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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组织学习的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影响组织学习的因素很多 ,并且这些因素之间也是相互影响的。这些影响组织学习的因素主要是组织

外部环境、组织目标、组织文化、组织结构、组织管理制度、组织信息系统、员工技能与素质和团队建设。基于
组织学习的影响因素分析 ,按照科学性、重要性及客观性等原则 ,采取各因素逐步细化的方法 ,构建如下表 1
(略)所示的评价指标体系。该评价指标体系由 8 个因素、30 个指标组成。我们采用专家评分法。评分专家
应充分考察被评组织的实际和认真分析被评组织提供的资料。各指标的评语均设为“优”、“良”、“中”、“差”、
“很差”五种 ,以衡量被评价项目在该指标上的表现 ,因而可能引起相关因素对组织学习的影响程度。因素层
各因素和指标层各指标的权重确定 ,我们采用层次分析法中确定权重的方法 ,即通过两两成对的重要性比较
建立判断矩阵 ,再解矩阵特征值得出权重值。

　　记 R =

B1

B2

Λ
BL

=

b11b12Λb1n

b21b22Λb2n

bL1bL2ΛbLn

,再对 R 进行模糊矩阵运算 ,即得到目标层指标 X对于评语集 V 的隶属向量

B ,B = A 3 R = (a1 ,a2 , ⋯,aL) 3

B1

B2

⋯
BL

= (b1 ,b2 , ⋯bn)当 6
n

j = 1
bj ≠1 需做归一化处理 ,令 bj = bj/ 6

n

j = 1
bj 得 B = (b1 ,b2 ,

⋯,bn)

b1 ,b2 , ⋯,bn 分别表示目标层指标 X对于评语 V1 、V2 、⋯,Vn 的隶属度。

4、评价结果 　根据评语集 V 中各元素的标准分数 ,通过矩阵相乘得出上述模糊综合评价结果 V 的具体
分值 ,再将承包商、业主、专家的分值按权重设定值汇总即得关于建设监理工作质量评价结果。

五、建设监理评价模型应用实例
本文以承包商评价为例。评价者以建设监理组织与工作制度中包含的各子因素 X11 ,X12 、X13的权重赋

值为 A1 = (0. 50 ,0. 40 ,0. 10)各子因素均为定性指标 ,其测度由评价者用“类比打分”法确定 ,得某监理单位监

理组织与工作制度子因素指标集的隶属度矩阵为 : R1 =
0. 305 　0. 226 　0. 354 　0. 115
0. 238 　0. 283 　0. 329 　0. 150
0. 318 　0. 235 　0. 338 　0. 109

则该监理组织与工

作制度指标 X1 对评价集 V 的隶属向量为 B1 = A1 3 R1 = (0. 280 ,0. 250 ,0. 342 ,0. 128) 同理 ,得监理工作运行
质量 X2 ,监理工作态度与作风 X3 ,建设监理工作效果 X4 指标对评价集 V 的隶属向量依次为 B2 = (0. 213 ,0.
265 ,0. 396 ,0. 126) , B3 = (0. 193 ,0. 353 ,0. 350 ,0. 104) , B4 = (0. 188 ,0. 249 ,0. 389 ,0. 214) 设 X1 ,X2 ,X3 ,X4

的权重由评价者赋值 A = (0. 25 ,0. 40 ,0. 15 ,0. 20) 则由上述模糊综合评价模型可得目标层即监理工作质量

指标对评价集 V 的隶属向量为 B = A 3 R = (a1 ,a2 ,a3 ,a4) 3

B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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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250 ,0. 265 ,0. 396 ,0. 200) ,归一化处

理为 ( 0. 225 , 0. 239 , 0. 356 ,0. 180 )规定各级评语的分值为 V1 = 95 ,V2 = 85 ,V3 = 70 ,V4 = 50 , 则承包商评
价值 V承包商 = B 3 (V1 ,V2 ,V3 ,V4) T = 75. 61 又业主、专家的评分值分别为 79. 71 分和 72. 5 分 ,设承包商、业
主、专家权重分别为 0. 3 , 0. 45 , 0. 25 则总评分为 V = 76. 68 分。

六. 结束语
完善建设监理制度 ,提高其监理工作质量 ,是建设项目管理制度改革的目标 ,它是一项社会系统工程 ,有

许多尚待探索之处。建立工作质量评价体系仅是其中一个方面的探索 ,除此外应健全项目法人责任制才能
对监理工作公正评价 ,健全建设监理合同及相关社会约束机制 ,把我国的建设监理工作质量提高到新的水
平 ,使建设监理制度更好地与国际惯例接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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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组织学习的模糊综合评价
本文设计的组织学习评价指标体系是一个三层结构的指标体系 (表略) ,因此 ,根据 Fuzzy 理论 ,把指标

层对因素层的评判看成第一级评判 ,把因素层对目标层的评判看成第二级评判 ,从而构成一个二级三层
Fuzzy 综合评价模型。其步骤如下 :

1、建立有关的模糊集
(1)定义因素层因素集为 U = (U1 ,U2 , ⋯,Ux) ;相应的权重集为 A = (a1 ,a2 , ⋯,ax) 。其中 ,ak ( k = 1 ,2 ,

⋯,x)表示因素 Uk 在 U 中的比重 ,且 6
x

k = 1
ak = 1。

(2)定义指标层指标集为 Uk = (Uk1 ,Uk2 , ⋯,Ukm) ;相应的权重集为 Ak = (ak1 ,ak2 , ⋯,akm) 。其中 ,aki (i =

1 ,2 , ⋯,m)表示指标 Uki在 Uk 中的比重 ,且 6
m

i = 1
aki = 1。

(3)定义评语集为 W = (w1 ,w2 , ⋯,wn) ,其中 ,Wj (j = 1 ,2 , ⋯,n) 表示由高到低的各级评语。本文中取
n = 5 ,“w1”、“w2”、“w3”、“w4”、“w5”分别代表“优”、“良”、“中”、“差”、“很差”。

2、评判矩阵的确定。从 Uk 到 W 的模糊评价矩阵为 :RK =

r11r12 ⋯r1n

r21r22 ⋯r2n

⋯⋯⋯
rm1rm2 ⋯rmn

(1)

其中 ,rij (i = 1 ,2 , ⋯,m ;j = 1 ,2 , ⋯,n)表示指标层指标 Uki对于第 j 级评语 wj 的隶属度。rij的值按如下方
法定 :对专家评分结果进行统计整理 ,得到对于指标 U ki有 wi1个 w1 级评语 ,wi2个 w2 级评语 , ⋯,win个 wn 级

评语 ,则对于 i = 1 ,2 , ⋯,m 有 :rij = wij/ 6
n

j = 1
Wij 　　j = 1 ,2 , ⋯,n (2)

3、模糊矩阵运算
(1)先对各指标层指标 Uki的评价矩阵 RK 做模糊矩阵运算 ,得到因素层因素 Uk ,对于评语集 w 的隶属向

量 :Bk = Ak·RK = (bk1 ,bk2 , ⋯,bkn) (3)

(2)记 : 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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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再对 R 进行模糊矩阵运算 ,即得到目标层目标 U 对于评语集 W 的隶属向量 :

B = A·R = (a1 ,a2 , ⋯,a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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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 6
n

j = 1
bj ≠1 时 ,可作归一化处理 ,即令 bj = bj/ 6

n

j = 1
bj ,得到 :B = (b1 ,b2 , ⋯,bn)

(3)模糊综合评价模型 : B = A·R = A·

B1

B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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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A1·R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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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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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4)评价结果 :根据模糊综合评价模型式 (6) ,可得到目标层目标 U 对于评语集 W 的隶属向量 :B = (b1 ,

b2 , ⋯,bn) 。其中 ,b1 ,b2 , ⋯bn 分别表示目标 U 对于评语 w1 ,w2 , ⋯,wn 的隶属度。对于每一级评语 Wj (j = 1 ,

2 , ⋯,n)设定一个权值 fj ,用对反映该级评语的重要程度 ,据此求出 B 中各分量 bj 的加权平均值 (记为 V) ,即
为最终评价结果。

(5)评价结论 :最终评价结果 V 是一个代数值 ,取值范围在 0～100 之间 ,表示组织学习的最终综合评分。分值
越高 ,说明该组织的学习潜力和学习能力越大 ;分值越低 ,说明该组织的学习有障碍 ,其学习潜力和学习能力越小。

三、结束语
被评价组织可根据组织学习的模糊综合评价 ,发现自己的长处和不足 ,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 ,巩固长处 ,

改善不足 ,达到以“评”促“学”的目的。多个组织一起参评 ,可对这些组织的学习潜力和能力进行比较 ,还可
以知道每一个组织在同类组织中的学习地位以及比较各类组织之间学习能力的状况。

此模糊综合评价模型建立在组织学习的影响因素分析上 ,而组织的形态和实际情况千差万别 ,且影响组
织学习的因素很多 ,相互之间又有互动关系。因此 ,在实际运用中 ,根据组织的形态和实际情况可对评价指
标体系加以适当修正调整 ,使评价的结果更符合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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