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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模糊层次分析法的军队专业技术人才考评

卢　震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北京 １００１９１）

摘　要：军队专业技术人才考评可以为军队专业技术人才选拔任用、培养教育和奖励惩处提供科学依据，是

军队专业技术人才队伍建设的重要内容。文章从德、能、勤、绩、体 ５个方面设计了军队专业技术人才考评指

标体系；考虑专家判断的模糊性和一致性检验要求，采用基于三角模糊数期望值的模糊层次分析法确定了指

标权重系数；针对考评人员评价的模糊性，确定了模糊综合评价模型；并通过在某单位科技干部考评活动中

的应用实例分析证明，所建立的军队专业技术人才考评模型全面、合理、有效，具有一定的借鉴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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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军队专业技术人才是军队中担任专业技术职务

的干部、文职人员和专业士官等人员的统称。军队

专业技术人才考评，是指根据特定的目的，在一定范

围内，按照规定的内容和标准，通过适当的方法和程

序，有组织、有领导地对军队专业技术人才的素质和

表现进行调查、衡量和评价，通常按照考评预告、听

取汇报、个人述职、民主测评、个别谈话、了解核实、

实绩分析、综合评定、考评结果审定及运用等方法步

骤组织实施。通过考评，可以查找和解决军队专业

技术人才队伍在思想作风、能力素质、事业心、责任

心和履行职责等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为进一步提

升人才队伍全面建设水平打下坚实的基础，为党委

在人才选拔任用、培养教育和奖励惩处工作中提供

主要依据，促进各项工作高效落实。

长期以来，通用的考评方法都是由政治部门根

据德、能、勤、绩、体 ５个方面进行民主测评，然后加
以简单平均，即得总评成绩。这种方法虽然在目前



广为采用，但事实上存在如下问题：一是德、能、勤、

绩、体５个方面在总评中所占权重过于简单平均，缺
乏科学性；二是作为评判依据的原始数据记录一般

是简单的一维数据，对事实反映不够全面，发生误差

的概率较高；三是考评成绩大多是在定性的基础上

由考核者根据自己的印象和经验作出评价，主观性

较强。

层次分析法（ＡＨＰ）［１］是美国运筹学家 ＳａａｔｙＴＬ
教授首先提出的一种定量和定性相结合的决策方

法，它把复杂问题分解为若干有序层次，并根据对一

定客观事实的判断，就每一层次的相对重要性给予

定量表示，利用数学方法确定出表达每一层次的全

部元素相对重要性次序的数值，并通过逐层分析导

出对整个问题的分析。但由于评价过程的随机性、

专家的不确定性及认识上的模糊性，该方法带有很

大的主观臆断性。为了改进传统层次分析法，一些

学者提出了模糊层次分析法（ＦＡＨＰ），一种是基于
模糊数的 ＦＡＨＰ［２－６］，另一种则是基于模糊一致矩
阵的 ＦＡＨＰ［７－９］。笔者将讨论前一种 ＦＡＨＰ。

Ｌｏａｒｇｏｖｅｎ等用对数最小二乘法处理三角模糊
数判断矩阵得到元素的排序

［２］
，Ｃｈａｎｇ，Ｚｈｕ等［４］

用

层次分析法处理判断矩阵中的三角模糊数得到元素

的排序，Ｗａｎｇ等指出了 Ｃｈａｎｇ［３］中层次分析法在应
用中的问题

［５］
。以上文献在处理模糊数判断矩阵

的过程中均缺少对判断矩阵的一致性检验。肖钰等

提出利用模糊概率及期望值将基于三角模糊数的专

家判断矩阵转化为非模糊数判断矩阵，使得新矩阵

可以进行一致性检验。
［６］

综合基于三角模糊数期望值的模糊层次分析法

和模糊综合评价法，笔者提出应用基于三角模糊数

期望值的模糊层次分析法解决问题的完整方案，并

将其应用到军队专业技术人才考评工作中。通过定

量与定性相结合，建立一套多层次、多维度的军队专

业技术人才综合评价模型，力图使人才考评工作更

加客观、科学和有效。

二、基于三角模糊数期望值的

模糊层次分析法

　　定理１．　
设 Ｍ１＝（ｌ１，ｍ１，ｕ１），Ｍ２＝（ｌ２，ｍ２，ｕ２）为三角模

糊数，则其运算规则
［２］
如下：

（１）Ｍ１Ｍ２ ＝（ｌ１，ｍ１，ｕ１）（ｌ２，ｍ２，ｕ２）＝
（ｌ１＋ｌ２，ｍ１＋ｍ２，ｕ１＋ｕ２）

（２）λ＞０，λＭ１＝λ（ｌ１，ｍ１，ｕ１）＝（λｌ１，λｍ１，

λｕ１）
（３）Ｍ１Ｍ２ ＝（ｌ１，ｍ１，ｕ１）（ｌ２，ｍ２，ｕ２）＝

（ｌ１ｌ２，ｍ１ｍ２，ｕ１ｕ２）

（４）Ｍ－１
１ ＝（ｌ１，ｍ１，ｕ１）

－１ (＝ １
ｕ
，
１
ｍ
，
１ )ｌ

定理２．
设 Ｍ＝（ｌ，ｍ，ｕ）为三角模糊数，仅考虑等概率

情况，根据 ｌ与 ｍ的偏离程度，确定结果是 ｍ的可
能性大小是 ｌ的倍数 Ｎ，同样，根据 ｍ与 ｕ的偏离程
度，确定结果是 ｍ的可能性大小是 ｕ的倍数 Ｍ，则
ｌ，ｍ，ｕ的模糊概率分别为

１
２（１＋Ｎ）

，
Ｎ＋２ＮＭ＋Ｍ

２（１＋Ｎ）（１＋Ｍ）
，

１
２（１＋Ｍ）

运用基于三角模糊数期望值的模糊层次分析法

解决问题，笔者将其归纳为以下８个步骤：
（一）构造递阶层次模型

层次分析法的中心问题是层次化，将复杂问题

涉及的因素进行分类，把这些因素按属性不同分成

若干组，以形成不同层次。同一层次的因素作为准

则，对下一层次的某些因素起支配作用，同时它又受

上一层次因素的支配。这样自上而下地将各类因素

之间的直接影响关系排列于不同层次，形成了一个

递阶层次模型。

（二）构造三角模糊数判断矩阵

按照递阶层次模型，在给定准则下，将 ｎ个因素
两两比较，判断矩阵的元素 ａｉｊ利用三角模糊数（ｌ，
ｍ，ｕ）定量表示，其ｍ值承袭 ＳａａｔｙＴＬ提出的１～９法
则确定。

设有ｔ位专家，对于某个准则，第 ｋ位专家对 ｎ个
因素两两比较后得到矩阵 Ｍｋ＝（Ｍｋｉｊ）ｎ×ｎ。这里

Ｍｋｉｊ＝（ｌ
ｋ
ｉｊ，ｍ

ｋ
ｉｊ，ｕ

ｋ
ｉｊ），且满足 ｌ

ｋ
ｊｉ＝
１
ｕｋｉｊ
，ｍｋｊｉ＝

１
ｍｋｉｊ
，ｕｋｊｉ＝

１
ｌｋｉｊ
。

（三）综合三角模糊数判断矩阵

对 ｔ位专家，根据他们的知识、经验等情况分配
权重为 ｒ１，ｒ２，…，ｒｔ，则综合 ｔ位专家的模糊判断矩

阵 Ｍｋ
（ｋ＝１，２，…，ｔ）得到矩阵 Ｍ＝（Ｍｉｊ）ｎ×ｎ，其元

素为

Ｍｉｊ＝
１

∑
ｔ

ｋ＝１
ｒｋ

［（ｌ１ｉｊ，ｍ
１
ｉｊ，ｕ

１
ｉｊ）ｒ１

（ｌ２ｉｊ，ｍ
２
ｉｊ，ｕ

２
ｉｊ）ｒ２…（ｌ

ｔ
ｉｊ，ｍ

ｔ
ｉｊ，ｕ

ｔ
ｉｊ）ｒｔ］

根据运算规则，可得

Ｍｉｊ




＝ １

∑
ｔ

ｋ１＝１
ｒｋ
∑
ｔ

ｋ＝１
ｌｋｉｊｒｋ，

１

∑
ｔ

ｋ＝１
ｒｋ
∑
ｔ

ｋ＝１
ｍｋｉｊｒ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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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
ｔ

ｋ＝１
ｒｋ
∑
ｔ

ｋ＝１
ｕｋｉｊｒ





ｋ ＝（ｌｉｊ，ｍｉｊ，ｕｉｊ）

（四）转化三角模糊数判断矩阵

将判断矩阵中的三角模糊数转化为非模糊数。

根据定理２模糊概率确定方法得出 ｌｉｊ，ｍｉｊ，ｕｉｊ的模糊

概率分别为 槇Ｐｉｊ（ｌｉｊ），槇Ｐｉｊ（ｍｉｊ），槇Ｐｉｊ（ｕｉｊ），且 槇Ｐｉｊ（ｍｉｊ）≥

槇Ｐｉｊ（ｌｉｊ），槇Ｐｉｊ（ｕｉｊ），则判断结果的期望 ａｉｊ为
Ｅ（ａｉｊ）＝Ｅ（ｌｉｊ，ｍｉｊ，ｕｉｊ）＝

槇Ｐｉｊ（ｌｉｊ）ｌｉｊ＋槇Ｐｉｊ（ｍｉｊ）ｍｉｊ＋槇Ｐｉｊ（ｕｉｊ）ｕｉｊ
由此可见，ａｉｊ为非模糊数，并由 ａｉｊ构成非模糊

矩阵为 Ａ＝（ａｉｊ）ｎ×ｎ。
（五）调整判断矩阵互反性

转化后的 Ａ矩阵可能不为互反矩阵，即 ａｉｊａｊｉ≠

１，可作如下调整：ａｉｊ＝
ａｉｊ
ａｉｊａ槡 ｊｉ

。调整后的矩阵为

Ａ＝（ａｉｊ）ｎ×ｎ，其 元 素 满 足 互 反 性：ａｉｊａｊｉ ＝
ａｉｊａｊｉ

ａｉｊａ槡 ｊｉ ａｉｊａ槡 ｊｉ

＝１。这样，就可以利用基本的层次

分析法进行分析。

（六）计算判断矩阵权重

首先利用和法、根法或幂法等对每一个判断矩

阵计算最大特征根 λｍａｘ及对应的特征向量 Ｗ ＝

［ｗ１，ｗ２，…，ｗｎ］
Ｔ
，然后对矩阵 Ａ进行一致性检验。

计算一致性指标 ＣＩ＝
λｍａｘ－ｎ
ｎ－１

，查表得到平均一致性

指标 ＲＩ，可以计算检验系数 ＣＲ＝ＣＩ
ＲＩ
作一致性检验。

当 ＣＲ≤０１０时，可以认为判断矩阵具有满意的一
致性，则将特征向量 Ｗ归一化之后作为单排序的权
向量；否则，可利用传递矩阵的方法进行调整。

［１０］

以此方法，得到各层次各判断矩阵的权向量。

（七）计算组合权重

根据递阶层次模型由上而下逐层进行，得到递

阶层次模型中每一层次中所有元素相对于总目标的

相对权重，最终得出最低层次元素相对于总目标的

相对权重。

假设已经计算出第 ｋ－１层 ｎｋ－１个元素 Ａ１，Ａ２，
…Ａｎｋ－１相对于总目标的组合排序权重向量为

ｗ（ｋ－１）＝（ｗ（ｋ－１）１ ，ｗｋ－１２ ，…，ｗ
ｋ－１
ｎｋ－１
）
Ｔ
，以及第 ｋ层 ｎｋ个

元素 Ｂ１，Ｂ２，…，Ｂｎｋ相对于第 ｋ－１层每个元素

Ａｊ（ｊ＝１，２，…，ｎｋ－１）的单排序权重向量 Ｐ（ｋ）ｉ ＝

（Ｐ（ｋ－１）１ｊ ，Ｐ（ｋ－１）２ｊ ，…，Ｐ（ｋ－１）ｎｋ－１ｊ
）
Ｔ
，ｉ＝１，２，…，ｎｋ，其中

不受 Ａｊ支配的元素权重取为０。作 ｎｋ×ｎｋ－１阶矩阵

Ｐ（ｋ）＝（Ｐ（ｋ）１ ，Ｐ
（ｋ）
２ ，…，Ｐ

（ｋ）
ｎｋ－１
），那么第 ｋ层 ｎｋ个元素

Ｂ１，Ｂ２，…，Ｂｎｋ相对于总目标的组合排序权重向量

为 ｗ（ｋ）＝（ｗ（ｋ）１ ，ｗ
（ｋ）
２ ，…，ｗ

（ｋ）
ｎｋ
）
Ｔ＝Ｐ（ｋ）ｗ（ｋ－１），从而可

得一般公式为 ｗ（ｋ）＝Ｐ（ｋ）Ｐ（ｋ－１）…Ｐ（３）ｗ（２）。
设第 ｋ层中与 Ａｊ相关的因素构成的判断矩阵

在单排序中经一致性检验时求得单排序一致性指标

为 ＣＩ（ｊ），（ｊ＝１，２，…，ｎｋ），相应的平均随机一致性
指标为 ＲＩ（ｊ），则第 ｋ层总排序检验系数为

ＣＲ＝
∑
ｎｋ

ｊ＝１
ＣＩ（ｊ）ｗｊ

∑
ｎｋ

ｊ＝１
ＲＩ（ｊ）ｗｊ

当 ＣＲ≤０１０时，认为层次总排序结果具有较
满意的一致性并接受该分析结果。

（八）模糊综合评价

在复杂的系统中，由于考虑的因素较多，又存在

一定的层次性，就必须采用分层逐级评判的方法进

行，即模糊多层次综合评判法。模糊综合评价法关

键的两步是：确定单因素评价矩阵 Ｒ和计算模糊评
判子集 Ｂ＝ＷＲ。

假设评估指标集 Ｕ＝｛ｕ１，ｕ２，…，ｕｎ｝，评语集
Ｖ＝｛ｖ１，ｖ２，…，ｖｍ｝，评估指标集 Ｕ又可分为 Ｐ份，设

为 Ｕｉ（ｉ＝１，２，…，Ｐ），且∑
Ｐ

ｉ＝１
Ｕｉ＝Ｕ。对每个Ｕｉ（ｉ＝

１，２，…，Ｐ）按单层次综合评判方法做综合评判，得
Ｂｉ＝ＷｉＲｉ（ｉ＝１，２，…，Ｐ），其中，Ｗｉ为 Ｕｉ的权向量；
Ｒｉ为对 Ｕｉ的单因素评判隶属度矩阵。将 Ｐ个方面
的单层次评判结果 Ｂｉ权向量综合起来，得Ｂｉ＝（Ｂ１，

Ｂ２，…，ＢＰ）
Ｔ
并设 Ｕ１，Ｕ２，…，ＵＰ的权重分配为 ｗｉ＝

（ｗ１，ｗ２，…，ｗＰ），则得到关于 Ｕ的评判结果为
Ｂ＝ＷＲ。

最后，计算综合评价值 Ｅ＝ＢＨＴ，Ｈ为评价等级
向量，Ｅ的大小反映了评估指标的优劣，从而为评价
提供了科学依据。

三、军队专业技术人才

考评模型及应用

　　军队专业技术人才考评前，考评体系标准的制
定需要经由专家发挥其智能、知识、阅历来综合判断

各评价指标的权重。考评时，考评人员根据自己掌

握的信息来综合评价考评对象的素质和绩效，评价

的可信度和准确性很大程度上受考评人员的思维模

糊性和连贯性的限制。同时，综合评价的指标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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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定性的。在模糊数学理论中，常以三角模糊数

来表达这种模糊属性，因为它的特征函数最符合人

的思维模式和指标的变化规律。因此，考虑到人才

考评工作的复杂性、人的思维的模糊性和指标属性

的模糊性，笔者采取基于三角模糊数期望值的模糊

层次分析法建立军队专业技术人才的综合考评

模型。

空军某科研单位在 ２００９年度科技干部考评活
动中应用了该考评模型，取得了一定的效果，受到了

普遍好评。下面结合该实例来研究军队专业技术人

才考评模型的构建和应用过程。

（一）构造递阶层次模型

根据军队专业技术人才成才规律，结合其岗位

职责、任职要求和工作特点制定军队专业技术人才

考评分层体系结构。考评指标体系应能反映军队专

业技术人才的基本情况，抓住主要因素，以保证考评

工作的全面性和可信度，同时考评指标要易于操作

实施。综合军队专业技术人才的具体情况，从德、

能、勤、绩、体５个方面进行考评，每个方面再提出具
体的评价指标，共设置 １５个考评项目，从而建立具
有分层结构的评价指标体系。其中，德、勤、体为军

队专业技术人才的共用标准，能、绩标准可按照高、

中、初级专业技术职务区分为３个标准。
军队专业技术人才考评层次分析模型主要分为

３层，具体框架如图１所示。上面是目标层 Ａ，即军
队专业技术人才综合评价；中间是准则层 Ｂ，即德、
能、勤、绩、体５个方面；下面是指标层 Ｃ。军队专业
技术人才综合评价模型的准则层共有 ５项，即 Ａ＝
｛Ｂ１，Ｂ２，Ｂ３，Ｂ４，Ｂ５｝＝｛德，能，勤，绩，体｝。德，主
要考评政治表现、品德修养、遵章守纪等方面的情

况，即 Ｂ１＝｛Ｃ０１，Ｃ０２，Ｃ０３｝＝｛政治表现，品德修
养，遵章守纪｝；能，主要考评学识水平、业务技能、

研究创新、技术协作等方面的情况，即 Ｂ２＝｛Ｃ０４，
Ｃ０５，Ｃ０６，Ｃ０７｝＝｛学识水平，业务技能，研究创新，
技术协作｝；勤，主要考评精神状态、工作作风和工

作效率等方面的情况，即 Ｂ３＝｛Ｃ０８，Ｃ０９，Ｃ１０｝＝
｛精神状态，工作作风，工作效率｝；绩，主要考评完

成本职工作、参与大项任务和咨询带教等方面的情

况，即 Ｂ４＝｛Ｃ１１，Ｃ１２，Ｃ１３｝＝｛完成本职工作，参与
大项任务，咨询带教｝；体，主要考评身体素质和心

理素质，即 Ｂ５＝｛Ｃ１４，Ｃ１５，Ｃ１６｝＝｛身体素质，心理
素质｝。

图１　军队专业技术人才考评层次分析模型

表１　考评体系结构

准则层 指标层 　　　　　指标含义／要点

德（Ｂ１） 政治表现（Ｃ０１） 学习运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情况；在重大原则问题上的表现情况；遵守政治纪律情况

德（Ｂ１） 品德修养（Ｃ０２） 思想品德；职业道德

德（Ｂ１） 遵章守纪（Ｃ０３） 执行条令条例、规章制度情况；服从命令、听从指挥情况

能（Ｂ２） 学识水平（Ｃ０４） 知识结构；实践经验；继续教育

能（Ｂ２） 业务技能（Ｃ０５） 岗位技能；获取处理信息能力；应急处置能力

能（Ｂ２） 研究创新（Ｃ０６） 对专业的认知把握能力；发现新情况、新问题的能力；运用创造性思维解决问题的能力

能（Ｂ２） 技术协作（Ｃ０７） 组织协调能力；团队协作能力

勤（Ｂ３） 精神状态（Ｃ０８） 使命意识；敬业精神

勤（Ｂ３） 工作作风（Ｃ０９） 求真务实情况；严谨细致情况

勤（Ｂ３） 工作效率（Ｃ１０） 工作计划性；工作时效性

绩（Ｂ４） 完成本职工作（Ｃ１１） 履行岗位职责情况；参与科研创新与技术革新情况；开展技术服务情况

绩（Ｂ４） 参与大项任务（Ｃ１２） 参与重点科研攻关情况；参与完成急难险重等军事行动情况

绩（Ｂ４） 咨询带教（Ｃ１３） 决策咨询；指导帮带

体（Ｂ５） 身体素质（Ｃ１４） 健康状况；体能情况

体（Ｂ５） 心理素质（Ｃ１５） 自信心；心理调适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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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构造三角模糊数判断矩阵

根据军队专业技术人才考评层次分析模型，制

定问卷调查表，并发放给从该领域聘请的三位专家。

专家根据自己对问题的认识和经验，对各因素的重

要性作出判断。根据三位专家的填表结果可得到三

角模糊数判断矩阵。限于篇幅，仅给出准则层德、

能、勤、绩、体 ５个因素的判断矩阵示例，如表 ２
所示。

表２　准则层三角模糊数判断矩阵

Ａ Ｂ１ Ｂ２ Ｂ３ Ｂ４ Ｂ５

（１，１１，１２） （２１，２３，２５） （１８，１９，２０） （３５，３６，３７）

Ｂ１ １ （１１，１３，１５） （２４，２６，２８） （１５，１９，２３） （３７，３９，４０）

（１１，１２，１４） （２２，２５，２７） （１９，２１，２３） （３４，３６，３８）

（０８３，０９１，１） （２，２２，２４） （１７，１８，１９） （３，３１，３３）

Ｂ２ （０６７，０７７，０９１） １ （１９，２１，２３） （１５，１８，２１） （３４，３６，３８）

（０７１，０８３，０９１） （２１，２４，２６） （１９，２０，２１） （２９，３１，３３）

（０４，０４３，０４８） （０４２，０４５，０５） （０６３，０６７，０７１） （１３，１５，１７）

Ｂ３ （０３６，０３８，０４２） （０４３，０４８，０５３） １ （０６３，０７１，０８３） （２，２１，２２）

（０３７，０４，０４５） （０３８，０４２，０４８） （０４８，０５３，０５６） （２１，２４，２６）

（０５，０５３，０５６） （０５３，０５６，０５９） （１４，１５，１６） （２４，２６，２８）

Ｂ４ （０４３，０５３，０６７） （０４８，０５６，０６７） （１２，１４，１６） １ （２７，２９，３１）

（０４３，０４８，０５３） （０４８，０５，０５３） （１８，１９，２１） （２７，３，３３）

（０２７，０２８，０２９） （０３，０３２，０３３） （０５９，０６７，０７７） （０３６，０３８，０４２）

Ｂ５ （０２５，０２６，０２７） （０２６，０２８，０２９） （０４５，０４８，０５） （０３２，０３４，０３７） １

（０２６，０２８，０２９） （０３，０３２，０３４） （０３８，０４２，０４８） （０３，０３３，０３７）

（三）综合三角模糊数判断矩阵

此项目聘请的三位专家权重相同。综合后的准

则层三角模糊数判断矩阵如表３所示。

表３　综合后的准则层三角模糊数判断矩阵

Ａ Ｂ１ Ｂ２ Ｂ３ Ｂ４ Ｂ５

Ｂ１ １ （１０７，１２，１３７） （２２３，２４７，２６７） （１７３，１９７，２２） （３５３，３７，３８３）

Ｂ２ （０７４，０８４，０９４） １ （２，２２３，２４３） （１７，１８７，２０３） （３１，３２７，３４７）

Ｂ３ （０３８，０４，０４５） （０４１，０４５，０５） １ （０５８，０６４，０７） （１８，２，２１７）

Ｂ４ （０４５，０５１，０５９） （０５，０５４，０６） （１４７，１６，１７７） １ （２６，２８３，３０７）

Ｂ５ （０２６，０２７，０２８） （０２９，０３１，０３２） （０４７，０５２，０５８） （０３３，０３５，０３９） １

（四）转化三角模糊数判断矩阵

根据每位专家对判断比较结果的确定程度及陈

锡康
［１１］
对三值估计法提出的经验数值，认为 ｍｉｊ出

现的可能性大小均是 ｌｉｊ和 ｕｉｊ的 ２倍，从而可以确定
模糊概率分别为 １／６，４／６，１／６，从而可以按照公式

ａｉｊ＝
１
６
ｌｉｊ＋

４
６
ｍｉｊ＋

１
６
ｕｉｊ将判断矩阵中的三角模糊数

转化为非模糊数。转化后的准则层判断矩阵如表 ４
所示。

（五）调整判断矩阵互反性

对判断矩阵进行互反性调整，调整后的准则层

判断矩阵如表５所示。

表４　转化后的准则层判断矩阵

Ａ Ｂ１ Ｂ２ Ｂ３ Ｂ４ Ｂ５

Ｂ１ １ １２０７ ２４６３ １９６８ ３６９３

Ｂ２ ０８４ １ ２２２５ １８６８ ３２７５

Ｂ３ ０４０５ ０４５２ １ ０６４ １９９５

Ｂ４ ０５１３ ０５４３ １６０７ １ ２８３２

Ｂ５ ０２７ ０３０８ ０５２２ ０３５３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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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计算判断矩阵权重

利用和积法对调整后的判断矩阵进行计算，可

以得到最大特征根 λｍａｘ＝５０２９，对应的特征向量为

（０３２４１，０２８５３，０１３０４，０１８４１，００７６２）Ｔ。计
算得到一致性指标 ＣＩ＝０００７３，检验系数 ＣＲ＝
０００６５＜０１。该判断矩阵具有满意的一致性。

表５　调整后的准则层判断矩阵

Ａ Ｂ１ Ｂ２ Ｂ３ Ｂ４ Ｂ５

Ｂ１ １ １１９９ ２４６６ １９５９ ３６９８

Ｂ２ ０８３４ １ ２２１９ １８５５ ３２６１

Ｂ３ ０４０６ ０４５１ １ ０６３１ １９５５

Ｂ４ ０５１１ ０５３９ １５８５ １ ２８３２

Ｂ５ ０２７ ０３０７ ０５１２ ０３５３ １

（七）计算组合权重

同理可得 Ｃ层对于 Ｂ层的权重，并得出 Ｃ层对
总目标 Ａ的组合权重，如表６所示。

表６　模型组合权重

Ｃ－Ｂ

权重

Ｂ１

（０３２４１）

Ｂ２

（０２８５３）

Ｂ３

（０１３０４）

Ｂ４

（０１８４１）

Ｂ５

（００７６２）

Ｃ－Ａ

总权重

Ｃ０１ ０４６０６ ０１４９３

Ｃ０２ ０３３７５ ０１０９４

Ｃ０３ ０２０１９ ００６５４

Ｃ０４ ０２５９０ ００７３９

Ｃ０５ ０４９０５ ０１３９９

Ｃ０６ ０１５１４ ００４３２

Ｃ０７ ００９９１ ００２８３

Ｃ０８ ０２１７９ ００２８４

Ｃ０９ ０４５９１ ００５９９

Ｃ１０ ０３２３０ ００４２１

Ｃ１１ ０５３７２ ００９８９

Ｃ１２ ０２８４９ ００５２５

Ｃ１３ ０１７７８ ００３２７

Ｃ１４ ０５４４０ ００４１５

Ｃ１５ ０４５６０ ００３４７

（八）模糊综合评价

确定评价等级及其相应标准，给出评语集 Ｖ＝
｛ｖ１，ｖ２，ｖ３｝＝｛优秀，称职，不称职｝，评价等级分为
３级，其中９０～１００分为优秀，６０～８９分为称职，０～
５９分为不称职。根据评语集的等级，得到评价等级
向量 Ｈ＝（１００，８０，３０）。

发放民主测评表，统计测评结果，构建综合评价

隶属度矩阵 Ｒ＝（ｒｉｊ）。其中，隶属度 ｒｉｊ表示被考评

对象的指标ｉ隶属于第ｊ个评语ｖｊ的程度，用参与测
评投票的人数确定：

ｒｉｊ＝
针对指标 ｉ给出评语 Ｖｊ的人数

参与测评的总人数

选取某被考评对象的综合评价隶属度矩阵为例

分析，如表７所示。

表７　综合评价隶属度矩阵

评价指标 Ｖ１（优秀） Ｖ２（称职） Ｖ３（不称职）

Ｃ０１ ０８６ ０１４ ０

Ｃ０２ ０８９ ０１１ ０

Ｃ０３ ０６９ ０３１ ０

Ｃ０４ ０５７ ０４３ ０

Ｃ０５ ０７１ ０２９ ０

Ｃ０６ ０６１ ０３９ ０

Ｃ０７ ０６４ ０３６ ０

Ｃ０８ ０５７ ０４３ ０

Ｃ０９ ０５ ０５ ０

Ｃ１０ ０６４ ０３６ ０

Ｃ１１ ０５４ ０４６ ０

Ｃ１２ ０３６ ０６４ ０

Ｃ１３ ０２９ ０７１ ０

Ｃ１４ ０５４ ０４６ ０

Ｃ１５ ０５ ０５ ０

　　根据 Ｂ＝ＷＲ，可以求得该被考评对象的综合评
价为（０６５１４，０３４８６，０）。根据 Ｅ＝ＢＨＴ计算其总
评分为９３０３分，可知其评价等级为优秀。

从构建的军队专业技术人才考评模型的组合权

重可以看出，政治表现（Ｃ０１）和业务技能（Ｃ０５）是
人才考评模型的关键指标，对人才是否称职具有决

定性的影响。另外，品德修养（Ｃ０２）和完成本职工
作（Ｃ１１）也是人才考评模型的重要指标。这正符合
当前军队专业技术人才发展战略中“德才兼备”的

要求。因此可以证明笔者构建的军队专业技术人才

考评模型是合理有效的。

四、结论

考虑到人才考评工作的复杂性、人的思维的模

糊性和指标属性的模糊性，笔者采用基于三角模糊

数期望值的模糊层次分析法构建了军队专业技术人

才考评模型。该模型的合理性和有效性已经在某科

研单位得到应用验证，并为该单位选拔任用科技干

部提供了很好的决策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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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军队专业技术人才考评体系是考评军队专业技
术人才的基本依据和尺度，对专业技术人才提高能

力素质、履行岗位职责、激发内在活力起着牵引和导

向作用。专业技术人才可以根据考评结果，认清自

己在各评价项目中的真实表现，了解自身的优势和

不足，以便有针对性地完善自我，实现全面协调发

展。单位可结合专业特色和实际工作重点，依照通

用考评体系基本评价要素，有针对性地细化指标和

调整权重，使考评模型更能反映该单位的实际状况

和发展的需要。

军队专业技术人才考评是一项系统工程，评价

指标的合理性、评价方法的科学性是客观、公正评价

的关键所在。只有理论联系实际，在评价实践中不

断改进、不断完善，才能探索出适合军队发展需要的

专业技术人才考评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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