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l卷 第4期 

l 998年 l2月 

管 理 科 学 学 报 

JOURNAI OF M ANAGEM ENT SCIENCES IN CHINA 

V01． 

Dee 

； 

序列群评价法则的一些研究。 

郑应文 

(福州大学 自动化研究昕) 

C 弓牛 

【摘要】建立7序列群评价系统模型，提出一种使群评价值的误差方差达到最小的群评价法则 
— —

递推 自校正方法．分析7几种常用的群评价法则的性能．并通过仿真试验．对几种方法的 

结果进行验证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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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群评价是指由多名专家对某个问题进行各自 

评价，然后由领导者综合这些评价意见．按照某种 

算法．得到一个 总体评价，这个算法称为群评价法 

则．其结果称为群评价值 ．本文主要讨论客观评 

价问题 ．在这类问题中 评价者昕评价的问题本 

身是有一个客观的真实值的，例如讨论明天的天 

气情况．估计下 ，、月公司产品的销售额，军事或经 

济对抗中对他方行为的估计．对体育或文艺选手 

在比赛中的评份 ，企业对某种设计产品投入生产 

后所产生的经济效益的预计，等等，这些评价的问 

题有些可在今后的发展过程中得知确切的真实值 

(如天气情况，下月的产品销售额等)，有些难以简 

单地得到真实值的验证(如比赛中的评分，对未实 

行的投资项目的评价，等等)，但其本身也都应该 

有一个客观的合理值．因此，领导者在制定群评价 

法则时，应该使得到的群评价值与客观的真实值 

尽可能接近，而不是简单地按照如“少数服从多 

数”等对主观评价问题适用的法则，因为有时多数 

人的意见未必一定正确．而少数人的评价值有可 

能更接近客观真实值．所以，领导者在制定法则对 

问题进行群评价中．必须同时对各专家的评价水 

平进行评价。 ，对于那些评价值更接近真实值的 

专家意见．应该给予更大的重视，这样才能使群评 

价值与真实值之间的误差减小 ． 

序列群评价系统是指由一些相对固定的专家 

对一系列类似问题进行评价，例如逐次对下个月 

的销售额进行群预测．在比赛中裁判对各选手的 

评分，等等．这里假定每次对问题的投票评分值可 

以标准化为从0至100之间的实数，共有 n个专家 

参加投票，领导则从这 一个评分值中经过加权平 

均计算，得到一个群评价值．由于这样的评价问题 

进行多次．领导可以根据每位专家以往的投票记 

录．来对每个投票者进行评价，给出他们每人一个 

评价分．这个评份分，表示投票者的评价水平，领 

导者将依此给予每个投票者评价意见不同的重视 

程度．当某些投票者评价分过低时．可以取消他的 

投票权利．这样，一方面可以促使投票者在评价时 

不会根据 自身利益或喜好去投票，而是根据 自己 

对问题的认识和对情况的分析来作出判断，尽量 

使自己的评价值接近真值．以提高自己的评价分； 

另一方面领导也要按照各投票者评价分的不同， 

制定最优的群评价法则，使群评价值尽可能地接 

近真实值． 

本文建立一种序列群评价模型，从理论上得 

出最优群评价法则的条件，并提出一种递推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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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序列群评价问题进行计算的方法，并不断地对 

各专家的水平给出评价分，使群评价法则能够不 

断地进行自校正，以达到最优 文中还对几种常用 

的群评价法则进行分析．并通过计算机仿真实验 

的方法．对各种群评价法则的结果进行比较． 

1 模型与理论计算 

设 个专家分别对问题 P进行评价，每人给 

出一个 0至 1O0之间的评分值ⅡI( 一1，2，⋯，n)， 

而问题的客观真实值是未知的 ，领导者要从这 

n个评分值中得到一个群评价值 ，使之与吼尽可 

能接近． 

假定第i个投票者的评价值 与真实值 之 

间的差 是随机变量，它的均值是零．方差是 ， 

并且相互独立．即有 

f i一 ， 
E( ， )：{ 

u ， 

假定f．的均值是 0，是因为投票者都是这方 

面的专家，在序列群评价的投票过程中，能够积累 

经验 ，根据他们的评价值与真实值之间的比较，消 

除个体评价的系统偏差．而方差 的大小则表示 

第 i个投票的评价水平．相互独立是指投票时各 

人都不受其他人的影响． 

领导者取这 n个评价值的某种加权平均作为 

群评价的值 n．即取 

一 ＼1 ． 
1= 1 

这里0≤ ≤1且∑。一1．这样；也是一个随机 
l； 1 

变量，它的均值是 方差为 

I =∑c 

要 尽量接近 “，就是要使得 尽可能小．为此作 

Lagrange函数 

∑ 十 (̂∑。 1)=0 

求导数后 为 

』。：。 + 一0 “=h ，⋯ 
l∑ 一1—0 

解这个方程组．得到当。：( 耋吉j。。 

( = 1．2，⋯ ， ) 

时， 方差达到最小，为 一M，这里的 定义为 

面1一∑ 1由此得到群评价的最优法则： 

定理 在群评价中，如果 个投票者的评价 

值与真值的差是均值为 0，方差为 的独立随机 

变量．则最优的群评价法则为一a一∑c舟，这里 
1 

一 导，而M‘一∑ ．这时的群评价值 是对 
。 ， 1 

真值的无偏评价，其误差方差达到最小，为LⅥ． 

可以看出，领导者在计算群评价值n时，必须 

对参加投票的各个专家的水平进行评价，确定他 

们各自的评价方差 ．以便在计算 时决定各专 

家投票值的加权系数．在序列群评价问题中，根据 

以往各专家对评价问题的投票记录，可以计算各 

个投票人的评价方差．例如对序列 ，】(I)，，】(2)． 

⋯ ，，J( )进行群评价，第i个投票人参加了这些投 

票，他每 次 的评 价值 分 别是 0(1)．ai(2)，⋯． 

( )，而事后验证的结果，这些问题的真实值是 

“(1)，‰(2)．⋯ ( )，那么根据这些记录 ，可以 

算出第 k次群评价后第 i个投票人评价方差的近 

似值为 
， 

d ( )=÷∑[ ( )一日(，) 
一 1 

在统计学中可以证明．当次数 k一 。。时， ( )一 

， 即这个近似值将趋于投票人评价方差的准确 

值． 

当投票人 进行 次投票后·以 — 作 

为他对这类问题进行评价的评价水平分，随着 k 

的增加，6．要不断地进行修正而趋于他的评价方 

差的倒数．在进行下一次群评价时，群评价值是所 

有投票值的加权平均，而每人的加权值应与他们 

当时的评价水平分成比例，即群评价值应为 = 

÷ ∑b ．经过第k+1次投票后，第i个投票 
∑b 

者的评价记录增加了一次，要用上述方法重新计 

算他的评价方差．为了减少计算量和存储量，可以 

采用递推的方法，用第k q-1次评价时的误差平 

方，对原来的评价方差 ( )进行修正，计算公式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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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一i{ [ ( )一(ao(k+1) 
一 n，(k+ 1)) ] 

再以 ( + 1)的倒数作为 i投票人的b．，进行下 
一 次的群评价．这种方法称为以真实值校正的递 

推方法． 

在事后也难以准确知道每个评价问题真实性 

％( )的情况．则用由最优群评价法则得到的群评 

价值 n(J)来代替 ( )进行计算和校正 这种方 

法称为以评价值校正的递推方法． 

2 几种群评价法则分析 

在 日常的许多群评价问题中，人们采用了各 

种的群评价法则，现在用上面的分析结果，对这些 

评价法则进行分析比较，研究它们的适用范围和 

性能好坏． 

2．1 算术平均法 

对几个投票人的评价值采用算术平均得到群 

评价值．这是最常用的法则之一．这里的加权准则 

为对所有的投票人都是 一{．群评价值的误差 

方差为 一{ ： ．当所有的 都相等时，算术 “
l_ 1 

平均法与最优法则相同．其群体评价误差方差为 

÷ ，达到最小．这说明在投票人的评价水平相同 

或相接近时，这种群评价方法比单个人评价要准 

确．且参加评价的人数越多，与真值的误差越小． 

当投票人的评价水平不同时，算术平均法不是最 

优 的 各 的差距越大 算术平均法与最优法则 

的差距就越大．算术平均法的群评价值的误差方 

差有时会大于最好的个人评价方差，但一定会小 

于最差的个人评价误差方差．因此，算术平均的群 

评价法则可用在评价者的评价水平相当，或者是 

由于缺乏各人的评价者历史记录，而只能对大家 

采取一视同仁态度的场合． 

2．2 中间值法 

中间值法就是在竞赛评分中常用的 去掉 1 

个(或几个)最高分，去掉 1个(或几个)最低分， 

其余的有效分取算术平均值的方法．这是不同于 

最优法则的另一种加权方法．除非所去掉的评分 

者的评价方差是无穷大，而其余人的方差又全都 

相等这样一种极端情况之外，这个法则都将异于 

最优法则．但是当有某几个评价者的评价水平的 

误差方差很大，而叉无法事先对各个评价者的具 

体评价水平高低作出估计时，采用中间值法可能 

是有益的 由于最大最小的评分值经常是由 大 

的投票者产生，中间值法相当于将他们的加权系 

数降为 0，而适当加大其余投票者的加权系数，显 

然在各 相差很大时这比算术平均法会更接近 

最优法则．中间值法可用在缺乏各投票者的评价 

记录，但假定各投票者的评价水平参差不齐的情 

况．中间值法对于个别评价者有意不按客观情况， 

而按 自身利益进行评价的做法 ，也有一定的防范 

作用． 

2．3 取个别专家的评价值 

领 导者根据以往评价记录，只考虑一个或几 

个专家的评价值而不考虑其他评价者的评价值． 

这种评价法则显然不是最优的．但有时却是可靠 

的．比如领导者认为一个或几个评价者的评价水 

平很高．他们的评价方差都小于一个阚值 ，那么 

取他们的评价值进行评价，就能保证得到的群评 

价值不会与真值相距太大，可以达到领导者满意 

度的水平．而如果加上其它未知水平的评价者的 

意见，反而有可能使群评价值变差，达不到所要求 

的精确程度．因此，对于那些只要求群评价值达到 
一

定水平的情况，领导者可以采取这种谨慎的群 

评价法则，只考虑部分评价水平高的专家的意见， 

对于那些新参加评价的或评价记录不佳的投票 

者，可 参加投票，但不考虑他们的评价值，只有 

当某个投票者的评价记录证明了他的评价误差方 

差小到一定的阈值时，才开始将他的评价值放到 

群评价公式中进行计算． 

2．4 以真实值校正的递推方法 

这种法则已在前面详细加以介绍．它适应于 

序列群评价系统，要求事后能知道所评价问题的 

真实值．并要保存每个投票者的评价记录．它充分 

利用了投票者所有评价记录的信息，并按照最优 

群评价法则进行加权计算，能使群评价误差方差 

达到最小． 

2．5 以评价值校正的递推方法 

这种法则适应于事后无法知道所评价问题真 

实值的序列群评价系统．由于它用以前的群评价 

值代替真实值进行计算，所 某次群评价值与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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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值的误差大小，与以前各次群评价值的质量有 

关．在初始进行群评价时，因为没有评价记录，要 

采用算术平均法或中间值法进行群评价，然后才 

能采用以前的各项评价记录进行递摧群评价． 

2 6 修正的递推方法 

有时领导者认为各投票者的评价水平是发生 

变化的，则可以用有限长度来估计他的评价水平 

方差，比如当某个投票者的投票次数超过 K 次 

时，不采用他的全部评价记录，而只采用最近的K 

次评价记录与真实值(或群评价值)的误差来计 

算他的评价水平方差．并以此来决定在下一次群 

评价中该投票者的评价水平分．或者更一般地采 

用遗忘因子法来估计投票人的评价水平，在计算 

投票人的评价水平的方差时，对他以前各次评fff 

时的误差平方加上不同的权，时间越早的所加的 

权重越小．由此推出投票人评价误差方差的估计 

式．这些方法也有相应的递推公式，这里就不赘述 

了． 

3 仿真试验与结果比较 

仿真试验分 8组进行．在每组试验中，有 6个 

投票人对 100个不同的序列群评价问题逐～进行 

投 票．同组甲第 i个投票人每次投票的评价误差 

方差设为 ( 一1，2．⋯．6)．他每次投票的评价值 

与真实值的差都是由相同的 为参考方差所得 

到的伪随机数而产生的．对每个评价问题，6个投 

票人将产生 6个评价值．用 4种不同的群评价准 

则，可给出4种群评价值，这 4种准则是 ： 

I 算术平均法； 

Ⅱ 中间值法(去掉 1个最高值，1个最低 

值，其余进行平均)； 

Ⅲ 以真实值校正的递推方法； 

Ⅳ 以评价值校正的递推方法． 

对每组的 100个评价问题．用其中的一种法 

则可以得到 100个群评价值，这些群评价值与真 

值之间的偏差大小．可以用这的 100个偏差的方 

差 来 表 示，例 如 法 则 I 的 偏 差 方 差 为 
1 竺  

≥：(m( )一曲(0) ，这里％(2)是100个真实 
⋯  ： 

值 ( )是用法则 1得到的 100个群评价值．显 

然，这个偏差的方差越小．说明这种群评价法则越 

好． 

这样的仿真试验共进行 8组 对每组中 6个 

投票者的评价误差的参考方差选用不同的组合形 

式，分别算出由不同的群评价法则所得到偏差方 

差．其仿真结果如下表： 

组别 6十谇竹者投票误差 拄不同击刚得到群评竹结果与真值的偏差方差 

的参考方差 击别I 击则I 击则I 法则 

J 1．，lI·1．，Il-．J-1【 2 5 T U h Z 392 I 

2 3 2．2 8．1 2．5 ，312，】7 0 4 l 0 490 8 0 36 l 0‘3o 4 

3 13 1．1 2 8，22．1l_】．9．2．17 2 }j 2 5 1 1j3 2 I 291 

4 0 2，0 CS，0 2 0 6．0．12．1 7 522j 0哺3j 0 0 8 0 05S 0 

5 l 1-1．，1 1 1 l-1 ，】1 0 8 61 0¨5 0 0 320 3 0 3∞6 

6 S】．8．，61． 1．01．0’ C 7 4 0|331 0 028 7 0 0 4 

0l，2l 61．I1⋯3I1 【25l 9 I_1 6l 8 0．05 0 c 472 9 

S 0 1，S l-6 1-1l，1 3t1 l 38 5 1 42l 3 0 1】2 6 O．620 7 

从仿真结果可以看出： 

3，1 在可以得到真实值的序列群评价问题 

中．以真实值校正的递推方法(法则 Ⅱ)是最好 

的，其群评价结果与真值的偏差方差达到最小，特 

别是在评价人的评价水平相差较大时，它的优点 

十分明显． 

3．2 以评价值校正的递推方法(法则 Ⅳ)也 

能得到较好结果，它的群评价的偏差方差虽然比 

法则 m要大一些．但在一般情况下．比法则 i、法 

则 Ⅱ都要好． 

3．3 对于算术平均法与中间值法则，仿真 

结果表明，当各投票人评价水平相同或相距不大 

(第 1．2．3组)．或只有个别的评价误差方差很小 

(第8组)时，用算术平均法较好；而在投票人评价 

水平相距较大的其他场合．用中间值法得到的群 

评价结果较好． 

4 结 论 

群评价方法，是决策民主化科学化的重要形 

式 ．在对客观事物的群评价时，要制定科学的优 

化群评价法则，才能提高决策水平．本文对于序列 

群评价系统 ，提出一套自校正方法来进行群评价， 

从理论分析和仿真试睑结果来看 ，这个方法都是 

比较好的． 

已制作一套可应用软件，将这个方法用在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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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专家组对产品设计方案的群评价上去．在不 续修正与完善 

同的实际环境中使用这个法则，还需在运行中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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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f Series Group Eval uation Criter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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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A model of series group evaluation systems is established．An evaluation criterion with minimal 

variance，the recurrence adjustment approximation．is presented．Some evaluation criteria are analysed．and 

their simulation results are compa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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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anagement Science to Face with Compl icated Probl emsⅡ一 Study on 

Some Problems About Fractral and Chaotic of the Economic Dynami- 

cal Time Series 

Sheng Zhaohan，M a Junhai，Chen Guohua 

Institute of Systems Engineering，Southeast Universit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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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t The paper presents a new method about statistic estimation．The relationship about embedding 

dimension are studied carefully．According tO the theory the concrete paradigram ，as well as the selected 

method of calculating length of the economic time series were proposed．The proposed method in this paper 

was proved by calculating examples tO be effective． 

Keywords： nonlinear，statistic estimation．chaotic economic time~ries，fract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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