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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数非独裁性条件下基于竞争视野优化的多属性决策方法

易平涛 , 郭亚军
(东北大学 工商管理学院 , 沈阳 110004)

摘 　要 : 在“权数非独裁性条件”和“竞争视野优化准则”假设的基础上 ,提出一种体现“自主决策”的多属性决策方

法.该方法将各评价对象平等地视为具有自主性的“智能体”,并具有“突出自身优势、弱化对手优势”的一致目标. 据

此 ,构建反映评价对象各自利益的竞争模型 ,通过对多个竞争视野下的评价信息进行再集结 ,得到评价对象集的一个

公平的排序 .最后 ,应用算例验证了所提出方法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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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Based on weight s nondictatorship and competitive view optimization principle , a multi2att ribute decision2
making method indicating self2determination is proposed. Every evaluation object is taken as an intelligent agent with

self2determination fairly. The method has the consistent goal of focusing on self2advantage and weakening rival’s. A

competition model indicating respective benefit of evaluation object s is set up . Then , by reaggregating the information

of multiple competitive views , a fair order of evaluation object s is obtained. Finally , a numerical example shows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proposed meth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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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有限方案的多属性决策 (或多指标综合评价)问

题一直是决策分析领域的一个重要分支 ,迄今为止

已取得了大量的研究成果[126 ] . 但几乎所有方法都将

评价对象 (或方案) 视为被动的“评价客体”,在自上

而下的决策过程中评价对象是没有“发言权的”. 本

文将具有该特点的决策方法归结为“他主式”决策方

法. 从评价对象的角度考察自身与竞争对手状况的

方式势必会与“他主式决策方式”有很大的不同 :一

方面可改变决策中过分依赖专家的情形 ;另一方面

可突出决策的“民主性”特点 ,更加充分地利用评价

对象本身的信息. 因而 ,本文将评价对象全面参与决

策过程的决策方式定义为“自主式决策”. 该方法可

按所针对的评价对象的不同划分为两大类 :一是评

价对象是有分析能力的个体 ,能在决策过程中提供

除自身客观信息之外的许多主观信息 ,称之为主观

自主式决策方法 ;二是评价对象是不具有分析能力

的客观事物 ,仅能被当作有思考能力的个体来模拟

某类主体的行为 ,称之为客观自主式决策方法. 本文

仅研究后者 ,并提出一种多属性决策方法.

文献[ 7 ]可看成是对客观自主式决策方法的一

项类似的研究. 文中考虑了评价对象自身的优势 ,将

评价对象作为主体来参与竞争 ,提出了一种基于

Nash 均衡约束的竞争性评估方法. 但文献 [ 7 ]中构

建的模型在应用时求解较为复杂 ,从而增加了决策

的难度. 本文从另一个角度给出一种应用更为简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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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自主式决策方法.

2 　客观自主式决策方法原理
　　设由 n 个评价对象 (或方案) o1 , o2 , ⋯, on 和 m

个指标 (或属性) x1 , x2 , ⋯, x m 组成多指标评价系

统. x ij = x j ( oi ) ( i = 1 ,2 , ⋯, n , j = 1 ,2 , ⋯, m) 为评

价对象 oi 在指标 x j 下的取值. 评价数据矩阵 (决策

矩阵) 可表示为

A = [ x ij ]n×m =

x11 x12 ⋯ x1 m

x21 x22 ⋯ x2 m

… … ω …

x n1 x n2 ⋯ x nm

.

　　记 M = { 1 ,2 , ⋯, m} , N = { 1 ,2 , ⋯, n} (不失一

般性 ,不妨设 m , n ≥3) . 设 m 个指标均为极大型 (效

益型) 指标 , A 中数据为规范化后的数据.

方法构建的基本思路是 :建立基于指标权数取

值约束的“权数非独裁性条件”及模拟经济人“自

利”行为特点的“竞争视野优化准则”,依据这 2条假

设构建决策模型 ,并对得到的信息进行集结 ,最后获

取体现“评价对象自主决策”思想的结论.

2 . 1 　权数非独裁性条件及推导

“权数非独裁性条件”用于确定指标权重的取

值范围 ,其规范表述如下 :

假设 1 (权数非独裁性条件) 　任一指标对于其

余重要性较低的指标全体而言是非主导性的.

不妨设 m 个指标具有优先序 , x1 : x2 : ⋯ :
x m ,记 x j ( j ∈M) 的权重为 w j ,即有 w1 ≥w2 ≥⋯

≥w m 成立. 按照假设 1 ,会有如下不等式 :

w1 ≤w2 + w3 + ⋯+ w m ,

w2 ≤w3 + ⋯+ w m ,

…

w m- 2 ≤w m- 1 + w m ,

w m- 1 ≤w m .

(1)

　　定理 1 　设指标集{ x j | i ∈M} 的优先序为 x1

: x2 : ⋯ : x m , x j 的权重为 w j ,权重满足归一化

条件 ∑
m

j = 1
w j = 1 ,若{ x j } 满足假设 1 条件 ,则必有 w j

∈[0 . 5m- 1 ,0 . 5 ] 及 w m- 1 = w m 成立.

证明 　由式 (1) 中的约束条件

w1 ≤w2 + w3 + ⋯+ w m ]
2 w1 ≤w1 + w2 + ⋯+ w m = 1 ]
w1 ≤0 . 5 .

又

w1 ≤w2 + w3 + ⋯+ w m ]
w1 + w2 + ⋯+ w m ≤

2 ( w2 + w3 + ⋯+ w m ) ]
0 . 5 ≤w2 + w3 + ⋯+ w m ≤

2 ( w3 + ⋯+ w m ) ≤⋯≤

2m- 3 ( w m- 1 + w m ) ≤

2m- 2 w m ] 0 . 5m- 1 ≤w m .

综上 ,由 w1 ≥w2 ≥⋯≥w m 可知 , w j ∈[0 . 5m- 1 ,

0 . 5 ] , j ∈M.

又因 w m- 1 ≤ w m 及 w m- 1 ≥ w m 同时成立 , 故

w m- 1 = w m , j ∈M. □

定义 1 　设指标 x j ( j ∈M) 的权重为 w j ,且满

足 w1 ≥w2 ≥⋯≥w m ,则称 w j ∈[0 . 5m- 1 ,0 . 5 ] 为

弱权数非独裁性条件 ;称

w1 ≤w2 + w3 + ⋯+ w m ,

w2 ≤w3 + ⋯+ w m ,

…

w m- 2 ≤w m- 1 + w m ,

w1 + w2 + ⋯+ w m = 1 ,

w m- 1 = w m ,

0 . 5m- 1 ≤w j ≤0 . 5 , j ∈M

(2)

为强权数非独裁性条件.

显然 ,强权数非独裁性条件是假设 1 的等价条

件 ,而弱权数非独裁性条件则是假设 1 的必要条件.

现考虑在“权数非独裁性条件”下评价对象 oi ( i

∈N) 的综合评价值 y i 的取值范围. 选用加性模

型[2 ] 对多指标信息进行集结 ,即有

y i = ∑
m

j = 1
x ij w j . (3)

　　定义 2 　评价对象 oi ( i ∈N) 的指标值为 x i1 ,

x i2 , ⋯, x im ,对应的权重向量为 wi = ( w i1 , w i2 , ⋯,

w im ) . 若按数值从大到小 (降序) 排列后的指标值为

x
_

i1 , x
_

i2 , ⋯, x
_

im ,相应的重排分量后的权重向量为 w
_

i

= ( w
_

i1 , w
_

i2 , ⋯, w
_

im ) ,则称 w
_

i 为关于 x i1 , x i2 , ⋯, x im

的降序权向量.

由定义 2 ,式 (3) 可写成

y
( i)
k = ∑

m

j = 1
x kj w ij = ∑

m

j = 1
x
_

kj w
_

ij . (4)

其中 :wi (或 w
_

i ) 为与评价对象 oi ( i ∈ N) 相关的权

向量 , y
( i)
k 为评价对象 ok ( k ∈N) 关于 oi 的综合评价

值.

定理 2 　对评价对象 oi ( i ∈ N) ,在“弱权数非

独裁性条件”下 ,使综合评价值 y i 分别取最大值、最

小值的最优降序权向量和最劣降序权向量分别为

w
_

u
i , w

_

f
i ,即

w
_

u
i = (0 . 5 ,0 . 5 - ( m - 2) 0 . 5m- 1 ,

0 . 5m- 1 , ⋯,0 . 5m- 1 ) ,

w
_

f
i = (0 . 5m- 1 , ⋯,0 . 5m-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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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 5 - ( m - 2) 0 . 5m- 1 ,0 . 5) .

　　证明 　设某一评价对象中的任意 2 个指标值

a1 和 a2 ( a1 > a2 ) ,对应的权重为 w′1 , w′2 ,要求 w′1 ,

w′2 ≥b1 , w′1 + w′2 = b2 . 由集结模型 (3) ,总有

a1 w′1 + a2 w′2 =

a1 w′1 + a2 ( w′2 - b1 ) + a2 b1 ≤

a1 w′1 + a1 ( w′2 - b1 ) + a2 b1 =

a1 ( b2 - b1 ) + a2 b1 .

　　以上说明 ,对于任意 2个指标值 ,在约束范围内

将权重尽可能分配到最大的指标值上 ,能使评价值

达到最大. 对于多个指标值的情形 ,总能通过以上方

式的两两调整达到最大值.

在“弱权数非独裁性条件”下 , w j ∈ [0 . 5m- 1 ,

0 . 5 ] ( j ∈M) ,欲使 y i 取最大值 ,可令 w1 = 0 . 5 ,将

剩余的 0 . 5 个单位的权重分配给其余指标 ,要求尽

可能将权重分配到第 2 大的指标值 x 3
i2 上 ,因而有

w2 = 0 . 5 - ( m - 2) 0 . 5m- 1 ,

w j = 0 . 5m- 1 , j = 3 ,4 , ⋯, m ,

故最优降序权向量

wu
i = (0 . 5 ,0 . 5 - ( m - 2) 0 . 5m- 1 ,

0 . 5m- 1 , ⋯,0 . 5m- 1 ) .

　　反向推导 ,使综合评价值 y i 取最小值的最劣降

序权向量是最优降序权向量的反序. 故

w
_

f
i = (0 . 5m- 1 , ⋯,0 . 5m- 1 ,

0 . 5 - ( m - 2) 0 . 5m- 1 ,0 . 5) . □

　　推论 1 　在“弱权数非独裁性条件”下 , oi ( i ∈

N) 的综合评价值 y i 的取值范围为

[0 . 5 x
_

im + [0 . 5 - ( m - 2) 0 . 5m- 1 ] x
_

i , m- 1 +

∑
m- 2

j = 1
0 . 5m- 1 x

_
ij ,0 . 5 x

_
i1 + [0 . 5 -

( m - 2) 0 . 5m- 1 ] x
_

i2 + ∑
m

j = 3
0 . 5m- 1 x

_
ij ] .

　　证明 　由定理 2 及式 (4) 即可得证. □

定理 3 　对于评价对象 oi ( i ∈ N) ,在“强权数

非独裁性条件”下 ,使综合评价值 y i 分别取最大值、

最小值的最优降序权和最劣降序权分别为 w
_

u
i , w

_

f
i ,

即

w
_

u
i = (0 . 5 ,0 . 52 , ⋯,0 . 5m- 2 ,

0 . 5 (1 - ∑
m- 2

j = 1
0 . 5 j ) ,0 . 5 (1 - ∑

m- 2

j = 1
0 . 5 j ) ) ,

w
_

f
i = (0 . 5 (1 - ∑

m- 2

j = 1
0 . 5 j ) ,0 . 5 (1 - ∑

m- 2

j = 1
0 . 5 j ) ,

0 . 5m- 2 , ⋯,0 . 52 ,0 . 5) .

　　限于篇幅 ,证明略.

推论 2 　在“强权数非独裁性条件”下 , oi ( i ∈

N) 的综合评价值 y i 的取值范围为

[ ∑
2

j = 1
0 . 5 (1 - ∑

m- 2

k = 1
0 . 5 k) x

_
ij + ∑

m

j = 3
0 . 5m+1 - j x

_
ij ,

∑
m- 2

j = 1
0 . 5 j x

_
ij + ∑

m

j = m- 1
0 . 5 (1 - ∑

m- 2

k = 1
0 . 5 k) x

_
ij ] .

　　证明 　由定理 3 及式 (4) 即可得证. □

2 . 2 　竞争视野优化准则及推导

多属性综合评价的过程即为评价对象相互竞争

并确立各自地位的过程 ,下面给出“竞争视野”的定

义.

定义 3 　对评价对象 oi ( i ∈N) ,若 Ci 为与 o i 具

有潜在竞争关系的所有评价对象的集合 ,则称 Ci 为

o i 的竞争视野. 若 oj ∈Ci ,则称 oj ( j ∈N , j ≠i) 为

oi 的竞争对象 ;若 oj | Ci ,则称 oj ( j ∈N , j ≠i) 为

oi 的非竞争对象.

oj ( j ∈N , j ≠ i) 落入 oi 的竞争视野 (即 oj ∈

Ci ) 需满足以下 2 个条件 :

条件 1 (非劣性) 　不存在 x ik ≥ x jk ( i , j ∈N , j

≠ i) ,对 k ∈M ,且至少对一个 k 严格不等式成立 ;

也不存在 x ik ≤x jk ( i , j ∈N , j ≠i) ,对 k ∈M ,且至

少对一个 k 严格不等式成立.

条件 2 (相交性) 　�y i ∩�y j ≠Á , �y i , �y j 分别为评

价对象 oi 和 o j ( i , j ∈N , j ≠i) 综合评价值的取值范

围.

假设 2 (竞争视野优化准则) 　任一评价对象都

具有提升自身优势、降低潜在竞争对手优势的双重

目的.

记 Ci = { o
( i)
1 , o

( i)
2 , ⋯, o

( i)
ni

} . N i = { 1 ,2 , ⋯, ni } ,

i ∈N , x
( i)
lj = x j ( o

( i)
l ) , j ∈M , l ∈N i . 根据假设2 ,对

评价对象 oi ( i ∈N) 而言 ,其期望的权重 w3
i 为如下

多目标规划模型的解 :

max ∑
m

j = 1
x ij w

( i)
j , i ∈N , j ∈M ;

min ∑
ni

l = 1

μ( i)
l ∑

m

j = 1
x

( i)
lj w

( i)
j , l ∈N i ;

s. t . ∑
m

j = 1
w

( i)
j = 1 , w

( i)
j ≥0 , wi ∈Φ.

(5)

其中 :Φ为满足“权数非独裁性条件”的权重向量 wi

的约束集 ;μ( i)
l 为 o i 对竞争视野 C i 中评价对象 o

( i)
l 的

竞争力关注系数 ,且满足μ( i)
l > 0 , ∑

ni

l = 1

μ( i)
l = 1 ;μ( i)

= (μ( i)
1 ,μ( i)

2 , ⋯,μ( i)
ni

) 为 oi 的竞争力关注系数向量.

定义 4 　设 oi 和 o
( i)
l ( i ∈N , l ∈N i ) 的综合评

价值取值范围分别为 �y i = [ yL
i , yU

i ] 和 �y ( i)
l = [ yL

il ,

yU
il ]. �y i ∩�y ( i)

l ≠Á ,称�cil 为 o i , o
( i)
l 的竞争区间 ,�cil =

1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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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 i ∩�y ( i)
l = [ cL

il , cU
il ] ;称 dil 为 oi , o

( i)
l 的竞争强度 ,有

dil = e( �y i ∩�y ( i)
l ) / e( �y i ∪�y ( i)

l ) =

( cU
il - cL

il ) / [ max ( yU
i , yU

il ) - min ( yL
i , yL

il ) ] ,

其中 e为区间宽度的计算函数. 若 o
( i)
l 为 o i 的非竞争

对象 ,则 �cil = Á , dil = 0 .

μ( i) = (μ( i)
1 ,μ( i)

2 , ⋯,μ( i)
ni

) 的确定方法如下 :

Step1 : 求出 oi 与竞争视野内各方案 o
( i)
l 的竞争

区间 �cil , i ∈N , l ∈N i ;

Step2 : 求出 oi 与竞争视野内各方案 o
( i)
l 的竞争

强度 dil , i ∈N , l ∈N i ;

Step3 : 将 dil 归一化 ,求得竞争力关注系数μil

= dil / ∑
ni

l = 1
dil , i ∈N , l ∈N i .

为求解模型 (5) ,考虑到多个目标之间是公平竞

争的 ,故可将模型 (5) 转化为以下线性规划问题 :

maxλ1 ∑
m

j = 1
x ij w

( i)
j - λ2 ∑

ni

l = 1

μ( i)
l ∑

m

j = 1
x

( i)
lj w

( i)
j ,

　　l ∈N i ;

s. t . w
( i)
j ≥0 , ∑

m

j = 1
w

( i)
j = 1 , wi ∈Φ,

　　i ∈N , j ∈M.

(6)

其中 :λ1 为分配于“提升自身优势”目标的权系数 ,λ2

为分配于“降低潜在竞争对手优势”目标的权系数 ,

且满足λ1 ,λ2 > 0 ,λ1 +λ2 = 1 . 一般 ,若对 2个目标无

特殊偏好 ,可取λ1 =λ2 = 0 . 5 .

显然 ,模型 (6) 中目标函数总可整理成如下形

式 :

λ1 ∑
m

j = 1
x ij w j - λ2 ∑

ni

l = 1

μ( i)
l ∑

m

j = 1
x

( i)
lj w j =

∑
m

j = 1
[λ1 x ij - λ2 ∑

ni

l = 1

μ( i)
l x

( i)
lj ] w j = ∑

m

j = 1
z ij w j . (7)

　　定理 4 　设最优解 w3
i 关于 z i1 , z i2 , ⋯, z im 的降

序权向量为 w
_

3
i ,由式 (7) 可知

z ij =λ1 x ij - λ2 ∑
ni

l = 1

μ( i)
l x

( i)
lj , l ∈N i , j ∈M ,

则对模型 (5) 有如下结论成立 :

1) 若Φ为“弱权数非独裁性条件”的权重向量

约束集 ,则

w
_

3
i = (0 . 5 ,0 . 5 - ( m - 2) 0 . 5m- 1 ,

0 . 5m- 1 , ⋯,0 . 5m- 1 ) ;

　　2) 若Φ为“强权数非独裁性条件”的权重向量

约束集 ,则

w
_

3
i = (0 . 5 ,0 . 52 , ⋯,0 . 5m- 2 ,

0 . 5 (1 - ∑
m- 2

j = 1
0 . 5 j ) ,0 . 5 (1 - ∑

m- 2

j = 1
0 . 5 j ) ) .

　　将 z i1 , z i2 , ⋯, z im 看成是对 o i 变换后的指标值 ,

由定理 2 和定理 3 很容易得出定理 4 的结论 ,证明

略.

对于任一评价对象 oi ,通过模型 (6) 解得一个 oi

期望的最优 (降序) 权向量 w3
i (w

_

3
i ) ,代入式 (4) ,可

得评价对象 o1 , o2 , ⋯, on 关于 o i 的综合评价值向量

y
( i) , y

( i) = ( y
( i)
1 , y

( i)
2 , ⋯, y

( i)
n ) T ,记 y

( i)
k = y ki ( k , i ∈

N) ,因而有评价值矩阵

Y = ( y
(1)

, y
(2)

, ⋯, y
( n) ) = [ y ij ] n×n =

y11 y12 ⋯ y1 n

y21 y22 ⋯ y2 n

… … ω …

y n1 y n2 ⋯ y nn

.

　　以下讨论如何由评价值矩阵 Y得出综合评价结

论 y3 = ( y 3
1 , y 3

2 , ⋯, y 3
n ) . 一般 ,对于 n个综合评价

值向量 y
( i) ,可运用组合评价方法[2 ,8 ,9 ] 得到 y3 .

本文给出另一种由 Y到 y 3 的集结思路 :寻找与

向量 y
(1)

, y
(2)

, ⋯, y
( n) 夹角之和最小的向量作为最

终的评价结论 y3 .

易知 , y 3 为如下规划问题的最优解 :

max ∑
n

i = 1
[ yT y

( i) ]2 ,

s. t . ‖y ‖2 = 1 . (8)

　　式 (8) 的求解与文献[10 ]中探讨的问题有着共

同的数学背景 ,这里直接给出已证明的结论.

定理 5[10 ] 　对于 Πy ∈Rn ,有

max
‖y‖2 = 1 ∑

n

i = 1

[ yT y( i) ]2 = ∑
n

i = 1

[ ( y3 ) T y( i) ]2 =λmax .

其中 :λmax 为实对称矩阵 YYT 的最大特征根 , Y =

( y
(1)

, y
(2)

, ⋯, y
( n) ) , y 3 为λmax 对应于 YYT 的正特征

向量 ,且 ‖y 3 ‖2 = 1 .

2 . 3 　决策步骤

上述决策方法的算法步骤如下 :

Step1 : 确定决策规则 , 对“弱权数非独裁性条

件”或“强权数非独裁性条件”二中选一 ;

Step2 : 由推论 1 (或推论 2) 求得 oi ( i ∈N) 的

综合评价值的取值范围 �y i ;

Step3 : 根据定义 3 ,求出 oi ( i ∈N) 的竞争视野

Ci ;

Step4 : 由定义 4 ,求得 oi 与竞争视野中各评价

对象 o
( i)
l 的竞争强度 d il , i ∈N , l ∈N i ;

Step5 : 求得 oi 与竞争视野中各评价对象 o
( i)
l 的

竞争强度 dil , i ∈N , l ∈N i ;

Step6 : 求得竞争力关注系数向量μ( i) = (μ( i)
1 ,

μ( i)
2 , ⋯,μ( i)

ni
) ,设定目标权系数λ1 和λ2 ,构造规划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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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 (6) ;

Step7 : 根据定理 4 , 求解规划问题 (6) , 得到

w3
i (或w

_

3
i ) , i ∈N ,将评价数据矩阵 A和w 3

i (或w
_

3
i )

代入式 (4) ,得到 Y = ( y(1)
, y(2)

, ⋯, y( n) ) ;

Step8 : 构造规划问题 (8) , 根据定理 5 求解式

(8) ,得到最终的评价结论 y 3 ,并依据 y 3 对评价对

象 o1 , o2 , ⋯, o3 进行排序比较分析.

3 　应用算例
　　选用文献 [2 ] 中关于购买战斗机的例子. 对该

离散方案决策问题的描述如表 1 所示 ,决策的目的

是依据最大速度、飞行范围等 6 个指标 (其中“购买

费用”为极小型指标) 对 6 种飞机的综合性能进行

排序.

表 1 　决策原始数据表

属性 最大速度 飞行范围 最大负荷 购买费用 可靠性 灵敏度

o1 2 1 500 20 000 5 . 5 5 9

o2 2 . 5 2 700 18 000 6 . 5 3 9

o3 1 . 8 2 000 21 000 4 . 5 7 7

o4 2 . 2 1 800 20 000 5 5 5

o5 2 . 1 2 100 19 750 5 . 3 6 6

o6 2 . 3 2 300 20 800 5 . 2 6 8

　　注 : 为将情况讨论得更加全面 ,表中增加了两种战斗机选择

方案 o5 和 o6 .

用“极值处理法”对原始数据进行规范化 ,可得
A =

0 . 286 0 0 . 667 0 . 5 0 . 5 1

1 1 0 0 0 1

0 0 . 417 1 1 1 0 . 5

0 . 571 0 . 25 0 . 667 0 . 75 0 . 5 0

0 . 429 0 . 5 0 . 583 0 . 6 0 . 75 0 . 25

0 . 714 0 . 667 0 . 933 0 . 65 0 . 75 0 . 75

.

　　按照 2 . 3节中给出的决策步骤求解该多属性决

策问题. 限于篇幅 ,计算过程略.

选定“强权数非独裁性条件”,并取目标权系数

λ1 =λ2 = 0 . 5 ,通过计算 ,可求得 o1 , o2 , ⋯, o6 竞争

视野下的综合评价值矩阵为

Y = [ y ij ]6×6 =

0 . 769 3 0 . 264 1 0 . 498 5 0 . 467 3 0 . 382 4 0 . 514 1

0 . 562 5 0 . 875 0 0 . 125 0 0 . 312 5 0 . 343 8 0 . 343 8

0 . 700 5 0 . 395 8 0 . 916 7 0 . 716 1 0 . 776 0 0 . 697 9

0 . 301 7 0 . 343 4 0 . 554 3 0 . 640 3 0 . 462 8 0 . 577 8

0 . 431 1 0 . 472 2 0 . 650 4 0 . 550 4 0 . 627 8 0 . 550 4

0 . 785 9 0 . 702 0 0 . 741 6 0 . 711 4 0 . 720 2 0 . 824 4

,

其中 y ij 为 o i 竞争视野下 o j 的综合评价值.

由定理 5 ,可得最终评价结论 y 3 = [0 . 343 5 ,

0 . 268 6 ,0 . 508 1 ,0 . 347 7 ,0 . 390 7 ,0 . 527 4 ]T . 因

而 ,评价对象的排序为 o6 : o3 : o5 : o4 : o1 : o2 .

为进一步分析 ,将综合评价值矩阵 Y中各列的

元素转化为序值 ,如表 2 所示.

表 2 　多种竞争视野下的排序结果

竞 　争 　视 　野

o1 o2 o3 o4 o5 o6

综合排序

o1 2 3 6 5 5 5 5 5

o2 4 1 3 6 6 6 6 6

o3 3 4 1 3 1 1 2 2

o4 6 5 4 3 3 4 3 4

o5 5 3 3 4 3 3 4 3

o6 1 2 2 2 2 1 3 1

　　注 : 带“3 ”的数据为每行最小值.

分析表 2 中的数据 ,可得如下结论 :

1) 每个评价对象在各自的竞争视野下体现了

“增强自身优势”的目的 ,达到了各自最高的排名 ;

2) 根据竞争强度的不同 ,每个评价对象都不同

程度地体现了“弱化对手优势”的目的 (与 oi 竞争强

度最大的前两位评价对象无一例外地排在 o i 之后 ,

并且都没超过综合排序中的名次) .

同理 ,当选取“弱权数非独裁性条件”进行分析

时 ,也有上述类似的结论.

4 　结 　　论
　　本文提出了“自主式决策”的新模式 ,并着重研

究了一种客观的自主式决策方法. 该方法建立于 2

个合乎情理的假设之上 ,具有以下几个主要特点 :

1) 除准则选取外 ,几乎不需决策者提供偏好信

息 ,大大降低了决策的复杂性 ;

2) 模拟“经济人”的行为 ,将所有评价对象平等

地视为具有“突出自身优势、弱化对手优势”的“智能

体”,易让决策者接受 ,并确保了决策过程的公平性 ;

3) 能得到较为丰富的评价信息 ,使评价对象更

为全面地把握自身在竞争中的位置 ;

4) 计算过程简洁直观 ,避免了求解多个目标规

划模型的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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