 

于是得到二级评 判向量 

B=Ao尺=(6 ，b ⋯，b ) 

计算结果为一个四维向量。可以将其转 

化成具体的分值 ，即 D=B·[95，80，65，3o3T D 

为评价对象的综合评价值 ，它可以和其它参 

评人才的评价值进行比较 ，以进行取舍。 

在实践 中，若甲、乙两个被评价人才的 

得分相同时，可以将数理统计中均方差概念 

加以推广来定量分析他们之间的差别 。在此 

称之为分歧度。假设某评价对象的综合评价 

结果四维向量为 =(6。，6。6 b )，对第 评价 

等级赋予的分数为 Xv， ={优 ，良，中，差}，计 

算 参 评 对 象 的 分 歧 度 的 公 式 为 Y： 

厂 ——一—— ＼／ (X ， 如果甲的分歧度大于乙 
的分歧度 ，则应当优先引进乙。 

3 结束语 

应用层次分析和模糊综合评价法在企 

业引进人才工作中对人才进行评价时能够 

减少不确定性和主观随意性 ，当然人才评价 

指标体系设计得合理与否相当重要 ，应用此 

法所带来的人才引进成本也不可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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