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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文章提出一种行之有效的项目投资的模糊多属性决策方
法 ,并用一个实例成功地进行了演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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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政府还是企业或个人 ,选择合适的项目 ,作出正确的投资决
策是十分关键的。然而 ,客观事物是极其错综复杂的 ,决策者所面临的
投资项目决策问题大部分是不可能用某个标准程序或模式来概括的 ,

经常要涉及到模糊多属性决策问题 ,如大量影响项目投资的因素是定
性的或不能直接用精确数字表达的模糊问题。为了保持信息的完整
性 ,使决策结果可靠性程度尽可能高 ,避免投资失误 ,本文介绍用多属
性决策方法进行项目投资分析和决策。

一、模糊多属性模型的构造
在模糊多属性决策中 ,属性的价值和指标值可全部或部分地表示

为模糊集或模糊数 ,为简化决策程序和提高计算效率 ,本文采用一类 L

- R 型的梯形模糊数①,记为 (m1 ,m2 ,α,β) L R ,式中α> 0 ,β> 0 ,即当 X≤
m1 时 ,隶属函数为 u(x) L (m1/α- x/α) ;当 m1 ≤x ≤m2 时 ,u (x) = 1 ;当 x

≥m2 时 ,u (x) = R ( X/β2m2/β) 。其中 ,左函数 L : R +  [ 0 ,1 ]具有 L (0)

= 1 ,L (1) = 0 ,且当 0 < t < 1 时 ,L (t) 是单调递增的 ;类似地 ,右函数 R :

R +  [ 0 ,1 ]具有 R(0) = 1 ,R(1) = 0 ,且当 0 < t < 1 时 ,R (t) 是单调递减
的 ;L - R 型模糊数的最大特点是具有良好的合成运算性质。

为了解决各投资项目的排序问题 ,我们引进模糊效用函数②。
设有 n 个实数域上的正规模糊集 A1 ,A2 , ⋯,An ,其模糊极大集记为

A
～

max ,它的隶属函数是在模糊集 A1 ,A2 , ⋯,An ,的最小隶属函数中取极

大。而模糊极小集 A
～

min的隶属函数是在模糊集 A1 ,A2 , ⋯,An ,的最小隶
属函数中取极小。

定义 :对于任意模糊集 A
～

i ,i = 1 ,2 , ⋯,n ,当 A
～

max ≠A
～

min时 ,模糊效用

函数 f (A
～

i)为 A
～

i 与 A
～

min之间的差异与 A
～

max与 A
～

min之间的差异的商 ;当

A
～

max = A
～

min时 ,模糊效用函数 f (A
～

i) = 0. 5. (A
～

i 与 A
～

min之间的差异 ,即为 d

[ A
～

il ,A
～

minL ] + d[ A
～

iR ,A
～

minR] ,d 是 Hamming 距离) 。
二、决策程序
步骤 1 :将项目的各种属性指标转化成用梯形模糊数表示的定量指

标 ,将各属性的主观权重也用梯形模糊数模糊化。
步骤 2 :计算各项目的梯形模糊数。

步骤 3 :根据模糊效用函数 f (A
～

i)的定义 ,计算各项目的模糊效用。
步骤 4 :对各项目的模糊效用大小进行排序。
三、决策应用实例
例 :有三种风险投资项目 :项目 1 ,项目 2 ,项目 3。在评价投资项目

的经济效益和风险大小时 ,为简化计算 ,决策者可考虑以下指标 : (1) 管
理风险。即人员素质缺乏 ,领导判断与决策失误的不确定因素等。(2)

市场风险。难以确定的市场需求、上市时机、市场扩张、同类商品竞争
等。(3)收益。收益的大小将直接影响投资的决策。(4) 变现能力。资
产的变现能力直接影响资金的周转 ,流动资金周转不灵 ,再高的效益率
都无法使项目运转正常。其评价结果和属性的相对重要程度如表 1。

解 :首先将表 1 中的全部定性指标转化成用梯形模糊数表示的定量
指标 ,表 2 说明了转换关系。

　　表 1

　　　属性
方案

管理风险 市场风险 收益 变现能力

项目 1 高 相当高 很高 一般
项目 2 一般 一般 一般 相当好
项目 3 低 很低 相当高 差
权重 相当重要 相当重要 很重要 不太重要

　　表 2

模糊数
模糊数在相应属性和权值中的含义

管理风险 市场风险 收益 变现能力 权重
(0 ,0 ,0 ,. 2) 很高 很高 很低 很差 很不重要

(0 ,0 ,. 1 ,. 3) 高 高 低 差 不重要
(0 ,. 2 ,. 2 ,. 4) 相当高 相当高 相当低 相当差 不太重要

( . 3 ,. 5 ,. 5 ,. 7) 一般 一般 一般 一般 一般
( . 6 ,. 8 ,. 8 ,1) 相当低 相当低 相当高 相当好 相当重要
( . 7 ,. 9 ,1 ,1) 低 低 高 好 重要
( . 8 ,1 ,1 ,1) 很低 很低 很高 很好 很重要

　　根据表 2 中的数据 ,我们可以得到梯形模糊数表示的模糊决策矩阵
表 3。

表 3

管理风险 市场风险 收益 变现能力
项目 1 (0 ,0 ,. 1 ,3) (0 ,. 2 ,. 2 ,. 4) (. 8 ,1 ,1 ,1) (. 3 ,. 5 ,. 5 ,. 7)
项目 2 (. 3 ,. 5 ,. 5 ,. 7) (. 3 ,. 5 ,. 5 ,. 7) (. 3 ,. 5 ,. 5 ,. 7) (. 6 ,. 8 ,. 8 ,1)
项目 3 (. 7 ,. 9 ,1 ,1) (. 8 ,1 ,1 ,1) (. 6 ,. 8 ,. 8 ,1) (0 ,0 ,. 1 ,. 3)
权重 Wj ( . 6 ,. 8 ,. 8 ,1) (. 6 ,. 8 ,. 8 ,1) (. 8 ,1 ,1 ,1 ,) (0 ,. 2 ,. 2 ,. 4)

　　利用 Bonissone 公式 :M = (a ,b ;α,β)和 N = (c ,d ;γ,δ) ,当 M > 0 ,N >

0 时 ,有 MN = (ac ,bd ;aγ+ cα-αγ,bδ+ dβ+βδ) ,根据表 3 计算各项目的
综合加权梯形模糊数如下 :

U
～

1 = Σ
4

j = 1
ω
～

jx
～

1j = ( . 6 ,. 8 ,. 8 ,1) (0 ,0 ,. 1 ,. 3) + ( . 6 ,. 8 ,. 8 ,1) (0 ,. 2 ,.

2 ,. 4) + ( . 8 ,1 ,1 ,1) ( . 8 ,1 ,1 ,1) + (0 ,. 2 ,. 2 ,. 4) ( . 3 ,. 5 ,. 5 ,. 7)

U
～

2 = Σ
4

j = 1
ω
～

jx
～

2j = ( . 6 ,1. 46 ,. 38 ,1. 14)

U
～

3 = Σ
4

j = 1
ω
～

jx
～

3j = (1. 38 ,2. 32 ,1. 3 ,2. 24)

把上述 U
～

i 的结果代入模糊效用函数 f (A
～

i) 的定义模型 (以 U
～

i 代替

A
～

i) ,计算各项目的模糊效用如表 4。

表 4

模糊集 A
～

1 A
～

2 A
～

3

模糊效用 fi 0. 01 0. 16 0. 96
序列 f1 < f2 < f3

　　可见 ,A
～

3 是最佳投资项目 ,A
～

2 次之 ,而 A
～

1 最差。
四、结论
上述介绍的模糊多属性决策方法是从各方面衡量的 ,既考虑了人

的主观因素 ,还考虑了项目本身的各方面优劣 ,同时还反映出在不同侧
重点中的不同评价等 ,是一个相对较好的项目投资的模糊多属性决策
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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