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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间信息下的主客方协作式群体评价方法及其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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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目前关于主客方协作式评价问题的研究相对较少且主要是基于点值评价信息的!考虑到评价环境的复杂

性与不确定性!本文将点值信息向区间信息方向拓展!探讨了一种新的区间信息下的主客方协作式群体评价方法"

本文首先探讨了一种能够较好融合评价信息+质与量,的区间诱导密度加权合成算子
>EE>)7

'然后以主方信息

完备度及客方信息诚信度为诱导分量分别对主客方评价信息进行聚类分组!并从规模和属性两个角度出发分别确

定相应的密度加权向量'最后在主客方协作规则下!利用
EE>)7

算子对主客方区间信息分别进行二维集结!以得

出最终综合评价结果"文章最后给出了一个应用算例!算例表明了方法的可行性与有效性"

关键词!区间数'群体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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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子'主客方'协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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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关于群体评价的研究!国内外均有了较丰硕的

研究成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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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传统的群体评价过程中!

评价结果大多为评价主方单方面的评价行为所主

导!而被评价对象通常处于被动地位"随着现代社

会越来越强调民主&自由!发挥被评价对象#特别是

当其为具有独立逻辑思维能力的+人类,时$的主观

能动性&加强其+民主参与,的力度和自评能力是大

势所趋"为此相关学者对其进行了一定的研究!比

如余雁!梁睴等)

%M

*认为把被评估者看成一种客体!

被动的由评估者进行优选!缺乏主动性!往往与现实

不符!就此提出基于自互评体系的竞争性评估模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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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亚军和董庆兴等)

%#>%?

*将被评价对象

视为具有自主性的+智能体,!基于双重优势&竞合视

角等方面对自主式评价进行了探讨"但由于现阶段

大规模采用主客方+地位平等,下的交互评价的时机

尚未成熟!故可采取+主方评价为主!客方评价为辅!

并不断加强客方评价作用,的渐进思路"据此!张发

明等)

!

*提出一种主客方协作式的群体评价方法!在

综合集结主客方信息过程中!考虑了主客方在评价

过程中的协同作用!另外张发明等)

=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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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又继

续提出了一种主客方交互式的群体评价方法'董庆

兴和郭亚军等)

M

*提出了一种主客体协作式群组评价

方法!并根据+差异驱动,原理进行综合集结"但需

要补充的是!上述主客方协作式群体评价问题的研

究大多为点值评价信息!而在评价过程中考虑到影

响因素的多重性!情况的复杂性及环境的不确定性!

专家可能更倾向于或更易给出区间型的评价信息"

目前!关于区间数!其理论基础已较为丰富!在

评价决策问题中的应用研究也已取得较为丰硕的成

果!如徐泽水和达庆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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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了区间数排序的可

能度法'

,0'0)+'0'1--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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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了扩展
_B̀ 7C7

法

下的区间数决策问题'尤天慧和樊治平等)

!$

*研究了

区间数多指标决策中确定指标权重的一种客观赋权

法'刘健和刘思峰等)

!%

*进行了属性值为区间数的多

属性决策对象排序研究'吴江等)

!!

*作了区间数排序

方法研究综述"孙海龙和姚卫星等)

!=

*对区间数的

排序方法进行了评述"本文在前人丰硕的研究成果

基础上!将主客方协作式群体评价的点值评分信息

拓展至区间评分信息!并引入了一种新型主客双方

协作方式!同时在主客方区间评价信息的集结过程

中!定义并运用了一种新的信息集结算子!即区间诱



导密度加权算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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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运用了一个算例

加以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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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描述与条件假设

在群体评价问题中!专家和被评价对象分别为

评价主方和评价客方!专家集合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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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加以区分!

H

集合中成员被评价时称为被

评价对象!作为评价者时称为评价客方$评价主方和

评价客方给出的区间评价信息矩阵分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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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出的被评

价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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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区间评价值"区间值给定范围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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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更准确地说明问题!这里先给出以下
=

个

假设%

#

%

$评价客方在评价过程中是理性的!且具备基

本的分析评价能力'

#

!

$评价主方是公正客观的!并且鼓励评价主方

群体内的信息交流!弥补他们之间对被评价对象认

识的片面性!评价主方与评价客方两群体间保持

独立'

#

=

$各评价客方之间是独立的!不存在+合谋,的

条件!但是他们具有策略性!处于相对客观状态"

基于上述假设!可设计一种评价流程"首先!规

则公布%对评价客方表明评价主方给出的评价信息

将会是客观的!评价客方的评价信息客观诚信程

度是以评价主方的评价信息为参照进行确定的

#但事先不公布评价主方的评价信息$!且最终得

分受其自身及其他被评价对象的诚信度影响#基

于上述规则!评价客方会明白保持客观对自身更

为有利$'其次!主客方之间互为参照分别确定主

方信息完备度和客方信息诚信度'最后!通过区间

诱导密度加权算子对评价信息进行集结!得出主

客方各自信息集结结果!再进行主客方综合集结!

得出各被评价对象的最终结果!并加以比较优选"

据此设计的流程图如图
%

"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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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客方协作式群体基本评价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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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方信息和客方信息诱导分量的确定

由于评价过程的复杂性!评价主客双方各自为

主导的评价行为可能会存在缺陷%评价主方应该具

备较强的专业知识和丰富的评价经验!但其可能对

被评价对象的了解比较有限!缺乏一些必要的信息'

评价客方应该对各个被评价对象了解颇深!但因为

客方之间存在利益冲突!给出的其他被评价对象信

息可能带有很强的主观因素!缺乏必需的客观性"

因此!评价过程中应该同时考虑主客双方信息!对主

客方信息进行合理配置!使其形成制衡!发挥他们之

间的互补作用!力求取得最为科学&客观&公正的评

价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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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客方信息诚信度

本文尝试调整客方信息!尽可能剔除其情绪因

素维持其合理的客观性"评价主方信息相对更为客

观和准确!就所有的被评价对象而言!客方的评价信

息与所有的主方的评价信息之间的平均差距作为一

种判断客方是否客观诚信的依据!确定其信息诚

信度%

&

-

(

#

%

0

.

0

G

#

%

%

F

.

F

5

#

%

V

$

$

5(

'

*

$

5

G

V

#

!

$

式中
$

$

5(

为评价客方
-

(

给出的被评价对象
-

5

的

区间评价值!

*

$

5

G

为评价主方
+

G

给出的被评价对象
-

5

的区间评价值!

&

(

- 表示评价客方
-

(

与所有评价主

方
+

G

对所有被评价对象
-

5

的区间评价值的平均偏

差!评价客方
-

(

相应的信息诚信度为%

+

(

#

%

(

&

(

-

.

F

(

#

%

%

(

&

(

-

#

=

$

.

F

(

#

%

+

(

#

%

#

$

0

+

(

0

%

$'

+#

)

+

%

!

+

!

!0!

+

(

!

0!

+

F

$为各评价客方给出的评价信息的诚信程度"

由此看出!若评价客方
-

(

#

(

#

%

!

!

!0!

F

$给出的评

价信息偏离全部评价主方
+

G

#

G

#

%

!

!

!0

0

$给出的

评价信息越远!则客方
-

(

给出的评价信息干扰因素

越多!信息诚信度
+

(

越低"因此!客方评分值经调

整之后的评分矩阵为%

,

'

#

)

$

$

(F

*

'

F

A

F

#

F

+

%

$

$

%%

+

!

$

$

%!

0

+

(

$

$

%(

+

%

$

$

!%

+

!

$

$

!!

0

+

(

$

$

!(

4 4 0 4

+

%

$

$

F%

+

!

$

$

F!

0

+

(

$

$

F(

0

0

0

0

+

F

$

$

%F

+

F

$

$

!F

4

+

F

$

$

)

*

+

,

FF

#

$

$

'

%%

$

$

'

%!

0

$

$

'

%(

0

$

$

'

%F

$

$

'

!%

4

$

$

'

!!

4

0

0

$

$

'

!(

4

0

0

$

$

'

!F

4

$

$

'

F%

$

$

'

F!

0

$

$

'

F(

0

$

$

'

)

*

+

,

FF

其中!

F

为评价客方数!作为一种调节系数!用

以抵消信息诚信度权数对区间评分值的缩小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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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主方信息完备度

评价主方的信息完备度是基于调整之后更为客

观诚信的评价客方信息进行计算的!其基本的配置

方式与评价客方信息诚信度的类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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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评分值的平均偏差!这代表评价主方因信息不足

而产生的误差!因此评价主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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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大!说明评价主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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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的信息越不全面!

评价主方的信息完备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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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小'反之!则表明主方

获取的信息越加完备!信息完备度
"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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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区间诱导密度加权合成算子的信息

处理流程

!!

当前对于融合区间信息与密度算子的集结算子

的研究还相对较少!侯芳和郭亚军等)

!M

*研究了区间

数密度中间算子在多属性决策中的应用'李伟伟和

易平涛等)

!#

*探讨了区间数密度算子及其应用'贺芳

等)

!?

*探讨了基于改进区间数密度集结算子指标群

赋权方法'张发明和闻琴等)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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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式#

%

$区间数排序的可能度法构造可能度

矩阵!得出主方排序向量
:

+

'

#

#

$:M=%

!

$:M#!

!

$:"%%

!

$:"#?

!

$:M!@

$和 客 方 排 序 向 量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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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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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M

!

$:"D!

$!则主方排序结

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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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方排序结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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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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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运用简单线性加权对主方和客方结果进

行集结得出一个最终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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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式#

%

$!区间数的可能度公式 求出被评价对

象的综合结果的两两比较可能度!并得出最终的排序

向量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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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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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知

综合排序结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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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1--

等(

%@

)将点值拓展至区间数'

其中的
_B̀ 7C7

方法也较为典型*因此'运用
,0'O

0)+'0'1--

等(

%@

)思想对本文数据进行运算'并与本

文排序结果进行对比说明'具体如下!

%

$首先!采用熵权法)

%

*计算评价者
+

G

的客观权

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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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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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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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理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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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计算距离!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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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理得到每个被评价对象到正负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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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排序结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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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

评价信息集结结果一览表

被评价

对象

CCAaL

算子

主方集结结果

CCAaL

算子

客方集结结果

CCAaL

算子

综合集结结果

_B̀ 7C7

方法

集结结果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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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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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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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表
%

中!从被评价对象的集结结果及排序

可以发现!区间信息下的主客方协作式评价方法和

拓展至区间数的
_B̀ 7C7

方法下的排序结果具有差

异性"被评价对象
H

!

在
_B̀ 7C7

方法和
CCAaL

算

子主方排序中都排第一!这两种方法都是评价主方

主导的方法'而
CCAaL

算子客方排序结果以及融

合客方结果的综合集结结果排序第一的又为
H

%

!其

中差异不排除采用不同方法的原因!但更多的是评

价客方的参与对原本主方结果产生的影响"本文主

客方综合集结结果是主方集结结果和客方集结结果

的有机融合!与以往的主方式结果会有差异!它囊括

了主方的专业性及信息客观性和客方的参与性及信

息完备性!可以充分发挥主客双方间的协同作用和

互补作用"

-

D"%

-

中国管理科学
!!!!!!!!!!!!!!!!!!!!

!$%#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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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语

本文提出的区间信息下的主客方协作式群体评

价方法具有如下几个特点%

#

%

$本文引入了+区间信息,思想!对基于点值评

价信息的主客方协作式群体评价方法进行了拓展研

究!克服了评价信息必须为确定点值的苛刻条件!很

大程度地提高了协作式评价方法的普遍适用性"

#

!

$本文探讨了一种新型的主客方协作方式!主

客双方互为参照分别确定各自的信息属性特征!并

以此作为其评价信息聚类分组的依据!充分发挥了

主客双方评价信息的互补作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

各自评价信息的固有缺陷"

#

=

$本文定义并运用了一种新型的评价信息集

结算子
>

区间诱导密度加权合成算子#

EE>)7

$!

并且在信息的集结过程中!运用了融合评价信息+质

和量,的密度加权向量!弥补了传统密度权向量的确

定过程中只考虑评价信息的+量,#规模特征$而忽视

评价信息的+质,#属性特征$的缺点"

对主客方协作式群体评价的研究是一个很复杂

的问题!考虑的因素很多!需要综合多人对策&机

制设计&组织流程等多方面的理论进行系统研究!

本文仅在三个假设的前提下对评价流程与规则设置

方面进行了粗略尝试!更细致的研究有待进一步深

入!笔者将进行跟踪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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