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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糊模式识别方法在设备管理综合评价中的应用
刘希宋 , 敖德木

(哈尔滨工程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 , 哈尔滨 150001)

　　摘要 :建立企业设备管理指标体系 ,采用合理设备管理综合评价方法 ,对提高我国企业设备管理水平 ,使设备管

理从目前的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管理方式向定量管理方式转变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给出一种基于模糊模式识别设

备管理综合评价方法 ,并且考虑了各因素不同的重要程度 ,对其他评价方法作了有益的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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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企业的设备管理是企业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 ,

因此 ,设备管理越来越受到人们重视 ,但是 ,在实际

的工作中 ,与设备管理的相关因素比较多 ,而且这些

因素之间的关系也比较复杂 ,因此 ,如何建立科学的

评价系统就显得愈发的重要。它也是各个企业多年

来一直探索的问题。本文采用模糊模式识别与层次

分析法 (AHP)相结合的方法 ,建立一个基于模糊模

式识别的设备管理综合评价模型。

二、模糊模式识别的基本原理〔1 - 2〕

模式识别就是已知事物的各种类别 ,然后来判

断给定的对象属于哪一个类别。这里的模式是指标

准的样本、式样、样品、图形等。但是 ,日常生活的事

物往往带有很强的模糊性 ,既不能明确地判别它属

于哪一个类别。对于这种具有很强模糊性的事物可

以借助模糊集理论来刻画 ,具有模糊模式的模式识

别问题可以用模糊模式识别方法来处理。

设集合对象 U = ( u1 , u2 , ⋯, um ) 为给定的待

识别对象 ,其中 u i , ( i = 1 , 2 , ⋯m ) 为 U 的 m 个特

性指标 ,每个特性指标刻画了识别对象 U 的某一个

方面的特征 ,抉择评语集合 V = ( v1 , v2 , ⋯, v n) ,其

中 v i = ( v i1 , v i2 , ⋯, v im ) ( i = 1 , 2 , ⋯n) ,表示一个

类别 , ( v i1 , v i2 , ⋯, v im ) 表示属于这个类别的对象对

应的 m 个特性值标值。所谓模糊模式识别就是把

对象 U 划归一个与其最相似的类别 v i 中去。

对于 v i = ( v i1 , v i2 , ⋯, v im ) ( i = 1 , 2 , ⋯n) ,不

同的特征分量 v ij对识别模式 v i 的重要性不同 ,设

特征分量 v ij对模式 v i 的重要程度为βj 将其归一化

后有 ∑
m

j = 1

βj = 1。

定义对象 U 与类别 v i 之间的距离为 :

d ( U , v i) = ∑
m

j = 1

[βj ( u j - v ij) ]2 , i = 1 ,2 ⋯, n

取 D = max ( d ( U , v i ) ) ,则可以定义 U 模糊

模式 v i 的隶属度为 :μv i ( U) = 1 - d ( U , v i) / D

给定阀值 λ∈[ 0 , 1 ] , 若 max (μv
1

( U ) , μv
2

( U) , L μv1 n
( U ) ) <λ,则 U 不属于 v1 , v2 , L v n

模式中的任一种 ;若 max (μv
1
( U) , μv

2
( U ) , L μv

1 n

≥λ, 取 μvi ( U ) = max (μv
1

( U ) , μv
2

( U ) , L μv
i

( U) ) ,则 U ∈v i ,即所给识别对象与模糊模式 v i 最

接近。

三、基于模糊模式识别的设备管理
综合评价模型

　　建立模型的评价指标体系。设备管理的考核评

价指标有许多项 ,每项指标都反映了设备管理工作

的一个侧面 ,但其地位和作用是不同的。不同的企

业要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建立设备管理的评价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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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系 ,本文采用中国石油系统内企业常使用的设备

管理考核指标 :1 主要生产设备完好率 ;2 主要生产

设备利用率 ;3 设备固定资产创净产值率 ;4 净产值

设备维修费用率 ;5 设备维修费用率 ;6 设备新度系

数 ;7 主要生产设备故障停机率 ;8 设备大修计划完

成率 ;9 设备泄漏率〔3〕。

因素重要程度系数的确定 ,本文采用层次分析

法 (AHP)来确定各指标的权重 ,假设个指标的权重

系数矩阵为β= (β1 , β1 , ⋯, βm ) ,则向量β= (β1 ,

β1 , ⋯, βm ) 也就是因素重要程度向量。

构造两两成对比较的判断矩阵 A 。判断矩阵

元素的值反映了人们对因素关于目标的相对重要性

的认识。

A =

a11 a12 L a1 m

a21 a22 L a2 m

M

am1 am2 L am m

其中 aij表示 i 因素与 j 因素重要性之比。

计算判断矩阵 A 中每一行元素的乘积 M i

M i = ∏
m

j = 1
, i = 1 ,2 , ⋯, m

计算 M i 的 m 次方根β′i ,β′i =
m

M i

对向量βi = (β′1 , β′2 L β′m ) 做归一化处理 ,即

令 :

βi = β′i/ ∑
m

k = 1

β′k , i = 1 ,2 , ⋯, m

则向量βi = (β1 ,β2 , Lβm ) 即为因素重要程度向量。

v i 隶属值的确定 ,设指标的最优为 1 ,最差临界

值为 0 ,则最好等级的隶属值为 (1 -
1
n

, 1 -
1
n

, L 1

-
1
n

) ,最差等级的隶属值为 (0 ,0 , ⋯0) ,等级 i 隶属

值 v i = (1 -
i
n

,1 -
i
n

, L 1 -
i
n

) 。

对原始数据进行归一化处理 ,得到初始隶属值

U 。

利用距离公式得出 U 对等级 v i 的隶属度 ,即

可确定出 U 的等级。

四、示例

假设某企业将设备管理的优劣分为 A 、B 、C、

D 四个等级 ,采用 (一) 主要生产设备完好率 ; (二)

主要生产设备利用率 ; (三) 设备固定资产创净产值

率 ; (四) 净产值设备维修费用率 ; (五) 设备维修费用

率 ; (六) 设备新度系数 ; (七) 主要生产设备故障停机

率 ; (八) 设备大修计划完成率 ; (九) 设备泄漏率等九

个指标作为指标体系对设备管理水平进行评判。

请专家对指标的重要性进行评判 ,得到判断矩

阵 A :

1 2 2 3 3 4 5 5 6

1/ 2 1 1 2 2 3 4 4 5

1/ 2 1 1 2 2 3 4 4 5

1/ 3 1/ 2 1/ 2 1 1 2 3 3 4

1/ 3 1/ 2 1/ 2 1 1 2 3 3 4

1/ 4 1/ 3 1/ 3 1/ 2 1/ 2 1 2 2 3

1/ 5 1/ 4 1/ 4 1/ 3 1/ 3 1/ 2 1 1 2

1/ 6 1/ 4 1/ 4 1/ 3 1/ 3 1/ 2 1 1 2

1/ 7 1/ 5 1/ 5 1/ 4 1/ 4 1/ 3 1/ 2 1/ 2 1

由此得到因素重要程度向量β= (β1 , β1 , ⋯,

β9) ,某企业的因素重要程度向量β= ( 0 . 265 , 0 .

171 ,0 . 171 , 0 . 106 , 0 . 106 , 0 . 067 , 0 . 067 , 0 . 042 , 0 .

042 ,0 . 029)

v i 隶属值的确定。因为设备管理的优劣程度

分为 A 、B 、C、D 四个等级 ,所以 n = 4 .

v1 = (0 . 75 ,0 . 75 ,0 . 75 ,0 . 75)

v1 = (0 . 5 ,0 . 5 ,0 . 5 ,0 . 5)

v1 = (0 . 25 ,0 . 25 ,0 . 25 ,0 . 25)

v1 = (0 , 0 , 0 , 0)

对原始数据进行归一化处理 ,得到初始隶属值

U 。假定某企业的初始隶属值为 (0 . 356 , 0 . 621 , 0 .

812 ,0 . 663 ,0 . 704。0 . 564 ,0 . 435 ,0 . 589 ,0 . 306)

确定企业设备管理水平。首先计算 U 与 v i 的

距离 d ( U , v i) 及对 v i 的隶属度 :

d ( U , v1) = 0 . 1101 d ( U , v2) = 0 . 0746 d ( U ,

v3) = 0 . 1378 d ( U , v4) = 0 . 1331

因此 D = max ( U , v i) = 0 . 1378

μv
1
( U ) = 1 - 0 . 1101/ 0 . 1378 = 0 . 201 　μv

2

( U) = 0 . 459

μv3
( U) = 0 　μv4

( U) = 0 . 034

给定λ= 0. 4 则μv2
= 0. 459 > 0 . 4 ,所以企业的

设备管理水平应该等于 B 类

五、结束语

基于模糊模式识别的设备管理水平评判方法 ,

综合考虑了影响设备管理水平的各种因素 ,并考虑

了各种因素的重要程度 ,采用模糊模式识别方法得

到一个量化指标 ,避免了主观臆断的缺点 ,具有一定

的科学性 ,但在指标体系的设置位置以及隶属值 v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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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定上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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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pplication of Fuzzy Pattern Recognition in the Equipment

Management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L IU Xi2song , AO De2mu
( Economic and Management College Harbin Engineering University ,Harbin 150001 ,China)

Abstract : It is meaningful to set up a management index system of enterprise equipment and to employ a reasonable equipment management compre2

hensive evaluation method for improving enterprise equipment management level and converting the present management pattern , a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combined management pattern , to a quantitative management pattern. The article provides an equipment management comprehensive eval2

uation method based on fuzzy pattern , in addition advances beneficial supplement to other evaluation methods according to different priorities of all kinds

of factors.

Key words : Fuzzy pattern recognition ; equipment management ; evalu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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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销售代理商的销售信息系统。三个信息系统形

成动态联盟的信息网络 ,在联盟协调中心的管理下 ,

成为各成员企业沟通与交流的焦点、网络行为规范

的维护者与监察者 ,使所有参与联盟的成员企业都

能共享设计、生产以及营销的有关信息 ,这将大大提

高动态联盟共同治理的成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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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on Management in Dynamic All iance Enterprise

M IAO Kuang2hua
( Fujian School of Administration , Economic Management Department , Fuzhou 350002 , China)

Abstract : Dynamic alliance enterprise is dynamic open system , is a benefit common composing of various contracts. Each member enterprise is interre2

lated with one another in benefit . Each member is a co2operative competing organization. This paper proposes that the vague distinction between each

other , risk , difference in culture and highly unstable of dynamic alliance enterprise are main reasons for common management . Therefore , management

of dynamic alliance enterprise is different from management in market mechanism or single enterprise. Management of dynamic alliance enterprise is

combining inner management with outer management . The key to inner management is smoothing relations of common management . The key to outer

management is building trust guarantee mechanism. The base of common management is building effective information system.

Key words : dynamic alliance enterprise ; contributing factor ; common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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