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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运用模糊思维的理论与方法, 为人才的优选提供了一种简洁、精确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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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我国经济的飞速发展, 各行各业对人才的需求越来越多, 要求也越来越高, 从而促进了

各项事业的迅猛发展, 于是人才的开发, 优选问题变得愈来愈重要。我国要实现现代化, 关键是

人才。因此, 人才的开发及优选问题是事关我国兴旺发达的大事。

在人才的优选问题中, 常常会遇到许多模糊的概念。例如, 人才业务工作能力的大小、政治

思想水平的高低、身体健康状况等, 用传统的数学模型是难以描述的。将模糊优选模型应用于人

才优选问题中去, 则可实现对人才素质的准确评估, 以便能优选出合乎现代化建设需要的高素质

人才, 从而加速实现我国现代化的进程。

2 人才模糊优选模型的建立

1 人才优选中的模糊性

在经典集合论中, 明确规定每个集合由固定元素组成, 元素要么属于此集合, 要么不属于,

两者必居其一, 且仅居其一, 决不可模凌两可。但在客观世界中, 多数情况不具备这种 非此即

彼 的特点。因此, 我们把这种 亦此亦彼 性所引起的判断和划分的不确定性称为模糊性。本

文讨论的模糊性与一般的模糊集合论略有不同, 因为客观事物之间的差异并不一定具有中介过渡

性。当事物在具有相同的指标参数的条件下, 它们的差异才可能呈现出中介过渡性, 例如, 两位

通信技术人员有着能力、年龄、学历、身体健康状况等方面的差异, 出生的年、月、日是描述他

们年龄差异的三个指标参数; 学历可用个人的学历证书来表示, 这是第四个指标参数; 身体健康

状况可通过体检表来表示, 这是第五个指标参数。研究一定范围中的特定客体, 总是选择有限个

指标参数来进行描述。能力的强、弱是有差异的, 且呈现中介过渡性, 因为能力有分析决策能

力、业务技术水平、技术攻关能力等几个方面共同的指标参数。

因此, 相互有差异的事物必须具有某种本质上共同的东西作为共同指标参数, 才能呈现中介

过渡性。正是因为这种共同指标参数在人才优选中客观存在, 才在优选中体现了模糊性, 使得模

糊优选成为可能。



2 模糊集合及隶属度

通常, 当一个集合用特征函数 来表示时, 可用 ( 1) 式表示元素 x 是否属于集合 U。

a( x ) =
1 x U

0 x / U选 法
(1)

为了能够定量地刻画模糊性现象, 就要对普通集合中的绝对隶属关系加以扩充, 使元素对

集合 的隶属程度由只能取 0和 1这两个值, 推广为 [ 0, 1] 中的任一数值, 从而导出了模糊

集合。

给定论域 U 上的一个模糊集合A , 对于任意 u U , 都指定了一个数 A ( u ) [ 0, 1] ,

叫做 对A 的隶属程度或隶属度。

映射 A : [ U] [ 0, 1]

u | A ( u)

叫做 A的隶属函数, A ( u ) 的大小反映了 u 对A 的隶属程度。

为了更好地体现模糊性的客观性, 在此有必要提出相对隶属度的概念。

设论域 U上的一个模糊集合A , 分别赋给 A 处于共同指标参数差异下的中介过渡段的两个

极点以 0与 1的数, 在 0到 1的数轴上构成一个 [ 0, 1] 的连续闭合区间, 对于任意 u U, 都

在连续闭合区间上指定了一个数 A ( u) , 称为 u 对A 的相对隶属度。

映射 A : [ U] [ 0, 1]

u | A ( u)

称为 A 的相对隶属度。

在人才的模糊优选问题中, 仅需计算论域 U 中元素 u 对模糊集合A 的相对隶属度。

3 目标, 指标, 相对优属度

在优选中相对隶属度分为目标对于优的相对隶属度与决策相对优的隶属度, 它们分别称为目

标相对优属度与决策相对优属度。

目标相对优属度概念可以由目标绝对优属度导出。

对越大越优目标, 1965年 L A Zadeh
1
提出的目标绝对优属度公式为

r ij=
x ij- Inf ( x i)

Sup ( x i) - Inf ( x i)
( 2)

对越小越优目标, 其绝对优属度公式为

r ij=
Sup ( x i) - x ij

Sup ( x i) - Inf ( x i)
( 3)

式中: x ij表示决策 j 目标 i 的特征值:

Sup ( x i) , Inf ( x i) 分别表示为目标 i 特征值的上确界, 下确界:

r ij表示决策 j 目标 i 特征值对于优的绝对隶属度。

隶属度公式 ( 2)、( 3) 在实际应用时上, 下确界无法确定, 故称为绝对隶属度。因此, 容易

使人怀疑隶属度的客观性以及在确定过程中带有主观任意性。为了在理论上解决此问题, 1994

年陈守煜教授
2
提出了目标相对优属度的概念与计算公式。

设在优选与决策过程中, 取决策集 D 中的目标 i的最大特征值
j
x ij与最小特征值

j
x ij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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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下确界的相对值, 由此构成参考连续闭合区间的两级, 据此计算目标相对优的隶属度。

对越大越优目标其相对优属度公式为

r ij=
x ij- x ij

x ij- x ij
( 4)

对越小越优目标其相对优属度公式为

r ij=
x ij- x ij

x ij- x ij
( 5)

式中: r ij表示决策 j 目标 i 的相对优属度;

, 分别表示取大、取小符:

x ij, x ij分别表示就决策集中决策 j , 对目标 i 的特征值取大、取小。

4 多目标系统模糊优选模型

优与劣这一对概念既有差异又有共同指标参数, 且处于两极, 具有中介过渡性, 是客观存在

着的模糊概念, 这是优选的模糊性, 是事物在优与劣的识别过程中呈现出的一种客观属性。

设系统有 q 个决策 (或方案) 组成的论域 U , 其中有 n 个决策满足约束集形成决策集D =

{ d1, d2, , d n}。

优选是在决策集中进行的, 即在 D 中的 n 个决策之间作优劣比较, 与 D 以外的决策无关,

这是优选的相对性。

设系统有 m 个目标 (或指标) 组成对决策集 D 的评价目标集P= { p 1, p 2, , p m} , m

个目标对n 个决策的评价可用目标特征值矩阵

X =

x 11 x 12 x 1n

x 21 x 22 x 2n

x m1 xm 2 xm n

越优 = ( xij)

表示, i= 1, 2, , m ; j = 1, 2, , n。

用目标对于优的相对隶属度公式 ( 4)、( 5) , 将目标特征值矩阵转换为目标相对优属度矩阵:

R=

x 11 x 12 x 1n

x 21 x 22 x 2n

xm 1 xm 2 x mn

表 示 = ( r ij )

优等决策的相对优属度 (最大相对优属度) :

g= (
n

j= 1
r 1j,

n

j= 1
r 2j, ,

n

j= 1
r m j)

T , = ( g 1, g2, , gm ) T

劣等决策的相对优属度 (最小相对优属度) :

b= (
n

j= 1
r 1 j ,

n

j= 1
r 2 j , ,

n

j= 1
rm j)

T , = ( b1, b 2, , bm) T

设决策 j 对优的相对优属度用 u j 表示, 设系统中 m 个目标的权重不同, 权向量为

w = ( w 1, w 2, , w m)
T
,

m

i= 1
w i= 1 ( w i 为目标 i 的权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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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策 j 可用向量表示为

r j= ( r 1j, r 2j, , r m j)
T

它与优等决策的差异可用广义权距离

d jg=
m

i= 1
w i ( gi- r ij)

表示, 简称为距优距离。

它与劣等决策的差异可用广义权距离

d jb=
m

i= 1
w i ( r ij- b i)

表示, 简称为距劣距离。

在模糊集合论中隶属度也可以定义为权重, 决策 j以相对隶属度 u j 隶属于模糊概念 优,

它的距优距离为 d jg , 为了完善的表达决策 j 与优等决策的距离, 距优距离 d jg以 u j 作为权重,

则有:

D jg= u j

m

i= 1
w i ( gi- r ij)

D jg称为加权距优距离, 同样可以定义加权距劣距离

D jb= ( 1- u j)
m

i= 1
w i ( r ij- b i)

为了求得决策 j 相对隶属度u j的最优值, 用如下的优化准则建立目标函数:

m in { F ( u j ) } = ( D2
jg+ D

2
jb) = u

2
j {

m

i= 1
w i ( gi- r ij) }

2+ (1- u j )
2
{

m

i= 1
w i ( r ij- bi ) }

2
(6)

求目标函数 (6) 的导数, 且令导数为 0

dF ( u j)

du j
= 0

解得:

u j=
1

1+ (
d ( r j, g)

d ( r j, b )
) 2

=
1

1+ (

m

i= 1
[ w i ( g i- r ij ) ]

m

i= 1
[ w i ( rij - bi ) ]

)
2

(7)

令 =
m

i= 1
w ig i ; j=

m

i= 1
w i r ij; =

m

i= 1
w ibi ;

可得 u j= [ 1+ (
- j

j-
) 2] - 1

5 人才模糊优选模型

对于多目标模糊优选动态规划解法, 优选可采用决策序列相对优属度最大法, 即优选出的决

策

u = max { u j }。

具体的人才模糊优选数学模型如下:

u j= [ 1+ (
- i

i-
)

2
]

- 1
( 8)

其中 =
m

i= 1
w ig i; j=

m

i= 1
w i r ij ; =

m

i= 1
w i b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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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x 表示备选人员特征向量

R 表示指标相对优属度 (与 x 有关) ;

g 表示优良标准 (与 R 有关) ;

b 表示非优良标准 (与 R 有关) ;

w 表示对被评价标准的重视程度;

u j表示最优值。

6 人才模糊优选中的决策与目标

决策体现了事件、对策及效果的统一。在人才的模糊优选中, 事件是指挑选最佳人才, 对策

是采用决策序列相对优属度最大法, 效果是合理地选取人才。

影响人才优选的众多因素可以称为是决策中的多个目标。笔者认为影响人才优选的因素主要

有如下几点:

个人实际能力, 包括分析决策能力、业务技术能力、技术攻关能力等 (本文仅以此三项为

代表)。

文化素质, 主要指学历、文化教育程度。

思想道德品质, 主要指政治面貌、品行。

年龄

身体健康状况, 主要以身体体检表为标准。

人为因素, 指一些客观存在的, 由于人为造成而影响人才优选的因素。

以上六项因素中, 、 、 、 属于越大越优目标, 、 属于越小越优目标。

3 人才模糊优选的应用举例

假定某地区邮电局拟在 5名工程师中晋升 1人为总工程师, 经研究需要考虑的六项评价因素

为: 个人实际能力; 文化素质; 思想道德品质; 年龄; 身体健康状况; 人为因

素。

现将各人情况列表, 如表 1所示。

根据有关部门核准, 六项因素的权重为:

w = ( 0 5, 0 1, 0 1, 0 1, 0 15, 0 05)

表 1

姓名

因素

评价 个人实际能力

分析决策 业务技术 技术攻关

能力 水平 能力

文化素质 思想道德

品质

年龄 身体健康

状况
人为因素

甲 强 一般 强 硕士 党员 35 良 影响一般

乙 弱 强 一般 学士 团员 27 优 影响大

丙 一般 一般 一般 学士 党员 30 良 影响一般

丁 强 强 一般 大专 团员 32 差 影响小

戊 强 一般 一般 硕士 清白 34 一般 影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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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1可得各备选人员特征向量矩阵如下:

X=

400 300 300 400 350

150 100 100 50 150

150 100 150 100 50

180 100 130 150 170

150 200 150 50 100

100 150 100 50 150

是合

根据 ( 4)、( 5) 式得指标相对优属度矩阵:

R=

1 0 0 1 0 5

1 0 5 0 5 0 1

1 0 5 1 0 5 0

0 1 0 625 0 375 0 125

0 67 1 0 67 0 0 33

0 5 0 0 5 1 0

指一

根据指标相对优属度矩阵 R , 由公式 ( 6) 得有优良标准:

g = ( 1, 1, 1, 1, 1, 1) T

由式 ( 7) 得非优良标准:

b= ( 0, 0, 0, 0, 0, 0)
T

根据人才模糊优选数学模型 ( 8) 式得

u j= [ 1+ (
- j

j-
) 2] - 1

其中 =
6

i= 1
w ig i; j=

6

i= 1
w i r ij ; =

6

i= 1
w i bi。

可得 u = ( 0 975, 0 127, 0 096, 0 868, 0 341)

可见, u1= max { u j} , 所以, 应选择甲由工程师提拔为总工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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