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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度函数在政府形象评价模型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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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科技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成都  610054)  

 
【摘要】在分析政府形象效能评价系统和信息置信度的基础上，建立了基于信度函数的政府形象评价模型。运用该函数

建模分析了政府形象评估中的理念识别系统、行为识别系统、视觉识别系统、环境识别系统以及个人识别系统等五大不确定

性评价问题。经过理论分析，该函数对政府形象的评估有较大的参考价值。此外，该函数也可以用于对其他类似复杂性系统

的效能评估，具有普遍适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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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aluating Model of the Government Image Based on Belief Fun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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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evaluation system of the government image, an evaluation model is built 

based on the belief function of the government image. This model is used to analyzes five uncertain problems of the 
evaluation of government image, including mind identity system, behavior identity system, visual identity system, 
environment identity system, and personal identity system. Our analysis shows that the belief function can bring 
more valuable reference for valuating the government im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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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形象问题是目前国内学术界思考的话题。

文献[1]较早思考政府形象的范畴，而文献[2]对政府

形象评估问题进行了思考，从战略的视角对政府形

象问题给予了相关论证，但都仅从美誉度或知名度

进行评估，未能给予政府形象深层揭示。 

1  政府形象的涵义与评价维度 

1.1  政府形象及评估模式 
政府形象一般指社会公众对政府的价值理念、

行为方式、内部规范等众多方面及其产生的经济效

益和社会效益的认知和评价[3]。中国学界的评估角

度主要集中在引用企业形象的评估纬度和仅以美誉

度来测评政府形象。这些评估仍然是模糊评价，可

以处理政府形象指标上存在的不精确性，而实际评

价中遇到的则是另一种随机性，即专家或公众评价

中呈现出的不确定性。 
1.2  政府形象效能评价系统 

政府形象评价是一个复杂系统，指标众多，为

清晰表达，设定S为政府形象效能评价系统的外部信

息输入；O为该系统的内部响应；R为该系统所做出

的回应。于是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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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外部信息的输入信息量的大小、刺激程度

的不同，因而政府形象评价系统的变动情况或状态

显示也就存在差异。若政府形象评价系统的状态有

X1, X2, , Xi, , Xn，它们出现的概率不同，各为P1, 
P2, , Pi, , Pn，则可以根据信息的“对不确定性的

解除”函数来对它加以量化。而政府形象评价系统

的不确定性在数量上可用熵H表示，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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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有关政府形象评价系统的信息中所含的)信息

量=(系统状态的)不确定性的消除量=系统状态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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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熵−系统状态确定后的熵。由于政府形象评价系统

在一般情况下确定的是唯一状态(此时熵为0)，则： 

信息量 H O= −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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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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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政府形象评价信息的置信度表示 
对政府形象的综合评价是由下到上通过各种指

标的评价获得对象的最终评价的过程[4]。设定a是一

评价对象，评价指标分解为r个指标(f1,f2, ,fr)，对

象a关于指标fi的评价记为fi(a)。若指标fi仍是一个较为

抽象的概念，可继续把fi(a)作为一个评价对象。设定

指标fi又分解为r个指标(s1,s2, , sr)，对象a关于指标

sj的评价为sj(a)。以此类推，复杂问题的三级或多级

评价指标便可建立。 
针对定性属性的评价问题，可以将专家或公众

的评语定义为评语集合： 
1 2{ } { , , , }k nG G G G G= =   1,2, ,k n=  

式中  Gk代表属性值。fi(a)可能被判定为一个评语，

而获得fi(a)的最简洁方式就是直接把它评定为一个

Gk。但多层因素问题，fi的标值进一步分解为因素sj

的标值sj(a)(j=1,2, ,r)。因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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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kβ 表示评价者把sj(a)评定为Gk的置信度，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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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允许因素以不同置信度评定为多个评语，总置信

度以100%为界。 

3  政府形象评价系统的信度函数模型 
因素标值s1(a),s2(a), ,sr(a) 的置信度如表1所示，

可依据表中信息获得上层属性fi的评价为fi(a)，把fi(a)

的标值 jkβ 转化为f i(a)在评语集合G上的一个mass 
函数。 

定义fi是用于评价si(a)的一个因素。若si被评为

Gk，则fi(a)=Gk成立。但fi(a)中尚包括其他的因素，于

是 ( ) 100%i a kf G= < 。故用逻辑命题表示为： 
fi(a)=Gk jiλ                 (1) 

考 虑 因 素 si 对 评 价 si(a) 的 相 对 权 重 wj ， 若

wi=Max{w1,w2, ,wr }，则需定义sj。若： 
si(a)=Gk fi(a)=Gkai             (2) 

显然，式(2)的规则易于式(1)的评价。这一评价也只

是表示式(2)的规则成立的程度。定义此程度为aj,于
是可得： (w / )ji j j ia wλ = ,0<aj<1。其中，当因素si(a)

仅以置信度 jkβ 评定为Gk时，满足程度仅仅是 jkβ 。

于是就这个评价过程而言，属性标值fi(a)在评语集G
上的Mass函数为： 

(a )( ) ( / )j k k j ji jkm G m G S λ β= =     k=1,2, ,n 

按照登普斯特规则(Dempster)可将r个mass函数

合成为评语集G的综合mass函数 [5]，以Mi表示，

Mi=m1 ⊕ m2 ⊕ ⊕ mr。于是Mi是fi(a)综合评价。由此，

可通过对属性fi的r个因素si(a)(i=1,2, ,r)的评价，最

后得出fi(a)的综合评价，即mass函数Mi。若(f1,f2, ,fr)
是评价对象a的r个属性，fi(a)的mass函数为Mi，fi关于

a的相对权重记为Vi，定义Mik=Mi(Gk)(k=1,2, ,n; 
i=1,2, ,r)，则r个属性标值(f1(a), f2(a), ,fr(a))的评价

结果如表2所示，于是得出评价对象a的综合评价方

法，因而对因素重要性的评价并不影响对该因素实

际状态的评价[6]。 
表1  因素标值的置信度 

评语 
因素 权重 

G1,G2, ,Gn 

S1(a) W1 β11, β12, , β1n 

S2(a) W2 β21, β22, , β2n, 

      

Sr(a) Wr βr1, βr2, , βrn, 

表2  属性标值的置信度 
因素 权重 评语 

f1(a) r1 M11, M12, , M1n 

f2(a) r2 M21, M22, , M2n, 

      

fr(a) rr Mr1, Mr2, , Mrn, 

4  信度函数模型在政府形象效能评价
分析中的应用 
在政府形象评价中，众多指标和多种评价条件

组合在一起，对其整体的分析会带来许多不确定的

因素[7]，如政府形象系统包含理念识别系统、行为

识别系统、视觉识别系统、环境识别系统、个人识

别系统等五大系统[8]，如图1所示。 
依据上述函数模型对政府形象系统进行评估，

把政府形象系统定义为a；理念识别系统定义为f1(a)；

行为识别系统定义为f2(a)；视觉识别系统定义为f3(a)；

环境识别系统定义为f4(a)；个人识别系统定义为f5(a)

作为第一层指标；价值观念系统定义为s11(a)；发展

定位系统定义为s12(a)；文化认同系统定义为s13(a)；审

美观念系统为s14(a)等构成第二层指标；把相应参数

或公众的(专家的)评语代入模型中就可对政府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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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进行综合评价(专家评语或公众评语可以问卷 调查、专家打分表方式获取)[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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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政府形象系统 

4  结 束 语 
目前针对学界对政府形象评价方法多且杂的状

况，本文采用信度函数模型探讨不确定性评价问题，

以期获得更新的评价方法[10]，因为信度函数自身的

不满足可加性更能恰当地表示信息的“不知性”

(ignorance)[11]。这种评价方法不仅可以对政府形象系

统进行有效评估，也可以用于对其他类似复杂性系

统的效能评估，甚至有专家将其应用于分析作战

[11]。显然，该方法在实践中有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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