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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一般信息结构的模糊多属性决策方法。 

斗l一牛午 李登峰。 
(大萄丽西 部 0 I 7 

摘要 砷具有一般信息结枸(即决策者偏好信息完全确知、完全不确知和部分不确知)的 

模糊多属性决策问题作 j研究，建立7最大隶属度加权平均规划方法和最小隶属度加权平均 

偏差法．实例说明这两种方法可行、有效且易实现，可为解决具有一般信息结构的模糊多属性 

决策 问题提供新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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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梭 嫣拉次篆 

多准 则决策(包括多目标决策和多属性决策)是 目前决策科学、系统工程、管理科学和运筹学等学 

科研究中十分重要、非常活跃的领域．解决多目标决策问题的关键是如何获得决策者的偏好信息(即目 

标权重)．现在 ，对于决策者偏好信息完全确知和完全不确知的多属性决策已经有了一些有效方法，例如 

TOPSIS法、综合加权法 ：、模糊优选法【“ 、最小隶属度方法 、加权平均规划方法【 、模糊神经网络综 

合决策方法 、模糊迭代方法 、熵权模糊决策方法 及最小加权平均偏差方法 等．但是，对于具有一 

般信息结构即决策者偏好信息完全确知、般信息结构的模糊多属性决策方法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与现 

实意义． 

1 最大隶属度加权平均规划方法 

设有 个决策方案构成方案集X一 { ， “， }，每个方案要考虑 个目标，记 目标集O一 {O ， 

，⋯， )，决策矩阵X =(嚣 )⋯ ，这里墨 是方案 的第 个目标值 一般地，目标有4种类型 ；效益 

型、成本型、固定型和区间型．从而可划分为 ( 一l，2，3，4)，且 O—U ， n or= ， ≠f， ，f一 

1，2，3，4，其中 ( 一 l，2，3，4)分别为效益型、成本型、固定型和区间型目标集， 为空集．为消除不同 

物理量纲对决策结果的影响．可按文[1]和[5]中方法将决策矩阵转变为相对隶属度矩阵 

R一 ( )一  

决策者偏好、期望等信息可通过 目标权重来体现．现设决策者部分偏好信息未事先确知，故权重向 

量中有些分量已知，有些分量则是待定的未知量 不妨假定前P(P≥1)个目标权重是待定的，而后 — 

p个权重是已经给定的，即 

毗 = ≥ 0，i— P+ 1，P+ 2，⋯， ， < l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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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记 

∞ ( ， ，⋯， ) ， ( ， ，⋯， )T d 1一∑ 一1一∑ 。 
I— + l 1一 + 1 

可得 的加权平均综合值 

( )一∑@JiT"ij， 一1，2，⋯， 
J 】 

(2) 

显然，对于给定的 ， ( )越大则 越优．因此，可建立如下多目标决策模型 

m f，9( )一( ( )，岛( )，⋯， ( ))f∑钟一c) 

由于每个方案都是非劣的，不存在任何偏好关系，因此可将上述多目标决策问题等权重集结为如下等价 

的非线性规划问题 

max(h(m~)一∑ ( ) l∑ =c} 
r一1 一 1 

解之得 

厂— — 一  
= ∑ √c／∑(∑ ) 一1，2，⋯，声 

一

般地，要求权重向量规格化，因此可得 

=  ∑rI，／∑∑ —l'2I⋯，p (3) 

将式(1)和(3)代入式(2)可得各个方案的加权平均综合值，并按其从大到小的顺序即得方案集的优序 

排列． 

显然，声一YZt即偏好信息完全不确知时，有d=1，从而式(3)与文[5]中的结果完全一致，由此可见， 

式(3)可看作文[5]结果的拓展，而后者仅为前者的特殊情况．此外，易于看到，若偏好信息完全确知即m 

已知时，直接利用式(2)便可做出决策．因此，式(2)和(3)是一种适用于一般信息结构的模糊多属性决 

策方法． 

2 最小隶属度加权平均偏差法 

根据模糊优化决策的相对性一 ，可定义相对理想方案为 

G# (g1，g2，⋯ ，g ) 

式中g．=r t V z V⋯ V ，i一 1，2，⋯， ．这里⋯V 为模糊算子．显然，决策方案 越接近G，≈就越 

优．因此，可用方案 偏离G的程度来度量其优劣．现选取下列偏差指标来刻划 

，J( )一∑oJ~(g．一r ) 

即对于给定的 ， ( )越小则巧越优．于是，可建立如下多目标决策模型 

min{，( )=(， ( )， ( )，⋯，，H( ))I壹 一c) 
类似于前面的讨论 ，可将上述多目标决策集结为下列非线性规划 

n ( )／ 
不难求得 。 

∑(g 
J= L 

,
，
／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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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上述权重作规范化可得 

． ．

一  (毋一 )／壹 (毋一。) 一1，2，⋯，声 
= l l= l J= 1 

将权重式(1)和(5)代入式(4)可得各方案的隶属度加权偏差值，并按其由小到大的上升顺序可得方案 

集 的优序排列． 

不难看出，上述最小隶属度加权平均偏差法同样适用于偏好信息完全不确知的多目标决策问题，即 

P—m．若偏好信息完全确知时，直接利用式(4)便可做出决策．因此，式(4)和(5)是另一种适用于一般 

信息结构的模糊多属性决策方法． 

3 与其它现有方法的比较分析研究 

f18 400 3 100 80 300 0．6 40 1_2] 

X = l19 600 4 120 100 400 0．8 40 1．3l 

【29 360 6 540 120 150 1 50 1．5 J 

『1_000 1．000 1．000 0．667 0．750 0．600 0．800 0．8001 

R一 0．939 0．750 0．834 0．834 1_000 0．800 0．800 0．867l 

【0．627 0．500 0．185 1．000 0．375 1．000 1．000 1．000 J 

( )= ( (； )， ( )， ( ))一 (0．827 1，0．852 9，0．710 9) 

方案集 优序排列仍为X > >函．这与利用熵权模糊决策方法 、最小加权平均偏差方法 、群体 

AI-IP方法 和模糊交叉算法【” 得到的结果完全一样，但要比它们简单易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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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 束 语 

前面针对具有一般信息结构的模糊多属性决策问题建立了两种全新的最大隶属度加权平均规划方 

法和最小隶属度加权平均偏差法，它们确定目标权重的方法实质上都是客观赋权法，从而决策或评价结 

果相对比较合理、客观，并且可操作性强、易实现．因此，本文提出的方法能为解决具有复杂信息结构的 

多目标决策问题提供一条崭新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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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zzy M ultiattribute Decision Making Methods W ith General lnfor 

mation 

Li Dengfeng 
Department of Basics，Dalian Naval Acade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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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This paper investigated fuzzy multiattribute decision making problems with general information 

structure(i．e．，decision maker’preference information complete known，and complete unknown and incom— 

plete known)，established the maximum membership average weighted programming method and the mini— 

mum membership average weighted devi~ion method ．The real example demonstrated feasibility and effec— 

tiveness of the two methods proposed in this paper．A new way is presented to solve the fuzzy multiat— 

tribute decision makings with general information stru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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