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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语言评价和前景理论的多准则决策方法

胡军华，陈晓红，刘咏梅

（中南大学 商学院，长沙４１００８３）

摘　要：针对风险决策问题，提出一种基于语言评价和前景理论的多准则决策方法．该方法首先将基于语言信息的

决策矩阵转化为基于区间数的决策矩阵，并定义一个区间数之间的差函数，给出各准则的参考点，得到前景结果矩

阵；然后，通过价值函数和决策权重函数计算方案在各准则下的前景值，并通过加权平均获得方案的前景值；最后，根

据前景值的大小给每个方案排序并得到最优方案．实例分析结果表明了该方法的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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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　　言
针对风险以及不确定性条件下的决策，Ｖｏｎ

Ｎｅｕｍａｎｎ和 Ｍｏｒｇｅｎｓｔｅｒｎ于１９４４年提出的期望效

用理论占有统治地位．该理论认为在决策者和备选

方案既定的情况下，若以效用来描述各备选方案，则

每个决策者都会选择期望效用最高的备选方案．在

早期研究所采用的极其简单的决策环境下，人的行

为似乎符合期望效用理论．但若在决策环境中引进

少量的复杂因素，则实际行为与期望效用理论的预

见之间就立即明显地出现了种种背离，如著名的阿

莱悖 论 （ＡｌｌａｉｓＰａｒａｄｏｘ）和 埃 尔 斯 伯 格 悖 论

（ＥｌｌｓｂｅｒｇＰａｒａｄｏｘ）
［１］．Ｋａｈｎｅｍａｎ 和 Ｔｖｅｒｓｋｙ 认

为，个人在风险情形下的选择所展示出的特性和期

望效用理论的基本原理是不相符的，并于１９７９年提

出前景理论（ＰＴ）
［２］，后来发展成为累积前景理论

（ＣＰＴ）
［３］．

无论是风险决策还是不确定性决策，都需要决

策者在决策分析中为决策方案提供偏好评价信息．

由于人类思维具有模糊性、不确定性以及决策问题

的复杂性，决策者对方案进行判断时用语言形式给

出偏好信息尤为普遍和方便．关于决策者的评价信

息是自然语言的决策研究已经有很多，如：基于扩展

原理的分析方法［４，５］是将语言评价信息转化成模糊

数进行处理；基于符号转移的分析方法［６，７］是利用

语言评价集自身的顺序和性质对语言评价信息进行

处理；二元语义分析方法［８，９］是将决策者给出的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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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信息转化为二元语义符号．

作为一种新的理论，前景理论的应用主要集中

在金融和投资领域．例如，ＤａｖｉｄＫＤ等
［１０］研究了前

景理论在股票投资回报和分析预测行为方面的应

用；ＡｌｂｅｒｔＳＫ等
［１１］研究了前景理论在清算决策中

的应用；边泓［１２］以前景理论为基础，对投资者在不

同市场环境中的会计信息需求特征进行了实证研

究．前景理论在其他领域也有一些应用研究，如：赵

凛和张星臣［１３］利用前景理论进行了路径选择行为

建模及实例分析；Ｇｏｄａ和Ｈｏｎｇ
［１４］研究了累积前景

理论在地震设计中的参数默认设置问题．但这些应

用研究基本上局限于单准则决策问题，而很少用于

多准则决策问题．

本文研究准则偏好为语言评价信息的多准则决

策问题，通过将语言信息转化为区间数，提出了一种

基于前景理论的多准则决策方法．

２　问题描述及语言评价
在多准则决策问题中，假设备选方案集犇 ＝

｛犇１，犇２，…，犇犿｝，其中犇犻 表示第犻个方案；方案的

评价准则集犆＝ ｛犮１，犮２，…，犮狀｝，其中犮犼表示第犼个

准则；而准则相对重要程度权值犠 ＝ ｛狑１，狑２，…，

狑狀｝，其中狑犻表示准则犮犼的权重，狑犻≥０且∑
狀

犻＝１

狑犻＝

１．决策者给出基于语言评价信息的决策矩阵犃 ＝

［犪犻犼］犿×狀，其中犪犻犼 为决策者从预先定义好的有序语

言短语集犛中选择一个元素作为方案犇犻 对应于准

则犮犼的评价值．这里，有序语言短语集犛＝ ｛狊０，狊１，

…，狊２犵｝为由奇数个语言短语构成的有序集合，且随

着狊犻下标犻的增加，其语言短语所代表的评价含义

也随之提高．一般地，犵（犵≤８）为正整数，并且犛有

以下属性：１）有序性：当犻＞犼时，有狊犻＞狊犼；２）可逆

性：存在一个逆运算算子“ｎｅｇ”，当犻＋犼＝２犵时，有

狊犻＝ｎｅｇ（狊犼）；３）极值运算：当犻≥犼时，有ｍａｘ｛狊犻，狊犼｝

＝狊犻，ｍｉｎ｛狊犻，狊犼｝＝狊犼．

本文借鉴文献［１５］中将语言信息转化为区间

数的方法．设犛＝ ｛增幅大、增幅小、基本不变、减幅

小、减幅大｝为模糊语言标度，则与该标度相对应的

区间数表达形式为：增幅大 ＝ ［０．８，１］；增幅小 ＝

［０．６，０．８］；基本不变 ＝ ［０．４，０．６］；减幅小 ＝

［０．２，０．４］；减幅大 ＝［０，０．２］．这样可将基于语言

评价信息的决策矩阵犃转化为基于区间数的决策矩

阵珟犚，珟犚＝［珘狉犻犼］犿×狀．其中：珘狉犻犼为决策矩阵珦犃中珘犪犻犼所对

应的区间数，珘狉犻犼 ∈ ｛［０．８，１］，［０．６，０．８］，［０．４，

０．６］，［０．２，０．４］，［０，０．２］｝．

定义１
［１６］
　 设区间数珘犪＝ ［犪

犔，犪犝］，珘犫＝ ［犫
犔，

犫犝］，当犪犔 ≥犫
犝 时，称珘犪大于珘犫，记为珘犪＞珘犫；当犪

犔
＝

犫犔 和犪犝 ＝犫
犝 时，称珘犪等于珘犫，记为珘犪＝珘犫；当犪

犝
≥犫

犔

时，称珘犪小于珘犫，记为珘犪＜珘犫．

定义２　 设区间数珘犪＝ ［犪
犔，犪犝］，珘犫＝ ［犫

犔，犫犝］，

珘犪和珘犫之间的距离定义为

犱（珘犪，珘犫）＝ ‖珘犪－珘犫‖ ＝

１

２
（犪犔－犫

犔）２＋（犪
犝
－犫

犝）槡
２．

定义１中的两区间数之间均不存在交叉区域．

本文中下述有关区间数定义也只考虑这种情况，不

包含两端坐标相同成为一个点的“退化区间”．

定义３　 设区间数珘犪＝ ［犪
犔，犪犝］，珘犫＝ ［犫

犔，犫犝］，

珘犪和珘犫之间不存在交叉部分，则珘犪与珘犫之差定义为

珘犪－珘犫＝

犱（珘犪，珘犫），珘犪＞珘犫；

０，珘犪＝珘犫；

－犱（珘犪，珘犫），珘犪＜珘犫

烅

烄

烆 ．

定理 １　 对于基于区间数决策矩阵 珟犚 ＝

［珘狉犻犼］犿×狀，若｛［狋０，狋１］，［狋１，狋２］，…，［狋犽－１，狋犽］｝是［狋０，狋犽］

的一个划分，珘狉犻犼 和珘狉狌狏 为决策矩阵珟犚 中的任意两元

素，且珘狉犻犼，珘狉狌狏 ∈ ｛［狋０，狋１］［狋１，狋２］，…，［狋犽－１，狋犽］｝，则珘狉犻犼

与珘狉狌狏 之差为

珘狉犻犼－珘狉狌狏 ＝

犱（珘狉犻犼，珘狉狌狏），珘狉犻犼 ＞珘狉狌狏；

０，珘狉犻犼 ＝珘狉狌狏；

－犱（珘狉犻犼，珘狉狌狏），珘狉犻犼 ＜珘狉狌狏

烅

烄

烆 ．

证明 　 因为｛［狋０，狋１］，［狋１，狋２］，…，［狋犽－１，狋犽］｝是
［狋０，狋犽］的一个划分，所以｛［狋０，狋１］，［狋１，狋２］，…，［狋犽－１，

狋犽］｝中的任意两个区间数元素之间不交叉．又因为

珘狉犻犼和珘狉狌狏为决策矩阵珟犚中的任意两元素，且珘狉犻犼，珘狉狌狏∈

｛［狋０，狋１］，［狋１，狋２］，…，［狋犽－１，狋犽］｝，所以珘狉犻犼 和珘狉狌狏 之间

不存在交叉部分，即珘狉犻犼 ＞珘狉狌狏，或珘狉犻犼 ＝珘狉狌狏，或珘狉犻犼 ＜
珘狉狌狏．根据定义３，可得

珘狉犻犼－珘狉狌狏 ＝

犱（珘狉犻犼－珘狉狌狏），珘狉犻犼 ＞珘狉狌狏；

０，珘狉犻犼 ＝珘狉狌狏；

－犱（珘狉犻犼，珘狉狌狏），珘狉犻犼 ＜珘狉狌狏

烅

烄

烆 ．

□

３　 累积前景理论
Ｋａｈｎｅｍａｎ和Ｔｖｅｒｓｋｙ在前景理论

［２］中定义前

景是一个不确定事件．不确定前景犳是从自然状态

集犛到结果集犡的一个函数，即犳：犛→犡．通常将前

景犳表示为序偶（狓犻，犃犻）的一个序列，其中（犃犻）是犛

的一个划分，称为犃犻事件．事件犃犻发生时会产生结

果狓犻＞狓犼，当且仅当犻＞犼．将每个前景的结果狓犻按

递增顺序排列，即狓－犿≤狓－犿＋１≤…≤狓０≤狓１≤…

≤狓狀．参考点处的狓０ 值为０，表示中性状态，对于获

得有狓犻＞０，对于失去有狓犻＜０．

累积前景理论［３］提出，存在一个严格递增的价

值函数狏，满足狏（狓０）＝狏（０）＝０，且存在容量犠
＋

和犠－，对于犳＝ （狓犻，犃犻）（－犿≤犻≤狀），使得前景

８７４１



第１０期 胡军华等：基于语言评价和前景理论的多准则决策方法 　 　 　

犳的值犞（犳）＝犞（犳
＋）＋犞（犳

－）．其中：犞（犳
＋）＝

∑
狀

犻＝０

π
＋
犻狏（狓犻），犞（犳

－）＝∑
０

犻＝犿

π
－
犻狏（狓犻）．这里：决策权重

函数π
＋（犳

＋）＝（π＋０，…，π
＋
狀）和π

－（犳
－）＝（π－－犿，…，

π
－
０）分别定义如下：

π
＋
狀 ＝犠

＋（犃狀）；π
－
－犿 ＝犠

－（犃－犿）；

π
＋
犻 ＝犠

＋（犃犻∪ … ∪犃狀）－

　　犠
＋（犃犻＋１ ∪ … ∪犃狀），

　　　０≤犻≤狀－１；

π
－
犻 ＝犠

－（犃－犿 ∪ … ∪犃犻）－

　　犠
－（犃－犿 ∪ … ∪犃犻－１），

　　　１－犿≤犻≤０．

如果犻≥０，则令π犻＝π
＋
犻；如果犻≤０，则令π犻＝

π
－
犻 ．那么犞（犳）可简化定义为

犞（犳）＝∑
狀

犻＝－犿

狏（狓犻）π犻． （１）

如果前景犳＝（狓犻，犃犻）由概率分布狆（犃犻）＝狆犻

给出，则决策问题可看成是一个概率前景（狓犻，狆犻）．

在这种情况下，决策权重定义为

π
＋
狀 ＝狑

＋（狆狀）；π
－
－犿 ＝狑

－（狆－犿）；

π
＋
犻 ＝狑

＋（狆犻＋…＋狆狀）－狑
＋（狆犻＋１＋…＋狆狀），

　　　　　　　０≤犻≤狀－１；

π
－
犻 ＝狑

－（狆－犿 ＋…＋狆犻）－狑
－（狆－犿 ＋…＋狆犻＋１），

　　　　　　　１－犿≤犻≤０．

其中：狑＋ 和狑－ 是严格递增函数，且狑＋（０）＝狑－（０）

＝０，狑＋（１）＝狑－（１）＝１．

前景理论的核心内容是价值函数狏与权重函数

π．价值函数和权重函数的具体形式如下：

１）价值函数

价值函数将表面价值如金额转化为决策价值．

Ｋａｈｎｅｍａｎ和Ｔｖｅｒｓｋｙ
［３］提出的价值函数的具体形

式为

狏（狓）＝
狓α，狓≥０；

－λ（－狓）β，狓＜０
｛ ．

（２）

其中：狓为表面价值的得失，得为正，失为负；α和β为

风险态度系数，０＜α＜１，０＜β＜１，α和β越大表

明决策者越倾向于冒险；λ为损失规避系数，若λ＞

１，则决策者对损失更加敏感；狏为决策价值，很明

显，狏（０）＝０．

２）权重函数

权重函数将概率转化为决策权重．如前所述，

Ｋａｈｎｅｍａｎ和Ｔｖｅｒｓｋｙ定义的获得和失去的决策权

重分别为［３］

π
＋
犻 ＝狑

＋（∑
狀

犼＝犻

狆犼）－狑
＋（∑

狀

犼＝犻＋１

狆犼）， （３）

　　　　π
－
犻 ＝狑

－（∑
犻

犼＝１

狆犼）－狑－（∑
犻－１

犼＝１

狆犼）． （４）

与前面不同，结果的下标集合为｛１，２，…，犺，

…，狀｝，结果排序为狓１ ≤狓２≤ … ≤狓犺≤ … ≤狓狀．

其中：狓犺 为参考点，狑
＋ 和狑－ 分别为获得和失去的

非线形权重函数，π＋狀 ＝狑
＋（狆狀），π

－
１ ＝狑

－（狆１）．针对

风险前景为两个或两个以上结果的情况，Ｐｒｅｌｅｃ给

出的狑＋ 和狑－ 函数分别为
［１７］

狑＋（∑
狀

犼＝１

狆犼）＝ｅｘｐ（－γ＋ （－ｌｎ（∑
狀

犼＝犻

狆犼））φ）， （５）

狑－ （∑
犻

犼＝１

狆犼）＝ｅｘｐ（－γ－ （－ｌｎ（∑
犻

犼＝１

狆犼））φ）． （６）

其中：γ＋，γ－ 和φ是模型的参数，γ
＋
＞０，γ

－
＞０，φ＞

０．

４　 基于前景理论的多准则决策方法
设多准则决策问题的方案集犇 ＝ ｛犇１，犇２，…，

犇犿｝，方案的评价准则集犆＝｛犮１，犮１，…，犮狀｝，准则相

对重要程度权值犠 ＝ ｛狑１，狑２，…，狑狀｝．方案犇犻 在

准则犮犼 下的值域犣犻犼 ＝ ｛（狕犻犼１，狆犻犼１），（狕犻犼２，狆犻犼２），…，

（狕犻犼狇，狆犻犼狇）｝为一组序偶的集合．其中：狕犻犼１，狕犻犼２，…，

狕犻犼狇为方案犇犻在准则犮犼下的各个可能取值，且狕犻犼１＜

狕犻犼２ ＜ … ＜狕犻犼狇；狆犻犼１，狆犻犼２，…，狆犻犼狇 分别为各值出现的

概率．依据前景理论参考点概念，设准则犪犼 选定的

参考点为狕犼０，则可得如下定义．

定义４　 决策者对方案犇犻在准则犮犼 下的值估

计称为状态集犛犻犼．犛犻犼 的一个子集称为事件，代表某

一个可能的值估计．

定义５　 决策者进行的某个值估计所得到的各

种可能结果的集合称为结果集犡．狓犻犼犽∈犡表示可能

的获得或损失，狓犻犼犽 ＝狕犻犼犽－狕犼０，狕犻犼犽∈犣犻犼，１＜犽＜狇．

这里将下标集合｛１，２，…，狇｝划分为两部分，包括损

失区域下标集合｛１，２，…，犫－１｝和获得区域下标集

合｛犫，犫＋１，…，狇｝．若犽∈｛１，２，…，犫－１｝，则狕犻犼犽 ＜

狕犼０，即狓犻犼犽＜０，狓犻犼犽表示损失；反之，若犽∈｛犫，犫＋１，

…，狇｝，则狕犻犼犽 ≥狕犼０，即狓犻犼犽 ≥０，狓犻犼犽 表示获得．

定义６　 方案犇犻在准则犪犼下的前景值

犞（犳犻犼）＝∑
狇

犽＝１

狏（狓犻犼犽）π犻犼犽． （７）

其中：根据式（２）可得价值函数为

狏（狓犻犼犽）＝
狓α犻犼犽，狓犻犼犽 ≥０；

－λ（－狓犻犼犽）β，狓犻犼犽 ＜０
烅
烄

烆 ．
（８）

再根据式（３）～ （６）可得权重函数为

　π
＋
犻犼犽 ＝狑

＋ （∑
狇

犾＝犽

狆犻犼犾）－狑＋ （∑
狇

犾＝犽＋１

狆犻犼犾）， （９）

　π
－
犻犼犽 ＝狑

－ （∑
犽

犾＝１

狆犻犼犾）－狑＋ （∑
犽－１

犾＝１

狆犻犼犾）， （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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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狑
＋ （∑

狇

犾＝犽

狆犻犼犾）＝ｅｘｐ（－γ＋ （－ｌｎ（∑
狇

犾＝犽

狆犻犼犾））φ）， （１１）

　狑
－ （∑

狇

犾＝１

狆犻犼犾）＝ｅｘｐ（－γ－ （－ｌｎ（∑
犽

犾＝１

狆犻犼犾））φ）． （１２）

这里：π＋狀 ＝狑
＋ （狆狀），π

－
１ ＝狑

－ （狆１）．

基于前景理论进行的多准则决策的具体步骤如

下：

Ｓｔｅｐ１：给出基于语言评价信息的决策矩阵犃

＝ ［｛（犪犻犼犽，狆犻犼犽）狘犽∈犓｝］犿×狀．其中｛（犪犻犼犽，狆犻犼犽）狘犽∈

犓｝为方案犇犻在准则犮犼下的值域；犓＝｛１，２，…，狇｝，

狇表示犇犻在犮犼下的值域中元素的个数；犪犻犼犽表示方案

犇犻在准则犮犼下的第犽个值；狆犻犼犽 表示方案犇犻在准则

犮犼下第犽个值的概率．犇犻在犮犼下的值域中元素按由

小到大的顺序排列，即狌＜狏，则犪犻犼狌 ＜犪犻犼狏．

Ｓｔｅｐ２：根据第２节语言评价信息转化为区间数

的方法，将基于语言评价信息的决策矩阵犃转化为

基于区间数的决策矩阵珟犚 ＝ ［｛（珘狉犻犼犽，狆犻犼犽）狘犽∈

犓｝］犿×狀．

Ｓｔｅｐ３：选定各准则的参考点．若犪犼０ 为准则犮犼

的参考点，犼∈ ｛１，２，…，狀｝，根据语言评价值与区间

数的转换方法，可得准则犮犼的区间数参考点珘狉犼０．

Ｓｔｅｐ４：根据方案在准则中的取值及参考点，计

算各方案在各准则下的结果．根据定义５，方案犇犻在

准则犪犼下的第犽个结果狓犻犼犽 ＝珘狉犻犼犽－珘狉犼０．若狓犻犼犽 ＜０，

表示损失；反之，若狓犻犼犽 ≥０，表示获得．

Ｓｔｅｐ５：根据式（７）～ （１２），计算各方案在各准

则下的前景值．犞（犳犻犼）表示方案犇犻在准则犮犼下前景

值，犻∈ ｛１，２，…，犿｝，犼∈ ｛１，２，…，狀｝．

Ｓｔｅｐ６：计算各个方案的前景值犞（犳）．方案犇犻

的前景值犞（犳犻）＝∑
狀

犼＝１

狑犼犞（犳犻犼），狑犼为准则犪犼的

权重；

Ｓｔｅｐ７：根据前景值对所有方案进行排序，前景

值最大的方案为最优方案．

５　 实例分析
本文通过个人投资者股票投资的一个多准则决

策实例来说明前景理论的应用．作为个人投资者，进

行股票投资的一个重要原则是“低买高卖”．因此，投

资者购买股票除了要关注该股票目前的基本情况

外，更要看重股票的未来．在市场信息透明度较高的

情况下，投资者选择买入某一种股票而不是另一种

股票，主要是考虑该股票在将来一段时间内涨幅会

更大．在宏观基本面相同的情况下，本文选定投资者

判断股票的未来走势是根据以下４个准则值的变化

趋势来作综合判断，即根据每股净值、每股收益、每

股资本公积金和每股未分配利润的变化来判断该买

入何种股票．这４个准则的未来变化用前面定义的

评语集犛＝ ｛增幅大、增幅小、基本不变、减幅小、减

幅大｝中的评价短语来描述．

表１为一个关于股票投资的语言评价决策矩

阵．股票投资方案有３个，分别为股票犇１，股票犇２和

股票犇３，而决策准则包括每股净值犮１，每股收益犮２，

每股资本公积金犮３，每股未分配利润犮４，这４个准则

的权重为［０．２０，０．３５，０．２３，０．２２］．每种股票在各

准则下的取值都是一个序偶集，如股票犇１ 在准则

“每股收益”上的取值 ＝｛（基本不变，４５％），（增幅

小，５５％）｝，表示犇１ 在未来一段时间内预期每股收

益“基本不变”的概率是４５％，“增幅小”的概率为

５５％．

将表１中的各语言评价值按照“增幅大 ＝

［０．８，１］，增幅小 ＝ ［０．６，０．８］，基本不变 ＝ ［０．４，

表１　 基于语言评价的决策矩阵

股票 每股净值 每股收益 每股资本公积金 每股未分配利润

犇１

｛（基本不变，１０％），

（增幅小，２０％），

（增幅大，７０％）｝

｛（基本不变，４５％），

（增幅小，５５％）｝

｛（减幅大，１５％），

（基本不变，４５％），

（增幅大，４０％）｝

｛减幅大，１０％），

（基本不变，２０％），

（增幅小，３０％ ），

（增幅大，４０％）｝

犇２
｛（减幅大，６０％），

（增幅大，４０％）｝

｛（减幅小，１５％），

（基本不变，３０％），

（增幅大，５５％）｝

｛（减幅小，２４％），

（基本不变，５６％），

（增幅小，２０％）｝

｛（减幅大，１０％），

（基本不变，４０％），

（增幅大，５０％）｝

犇３

｛（减幅小，２５％），

（增幅小，４５％），

（增幅大，３０％）｝

｛（减幅大，２５％），

（基本不变，３５％），

（增幅小，３０％），

（增幅大，１０％）｝

｛（减幅大，５％），

（减幅小，２０％），

（基本不变，２５％），

（增幅小，３０％），

（增幅大，２０％）｝

｛（减幅小，５５％），

（增幅小，４５％）｝

０８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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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基于区间数的决策矩阵

股票 每股净值 每股收益 每股资本公积金 每股未分配利润

犇１

｛（［０．４，０．６］，１０％），

（［０．６，０．８］，２０％），

（［０．８，１］，７０％）｝

｛（［０．４，０．６］，４５％），

（［０．６，０．８］，５５％）｝

｛（［０，０．２］，１５％），

（［０．４，０．６］，４５％），

（［０．８，１］，４０％）｝

｛［０，０．２］，１０％），

（［０．４，０．６］，２０％），

（［０．６，０．８］，３０％），

（［０．８，１］，４０％）｝

犇２
｛（［０，０．２］，６０％），

（［０．８，１］，４０％）｝

｛（［０．２，０．４］，１５％），

（［０．４，０．６］，３０％），

（［０．８，１］，５５％）｝

｛（［０．２，０．４］，２４％），

（［０．４，０．６］，５６％），

（［０．６，０．８］，２０％）｝

｛（［０，０．２］，１０％），

（［０．４，０．６］，４０％），

（［０．８，１］，５０％）｝

犇３

｛（［０．２，０．４］，２５％），

（［０．６，０．８］，４５％），

（［０．８，１］，３０％）｝

｛（［０，０．２］，２５％），

（［０．４，０．６］，３５％），

（［０．６，０．８］，３０％），

（［０．８，１］，１０％）｝

｛（［０，０．２］，５％），

（［０．２，０．４］，２０％），

（［０．４，０．６］，２５％），

（［０．６，０．８］，３０％），

（［０．８，１］，２０％）｝

｛（［０．２，０．４］，５５％），

（［０．６，０．８］，４５％）｝

表３　 方案在准则下的前景结果矩阵

股票 每股净值 每股收益 每股资本公积金 每股未分配利润

犇１
｛（０，１０％），（０．１４１４，２０％），

（０．２８２８，７０％）｝
｛（－０．１４１４，４５％），（０，５５％）｝

｛（－０．２８２８，１５％），（０，４５％），

（０．２８２８，４０％）｝

｛（－０．１４１４，１０％），

（０．１４１４，２０％），

（０．２８２８，３０％），

（０．４２４３，４０％）｝

犇２
｛（－０．２８２８，６０％），

（０．２８２８，４０％）｝

｛（－０．２８２８，１５％），

（－０．１４１４，３０％），

（０．１４１４，５５％）｝

｛（－０．１４１４，２４％），（０，５６％），

（０．１４１４，２０％）｝

｛（－０．１４１４，１０％），

（０．１４１４，４０％），

（０．４２４３，５０％）｝

犇３

｛（－０．１４１４，２５％），

（０．１４１４，４５％），

（０．２８２８，３０％）｝

｛（－０．４２４３，２５％），

（－０．１４１４，３５％），（０，３０％），

（０．１４１４，１０％）｝

｛（－０．２８２８，５％），

（－０．１４１４，２０％），（０，２５％），

（０．１４１４，３０％），

（０．２８２８，２０％）｝

｛（０，５５％），（０．２８２８，４５％）｝

０．６］，减幅小 ＝ ［０．２，０．４］，减幅大 ＝ ［０，０．２］”的

方法转化为区间数，得到基于区间数的决策矩阵，如

表２所示．

假定个人投资者设定基于语言评价的决策准则

“每股净值”、“每股收益”、“每股资本公积金”、“每股

未分配利润”的参考点分别为“基本不变”、“增幅

小”、“基本不变”、“减幅小”，再转化为基于区间数的

各准则参考点，分别为［０．４，０．６］，［０．６，０．８］，［０．４，

０．６］，［０．２，０．４］．根据准则参考点的取值和定义３

中的计算区间数间距离的计算方法，可得方案在各

准则下的结果及相应概率，如表３所示．

根据式（７）～ （１２），计算方案在各准则下的前

景值，如表４所示．对于式 （８）中计算价值函数的参

数α，β和λ的取值，采用文献［３］中的建议值，即α＝

β＝０．８８，λ＝２．２５．而对于式（１１），（１２）中计算权

重函数的参数γ
＋，γ－ 和φ，根据文献［１４］中的一个

建议值，取γ＋＝０．８，γ－＝０．８，φ＝１．０．

方案在各准则下的前景值乘以准则的权重，得

到方案总的前景值．股票犇１，犇２ 和犇３ 的前景值分

别为０．０４２１，－０．０８７５和－０．１１２３．可以看出，３个

表４　 方案在准则下的前景值

股票
每股

净值

每股

收益

每股资本

公积金

每股未

分配利润

犇１ ０．２７７３ －０．２１２４ －０．００４２ ０．２８１４

犇２ －０．３３４０ －０．１７５７ －０．０７９１ ０．２６８０

犇３ ０．０６６７ －０．４５５４ －０．０１９３ ０．１７３７

方案的排序结果为犇１ 犇２ 犇３．

６　 结 　 　论
对于具有语言评价信息的多准则决策问题，本

文提出了一种基于前景理论的多准则决策方法，将

原来只在单准则决策问题中应用的前景理论推广应

用于多准则决策问题．通过建立基于前景理论的多

准则决策模型，得到各个决策方案的前景值，再根据

前景值给每个方案排序，并得到最优方案．前景理论

的价值函数和决策权重函数中的不同参数取值，表

明决策者对获得和风险的不同态度．决策者根据自

己的偏好，在价值函数和决策权重函数中采用不同

的参数值以及采用不同的参考点，所得到的方案前

１８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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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值会不一样，方案间排序结果也会不同．

这里需要指出，期望效用理论和前景理论是互

补的．正如Ｔｖｅｒｓｋｙ和Ｋａｈｎｅｍａｎ所表达的观点：两

种理论事实上都是需要的，期望效用理论描述了理

性行为，而前景理论描述的是个人实际的决策行为，

尽管期望效用理论能够对明显的、简单的决策问题

提供精确的指导，但实际生活是复杂的，需要更加基

于个人行为的决策理论．仅仅关注长期决策行为结

果是没有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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