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27卷　第 3期

　　1998年 6 月
　　　　

　　　电 子 科 技 大 学 学 报
　　　　　Journal　of　UEST　of　China　　

　　　　　　
　Vol.27　No.3
　Jun.1998

一种技术人员结构的评价模型及算法研究＊①

尹治本
＊＊

(西南交通大学计算机与通信工程学院　成都　610031)

【摘要】　采用 AHP 研究方法 ,结合科研工作 , 设计了一个技术人员系统的评价指标体系模型;简介

了 AHP 的基本概念和方法 ,提出了各项评价指标的定义和由各级评价状态构成的关系图 , 给出了评价

系统的基本点数据来源 , 对各项评价指标给出了详尽的算法。该模型已用于铁路专业技术人才决策支

持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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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　念
本评价模型主要采用层次分析法(Analy tic Hierarchy Process ,简称 AHP),是一种将人的主观

判断用数量的形式表达和处理的方法 ,它将复杂的问题分解为各个组成因素 ,再将这些因素按支配

关系分组形成递阶层次结构。通过两两比较的方法确定层次中诸因素的相对重要性 ,综合了人的

决策思维的基本特征 ,即分解 、判断和综合。

在建立层次结构之后 ,往往需要对支配下一层的元素 u1 , u2 , … , un 赋予不同的权重。由于因

素比较复杂 ,权重不易直接获得 。AHP采用两两比较法导出权重 ,设 n 个元素的两两比较判断矩

阵为

A =(a ij)n×n (1)

式中　a ij是u i 与u j 相对应于上一层准则的重要性比例标度 ,见表 1。
表 1　比例标度表

标　度　　 　　　　　含　　　义

1 ui 与 u j 相比 ,同样重要

3 ui 与 u j 相比 ,前者比后者稍重要

5 ui 与 u j 相比 ,前者比后者明显重要

7 ui 与 u j 相比 ,前者比后者强烈重要

2 , 4 , 6 , 8 上述判断相邻中间值

9 ui 与 u j 相比 ,后者极端重要

倒数 ui 与 u j 的重要性之比为a ij , 则 u j 与u i 为a ji=1/ a ij

显然有

a ij >0　　aji =
1
a ij
　　a ii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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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元素 u 1 , u2 , …, un 对于准则 C 的判断矩阵 A ,求相对权重(W 1 , W 2 , … , W n)的方法有很多

种 ,这里仅介绍其中的和法。和法是采用 n 个列向量的算术平均值作为权重向量

W i =
1
n ∑

n

j=1
a ij ∑

n

k=1
ak j　　i =1 ,2 , …, n (3)

或用

Wi =∑
n

j=1
a ij ∑

n

k=1
∑
n

j=1
akj　　i =1 , 2 , … , n (4)

　　此外 ,为保证判断矩阵的传递性和一致性还必须对判断矩阵进行一致性校验 ,限于篇幅 ,不再

介绍 ,参见文献[ 1 ～ 3] 。

这里给出若干概念:一组用来表征一个系统的指标称为系统状态 ,一般是时间的函数 。一组直

接度量到的指标 ,称为基本状态。系统状态的一种泛函映射值称为评价。由基本状态(或前一段评

价状态)映射得到的一组表征系统状态的指标称为评价状态 。系统最终一级的评价状态称为系统

评价值 。由基本状态和各级评价状态所构成的关系图称为评价图。人才系统的评价关系图如图 1

所示 。

2　评价关系及算法
2.1　基本状态数据

本评价系统的基本状态数据主要有统计数据和调查数据两类。

　　统计数据有:

L it:第 t 年第 i 专业人才总数;

S it:第 t年第 i 专业要求调入的人才数;

IN it:第 t年第 i 专业人才调入数;

OUT it:第 t 年第 i 专业人才调出数;

RF i t:第 t 年第 i 专业人才退休数;

Dit:第 t 年第 i专业人才需求数 。

　　调查统计数据有:

GMit:第 t 年第 i 专业人才岗位满意度(百

分比);

PL it:第 t 年第 i 专业人才政策满意度(百

分比);

Wit:第 t 年第 i 专业人才工作定额完成度

(百分比);

DDit:第 t年第 i 专业人才调动率;

DDit=人才调动总次数/被调动过的总次数

2.2　基本算法

2.2.1　第 Ⅰ级评价状态的算法

第 t 年较之第 t-1年的需求增长率

D
＊
it =

Dit -Di(t -1)
Di t

　　Dit >0 (1)

人才趋向度

Iit =
S it
D it

(2)

人才增长率

Δit =
IN it -(OUT it +RE it)

IN i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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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人才系统评价关系图

人才满足率

Mit =
IN it

Dit
(4)

人才流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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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it =
IF it +IN it +OUTi t

0.2L it
(5)

式中　IF it为人才内部流动量;0.2是先进国家人才流动率。

2.2.2　第 Ⅱ层评价状态的算法

人才饱和度

B it =
D
＊
it +M it

2
(6)

人才趋向性

Q it = f
q
1(Ii t ,D it)

f
q根据经验 ,可取权系数为 3和 2(归一化成 0.6:0.4)对 I 和 Δ作加权平均 ,所以

Qit =0.6 Iit +0.4Δit (7)

　　人才岗位满意度

Git = f
g
i(Di t , GMit , F it)=WΔΔit +WgmGMi t +WfF it (8)

即由人才增长率 Δit ,人才岗位满意度 GM it和人才流动率加权平均确定 。其中 ,权 WΔ , Wgm , W f

由AHP 确定 。判断矩阵可经专家填写 ,再由AHP 法求出权值。
表 2　专家评价表

Δ GM F

Δ 1 2/7 2/1

GM 7/2 1 7

F 1/2 1/7 1

　　人才才能发挥性

Hit = f
H
i((1 -Mi t), F it , W it , WF it)=Wm(1-M it)+WFF i t +WwWi t +WWFWF it

其中　Wm , WF , Ww 和WWF经专家填写由 AHP 法求出 。

人才政策满意度

P it = f
p
i(Iit , Dit ,PL it)=WI Iit +WDDit +Wp 1PL it (9)

其中　WI , WΔ , W p1经专家填写由 AHP 法求出。

人才流动性

LF it = f
LF
i(F it , DD it)=0.5F it +0.5DDit (10)

其中　人才流动率 F it和调动率DD it各取权重 0.5。

2.2.3　第 Ⅲ层评价状态的算法

人才配备度

PB it = f
PB
i(B i t , Git)=0.6B i t +0.4Git (11)

其中　人才饱和率 B it和岗位满意度各取 0.6和 0.4。

人才吸引度

JE it = f
JB
i(Git , Qit , P it)=WGGit +WQHit +WPP it (12)

其中　WG , WQ 和WP 经专家填写由 AHP 法求出 。

人才组合度

GMit = f
c m
i(Git , Hit , P it)=WGGit +WQHit +WPP it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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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激励度

JL it = f
JL(Hi t , P it)=0.5Hit +0.5P i t (14)

其中　人才发挥性 Hit和人才政策满意度各取权重 0.5

人才流通度 =人流动性 =LF it (15)

2.2.4　第Ⅳ层评价状态

经专家填写 PB , JE , CM , JL , LF 的权重系数 ,由 AHP 法求出(WPB , WSE , WCM , WJL , W LF),

V=(WPB , WSE , WCM , WJL , WLF)·(PB it , JE it , CM it , JLi t , LF it),其中 V 即为系统评价值 ,并将其

定量值定性化为

V

>60%　　　　　好

<30%　　　　　差

∈ [ 33%,66%] 　 中等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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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Appraise Model and Algorithms for Technician System
Yin Zhiben

(College of Com puter &Communication Eng., Southwest Jiaotong University　Chengdu　610031)

　　Abstract　This paper adopts AHP method to design an appraise model and algo rithms for techni-

cian sy stem and presents an model st ructure and standards of appraisal.The standards of appraisal are

defined , and their relations are presented by appraising relational dig raph.The algorithms are given in

this paper.The model is adopt by Railw ay Minist ry technicain decision support system which can be

used by personnel management as a reference.

　　Key words　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　appraise;　model;　algo rithm;　technic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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