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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企业危机管理能力的模糊综合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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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 南京 210044 ;21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 , 南京 210016)

　　摘要 :首先简要探讨了建筑企业危机管理的概念和危机的类型 ,重点提出了评价建筑企业危机管理能力的指标

体系和计算方法 ,最后给出了一个实例 ,验证了该指标体系及评价方法的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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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建筑企业危机管理能力的
模糊综合评价模型

　　企业的危机管理能力在危机管理中处于核心位

置。对建筑企业来说 ,如果组织结构合理、人员素质

高、规章制度规范、财务管理水平高、技术创新能力

强 ,就能更好地防患于未然 ,在危机发生时 ,能通过

缓冲管理来缩减危机的范围和影响 ,迅速有效地减

轻危机造成的损害 ,并完善修复危机的影响〔1 - 2〕。

(一)指标权重的确定和评分

企业的危机管理能力侧重于企业的微观能力。

我们将其分为七个危机管理能力要素 ,即市场营销

能力、人力资源管理能力、企业战略决策能力、企业

组织结构合理性、企业财务管理系统能力、生产部门

能力、技术创新能力。

根据统计指标选取原则 (系统性与层次性相结

合、动态性与静态性相结合、可比可量可行三者结

合、简明性原则等) ,简要选取了三层、28 个子指标

来衡量建筑企业的危机管理能力 ,具体见下表 1。

本文采用层次分析法 (AHP) 来确定各指标的

权重值。即运用专家咨询法构造两两比较判断矩

阵 ,求矩阵特征向量和特征根 ,并进行一致性检验 ,

得出各指标的权重。由于影响企业危机管理不确定

性因素的多样性 ,为了能准确地反映企业危机管理

能力 ,专家组一般由危机管理领域专家、高层管理人

员等组成。专家组组成后 ,根据实际情况确定评价

集合。设模糊评价集为 V = ( V1 ,V2 ,V3 ,V4 ,V5 ) ,

评语设为“弱”、“较弱”、“中等”、“较强”、“强”五个等

级。确定指标权重的主要步骤如下 :

(1)根据企业危机管理设计调查表 ,请各位专家

对企业危机管理能力的多层次评价指标体系各层次

指标间的相互重要程度给出判定。

(2)构造判断矩阵。依据 AHP 法原理 ,对层次

分析模型采用两两重要性强度判断比较 ,构造判断

矩阵。采用 1～9 的比例标度来反映专家的判断能

力。设 U 表示评价指标集 , u i ∈U ( i = 1 , 2 , ⋯⋯,

n) 。u ij表示对第 u j 的相对重要性数值 , j = 1 , 2 ,

⋯⋯, n ,则判断矩阵为 :

u11 u12 ⋯ u1 n

u21 u22 ⋯ u2 n

…

un1 un2 ⋯ u nn

　　(3)计算重要性排序。采用几何平均法求出矩

阵 U 的最大特征根λmax所对应的特征向量 ,并正规

化处理 ,即为各评价指标重要性排序 ,也即权数分

配。其公式为 :

ai = ( ∏
n

j = 1
u ij)

1
n / ∑

n

i = 1

( ∏
n

j = 1
u ij)

1
n 　i , j = 1 ,2 , ⋯,

n

则 A = ( a1 , a2 , ⋯, an) T 即为所求特征向量 ,

即权数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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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建筑企业危机管理能力的指标体系

一层 二层 三层 四层 评价内容

建
筑
企
业
综
合
危
机
管
理
能
力

辅
助
活
动
能
力
X

1

技术创新能力 X11

创新机制效率 X111

创新经验 X112

技术创新总经费率 X113

研究与开发能力 X114

定性指标
创新成功率
技术创新费用/ 企业总费用
大学以上文化程度的技术开发专职人员数/

职工总数

人力资源管理能力 X12

员工学习能力 X121

企业家综合素质 X122

培训员工能力 X123

员工队伍的稳定性 X124

定性指标
定性指标
定性指标
员工流动率

企业战略决策能力 X13

企业危机意识 X131

决策能力 X132

危机准确界定能力 X133

定性指标
定性指标
定性指标

企业组织结构合理性
X14

快速 X141

灵活 X142

动态 X143

组织自我创新 X144

经营业绩 X145

收集信息传递信息速度
内部组织调整的灵活程度
虚拟企业
权力下放程度
销售收入增长率

基
本
活
动
能
力
X

2

企业财务管理系统能
力 X21

流动比率 X211

速动比率 X212

资产负债率 X213

股东权益比率 X214

流动资产/ 流动负债
速动资产/ 流动负债
负债总额/ 资产总额
股东权益/ 资产总额

生产部门能力 X22

生产工具 X221

技术的先进性 X222

与行业标准的一致性 X223

生产成本优势 X224

设备水平 (定性指标)

现代制造技术采用率
计量、测试和标准化水平
定性指标

市场营销能力 X23

市场发展预见能力 X231

对客户的了解程度 X232

营销体制的适合度 X233

售后服务 X234

定性指标
客户认可度
定性指标
客户满意度

　　(4)一致性检验。设 U 为 n 阶矩阵 , u ij为 U 中

元素 ,若对任意 1 ≤i ≤n , 1 ≤j ≤n ,矩阵 U 的元素

具有传递性 ,即 :满足等式 : u ij ×u ji = u ik ,则称 U 为

一致性矩阵。一致性检验采用如下公式 :

CR = CI/ R I

其中 :CR 为判断矩阵的随机一致性比率 ; RI 为

平均随机一致性指标 ,见表 2。

表 2

标度 1 2 3 4 5 6 7 8 9

RI 0. 00 0. 00 0. 58 0. 90 1. 12 1. 24 1. 32 1. 41 1. 45

　　CI 称为判断矩阵的一般一致性指标 ,具体计算

公式为 :

CI = (λmax - n) / (n - 1)

n 为判断矩阵的阶数 ;λmax为判断矩阵的最大特

征根。

当 CR < 0110 ,则认为判断矩阵具有满意的一

致性 ;否则需调整判断矩阵元素的标度值 ,甚至达到

满意的一致性。

(二)建筑企业危机管理能力的模糊综合评价模

型〔3 - 4〕

(1) 建立模糊集。主要素层指标集为 X =

( X1 , X2 , ⋯, X p) , 相应的权重集为 A = ( a1 , a2 ,

⋯, ap) 。其中 ak ( k = 1 ,2 , ⋯, p) 表示指标 X k 在 X

中的比重 , ∑
p

k = 1

ak = 1。子因素指标集为 X k = ( X k1 ,

X k2 , ⋯, X kq) ,相应的权重集为 ak = ( ak1 , ak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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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kq) 。其中 ak1 ( l = 1 ,2 , ⋯, q) 表示 X kl 在 X k 中的

比重 , ∑
q

l = 1
akl = 1。次子因素指标集为 X kl = ( X kl1 ,

X kl2 , ⋯, X lm ) , 相应的权重集为 akl = ( akl1 , akl2 ,

⋯, aklm ) 。其中 akli ( i = 1 ,2 , ⋯, m ) 表示 X kli 在 X kl

中的比重 , ∑
m

i = 1
akli = 1。评语集为 V = ( V 1 , V 2 , ⋯,

V n) ,其中 V j ( j = 1 ,2 , ⋯, n) 表示指标因素的各级

评语。

(2) 确定隶属矩阵。从 X kl 到评语集 V 的模糊评

价矩阵为 :

R kl =

r11 r12 ⋯ r1 n

r21 r22 ⋯ r2 n

…

rm1 rm2 ⋯ rm n

其中 : rij ( i = 1 ,2 , ⋯, m ; j = 1 ,2 , ⋯, n) 表示

子因素层指标 X kli 对于第 j 级评语 V j 的隶属度。rij

的取值方法为 :对各专家的评分结果进行统计整理 ,

得到对于指标 X kli 有 v i1 个 V 1 评语 , v i2 个 V 2 评语 ,

⋯, v in 个 V n 评语 ,则对于 i = 1 ,2 , ⋯, m 有 :

rij = v ij/ ∑
n

j = 1

νij ( j = 1 ,2 , ⋯, n)

(3) 模糊矩阵运算。先对各次子因素层指标

X kli的评价矩阵 R kl作模糊矩阵运算 ,得到子因素层

指标 X kl对于评语集 V 的隶属向量 B kl :

B kl = A kl·R kl = ( bkl1 , bkl2 , ⋯, bkln)

再对各子因素层指标 X kl的评价矩阵 R k 作模

糊矩阵运算 ,得到子因素层指标 X k 对于评语集 V

的隶属向量 B k :

B k = A k·R k = ( bk1 , bk2 , ⋯, bkq)

然后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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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三)计算综合评价值

为了对建筑企业危机管理能力的大小作一综合

比较 ,以便选择投资项目 ,需要在上述评价结果的基

础上确定出它们的先后排列名次 ,具体方法可以把

评价结果用百分制表示 ,

设 F = ( f 1 , f 2 , ⋯, f j )
T 是百分数集。它是一

个列向量。其中 f j ( j = 1 ,2 , ⋯, n) 表示第 j 级评语

的百分数。利用向量的乘积 ,计算出最终评价结果

Z =珟B·F。

最终评价结果 Z 是一个百分数 ,取值范围在 0

～100 %之间 ,表示对建筑企业危机管理能力的最终

评分。分值越低 ,说明建筑企业危机管理能力越低 ;

反之 ,建筑企业危机管理能力越高。

二、一个实例

我们对南京某国有建筑企业的危机管理能力进

行了综合评价 ,最后评价值为 0167 ,处于“较好”区

域 ,基本符合实际情况。该建筑公司战略规划比较

合理 ,市场定位较准确 ,人员学历基本为大专及以上

学历 ,综合素质较高 ;近 3 年未发生过一例重大安全

生产事故 ,施工质量较高 ,获得甲方和监理方的一致

好评 ;近 2 年的财务经营状况也较好 ,基本不拖欠民

工工资。但作为国有企业 ,其危机管理能力的缺陷

也很明显 ,主要在于组织体制僵化、不够灵活 ,管理

效率不高。其二是技术创新能力较差 ,创新机制效

率 ( u71) 技术创新总经费率 ( u73) 、研究与开发能力

( u74) 的得分均较低。

最后 ,就指标体系的设置而言 ,有些子指标重

叠 ,信息冗余 ;指标的打分侧重于定性分析 ,定量分

析不足 ,受专家的主观因素影响较大 ;另外 ,建筑企

业千差万别 ,具体环境也各不相同 ,在应用该指标体

系时应该审慎 ,对具体指标、权重的设置要因地因时

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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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与创造新的成就成为这个时代的主题。而这就需

要学习。只有重视学习、用心学习 ,组织才能彻底改

变 ,企业才可能持久保持竞争优势。

(三)让创新成为习惯 ,使企业引领潮流 ,独占上

风

虽然学习能使企业迅速缩短同竞争对手之间的

差距 ,但是企业仅停留在学习阶段还不能具有核心

竞争力。必须在学习的基础上将已有的知识进行综

合发展 ,创造出新的更为先进的知识 ,才能使企业获

得持久的竞争优势。创新不仅仅限于技术创新 ,它

还应当包括组织的创新、管理的创新和价值的创新。

通过不断的创新 ,企业能够形成自己的动态核心专

长 ,从而使自身的竞争力体系源源不断增添新的能

量。这里的关键是“创新”的持续性。一时一地的创

新很容易 ,但持久的创新才是企业竞争制胜的根本

保障。因此 ,从价值观层面上将创新定位为组织习

惯 ,是保证企业持久竞争优势的必然要求。

(四)诚信至上 ,让企业成为社会好公民

如前所述 ,现代商业竞争成败决不仅仅取决于

商业因素 ,以价值观为核心的文化因素同样起着重

要的影响。尤其是组织发展的目标越长远 ,价值观

作用越显著。世界上最受尊敬的那些公司不断地证

明着这样的事实 ———一个企业对社区和环境承担的

责任、企业商誉和企业信用带来的企业形象状况已

经成为与企业业绩直接相关的首要因素。因此 ,著

名管理学家克拉伦斯·沃尔顿才会说 :“企业应被看

成是讲信用、讲商誉、讲道德的组织 ,而不是赚钱的

机器”。对此 ,我们认为培育企业诚信观 ,勇于承担

企业的社会责任是企业持久增长力量的源泉 ,是获

得人们对企业远景忠诚和真正创造力激发的基础。

这也是从价值观角度培育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基本路

径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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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out the Value Vie wpoint is the First Core Competence of the Enterprise

XIE Xiang2y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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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Through analysis and thinking of studying of the present core competition mechanics , the text propost that the enterprise’s values are the

first key element in enterprise’s core competitiveness system1 And from different angle to seek key inherent law between the enterprise values and en2

terprise competitiveness , thus proved effectively enterprise’s values are getting army’s strength of enterprise’s key competitiveness , it is the final ener2

gy source that supports enterprise’s competition advantage continuously1 On this basis , this text manage from values angle to propose the cultivation

thought of the enterprise core countermeasure , strive to provide the valued reference suggestion for the practice of the core competitiveness of Chinese

enterprises1

Key words : enterprise viewpoint of value ; core compet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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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System of the Capacity of Crisis Management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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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Nanjing University of Aeronautics and Astronautics ,Nanjing 210016 , China)

Abstract : On the basis of the theory and methods of AHP and fuzzy mathes , this paper has proposed a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for the capacity of crisis

management of the architecture enterprise , and comprehensively evaluates the capacity of crisis management of the enterprise , and at last gives the ap2

plication example1

Key words : architecture enterprise ; crisis management ; the fuzzy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 evaluation ind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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