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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层次分析法（AHP）解决问题的关键是如何
建立判断矩阵。判断矩阵的确定均由专家组经过多次

打分、协调确定，但由于每位专家对评判对象的了解

程度不同及各自的偏好，所以由群体统一建立判断矩

阵很难达成一致意见[1 ]。根据相关的科学方法进行定

量分析，反过来评判专家，即所谓逆判问题。关于逆

判问题近年来也有人研究，文献[2]利用平均数来确定
模糊相似系数，文献[3]则是利用中位数来反映专家的
一致性系数，构造模糊关系矩阵。中位数与平均数都

是从不同的角度去描述一组数据的集中趋势，从算法

分析来看，利用平均数或中位数建立专家的一致性系

数时，通过排序，将意见基本一致和意见分歧较大的

情况忽略了，集中考虑意见相对较集中的情况。因而，

在对传递闭包进行分类时较为简单。本文则采用不同

于文献[2]、[3]中给定的方法确定模糊相似系数，并提
出了一种新的评判方法。

1 关于 AHP 的预备知识
1.1 正互反矩阵 A
比较 n个因子 B1

，B２，…，Bn
对某因素 F的影响

大小, 通常采取对因子进行两两比较的办法，建立成对
比较矩阵。设 aij

表示因子 Bi
和 Bj

对因素 F的影响大小
之比，再设矩阵 A=（aij

）
n×n
，称 A为判断矩阵或成对

比较矩阵。显然，矩阵 A 具有性质：

  则称 A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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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互反矩阵。

1.2 完全一致阵

如果一个正互反矩阵 A 满足：
  aij

·ajk
＝ aik

，i, j, k＝ 1,2,…，n，
则称 A为完全一致阵。
1.3 权向量

设 ，其中矩阵B中元素为
A中元素按列向量归一化而得到，即

  ，i，j，k=1，2，…，n。bj
表示B中的

第 j个列向量，即 b j=（b1j
，b2j

，…，bnj
）T。

1.4 特征向量的性质

定理 1 [2] 设W=（w1
，w2

，…，wn
）为A的最大

特征根所对应的归一化特征向量。当判断矩阵 A为完
全一致性矩阵时，B中的每一个列向量 b j=W（j =1，
２，…，n），即每一个 bj

均为 A的最大特征根 n所对
应的归一化向量。

2 关于模糊数学的预备知识

2.1 模糊相似矩阵

设论域 ， ，I为单位矩阵，
若 R满足：

1）自反性 ；

2）对称性 ，则称R为模糊相似
矩阵。

2.2 模糊等价矩阵

设论域 ， ，I为单位矩阵，
若 R满足：

1）自反性  ；

2）对称性 ；

3）传递性 。则称R

为模糊等价矩阵。

2 . 3 模糊相似矩阵与模糊等价矩阵的关系

定理 2 [4] 设 是模糊相似矩阵，则存在一

个最小的自然数 k(k < n)，使得传递闭包 t (R) =Rk，对

于一切大于 k的自然数 l，恒有 Rl=Rk，此时，t (R)为模
糊等价矩阵。

3 评判方法

前面说明当判断矩阵A为完全一致阵时，将A按
列归一化后的矩阵B中的每一列向量本身就是A的最
大特征根所对应的归一化向量。在实际应用中，由于

每位专家各自建立一个判断矩阵，且判断矩阵一般不

是完全一致性矩阵[5 ]，因此，专家各自建立的判断矩

阵之间必定存在着分歧。下面研究的是多位专家判断

意见一致性问题。

设有m位专家，对 n个评判对象关于某个单因素
进行判断（按AHP中 1~9尺度）。令第 k位专家所建立

的判断矩阵为 ，并设第 k位专家给出的判
断矩阵相应的归一化向量为其排序向量:

，
利用m 位专家的排序向量构成排序向量矩阵：

。

定义 1 设 ，则称

u（k，r）为第 k位与第 r位专家的一致性系数。
容易验证该定义下的 u（k，r）都具有以下性质：
1）模糊性 ；
2）对称性 ；
3）自反性 u（k，k）=1。
由两 两 一 致 性 系 数 可得 模 糊 关 系 矩 阵：

。由上述性质可知R为相似矩阵，即具
有对称性和自反性；但R不具有传递性，即R不具有
等价关系，所以不能由R直接来进行分类。因而，对
R进行多级复合运算，求出其传递闭包 t (R)。由文献
[4]可知，经过多级复合后，t (R)具有等价性，可由 t(R)
对m 位专家意见进行分类。当分类情况基本一致时，
认为专家们给出的判断矩阵是公平公正的。

4 算例

设有 5 位专家对 4 个评价对象的单因素判断矩阵
分别为：

， ，

， ，

。

对这5个矩阵进行一致性检验得：CR（A１）=0.077，
CR（A2

）=0.081，CR（A3
）=0.013，CR（A4

）=0.012，

CR（A5
）=0.021，均通过一致性检验。相应的排序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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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分别为：

。

用定义1来构造模糊相似矩阵R：

。

同样根据文献[4]，对R进行复合运算，R。R=R2，

R2。R2=R4，R4。R4=R8，其运算过程采用先取大后取

小运算，此时有R8=R4，于是得传递闭包 t (R)=R4，即

t (R) = R4=

。

可以利用 t (R)对专家组进行分类。

当λ=0.999 2时， ，由此可知，

分类 1=｛专家 2，专家 4｝，分类 2=｛专家 1｝，
分类 3=｛专家 3｝，分类 4=｛专家 5｝。

当λ =0.989 3时， ，从而有

分类 1=｛专家 1，专家 2，专家 4｝，
分类 2=｛专家 3｝，分类 3=｛专家 5｝。

当λ＝ 0.988 9时， ，从而有

分类 1={专家 1，专家 2，专家 4，专家 5}，
分类 2={专家 3}。
当λ =0.987 3时，5位专家在同一类。

5 结语

与文献[2]、[3]相比较，本文定义了新的专家一致
性系数，从不同的角度描述一组数据的集中趋势，因

此，该方法具有切实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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