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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专家权重!进而给出了一种方案排序方法"最后!算例验证了方法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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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复杂系统的评价与决策过程中!为了避免个

人主观判断对决策结果的影响!通常需要综合专家

群体的经验和智慧进行群组决策"群组决策需要利

用各专家给出的判断矩阵计算综合排序向量!若专

家意见分歧较大时勉强进行折衷综合!其结果往往

难以具有说服力"如何评价各决策者对同一问题判

断的差异!以及如何衡量群组决策的可接受程度是

科学合理地进行群组决策的前提"

$GGE

年!

6//5

N

教授针对群组决策问题提出了

相容性检验的概念*

$

+

!相容性用以描述群组决策中

两个判断矩阵的差距!以及多大的差距是可以容许

的(相容性检验则用于衡量综合排序向量的可接受

程度"自
6//5

N

教授提出相容性概念以来!国内外

学者针对判断矩阵的相容性问题开展了大量的研究

工作"对于确定型判断矩阵的相容性研究!学者们

已经提出了较为成熟的相容性指标和相容性检验方

法*

$>#

+

"对于不确定型判断矩阵的相容性问题!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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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用语言有序加权算子研究了群组决策中

多粒度语言判断矩阵的相容性问题!并给出了偏好

信息融合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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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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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也分别研究了

语言判断矩阵的信息融合问题"在国内!吕跃进

等*

G

+针对区间数互补判断矩阵给出了一个相容性指

标!并给出了衡量区间数互补判断矩阵相容性的一

个准则(徐泽水*

$"

+针对区间数判断矩阵和模糊数判

断矩阵等六类不确定型判断矩阵给出了同类型之间

相容性的两个通用指标"针对不确定型判断矩阵的

相容性研究!现有研究主要集中在区间数判断矩阵

和模糊判断矩阵两种类型!而对其它不确定型判断

矩阵的研究不够深入"

由于客观事物的复杂性以及人类思维的模糊

性!在一些复杂决策问题中人们可能愿意采用模糊

数形式来表达自己的模糊偏好"群组决策中最常见

的模糊数判断矩阵是三角模糊数判断矩阵"由于模

糊运算的复杂性!确定型判断矩阵和区间数判断矩

阵相容性的相关研究结论和偏好集结方法很难直接

应用到三角模糊数判断矩阵的情形"因此!三角模

糊数判断矩阵的相容性和偏好集结是群组决策中值

得深入研究的问题"文献检索发现!仅文献*

$$

+针

对三角模糊数判断矩阵利用矩阵距离范数定义了一

种较为简单的相容性指标"本文从判断矩阵相容性

概念出发!根据三角模糊数的特征以及模糊数学理

论!给出了三角模糊数互补判断矩阵的一个相容性

指标!并给出了一种基于三角模糊数

互补判断矩阵的备选方案群组排序方法"

"

!

主要结果

本文考虑的决策问题是从一有限方案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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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选择最好的方案或进行方案排序"

在方案优选或排序中!依据的决策信息是各专家针

对方案集
.

提供的方案两两比较的判断矩阵!而且

判断矩阵是由三角模糊数表示的互补判断矩阵"以

下!先给出三角模糊数及其三角模糊数互补判断矩

阵的定义!然后给出主要分析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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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角模糊数互补判断矩阵的集结及方案排序

假设专家判断具有一致性和相容性!下面给出

三角模糊数互补判断矩阵的集结方法"假设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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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水平越高!应该赋予其更大的权重"我们可以根

据每位专家的意见与其他专家意见的差异程度描述

该专家判断水平的高低"基于此!本文利用相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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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投资活动具有高风险'高收益的特点!如何

对备选项目进行评价以确定最值得投资的项目是风

险投资决策的关键"考虑到影响项目投资的风险因

素众多且比较复杂!决策者通常邀请专家对备选项

目进行比较分析"专家对每种方案都有一定的主观

偏好!在对方案进行两两比较的基础上构造三角模

糊数互补判断矩阵"由于专家的主观判断信息即三

角模糊数互补判断矩阵各不相同!如何集结专家意

见给出备选项目的优劣排序对于投资决策的科学性

具有重要意义"

考虑某个风险投资公司进行高新技术项目的投

资决策问题!现有四个备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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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有关群组决策中的相容性检验已有比较多的研

究成果!但大多数是针对确定型判断矩阵或区间数

不确定型判断矩阵"本文研究三角模糊数互补判断

矩阵偏好信息的相容性及方案排序问题!给出了一

个新的衡量两个三角模糊数互补判断矩阵的相容性

指标!进而给出了一种方案排序方法"与现有方法

相比!本文提出的三角模糊数判断矩阵的相容性指

标和方案排序方法具有以下特点)%

$

&利用三角模糊

数
T/44'(

3

距离定义的相容性指标具有明显的几

何意义和良好的数学性质(%

!

&专家偏好集结的权重

利用相容性指标确定!具有较强的客观性"某专家

的权重与该专家同其它所有专家的意见一致性程度

相关!与其它专家意见的一致性程度越高的专家的

权重越大"%

=

&利用三角模糊数的运算规则计算各

备选方案的综合评价结果%仍为三角模糊数&!有效

避免偏好集结过程中信息损失过多"在本文给出的

决策方法中!如果两个三角模糊数互补判断矩阵不

能通过相容性检验时!需要提请专家对判断矩阵予

以修正"如何帮助专家和决策人修正判断矩阵是值

得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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