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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提出了一个群组决策的特征根法G E M (G r ot 中 ei ge n v a l u 。 血 e tllo d )
,

它彻底克服了

判断矩阵的不一致性
,

为决策支持系统中的专家选择开辟了新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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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们是专家和群组在一次决策过程中所作的结论
,

代表各自对被评物的估价值
.

专家的决策水平不仅取决于他的专业水平
、

经验
、

知识而和综合能力
,

而且与决策时的

精神状态
、

情绪和偏好密切相关
.

所以
,

现 实中决策可靠性达最大值 1 ( 或者说决策的不确

定性
、

不可靠性达最小 值 0) 的专家是不存在的
.

因此
,

我们假设一个评分最准 (可靠性达

100 帕 )
、

最公正
,

即决策水平最高的专家 口Ll理想 (最优 ) 专家S , .

他的评分向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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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

⋯x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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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人们总是聘请水平较高的专家参 与
,

故我们现实地定义理想专家为
,

对被评物的认识与

专家群体G 有最高一致性的专家
,

即 S , 的决策结论与G 的完全一致
,

与专家个体间的差异最

小
.

定义 具有评分向量
一

与群体中各专家评分向量夹角之和最小的专家
,

称为该群休的理想

(最优 ) 专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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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定义不难写出x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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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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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即G 对被评物的总评分
,

我们先引入 F r o b e ni 、ls 定理的结论如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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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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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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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
,

f取极值时
, p 是尸的特征根

,
b是 F 的特征向量

.

根据 引理
,

必可找到最大正特征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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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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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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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理证毕
.

本定理给出了群体G 对多个被评目标作评判决策的新特征根法
.

这种方法求出的理想专

家的评判分
,

即为多个被评 目标的排序
.

此法只需专家直接对各被评 目标打分
,

然后将评分

矩阵转置自乘记为矩阵F
.

F 的最大特征根对应的特征向量就是最优决策结论
.

与 A H P 法

相比
,

无需另求被评目标的两两权重 比较判断矩阵
,

因此
,

G E M 法更为精练
.

在精度要求为
: 的条件下

,

采用数值代数中的幂法可十分迅速地求出 二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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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 用 实 例

例 1 已知由S : , 5 2 ,

⋯
, S 。

六个专家组成‘
;
对B , , B Z ,

B:. 三个目标作评判
.

他们的评

分列入表 1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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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幂法的各次迭代结果列于表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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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 2 的最后一列查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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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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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0 0 3时的理想专家评分向量 x 二 目标Bl 分最高
,
B :
次之

,

Bl 最差
.

例 2 文献〔3] 的第四部分给出 5位专家组成的评价5个目标的序贯群体决策算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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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该表的最后一列读出5个被评 目标的优劣次序为
:

B Z> B ‘

> B :
> B 。> B 。



故取前三名B
Z ,

B
4

明系统结构清楚后
,

和B
,

入选
.

群 组 决 策 特 征 根 法 10 3 1

上述结论不仅与文献 【3」完全一致
,

而且更具体明了
.

本例表

G E M 法用于求解各类多 目标问题十分准确便利
.

三
、

结 论

决策支持系统的前沿课题之一是群体决策问题
.

G E M 法优于s a at y的判断矩阵在于
,

各专家只需按习惯方式打分就可得到群体对目标的最优排序结果
,

避免了A H P 的两两对比

构造判断矩阵易于发生目标先后的不一致性
。

这无论对于决策理论分析
,

还是对于理论的应

用
,

都迈开了可喜的一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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