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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熵的新产品开发决策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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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基于熵的概念 , 提出了一种企业新产品开发项目的选择决策方法———熵权多目标决策法 , 在没有

专家或决策者给出指标权重的情况下 , 应用该方法对多个合理方案进行优选评估 , 能够得出可信度较高的

优选方案。最后, 通过算例加以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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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前 言

企业未来的命运首先取决于企业长期的产品开发战

略目标及战略方向。为了使企业具有长远、旺盛的生命力,

需要不断地调整产品结构、开发新产品。在不断改进老产

品和淘汰衰退产品的同时 , 要有计划、有步骤地及时开发

新产品。因此企业要在掌握信息的基础上 , 高度重视并制

定好新产品开发规划 , 使新产品开发有一个正确的方向 ,

并能保持其连续性、合理性和长远性。全面的新产品开发

决策体系包括企业新产品结构决策、新产品更新换代决策

和新产品开发项目决策 3 类 , 其中最基本的决策是新产品

开发项目的决策。正确地进行新产品开发决策 , 使企业承

担的风险降到最低 , 无疑是所有企业决策者普遍关注的课

题。可以看出 , 企业的产品开发项目选择决策问题是一个

多目标决策问题 , 多目标决策需要关于各准则 ( 属性/目

标) 的相对重要性信息 , 即指标的权重。权重的确定有许多

方法 , 本文在专家和决策者没有给出指标权重的情况下 ,

采用熵权决策法进行多目标决策。

1 决策属性集的确定

在进行新产品开发项目决策前 , 应借鉴科技发展史和

产品发展史上的宝贵经验和教训 , 分析、预测技术发展和

市场需求的变化 , 做到“知己知彼”, 即不仅知道本公司的

技术力量、生产能力、销售能力、资金能力以及本企业的经

营目标和战略 , 而且还应了解相关企业的情况。根据国内

外新产品管理领域的现状, 综合新近的调查研究结果 , 总

结出了企业在选择具体的新产品开发过程中必须考虑的

选择条件及相关因素, 如表 1 所示[1]。

我们选择了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 6 个因素组成如下

属性集:

U={u1, u2, u3, u4, u5, u6}={新产品的市场容量 ( 万 ) , 开发

周期( 月) , 开发成本( 万) , 新产品的市场增长率( %) , 新产

品的创新性 , 可行性}。其中 , 开发周期和开发成本两个属

性是成本型的 , 其余属性是效益型的。

2 熵权的概念

权重表明了各指标 ( 准则/属性) 在决策中的不同地

位 , 主要表现在决策者对各指标的重视程度不同 , 各指标

在决策中的作用不同以及各指标评价值的可靠程度不同。

在多指标决策中, 往往需要给各指标赋一权值来描述这些

不同。通常用 ωi 表示第 i(1≤i≤n)个指标的权重 , 且满足

0≤ωi≤1 和
n

i=1
"ωi。确定指标权重的方法很多, 有专家调查

法、层次分析法、比较法、熵技术和规划法等。在此 , 我们主

要用熵技术来确定权重———熵权。熵权是指按照熵思想 ,

对多目标决策中各评价指标( 属性) 赋予权重 , 用来表示各

指标在决策中的相对重要程度的量[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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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有 m 个评价指标、n 个被评价方案的评价问题中, 有

指标判断矩阵为 R′=(r′ij)m×n, 经规范化处理后得到 R=(rij)m×n。

则第 i 个评价指标的熵定义为

Hi=- k
n

j=1
!fijlnfij i=1, 2, ⋯, m ( 1)

式中 , fij=rij

n

j=1
!rij , 0≤rij≤1, k=

1
lnn

。

k 表示决策的不确定程度。由此得到第 i 个评价指标

的熵权计算公式:

ωi=
1- Hi

m-
n

j=1
!Hi

( 2)

由熵权的计算公式可看出熵权具有如下性质[3]:

( 1) 熵值越大 , 其熵权越小 , 该指标越不重要。当被评

价对象在某指标上的值完全相同时 , 熵值达到最大 1, 熵

权为零。此时该指标可考虑被取消。

( 2) 各被评价方案在某指标上的值差较大时 , 熵权较

大, 说明该指标向决策者提供了有用信息。如有明显差异,

表明该指标应重点考虑( 权重大) 。

3 熵权多目标决策分析法

熵权决策分析法是在只有评价矩阵而没有专家权重

的情况下采用的模型, 主要包括 7 个步骤[4]:

第一步: 构造指标判断矩阵 R′。确定被评价的方案有

n 个 , 每个方案的评价指标有 m 个 , 则每个方案的各指标

值构成多指标评价矩阵 R′。

R′=(r′ij)m×n ( i=1, 2, ⋯, m; j=1, 2, ⋯ , n) ( 3)

第二步 : 构造标准化指标矩阵 R。按以下标准化公式

将R′=(r′ij)m×n 转变为规范化矩阵R=(rij)m×n, R 的元素为

rij=
max

j
r′ij- r′ij

max
j

r′ij- min
j

r′ij
成本型指标 ( 4)

rij=
r′ij- min

j
r′ij

max
j

r′ij- min
j

r′ij
效益型指标 ( 5)

为了消除不同物理量纲对决策结果的影响 , 可将指标

值标准化 , 以获得可比的尺度。对于定性指标 , 可采用专家

评分法进行量化处理。

第三步 : 构造加熵权的标准化指标矩阵 A。按上述公

式计算熵 Hi 和熵权值 ωi, 且

A=
a11 ⋯ a1n

⋯ ⋯ ⋯
am1 ⋯ amn

# $= ω1r11 ⋯ ω2r1n

⋯ ⋯ ⋯
ωmrm1 ⋯ ωmrmn

% & ( 6)

第四步: 找出理想点为 X*=(x*
1 , x*

2 , ⋯, x*
m)T, 式中

x*
i =max

1<j<m
{aij} ( 7)

第五步: 计算被评方案与理想点的贴近度为:

Tj=1-
m

i=1
!(aijx

*
i )

m

i=1
!(x*

i )’ (2 , i=1, 2, ⋯, m, 0≤Tj≤1 ( 8)

第六步 : 根据算出的 Tj 值对各被评方案排序(低值为

先)。

至此 , 我们就把各方案的优劣程度进行了排序 , 以便

为决策者提供决策支持。

4 算例分析

某制造企业要从 4 个新产品中选择 2 个制定开发计

划, 选择过程采用上述的熵权决策法。

按照前面的分析 , 本例的决策属性集(指 标 集)取 为 :

U={u1, u2, u3, u4, u5, u6}={新产 品 的 市 场 容 量 (万 ), 开 发 周 期

(月), 开发成本(万), 新产品的市场增长率(%), 新产品的创

新性, 可行性}。其中, 前 4 个因素是定量因素, 可直接计算;

后 2 个因素是定性因素 , 采用专家评分法 , 这里采用 5 级

评分制 , v={1, 2, 3, 4, 5}分别对应于评语集 V={差 , 较差 , 一

般, 较高, 高}。由此得到各项目分析评价表, 如表 2 所示。

第一步: 由表 2 得到多指标评价判断矩阵为 R′=(r′ij)6×4。

第二步 : 6 个评价指标中 , 开发周期以及开发成本属

于成本型指标 , 其余的是效益型指标。由标准化公式(4)、(5)

和 R′得到标准化指标矩阵 R 为:

R=

0.3 0 1 0.5
0.5 0 1 1
0.65 1 0 0.35

1 0.2 0.5 0
0.5 0 1 0
0.5 1 0 0.5

)
*
*
**
+

,
-
-
--
.

第三步 : 由矩阵 R 和式(1)、式(2)可计算出各因素的熵

值和熵权。如表 3 所示。

把熵权加入指标矩阵,得到加权熵标准化指标矩阵 A

为:

A=

0.046 0 0.152 0.076
0.062 0 0.124 0.124
0.090 0.139 0 0.049
0.175 0.035 0.088 0
0.141 0 0.281 0
0.065 0.129 0 0.065

)
*
*
**
+

,
-
-
--
.

第四步: 找出理想点:

X*=(0.152, 0.124, 0.139, 0.175, 0.281, 0.129)T

156· ·



第五步 : 由式(8)计 算 各 项 目 距理 想 点 的 贴 近 度 并 排

序, 如表 4 所示。

第六步 : 根据以上贴近度的计算和排序 , 我们择项目

3 为首选方案 , 项目 1 为备选方案。

5 结 论

本文将熵的概念引入企业新产品开发的选择决策中。

按照熵思想, 人们在决策中获得信息的多少和质量, 是影响

决策精度和可靠性大小的决定性因素之一。在决策过程中

的方案评价时, 熵是一个很理想的尺度, 特别是在没有专家

或决策者给出权重的情况下, 用熵权决策法对方案进行排

序选优, 是行之有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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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公司治理本质透视IT治理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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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在探讨IT概念、公司治理本质及其与公司管理区别的基础之上 , 综述前人对IT治理概念的界定 , 较

全面地分析了IT治理的内涵 , 并对IT治理和IT管理进行了全方位的比较 , 以期更深层次地把握IT治理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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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前 言

大多数企业的 IT 投资 , 比如对 ERP、CRN 的应用都以

失败而告终, 这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企业只重视技术的

构建而忽视了制度的建设。随着企业信息技术应用的不断

提高和完善 , 企业更应该加强对信息技术的制度建设 , IT

治理理应成为企业关注的焦点。根据对全球 250 家企业的

调查表明 [1] , 具有出众 IT 治理的企业其利润要比那些治理

低下的企业高出 20%。IT 治理能够实现 IT 从一个成本中

心向利润中心的转变 , 但是调查同时表明仅仅只有 38%的

高级经理能够精确地描述他们的 IT 治理。

IT 治理是应用公司治理的基本理论和方法分析其中

的问题 , 并成为公司治理的一部分。许多从事信息管理的

学者也在致力于 IT 治理的研究 , 他们在 IT 管理方面有着

丰富的成果和经验 , 但尚缺乏对公司治理理论的研究 , 无

法准确把握公司治理的本质。因此 , 为了全面透视 IT 治理

的本质 , 本文首先界定 IT 所涵盖的内容 , 从公司治理与公

司管理的比较中把握公司治理的本质。

1 IT的界定

不同领域的研究者对 IT 的定义及其所涵盖内容的理

解大相径庭 , 由此导致对 IT 相关研究内容的界定也存在

分歧 , 因此在全面审视 IT 治理的概念和内涵之前有必要

对 IT 进行准确的界定。IT 是 Informati on Technology(即信

息技术)的缩写。广义而言 , IT 是指能充分利用与扩展人类

信息器官功能的各种方法、工具与技能等的总和。具体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