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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针对群决策中如何科学地收集、集成、分析决策者真实看法的问题,基于西方的思维法则学理论, 提出了指

示优先级的程式化方法。该方法蕴涵了东方管理中的均衡思想, 广泛用于爱尔兰政府及企业的各种项目中。作为

该方法的原创者和翻译者合作团队,我们在 5年多的合作研究中, 探索了有关的理论发展及其中文表述。本文介

绍指示优先级的程式化方法的适用情景和应用步骤, 与其他方法论进行了比较, 给出了应用案例。在应用案例中,

对陕西省的 5 个市县财政局进行了访谈和问卷调查,对西安市财政局的调查数据进行了识别、集成和分析,得到了

决策方案及优先级次序。应用结果表明:指示优先级的程式化方法适用于中国情境下的多属性/多准则群决策, 能

够提供决策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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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解决复杂管理和决策问题时, 一般需要科学

的方法做指导。在多属性/多准则评价和决策中, 为

了使决策或评价结果尽可能贴近客观实际, 尽量减

少单个评价/决策者偏好所引起的偏差,特别需要采

用科学的群决策方法。在多属性/多准则群决策分

析中,准确地获得各个决策者真实的看法和偏好信

息是很重要的, 但由于受主客观因素的干扰, 决策者

的看法和偏好信息往往是不易获得的。针对这种情

况,我们提出如下研究问题:在群决策中, 如何收集

决策者的真实看法和偏好, 用简便易行的科学方法

对这些看法和偏好进行识别、集成和分析,从而形成

群决策方案和相对优先级,为决策提供依据。

对这类问题的研究, 已有大量研究成果,如: 层

次分析法 ( Analyt ic H ierarchy Pr ocess)、数据包络

分析( 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基于灰色系统

理论的决策方法等一些适用于多属性/多准则群决

策的科学方法, 在中国已经获得广泛应用。这些方

法在决策的科学性上有很大的优势, 但存在不足。

主要的不足在于: 轻于决策者真实看法和偏好的科

学收集,重于模型构建和数据分析,需要较深的数学

理论支撑,对应用者的数学功底要求较高,大大限制

了它们在解决实际决策问题中的应用。

为弥补这个不足, 我们基于思维法则学理论,提

出指示优先级的程式化方法( P rio rity-Point ing Pro-

cedure)。该方法按照人类思维的规律性, 设计旨在

收集决策者真实看法和偏好的调查问题, 并按照分

析复杂系统的结构化方法, 对收集的数据进行识别、

集成和分析,形成不受个别决策者看法和偏好干扰

的群决策方案,并给出优先级次序, 提供决策依据。

这个方法与已有方法的主要区别在于: 重视决策者

真实看法和偏好的科学收集,用图形化的语言方式

描述分析过程,无需深厚的数学基础,易于被实践界

的人们接受和应用。

指示优先级的程式化方法 ( Prior ity-Po int ing

Procedure) [ 1] , 是欧洲学者基于思维法则学理论

( Nomolo gy)
[ 2 ]
提出的科学方法,已经成功地用在爱

尔兰加入欧洲货币联盟、都柏林公交系统、都柏林大

学商学院发展战略、都柏林宗教机构发展战略等公

共事业项目和许多爱尔兰企业项目的决策 [ 3]。由于



思维法则学理论蕴涵了东方管理中的均衡思想, 易

于被东方人接受。作为思维法则学理论及其衍生的

指示优先级的程式化方法的原创者和翻译者合作团

队,笔者自 2005年开始合作研究, 探索了有关的理

论发展及其中文表述, 试图向中国学术界和实践界

介绍该理论及其衍生出的方法
[ 1, 2]

, 并在中国情境

中试用该方法, 希望形成适合中国情境的新的管理

科学理论和方法。

为此,我们对指示优先级的程式化方法在中国

的应用进行了探索, 根据在爱尔兰的应用经验,提出

了该方法的应用步骤, 在陕西省财政厅定向研究招

标课题/基于计算机和网络技术的财政管理创新研

究0 [ 4]
中试用了该方法,在陕西省 5个市(县)财政局

进行了访谈和问卷调查, 对从西安市财政局收集的

调查数据进行了分析,获得了具体的研究结果,为西

安市财政局提供了决策依据。

2  指示优先级的程式化方法与其他方法论
的比较

  层次分析法被认为是解决复杂系统决策问题的

有效方法。用层次分析法做决策分析时, 先将问题

分解为不同的组成因素, 再按照因素间的相互影响

以及隶属关系, 将各个因素按不同层次聚集组合, 形

成一个多层次的分析结构模型, 通过确定系统低层

相对于高层的相对重要性权值或相对优劣次序, 为

决策方案的选择提供依据。层次分析法在中国已广

泛应用到许多领域, 例如: 用于水电能源开发评

价
[ 14]

, 用于综合开发治理战略决策分析
[ 15]
。层次分

析法一般需要依靠调研或文献资料查阅列出需要考

虑的各种要素, 依靠专家咨询的方式确定各要素之

间的相对重要性,不能很好地保证各种要素和数据

的完整、客观。而指示优先级的程式化方法基于思

维法则学理论, 按照结构化的思想设计调查问题, 覆

盖待解决复杂系统决策问题的方方面面,并以正、反

两种方式提问, 使被调查者可以完整、客观地考虑到

各种要素,能收集到比较完整、客观的数据。

数据包络分析也被认为是一种用于解决复杂管

理和决策问题的系统分析方法。用数据包络分析法

时,使用数学规划模型比较决策单元之间的相对效

率,从而提供决策或评价依据。数据包络分析方法

是评价多输入多输出问题的一种有效方法, 不受计

量单位的影响, 不必确定指标权重,因此得到了广泛

应用,如: 用于企业可持续发展评价 [ 16]、外购或自制

决策[ 17] 。数据包络分析法一般需要确定输入与输

出两类指标, 并设计和建立指标体系。多目标决策

问题的输入指标难以确定, 却有多个输出指标。而

指示优先级的程式化方法只需根据八个/主要活动0
确定八个变量,按照复杂系统的结构化方法,对收集

的数据进行集成和分析, 形成不受个别决策者看法

和偏好干扰的决策方案,并给出优先级次序。

基于灰色系统理论的多准则、多属性决策方法

用在决策信息(准则权重和准则值)具有模糊性、随

机性的决策问题中。如: 文献[ 18]在灰色模糊集的

基础上提出了灰色语言集和区间灰色不确定语言,

提出了一种基于区间灰色不确定语言的多准则决策

方法;文献[ 19]利用灰色系统理论的思想和方法,对

属性权重信息和各决策人的权威权重信息完全未

知、方案的属性值为区间灰数的多属性群决策问题

进行了探讨;文献[ 20]研究了一种属性权重未知的

混合型多属性决策模型。基于灰色系统理论的方法

在解决含有灰数的多属性群决策问题方面很有优

势。但是,基于灰色系统理论的决策方法一般涉及

比较复杂的数学推导和分析,不易被实践界的人们

理解和接受。而指示优先级的程式化方法用图形化

的语言方式描述分析过程,只需遵循思维法则学中

严谨的思维和判断,无需繁琐的数学推导和分析,易

于被实践界的人们接受和应用。

3  指示优先级的程式化方法适用情景及应
用步骤

31 1  指示优先级的程式化方法及适用情景

指示优先级的程式化方法的基本思想是:在三

个基本维度上,利用简单的提问,将复杂问题分解成

子问题,根据二分法构建子问题的答案,在所有相关

分支中寻求相互间的均衡,确定各个分支活动的优

先级状况,如图 1所示。

第一个简化子问题: 在/筹划 ( planning) 0 (谋)

和/ 执行 ( putt ing ) 0 (勇 ) 维度上, 提出 / 做什么

( w hat) 0问题。若对要采取的行动不确定, 就要集

中于/筹划0;若对要采取的行动较确定,就应集中于

/执行0。第二个简化子问题: 在/ 人员 ( people) 0

(人) 和 / 环境 ( place )0 (天 ) 维度上, 提出 / 哪里

( w here) 0问题。可以通过在/环境0方面采取行动,

也可以通过在/人员0方面采取行动。该问题的二分

式答案与第一个子问题的二分式答案形成/ 提议

( proposit ion)0、/领悟( percept ion) 0、/ 调动( pull) 0、
/推行( push) 0四个/活动方面( general act ivit ies) 0。

第三个简化子问题: 在/利用职位( posit ional) 0(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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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指示优先级轮

治)和/利用人( personal )0 (仁治)维度上, 提出/ 哪

种方式( w hich w ay) 0问题。可以利用职位、采取非

人性化的方式, 也可以利用人格力量、采取人性化的

方式。上述三个问题及其二分式答案生成解决复杂

问题的八个/主要活动( principal act ivities) 0: /试提
方案( pounce) 0, / 了解程序 ( procedure)0, /分析代

价( price) 0, /形成策略( policy ) 0, / 宣传促进( pro-

mot ion) 0, / 实践改善 ( productivity ) 0, /推广确认

( pliability )0, /全面践行 ( practice)0。解决复杂问
题需要对上述八个活动进行均衡,避免在某个方面

付出太多而其他方面太少。这八个活动共同构成一

个/轮0,只有八个方面的活动相对均衡了, /轮0才能

顺利前行,问题才能够比较圆满地解决。

指示优先级的程式化方法,是建立在思维法则

学理论基础上的一个适用于决策科学领域的系统化

方法[ 3] , 汲取了东西方哲学[ 5- 8] 和现代心理学 [ 8- 10]

的理论成果, 在定性决策的结构[ 11]、调整决策的结

构[ 12]、发展决策的结构 [ 13]等方面具有严谨的理论体

系。它可以确保解决复杂问题过程中筹划与执行、

人员与处境、法治与仁治的结合和良性互动
[ 1, 2]

, 做

到有勇有谋、天人合一和情理并重。

在解决具有人文特点和社会属性、易受评价/决

策者主观倾向影响的战略性管理评价/决策问题时,

由于其多属性、多准则等特征, 需要采用民主的方

式,收集有关人员真实的看法,并用简便易行的科学

方法集成分析这些看法, 尽量减少单个决策者看法

所引起的偏差, 使评价/决策结果尽可能体现集体的

看法, 贴近客观实际。这就是指示优先级的程式化

方法适用的情景。

31 2  指示优先级的程式化方法应用步骤

指示优先级的程式化方法在实践应用中有八个

具体步骤,如表 1所示。

表 1 指示优先级的程式化方法的应用步骤

步骤顺序 内容

1 定义目标

2 确定调查对象

3 设计调查问题

4 进行调查,获取数据

5 描述变量,识别调查数据

6 调查数据的集成

7 分析数据,识别数据失衡的变量

8 提供分析结果,征询反馈信息

  后文将结合指示优先级的程式化方法在陕西省

/基于计算机和网络技术的财政管理创新研究0项目

中的应用,对这些步骤进行解释和说明。

4  指示优先级的程式化方法应用案例

作为探索性的试用,我们将指示优先级的程式

化方法用在陕西省财政厅定向研究招标课题/基于

计算机和网络技术的财政管理创新研究0中。在决

定试用此方法后, 我们建立了由 2名爱尔兰研究人

员、3名中国研究人员和 3名研究生组成的研究团

队,中爱双方每周通过网上会议进行项目讨论。

41 1  定向研究招标课题项目简况

2002年, 国务院信息化办公室批复了财政部

/金财工程0建设方案后, 陕西省财政厅结合自己的

实际情况,在/金财工程0建设方案指导下,推行了信

息化建设项目,逐步建立了财政管理信息系统, 并开

始应用。为推动陕西省财政部门的规范发展, 2008

年 11月,陕西省财政厅推出了研究/依法理财0和财

政管理实践问题的若干定向研究招标课题,我们负

责其中的结合财政管理信息系统的发展和应用的

/基于计算机和网络技术的财政管理创新研究0课

题,在实地调查和发放回收调查问卷,分析相关数据

的基础上,我们向陕西省财政厅提交了从知识管理

视角切入的研究报告, 以调研信息的实证分析为基

础,提供了一个公共管理部门实施知识管理的策略

方案[ 4]。同时,我们在课题之下又设计了关于陕西

省财政管理信息系统创新的子项目(后文简称/项

目0) ,研究报告所需问卷内容与子项目相关问卷内
容一并发放和回收。从 2009年 1月起,我们研究团

队的西安小组根据在爱尔兰合作研究期间掌握的指

示优先级的程式化方法, 为我们承担的项目定义了

目标,确定了调查对象; 经过多次修改和试验,与爱

尔兰小组共同设计并确定了调查问题。陕西省财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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厅对我们的调查给予大力协助, 安排研究人员前往

在陕西省财政系统实施信息化建设具有代表性的西

安市、铜川市、镇安县、蒲城县、永寿县等地方财政

局,进行了现场访谈和问卷调查,共计向这五家单位

发放问卷 220 份, 收回 206 份, 有效问卷 169 份。

2009年 6月,录入全部调查数据后, 2名爱尔兰研究

人员来西安,进行了为期两周的面对面合作研究, 进

行了数据的识别、集成、分析及讨论。

41 2  指示优先级的程式化方法在项目中的应用

41 21 1  定义目标
运用指示优先级的程式化方法定义目标时, 目

标只能有一个, 可以用解决某问题的形式表述。如:

在都柏林城市交通项目中的目标定义为/解决都柏

林交通拥堵的问题0[ 3]
,在爱尔兰经济发展项目中的

目标定义为/解决爱尔兰经济发展中GDP 增长缓慢

的问题0 [ 3]。对企业来说,目标可以是/应对利润下

降的挑战0, 或/解决成本过高的问题0,或/提高绩
效0等。在本文的项目中,定义目标如下: /解决财政

管理信息系统没有充分发挥作用的问题0。

41 21 2  确定调查对象

调查对象应该是对需要解决的问题有所认识、

积极参与寻求解决方案的人群。在本文项目中, 我

们选择地方财政局的高层管理人员和使用财政管理

信息系统的资深工作人员作为调查对象, 他们对地

方财政管理信息系统的应用状况很了解, 有丰富的

工作经验,希望寻求解决方案,使地方财政管理信息

系统更好地发挥作用。

41 21 3  设计调查问题
为全面了解调查对象掌握的所有情况, 根据文

献[ 11- 13]关于调查问题的结构理论, 设计六个开

放式问题,如表 2所示。为确保提问的客观性和答

案的无偏性,根据文献[ 11- 13]关于提问方式的理

论,分别从正面(促进)和反面(阻碍)提问。前两个

问题是概括性问题, 用于从正面和反面了解大体情

况;后四个问题是分布在指示优先级轮[ 1] 四个象限

的具体化问题,分别从正面和反面了解具体情况。

41 21 4  进行调查,获取数据

为确保调查对象清楚地理解各个问题, 我们研

究团队的西安小组人员前往西安市、铜川市、镇安

县、蒲城县、永寿县等地方财政局, 进行现场访谈和

问卷调查。我们要求调查对象分别独自填答问卷,

在回答问题时不受其它人看法的影响。如果有不理

解的地方,询问我们的研究人员。如果不知道如何

回答,可以写/不清楚0。

表 2 设计的调查问题

问题 1
总体来看,什么有助于财政管理信息系统发

挥作用?

问题 2
总体而言,什么阻碍着财政管理信息系统发

挥作用?

问题 3
什么具体因素阻碍着财政管理信息系统的

引入?

问题 4
什么具体措施有助于增进人们对财政管理

信息系统的认识?

问题 5
什么具体因素阻碍着财政管理信息系统在

实际财政业务工作中的宣传推广?

问题 6
什么具体措施能推动财政管理信息系统在

实际财政业务工作中的实施应用?

41 21 5  描述变量,识别调查数据

一般而言,获得的调查数据是各种各样的看法。

根据文献[ 11- 13]中的理论, 利用图 1 所示的指示

优先级轮,对调查数据逐个进行识别,把相似的看法

分到同一类。这样, 可以把所有的数据赋予指示优

先级轮外圈标示的八个变量: 试提方案,了解程序,

分析价值, 形成策略, 宣传促进, 实践改善, 推广确

认,全面践行。可以针对项目的具体情况,对八个变

量进行定义和描述。在本文的项目中, 变量定义和

典型描述如表 3所示。

表 3 变量定义和典型描述

变量 调查对象用的语言 典型描述

试提方案 设备和技术 财政管理信息系统需要更多有形和无形的投入

了解程序 学习与培训 财政管理信息系统的使用需要更多知识和技能

分析价值 认识和理解 需要认识和理解财政管理信息系统的作用与价值

形成策略 政策与制度 需要建立与财政管理信息系统使用相关的政策与制度

宣传促进 领导与促进 领导对财政管理信息系统的宣传、推行与促进

实践改善 效率与协调 使用财政管理信息系统时的人员的工作协调与效率提高

推广确认 可靠性与适用性 使用财政管理信息系统时人员与设备的协调

全面践行 可操作性与使用效果 财政管理信息系统的操作性能和使用效果

  根据变量定义和描述, 对调查对象填写的答案 逐一进行解释和分类。对于回答/ 不清楚0或/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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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0的答案,将其处理为/无答案类0。有的答案可能

一时无法准确地被划分到某一类,需要参考被调查

者对其它问题的回答,判断其对该问题的理解,避免

错误地理解被调查者的真实想法。

41 21 6  调查数据的集成

根据对调查数据的识别, 利用图 1, 按问题将所

有调查者提供的调查数据赋予八个变量。这八个变

量的初始值为 0, 每赋予一次数据,变量计数增加一

个。将每个变量的最终计数填入图 2和表 4的相应

位置。在表 4中,对四个象限进行计数合并, 再按照

筹划和执行、人员和环境分别对指示优先级轮的纵

向和横向进行计数合并。

41 21 7  分析数据,识别数据失衡的变量

结合图 1和图 2, 首先对每一个问题中八个变

量的最终计数进行分析,识别数据失衡的变量。理

想情况下,八个变量的最终计数相差不大,说明八个

变量代表的八个具体方面比较均衡。其次, 对四个

象限的最终计数进行分析, 识别数据失衡的象限。

理想情况下,四个象限的最终计数相差不大, 说明四

个象限代表的四个大方面比较均衡。然后, 对计划

和执行部分的最终计数进行分析,判别数据失衡的

部分。理想情况下,计划和执行部分的最终计数相

差不大,说明计划与执行没有失衡。最后,对人员和

环境部分的最终计数进行分析, 判别数据失衡的部

分。理想情况下,环境与人员部分的最终计数也相

差不大,说明保持了环境与人员的均衡。

41 21 8  向调查对象提供分析结果,征询反馈信息

将数据分析的结果汇总后,形成研究报告,提供

决策依据,呈送给西安市财政局和陕西省财政厅等

相关部门,并征询反馈信息。

5  案例数据分析、结果及解释说明

下面以在西安市财政局获得的调查数据为例,

进行数据分析, 提供分析结果和解释说明。

从西安市财政局收回有效问卷 23份,对所有答

案进行数据识别、集成和分析。以第 4个调查问题

获得的数据的分析为例, 1到 23号被调查者的回答

(即数据)分别是:操作培训,一人一台笔记本电脑可

上网,广泛宣传,宣传,广泛宣传, 宣传,培训, 学习,

对相关人员进行培训,培训,加强培训, 加强培训, 实

用性,系统软件开发设计人性化、操作简便化, 领导

重视,大力宣传,宣传,培训,推广宣传, 操作, 去掉较

繁琐的工序和重复工作, 普及培训,学习。按照图 1

所示的结构化方法, 对这 23个数据进行如下识别和

分析:数据/一人一台笔记本电脑可上网0,计入变量

/试提方案0,变量/试提方案0的计数值由 0变为 1;

数据/培训0、/学习0,计入变量/了解程序0,变量/了
解程序0的计数值由 0变为 10, 数据/ 宣传0、/领导

重视0, 计入变量/宣传促进0, 变量/宣传促进0的计

数值变为 8;数据/实用性0、/去掉较繁琐的工序和

重复工作0计入变量/推广确认0, 变量计数值变为
2; 数据/系统软件开发设计人性化、操作简便化0、

/操作0计入变量/ 全面践行0, 变量计数值变为 2。

这样就得到表 4中 Q4这列的数据和图 2中问题 4

的数据均衡分析图中的数据分布。从问题 4的数据

均衡分析图中,我们可以看到如下情况: 变量/了解

程序0的计数值是 10, 变量/ 宣传促进0的计数值是

8, 远远大于其它变量的计数值, 出现较严重的不均

衡。这说明被调查者集体的看法是: 变量/了解程

序0和变量/宣传促进0对应的/财政管理信息系统的

使用需要更多知识和技能0和/领导对财政管理信息
系统的宣传、推行与促进0,是通过增进人们对财政

管理信息系统认识来解决财政管理信息系统没有充

分发挥作用的问题时需要注意的两个主要因素, 是

目前存在问题的两个主要方面。

依照此方法, 对其余 5个调查问题的数据进行

识别、集成和分析,可以得到表 4中其它问题所在列

的数据和图 2中其它五个问题的数据均衡分析图。

从其它问题的数据均衡分析图中, 可以了解被调查

者集体的其它看法, 得到解决财政管理信息系统没

有充分发挥作用的问题时需要注意的其它因素, 了

解存在问题的其他主要方面。按八个变量加总六个

问题的数据均衡分析图中的数据, 可以获得综合数

据均衡分析图,依据综合数据均衡分析图中的数据,

针对财政管理信息系统没有充分发挥作用的问题,

可以得到群体决策方案及其优先次序。

数据分析结果讨论: ( 1)变量/了解程序0代表的

/学习与培训0方面存在着较大问题, 阻碍了西安市

财政局财政管理信息系统充分发挥作用。( 2)变量

/宣传促进0代表的/ 领导与促进0方面也存在着问

题,阻碍了西安市财政局财政管理信息系统充分发

挥作用。( 3)变量/全面践行0代表的/可操作性与使

用效果0方面存在着问题,对西安市财政局财政管理

信息系统的作用发挥具有消极影响。据此结果, 可

以形成基于集体看法的群决策方案, 并给出优先级

次序: ( 1)加强关于财政管理信息的学习与培训; ( 2)

增加领导对财政管理信息系统的宣传、推行与促进;

( 3)重视财政管理信息系统的操作性能和使用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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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结果可以为西安市财政局使财政管理信息系统充 分发挥作用提供决策依据。

表 4 调查数据集成表

   问题( Q)

答案分布    
Q1 Q2 Q3 Q4 Q5 Q6 合计 象限合计 纵向合计 横向合计

无答案 0 3 1 0 3 3 10

试提方案 5 4 0 1 1 0 16 46 65(计划) 75(环境)

了解程序 6 2 2 10 0 10 30

分析价值 1 3 5 0 6 0 15 19

形成策略 0 3 1 0 0 0 4

宣传促进 4 1 0 8 7 5 25 34 63(执行) 53(人员)

实践改善 4 3 0 0 1 1 9

推广确认 2 1 2 2 0 1 8 29

全面践行 1 3 7 2 5 3 21

图 2 数据均衡分析图

  这些分析结果,可以比较客观地显示西安市财

政局财政管理信息系统运用方面存在的问题, 指示

出为解决问题而采取策略的优先级,为有关决策者

提供比较科学的决策依据。

6  结语

本研究针对群决策中如何科学地收集、集成、分

析决策者真实看法的研究问题, 提出了指示优先级

的程式化方法, 一种基于思维法则学理论的群决策

方法,介绍了该方法的适用情景和应用步骤, 与层次

分析法、数据包络分析法、基于灰色系统理论的方法

等其他方法论进行了比较,给出了应用案例。在应

用案例中,通过收集西安市财政局相关人员的真实

看法,按照分析复杂系统的结构化方法,对收集的数

据进行识别和集成,用图形化的语言方式描述分析

过程,得到如下主要具体结果:西安市财政局财政管

理信息在/学习与培训0、/领导与促进0、/可操作性

与使用效果0这三个方面存在着问题,据此形成了基

于集体看法的群决策方案, 并给出优先级次序。

在该案例中,我们用指示优先级的程式化方法

的同时,设计了李克特 5分式量表型调查问卷, 对更

大范围的人员进行了调查, 用 SPSS 软件分析了调

查数据。两种方法对相关数据的分析结论相一

致[ 4 ] ,得到了陕西省财政系统决策人员的认可。指

示优先级的程式化方法在陕西省财政厅定向研究招

标课题中应用的结果表明:该方法适用于中国情境

下的多属性/多准则群决策, 能够用尽量科学、客观

的程式,研究管理领域具有人文特点和社会属性、易

受主观倾向影响的群决策问题, 可以提供有力的决

策依据,有一定应用前景。

指示优先级的程式化方法的应用难点和需要注

意的事项如下: ( 1)根据应用项目的具体情况,设计

符合结构要求的调查问题; ( 2)根据调查对象的语

言,描述变量,识别调查数据; ( 3)按照思维法则学理

论,利用指示优先级轮,集成和分析数据。针对这些

应用难点和需要注意的事项,我们正在开发计算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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辅助工具。

本研究的创新之处在于, 基于思维法则学理论

创建了指示优先级的程式化方法, 首次在中国应用,

有望形成适合中国情境的新的管理科学理论和方

法,供中国管理科学学术界与实践界研究和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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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Nomology-Based Group-Decision Making Methodology and Its Application

AI Sh-i zhong1,2 , DU Rong2 , ZHANG We-i li2 , Cathal M1 Brugha3

( 1. School o f Computer Science, X idian U niversit y, X ian 710071, China;

2. Schoo l o 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Xidian Univ ersity , Xian 710071, China;

3. Quinn School of Business, Univer sity Colleg e Dublin, Dublin, Ireland)

Abstract: T o solve the problems of col lecting, synthesizing and analyzing decision-makers. real opinions in

group-decision making, a Prior ity-Po int ing Procedure w as propo sed on the basis of the Western Nomolo-

gy1 T his methodolo gy embodies the thinking of balance embedded in the Eastern M anagement and has been

successfully applied to a variety of pr ojects in the Irish government and Irish businesses1 A s a resear ch

team consisting of the founder of the Pr io rity-Point ing Pr ocedure and his Chinese co llabo rator s w ho commit

to int roducing Nomology and the Pr io rity-Point ing Procedure to Chinese readership, in more than f 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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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ear s collaborat ive research w e have explored the latest theor et ical developments and their expr essions in

Chinese1 In this paper w e present the methodolog y o f the Priority-Point ing Procedur e, the situat ions

w here this methodolo gy applies to, and the applicat ion process of this methodo logy1 T hen, w e make com-

parisons betw een this methodolog y and some o ther methodo log ies applied in group-decision making1 We

also give an appl ication case1 In the case w e applied the Priority-Po int ing Procedure to a project in Shaanx i

Gover nmental Department of F iscal Affair s1 We under to ok inter view s and quest ionnaire surveys in f ive fis-

cal branches o f Shaanx i Governmental Depar tment of F iscal Affair s1 We synthesized and analyzed the data

col lected in the Xian branch, and got alter nat ives and their prio rity for decision making1 T he applicat ion

show s that Pr io rity-Point ing Procedure can be used in the g roup-decision making w ith multiple at t ributes

and mult iple criter ia in the Chinese contex t , and useful alternat ives and references can be derived1
Key words: management science; g roup-decision making ; priority; Nom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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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来稿请注明作者的单位、通讯地址、邮编、联系电话及E-mail地址, 并在邮件标题上注明/征文0字样。
论文出版

 # 经过专家评审后录用的论文刊登在5中国管理科学6 2011 年 (专辑) 上, 并被 CNKI 数字图书馆全文收录( w w w.

cnki. net)。

 # 第十三 届中国管理科学学术年会将继续开展/ 优秀论文报告奖0的评奖活动,并颁发获奖证书。其中获年会分组会议

评议推荐的论文(推荐比例为 20- 30% ) ,将由5中国管理科学6(正刊)优先录用列入 2012年 1- 3 期的刊登计划。

 # 论文录用通知将在 2011 年 8 月 15 日前发出。5中国管理科学6 2011(专辑)在会议结束后 30 日内出版(会前印刷所

有录用论文的长摘要并提供全文光盘)。

会议具体情况请登陆中国优选法统筹法与经济数学研究会网站( w ww . scope. org. cn)及中国管理科学网站( w ww . zgglkx. com)。

会议秘书处

   北京 8712 信箱中国/ 双法0研究会      傅继良  张玲  邮编: 100190

   E-mail: shuangfa@ mail. casipm. ac. cn 联系电话: 010- 625426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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