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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将决策支持 系统应用于人才选拔工作。运用模型综合评判方法对高等学校教 

学科研人员进行评判，并对专家评价进行分析运算，得 出供决策参考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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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Decision Supportin$system(DSS)is used to the selection of the qualified 

personnel in this paper．The fuzzy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m ethod b applied to evaluate the guali- 

fication of the teaching and rer~．arch staff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and also to analyze the ap- 

praise ofthe evaluating experts．The results．which are usofad to th e consultation ofthe leadePs．a” 

obtain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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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精确性与模糊性舶对立，是当今科学发展所面临的一个十分突出的矛盾。较为科学、全 

面地对人才作出评判就是一个典型的事例。笔者运用计算机构成了一个辅助人才选拔的决 

策支持系统(DSS；Decision Support syslem)，该系统采用模糊综合评判方法 ，较好地综 合了人 

才评判的定性和定量两方面的评判因素，比较科学地解决了人才选拔问题ru。 

1 人才选拔 DSS综述 

DSS是一个以计算机为基础的．辅助决策者利用数据和棋塑解决半结构化或非结构化 

问题的人机交互式信息系统r 1。这种系统能较好地解决人才选拔、评判一类多因素、多层次、 

极具模糊性的问题。DSS的结构形式有多种，但基本成分一般为。“人机交互系统 、“数据库 

系统 和“模型库系统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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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开发的人才选拔 DSS就是 基于这一基 

本结构形式，应用模糊综合评判方法研制而成的。 

该系统充分利用了 WINDOW'S的良好图形界面， 

人机交互界面图文并茂．用户使用非常方便。 

2 模糊综合评判数学模型 

模型是 DSS的核心，笔者在仔细分析 目前可 

能采用的决策模型后决定采用模糊综合评判模 

型，该模型能将对人评判的许多模糊术语转化为 

定量分析。 

2．1 模糊综合评判数学模型 

附 图 决策支待系统结构 

已知评判要素集 U= {一- ，⋯，u．}、决择评语集 V= (1IIn ．．．· )和各评判要素的重 

要程度分配在 U上的模糊向量 A= { ⋯ )，m(‘=1，2'．．·，m并且 0≤d．≤ 1)为 ( 

= 1，2，⋯ ，m)对 A的隶属度。 

首先对 U中的单要素m作单要素评判．从要素 ul着眼确定被评人员该方面对决择等级 

(』= 1，2，⋯，_)的隶属度 ～，从而得出第 ‘个要素 的单要素评判集 

r，= ( ；l，r．̈ ⋯ ，r_) 

对所有 m个要素的评判就构造出一个总的评判模糊关系矩阵 届 

r“n’⋯ ’1 
R ： lrtl ⋯ j 1

．-．．_：⋯===．．’ Ⅲj 
然后对模型向量 A和评判模糊关系矩阵 R作模糊变换，则得到模糊综合评判结果 ． 

B=AoR= (6l， ．⋯，厶一) 

= (dl* Ij)* (dl*7'2 )* ⋯ * (d． r-』) (』= 1，2，⋯ ，n) 

式中“0”为模糊变换符I 为广义模糊合成运算下得出的运算结果}*为广义模糊与 

运算}*为广义模糊或运算。 

B是与 对应的模糊综合评判结果，根据最大隶属度原则，同最大的5j对应的 即为评 

判结果。 

把上述模型简记为 』I，(*．*)． 

对于 (*，*)，选择不同的广义模糊合成运算，即可得到不同的数学模型。理论上而 

言，上述广义模糊合成运算有无穷多种．根据人才选拔的特点．系统采用了 4种模型综合评 

判模型。 

2．2 评判要素重要程度模型向量的确定 

评判要素重要程度系数 a．的确定是综合评判最关键的环节之一。要素模糊向量 A确定 

得 恰当与否、直接影响综合评判的结果．A值的确定方法有很多种，如德尔斐法、专家调查 

法、判断矩阵分析法等，笔者采用德尔斐法，其确定步骤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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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I 确定各评判要素的重要性序刊值 

由专家对 m个评判要素按其重要程度用自然数进行排序来决定其重要性序列值 ．评 

判要素越重要 ， 值越大。记第 位专家决定的第 个评判要素的重要性序列值为 _．． 

2．2．2 辖制优先得分表 

按专家们所提供的要素重 表 I 评判要素优先得分表 

要性序列值 ．进行如下统计： 

当 ， > 一 时 ．记 ^J— — 

I，当 < 一·时 ，记A ·一 0． 

将 *位决定要素重要性序列值的 

专家的 Aq_i．(I= I，2，⋯． )值累 

加得t 

评判要素序号 I1 啦 ⋯ 一． 

A =∑A ．』一1．2'．_·．m 
●’ 1 

由此可得由m×m个统计值 组成的优先得分表． 

2．2．3 求∑ ，̂∑ 一．∑A 的值和级差d 

将上表中各列的 A 值累加得 

∑4=∑Aq 』一I，2．⋯，m 
●- J 

∑ —max(∑Al,∑A ．．．∑A．) 

∑A =rain(∑A-，∑A ．．'∑A．) 

令 a 、；l， = 0⋯l(a ．a 可在[0．1]中任意取定)．则可得级差： 

d一(∑ 一∑ _̂)，(‰ 一 ) 
2．2．4 计 算评 判要 素重要程度 系数 ∞ 

： + o-- m —————1———一 十 u_l 

由此可得出评判要素的重要程度模糊 向量 

3 一个具体应用实例 

( 一 1。2．⋯ ．m) 

A 一 ( l， 2，⋯ ，a．) 

下面通过介绍评价我校一位比较优秀的青年教师的过程来说明该系统的应用。有 20位 

专家参加评判，评判模型选用 (·．+)．即用实数与运算代替广义模型与运算。 

3．1 设立人才评判要素集 U ． 

= { ，啦．⋯ ，“1· 

= {学识基础．教学科研能力，学风与工作表现，组织管理及人际关系，外语水平，高水 

平论文，常规刊物论文．获国家级科研成果奖．获省部级科研成果奖，特 色优势与 

学术思想．教学工作 ，科研项 目与 已获经费，学术队伍与合作者情况 ，仪器设备与 

实验室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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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指标体系是参照国家教委选拔跨世纪优秀人才的指标体系和总结我校《跨世纪优秀 

青年骨干培养计划》多次选拔工作的基础上制定出来的 ，较为适用于选拔理工科院校教学、 

科研岗位的学术带头人或后备人选。 

3．2 设立评语 集 

把各评价要素的评分接符 合要求的程度分成等级 ，选 用了 4档制；优(好)、良(较好)、中 

(一般)、差(不好)得评语集为： 

一 ( I 2 3 1)一 (优、良、中 、差 ) 

3．3 建立评语等级的频数分布表 

由人才选拔评判专家组成员，对照评语等级分布标准对被评人员进行评判．经统计后形 

成如下评语等级频数分布表 

表 2 评语等级氟数分布表 

3．4 求出模糊关系矩阵 R 

O．1 O 0．O 0_ 

O．2O 0．OO 

0．20 0．10 

0．40 0，20 

0．10 0．0O 

0．20 0．1O 

0．10 0．00 

0．20 0．00 

0．00 O．00 

0．20 O．2O 

0，40 0．2O 

0．3O 0．00 

0．3O O．20 

0．30 O．1 O 

们 帅 ∞ 如 邬 如 如 加 如 们 帕 们 

m m m m m m m m m 

卯 们 加 加 帅 如 ∞ 加 如 ∞ ∞ 加 加 

m m m m m m m m m m m m m 

t  

http://www.cqvip.com


l16 重庄大学学报 (自瞎科学畈 997生 

3·S 确定评判要素重要程度模糊向量 A 

通过请 18位专家对优秀人才选拔指标确定其重要性序列值的基础上，根据蔷尔斐法得 

出评判要素重要程度模糊向量为t 

A = (aj， i，m ，174，a5，al， ，，。·，嘶 ，alo，4ll，au，ä ，a L|) 

一 (0·357·0．325，0．310，0．294，0．540．0．984，0．690．1．000． 

0．802，0．738．0．746，0．603．0．452．0．100) 

由于 (·，-t-)同时考虑了所有因素的影响，所以在此的重要程度系数m具有刻画各因 

素 重要性程度的权重系数的意义，因此，m(‘= 1，2，⋯ ．m)之和应为 1． 

据此·通过规整运算 ，得评判要素权重模糊 向量为 

A (0-047·0·041·0-039，0·037，0·068·0．123， 

0-086，0．125．0．101．0．092⋯0 096，0．076，0．057．0．013) 

3．8 模糊综合评判结果 

丑一 A ·R 一 (bt， ， ． )= (0．271，0．406，0．235，0．091) 

根据评判结果可知·被评人员对应于评判等级“良”的隶属度最高，而对应于评判等级 

。优”的隶属度次之·说明被评人员属于。良”偏“优 塑业务骨干人员．通过计算机的 自动分 

析，专家评定为“优”的比例最高的评判指标是。获省、部级科研成果奖 ，在指标体系中的重 

要程度处于第三位，其优势属于学校比较急需的工作岗位，可以安捧在以科研为主的岗位上 

培养和发挥作用，评判结果符合该青年教师的实际情况。 

4 结 论 

笔者应用模糊综合评判方法和 DSS的结构模式开发的人才选拔 DSS，通过多次实际应 

用，反复检验、修改和完善，最后取得了较为满意的辅助决策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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