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2卷第 2期 

1999年 6月 

管 理 科 学 学 报 

JOURNAL OF MANAGEMENT SCIENCES IN CHINA 

VoL 2 No．2 

Jun．1999 

能 力 集 分 析。 

冯俊 文 

(南京理工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摘要】能力集分析(Competence Set Analysis)是美国管理科学杰出教授 Po—Lung Yu干 80年 

代初提 出并进 行 系统研 究的一种决菜分析理论．本文概述 了能 力桌分析及 其应 用方 面的研 究 

成果，包括行为与决菜的模式，能力桌扩展等，并就未来可能的研究问题进行 了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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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习惯领域 (habitual domain，HD)理论是美国 

堪萨斯大学商学院管理科学杰出教授游伯龙(Po— 

Lung Yu)lg士在潜心研究和总结社会心理学、神 

经心理学、系统科学、最优化理论、管理科学、知识 

与智慧开发等学科最新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通过 

对人类行为和决策的观察和分析后于 8o年代初 

正式提 出并随后进行广泛而系统研究的．其主要 

思想是一 ：每个人大脑所编码、储存的知识、经 

验、思想、方法、技巧以及各种信息等，经过相当的 

时间以后 ，如果没有重大事件的刺激 ，没有全部信 

息的进入 ，这个编码和储存的总体，将处于相对稳 

定的状态．思想或想法(指大脑编码、储存等)一经 

稳定，对人 、对事、对问题、对信息的反应，包括认 

识、理解、判断 、做法等，就具有一种习惯性，也就 

是说具有比较固定的套套和框框或称模式、定势 

或图式．这种 习惯性的看法、做法和行为，就是习 

惯领域的具体表现．这里，习惯领域的基本含义包 

括两个方面 ：一是指大脑编码和储存信息、知识的 

总体，称为潜在能力；二是指人们认识问题、处理 

问题的习惯性，称为实际表现．习惯领域稳定后的 

表现具有“两重性”，一方面，它表明习惯行为的主 

体有较为丰富的智慧和经验 ，反映主体的工作较 

为成熟和老练 ，有助于提高主体工作的效率和效 

果；另一方面，它也可能阻碍新信息的进入和接 

收．弄得不好 ，容易产生守旧思想．缺乏创新精神． 

对某一问题的习惯领域越大 ，那么大脑编码的信 

息就越广、越多、越有系统 ，信 息间的冲突性就越 

少，与环境和 目标的要求就越适应，人们解决该问 

题的能力就越强，看问题也就更全面、更正确．因 

而获得成功的可能性越大． 

习惯领域理论提出后 ，引起了世界各国管理 

学界、行为学界和企业组织界的极大兴趣，并且迅 

速在世界范围内展开了有关问题的研究，其中能 

力集分析就是研究最为活跃的内容．如今，能力集 

分析已经发展成为一门独立 的研究领域．有关研 

究成果多出现在美国出版的 Journal of Optimiza 

tion Theory and Applications以及 国 际性 学 术会 

议 Multiple Criteria Decision Making等．能力集分 

析的应用范围很广，包括企业、人际关系和 日常生 

活．本文将对能力集合分析和应用的现状作一详 

细回顾和总结，并对未来的研究和发展作一展望． 

1 行为与决策的模式研究 

心理学家一致认为，大脑是人类内在信息处 

理的中心．电脑 (计算机)的功能和人脑的功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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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些相似之处．Po Lung Yu教授，受电脑科学、应 

用数学、心理学、行为学、管理学和经济学等的启 

示．在综合 了这些科学成果的基础上 ．于 1 982年 

提 出 了 决 策 的 动 态 基 本 模 式 并 进 行 了 研 

究 ’ ]，使人们对人类行为的整体过程有了 

一 个较为全面的概念． 

图 1 人类行为与决策的动态模式 

模式(图 1)的内涵如下： 

大脑是内在的信息处理中心．通过经验和学 

习，大脑中脑细胞的型态和变化构成 了人们无穷 

的记忆和思考．在这些记忆和思考中，有 目标建立 

(目标的平衡点或理想值)和情况评估(xC目标加 

以主观的评鉴)．对每个 目标的“实际值”与“理想 

值”作比较后，如存在不利偏差，就会产生压力，要 

求“信息处理中心”处理，这些来自各目标压力的 

总体称为压力结构．压力结构随着信息进八、感认 

改变和行为不同而不断变化，对整体压力结构影 

响最大的事件首先得到中心的注意力调度 ，即内 

在信息处理 中 C-把时间资源分配给有关事件．注 

意力调度的 目的是力争用最有效的方式方法去解 

除压力 ，它一般包括三个方面：(1)寻求外在的有 

关信息(自求信息和非自求信息)以求获得最优化 

方案；(2)通过内在的 自我提示去寻求和选择最有 

效的方法 ；(3)当获得最后解后 ，行动可能开始，压 

力也可能降低或消除．同时 ，生理侦查也随时在侦 

查身体器官是 否离开平衡点，侦查结果与外在信 

息和自我提示信息以及行动实施和压力解除作为 

经验和被他人观察、解释的知识等都会反馈到“内 

在的信息处理中心”的记忆结构中．注意力调度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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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 交叉 点，代表开关，其含意是 ，除非“注意力调 

度”给予注意，否则 ，外在信息不会被重视和处理． 

文[11]曾应用上述模式于购买住房决策过程 

的研究，得出的结果是这种模式基本上可代表人 

类行为与决策的全过程，而且可能用这种模式来 

预测哪种决策将是决策者的最终选择． 

2 能力集合分析 

对 每 个 决 策 问题 ，都 存 在有 一 能 力 集 台 

Trf El 

能力集 (真 ) 

决 蔓 

品质 

st( 

已莸 托力巢 (真 ) 

无知 、无常 幻 觉 

无知 无常．幻觉 

(competence set)，包括达到问题的满意解所需要 

的念头、知识、信息和技巧等．当决策者已经获得 

该能力集合，或认为 自己已经获得和精通这一能 

力集合时，面对此决策问题将能快速地做出决策， 

否则，决策者将需要透过学习等方法来扩展 自己 

的 能 力 集 合．能 力 集 合 包 含 4个 基 本 概 

念ll ’ ]，如下图 2所示． 

1'r·rE) 

能力椠 (感认 

信一0 l冒蹬 

再妾 l精神 

st·(B 

巳莸能力桌 c感讥 ) 

圉 2 能力集合殛构成 

其中，E表示某决策问题，Tr(E)表示解决问题真 则是高估问题．限于个性、信心等人格因素．可能 

正需要的能力集合 (为解决问题 E真正需要的念 导致个 人对 自身 的能 力 产生高估 或低 估 ，故 

头、技巧等)；Tr*(E)表示决策者认为要成功解 Sk(E)与Sk*(E)应有某种程度上的差异．另外 ． 

决问题所需要具备的能力集合 ，亦即决策者感认 对决策问题 的难度 可能认识 不清．故 Tr(E)和 

上的能力集合； (E)表示实际上决策者 已经获 Tr*(E)应有不同． 

得的能力集合； *(E)表示决策者感认上 已经 根据解决 问题所需要 的能力领域(包括达到 

获得 的 能力 集合．Tr(E)，Tr*(E)，Sk(E)和 满 意解所需要的念头、知识、能力、信息和技巧) 

Sk*(E)皆属于某习惯领域．若没有重大事件的 与决 策者 习惯领 域 的核 心，可将决 策 问题分 

刺激，这些能力集合将逐渐趋于稳定． 为“一 ： 

根据文 12]的研究 ，Sk(E)非常接近 习惯领 

域的核心，即对问题E而言，在特定时间将被引发 

的可能性大于等于某阀值的念头、技巧等的集合． 

而决策周期(Decision Cycle)是指从决策问题的开 

始一直到解决问题所经历 的时间．若能有效 引发 

念头和思路，则可缩短该问题的决策周期． 

当决策者已经获得的能力集合 *(E)包 

含于Sk(E)时，代表决策者低估了自己的能力i反 

之，若 s *(E)包含Sk(E)时，表示高估了自己的 

能力．Tr(E)包含 Tr*(E)时．表示决策者低估 

决策问题的难度；而 Tr(E)包含于 Tr*(E)时， 

(1)程序化问题 (routine problems) 

Tr(E)(或 Tr*(E))已知且 Tr(E)包含于 

Sk(E)．对这类问题而言，成功解决问题所需的念 

头、知识、能力、信息和技巧．对决策者而言为已 

知．且已经获得透过适当的训练与学习，大部分的 

决策者皆可即时或凭直觉解决该类决策问题． 

(2) 混 合 程 序 化 问 题 (mixed routine 

problems) 

包含一个以上的子程序化问题的决策问题称 

为混合程序化问题． 

(3)模糊性问题(fuzzy probl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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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E)(或 r*(E))不明确但在潜在领域 

内．成功解决这类 问题真正所需要的念头、知识、 

能力、信息和技巧，对决策者而言只知道大概的轮 

廓，而不能很清楚、明白地界定．因此，决策者尚未 

拥有这些能力与技巧．虽然真正所需的能力不 明 

确，但仍然在决策者的潜在领域内． 

(4)挑战性问题(challenging problems) 

Tr(E)(或 Tr*(E))未知而且在决策者的潜 

在领域之外．解决问题真正所需的念头、知识、能 

力、信息和技巧，对决策者而言为未知 ，或仅知道 

其中一部分．不管核心领域的阀值降得多低，该类 

问题皆无法以习惯领域的核心成功地加以解决． 

因此 ，真正所需的能力不但未知．更在决策者的潜 

在领域之外． 

最 后值得强调的是，对某些决策者未知的能 

力对其他决策者可能为已知，所以，上述分类应视 

每位决策者的习惯领域而定． 

能力集合分析的 目的““” 在于界定真正需 

要的能力集合，和决策者实际上拥有的能力集合， 

并且帮助决策者有效地扩展 自己的能力集合以利 

决 策． 这 里，能 力 集 合 扩 展 (expansion of 

competence set)是指决策者对这一 问题作决策 

时，在限定时间 内，由本身 已经 获得的 能力 集 

(5 (E))扩 展 到 解 决 问 题 所 需 的 能 力 集 

( r(E))． 

文[1 2，13]介绍了依据最小成本来扩展能力 

集合的概念．假如所需要的只是 成本”则可以应 

用Next—Best演算法来找到最小成本扩展过程．但 

是，除了成本外 ，尚须将“收益”纳入考虑 ，才能以 

净收益来决定真正的最佳扩展过 程．文 [1 2，13] 

比较能力集合的扩展过程的成本和收益，进而 由 

此决定是否值得扩展． 

假如把 Tr(E)、Sk(E)视为模糊集合 ，则可以 

隶属函数来表示其间的关系．因为实际决策问题 

的不确定性，故可将能力集合分解成几个随机集 

合来讨论．文[14，1 5]利用扩展过程的期望报酬 ， 

并结合扩展成本的方式找出最佳扩展过程． 

文[1 6]对同样的问题研究了能力集合扩展 

的边际分析问题． 

上述研究中，能力集合扩展的成本皆假定为 

对称．然而，若能力集合的扩展成本为非对称时， 

则 Next—Best扩展过程并不一定是最小成本扩展 

过程．因此，后续有学者致力于研究非对称成本型 

的能力集合扩展过程． 

文[1 7]跳跃前述采用最小扩展树(minimum 

spanning tree，MST)求解的方式，提出一种适用 

性更 强的 能力 集合 扩展过 程 ，即 利 用推理 图 

(deduction graph)的概念 ，以 0—1整数规划来求 

解，找出最佳能力集合扩展过程．文[17]将成本 

由以往对称的限制改为不对称亦可 ．更符合实际 

情况．并考虑中间技能(intermediate skills)(它不 

包含在 Tr(E)中，但若能学习得此技能 ．则有助 

于 其 他 技 能 的 获 得 )和 复 合 技 能 (compound 

skills)(由此复合技能来学习的成本 ，比个别 由各 

个技能来学 习的成本低)的影响．鉴于在某些特 

定情况下．较易获得新概念 ．故文[17]认为获得 

新技巧的成本和目前的Sk(E)有关．另外．还在求 

解过程中加上成本的预算限制．同时，文[1 7]更 

进一步考虑当技巧有不同熟练程度时的情况，即 

多水平 (multi levels)能力集合扩展问题．采用的 

准则是使扩展成本最低和整体熟练程度最高(在 

此．熟练成本最低系以隶属程度来衡量)，亦以 0 

1整数规划来求解．虽然此一全新求解方法改 

善了以MST来求解时所产生的一些问题 ，但其过 

程复杂程度较高，且在技能(即图的节点)众多的 

情况下，利用整数规划求解将使运算成本大幅提 

高，降低了效率．文：1 7]所采用的 MST扩展方法 
— — 推理图法的致命弱点之一是假定推理图是 

无圈的，这也进一步限制了它的使用． 

文[1 8]将文[1 2]早期的 Next Best方法推广 

到了非对称成本扩展的情形，提出了最小树扩展 

过 程 (minimal tree expansion process)，这 一过 程 

仍然是采用整数规划的方法，但大大提高 了扩展 

方法的适用性． 

文[19]在考虑中间技能的情况下，将文 [1 7] 

的推理图方法推广到推理图中包含圈的情形．提 

出了多 阶段 扩 展过程 (multiple stage expansion 

process)的概念和方法，采用的模型仍然是整数 

规划 ． 

文72o]基于表格表示的方法，提出了能力集 

台扩展的最小扩展表法 (minimum spanning table 

method)，可以用来处理非对称、含圈、含中间技 

能、多水平技能、复合技能的成本扩展过程． 

能力集合分析 ，主要是能力集扩展 ，是习惯领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第 2期 冯俊文 ：能力集分析 81一 

域理论研究中最为活跃的课题 

3 未来研究展望 

能力集分析是一种新的决策分析理论 ．经过 

近十几年的研究，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 ，特别是 

在对个人能力扩展问题的研究方面，成果累累见 

诸学术刊物．但回顾提出以来的研究，起码在下列 

几个方面，能力集分析仍有许多待研究的问题． 

(1)组织行为与决策模式问题 

作为独立的人 ，每个人对事、对人、对信息都 

有其习惯的想法或反应．作为组织中的人亦然．推 

而广之，每个组织，每个企业，每个民族，每种不同 

的社会和每个国家，也有其习惯的传统和做法 ，如 

文字、语言、文化、法律、制度、风俗习惯、管理方式 

及人性，等等．固此 ，也存在习惯领域的具体表现， 

也可以将这一习惯作为一个领域来进行研究．探 

讨它的形成和表现规律． 

组织，抽象地来看 ，与人一样 ，是一个有机体， 

因此也有它的习惯领域．在研究组织习惯领域时， 

下列三点是值得注意的： 

a．一个组织是 由若干正式或非正式的群体 

和个人组成的．群体和个 人的习惯领域会影响组 

织的习惯领域，另外，通过其中的群体及个人也可 

以观察到组织的习惯领域． 

b．组织的领导者和经营者 的习惯领域和他 

们的道德伦理风范对整个组织及其个体的影响是 

巨大的． 

e．不同的组织有不同的准则来衡量他们的 

工作成果．比如对企业来说，产业吸引性和竞争力 

(实力)是衡量企业成功与否的两大标准．可以分 

别通过市场、组织与管理 、竞争、财务、社会、政治、 

科技等因素来分析企业的习惯领域． 

组织也有其行为基础和心理观察通性，有待 

结合组织理论和行为科学理论加 以研 究、概括和 

分析．因此，建立适合组织，特别是公司、企业的行 

为与决策模式，对于企业提高竞争能力、了解竞争 

对手的习惯领域 、进行企业战略联盟等都具有重 

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2)组织能力集分析问题 

传统的习惯领域理论中的能力集分析主要用 

于个人能力集合的扩展分析 ，同时对“能力”本身 

也缺乏足够的定性分析和定量测量等方面的研 

究．1 990年 Prahalad and Hamel在《哈佛商 业评 

论))(Harvard Business Review)发表文章“公司核 

心 能 力 ”(The eoze competence of the 

corporation) ,22-，引发了全世界范围内学术界和 

企业界对企业能力理论的研究热潮．但遗憾的是， 

截止 目前为止，研究都是基于定性描述和分析 ，没 

有定量地展开研究．从个人角度讲 ，能力可能不存 

在要收缩的概念 ，固此传统的个人习惯领域理论 

研究的是个人能力集合的扩展 ，且能力集合只是 

处理为一个抽象的有限离散集合．但从组织或企 

业角度来看 ，在竞争中，可以采用能力扩展的方 

法，也可以采用能力收缩的方法，还可 采用能力 

转 移的方法 因此，能力集分析的内容将极其广 

泛．另外，个人能力集定量分析的特点也还正好可 

以借鉴用来定量分析和研究组 织或企业能力 问 

题．反过来，组织或企业定性分析的特 电也可以用 

来定性研究个人能力问题，起到相互补充、相互渗 

透的作用． 

固此可以说 ，组织或企业能力分析也将是习 

惯领域理论有待研究的一项重要课题． 

(3)能力集扩展方法问题 

传统的能力集合分析主要集中在离散能力集 

的扩展研究，且集中于确定性分析．如何借助于不 

确定性推理技术和原理0“ (概率推理、证据 推 

理 、模糊推理、信息推理、包含度推理等)研究不 

确定情形下的能力集合扩展问题，仍是传统的个 

人习惯领域理论很值得研究的内容之一 

另外 ，现实中的行为与决策问题大多是多 目 

标问题【2 ，而传统的能力集合分析主要研究单 

目标问题．如何将现有的能力集合扩展方法扩展 

到多目标情形也是非常值得研究的一项任务． 

此外，考虑到能力集合扩展问题的不确定性， 

如何采用遗传算法 (GA)和神经网络(NN)或人 

工神经网络(ANN)方法来研究能力扩展问题也 

是非常有意义的工作． 

(4)应用 问题 

能 力集分析 ，无论是已经建立的个人能力集 

分析或是待建立的组织能力集分析应是一门应用 

性很强的决策分析科学，在领导能力一*]、企业能 

力口 。 、生历管理 、冲突分析 “ s 卜“ 、动 

态决策 、赢赢策略制定： 等方面有很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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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的应用前景．但 目前这方面还远远没有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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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etence Set Anal ysis 

Feng Junwen 

School of Management and Economics，Nanji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bstract Competence Set Analysis is a managerial decision analysis theory proposed and studied in 1 980’s 

by the distinguished professor Po—Lung Yu of Management Science t USA．In this paper．the recent re— 

search results in this field and its applications are reviewed，including behavior and decision mechanism ， 

behavior hypotheses，common behavior tendencies．habitual domains analysis，competence set analysis， 

etc．．FinaHy，further possible extensions and research problems are discussed． 

Keywords： decision analysis，competence set analysis，habitual domain，behavior patte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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