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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粗糙集理论评价企业优势资源

李志刚等楼伟锋 李余生

（成都理工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四川成都 610059）

摘  要：资源是企业赖以生存与发展的基础，充分利用企业自身优势资源可在竞争中处于优势，对于企业的生存和发

展至关重要。对企业资源的评价已得到许多学者的高度重视，然而用粗糙集方法对企业优势资源评价的研究尚不全面和

系统。文章通过应用粗糙集理论的重要程度来确定各评价指标的权重、运用线性加权法确定最终结果，并结合实例，较

系统地阐述了粗糙集评价企业优势资源的主要思路与方法 , 可为企业内部资源合理布局和结构优化提供决策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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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Rough Set Theory in Evaluation of Advantageous Resources of 
Enterpri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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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Resources are the foundation on which enterprises can survive and develop.  Making full use of the 
advantageous resources of the enterprises will put them in an advantageous position of competition, which is 
critical to the survival and development of the enterprises. Enterprise resources evaluation has been paid more 
attention by many scholars. However, researches on the application of rough set method in the evaluation of 
advantageous resources of enterprises are neither complete nor systematic. This paper determines the weight of 
each evaluation index by using its importance in rough set theory and obtains the final results by using the linear 
weighting method. Combined with concrete examples, the paper elaborates systematically the main thoughts and 
methodology of the application of rough set theory in the evaluation of advantageous resources of enterprises, in 
the hope to provide decision-making support for the rational resources allocation and the structure optimization 
of the enterpri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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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资源是企业赖以生存与发展的基础，只有当

资源被企业加以运用才能成为企业竞争优势的源

泉。Birger Wernerfelt 提出“企业资源基础论”[1]，

并认为应该从企业资源的角度来考察企业的竞争

优势。企业是以资源为基础的组合体，企业资源

理论的观点认为企业竞争优势并非取决外部环境

因素，企业自身的因素可能影响更大，因此该理

论主张从企业内部因素来考察企业竞争优势 [2]。企

业的竞争优势来源企业拥有和控制的有价值的、

稀缺的、难以模仿并不可替代的异质性资源。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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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资源的异质性将长期存在，从而使得竞争优势

呈现可持续性。识别优势资源并对之进行有效地

开发、培育、提升和保护是企业生存发展关键所

在 [3-4]。本文应用粗糙集理论在企业内部，对企

业人才资源、物质资源、财务资源、市场资源、

信息资源、技术资源、环境资源进行评价分析，

为企业资源合理分配和结构优化提供决策支持。

该方法的优点是可避免主观因素对决策结果的干

扰，从而保证了评价结果的客观性和合理性。

2 粗糙集的基本理论
粗糙集理论是 Z.Pawlak 提出的一种数据推理

方法 [5]。利用上、下近似和边界表示概念，在问

题提供的所需数据集合之外，不需要任何先验信

息，仅根据提供数据删除冗余信息，在保留关键

信息的前提下，对数据进行化简并求得知识的最

小表达；能识别并计算属性之间的粗糙度、依赖

性与重要性，生成分类或决策规则等。

在该理论中，知识被看作是一种分类的能

力。用集合的概念表示：设 U 是非空有限论域，

R 是 U 上的二元等价关系，知识就是等价关系集

R 对 U 划分的结果，记为 U / R。属于 R 中所有的

关系对U的划分称为知识库，记为A = (U，R )[6]。

2.1 不可分辨关系

给定一个论域 U 和 U 上的一簇等价关系

S，若 P S3 , 且 P ! z , 则 P( （P 中所有等价关

系的交集）仍是论域 U 上的一个等价关系，称

为 P 上的不可分辨关系，记为 IND ( P )，且有

, [ ] [ ] [ ]x U x x x( )IND P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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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上、下近似

对于给定知识库 K = ( U，S )，其中，U 为论

域，S 表示论域 U 上的等价关系簇，则 X U6 3 和

论域 U 上的一个等价关系 ( )R IND K! ，我们定

义子集 X 关于知识 R 的下近似和上近似分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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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属性约简

属性约简是粗糙集理论的核心内容之一。一

般来讲，在粗糙集的知识库中，并不是所有的属

性都是同等重要的，甚至其中某些属性是不必要

的，或者说是冗余的。所谓知识约简就是在保证

知识库分类能力不变的条件下，删除其中冗余的

或者是不必要的属性。

（1）独立性的定义

对 于 给 定 知 识 库 K = ( U，S ) 和 知 识 库

中 的 一 个 等 价 关 系 族 P S3 ， R P6 ! ， 若

( ) ( { })IND P IND P R= - 成立，则称知识 R 为 P
中不必要的，否则称 R 为 P 中必要的。如果对每

一个R P! ，R 都为 P 中必要的，则称 P 为独立

的，否则称 P 是依赖的或不独立的。

（２）属性约简的定义

对于给定的一个知识库 K = ( U，S ) 和知识库

中的一个等价关系族P S3 ，对于任意的G P! ，

若 G 满足以下条件：一是 G 是独立的，二是

( ) ( )IND G IND P= ，则称 G 是 P 的一个约简，记

为 ( )G RED P! ，其中，RED （P）表示 P 的全

体约简组成的集合。

2.4 属性的依赖度和重要度

对 于 给 定 的 一 个 知 识 库 K = ( U，S )，
( )R IND K! 表示描述系统的一个属性， X U6 3 ，

定义集合 X 关于属性 R 的依赖度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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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义集合 X 关于属性 R 的重要度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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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将每个属性的重要度进行归一化处理，

即得到各个属性的权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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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记 ( , , , )W w w wn1 2 g= 。这里，α表示某个属

性，例如 a、b、c、d、e。

3 评价的主要思路和方法
3.1 确定评价对象

在企业的优势资源评价过程中，首先要确

定对企业哪些资源进行评价，因为企业资源总体

存在数量过多的情况，如果对每一种资源都进行

评价，工程量很大，所以只选用人才资源、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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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财务资源、市场资源、信息资源、技术资

源、环境资源等进行评价 [11]。

假定对 n 个资源进行评价，则评价的对象集

{ , , , }U x x xn1 2 g= ，这些评价指标构成粗糙集信

息表的属性 { , , , }P a a am1 2 g=

3.2 收集数据

收集n个资源的m个指标值组成的二维表格，

生成初始信息表。

3.3 整理信息表

对信息进行整理，对数据进行离散化处理，

完成数据准备的过程，得到数据处理后的离散信

息表。值得注意的是，对于粗糙集的应用，数据

的处理十分重要。

3.4 约简指标集

由于属性约简的方法比较多，根据粗糙集理

论中的约简思想，这里采用差别矩阵的方法进行

约简。

3.5 计算重要度及权重

计算各个指标属性的重要度，进行归一化处

理，得到各个指标的权重。

3.6 综合评价

采用线性加权法对各个资源进行评价，得

到各个资源的评价结果，然后将评价结果进行比

较，选择最优结果。

　　　　　 ( )T w R xi i K i

i

n

1

=
=

/     　　            （3）

其中，T 表示最终结果，wi 表示资源各个指标的

权重，RK ( xi ) 表示资源各个指标的成分含量。

4 应用实例
4.1 确定评价对象

评价对象是 5 个企业的 6 种资源指标。

4.2 收集数据

通过对部分企业高层领导采取问卷访谈的形

式，进行抽样调查，发放了 20 份问卷，实际收回

20 份。各资源按照极重要、很重要、重要、较重

要、一般重要、不重要分别给予 10、8、6、4、2、
0 的分值，最后进行处理，得到表 1。这里需要说

明，我们采用这种统计调查的形式，而没有考虑

资源客观性因素，是客观条件所限，因为许多企

业不愿意提供相关数据。但是，如果能获得企业

各种资源客观性因素的数据（其处理思路、方法

和统计调查数据基本相同），并增加样本数，可较

大地提高评价结果的合理性和客观性。

表 1  初始信息表

企业1 企业2 企业3 企业4 企业5

人才资源 8.5 9.4 8.0 8.4 8.2

物质资源 8.4 8.5 8.5 7.4 8.4

市场资源 8.0 8.2 9.3 8.4 8.0

财务资源 8.1 8.0 8.0 8.1 8.2

信息资源 8.4 8.4 9.0 8.0 9.2

技术资源 8.1 9.2 8.4 7.3 8.0

环境资源 7.0 8.1 8.3 7.2 8.0

4.3 整理信息表

将收集到的初始信息表进行离散化处理，采

用等距离法进行离散化处理（1 表示不好，2 表示

一般，3 表示好），其中 1 代表 7.0-8.0；2 代表

8.0-9.0；3 代表 9.0-10.0；并构筑一个决策属性

s，用支持这个资源作为优势资源的支持人数表

示，最后得到表 2。
表 2  处理后信息表

a b c d e s

X1 2 3 2 2 2 5

X2 2 2 2 1 2 4

X3 2 2 3 2 2 3

X4 2 2 2 2 2 1

X5 2 2 3 2 3 2

X6 2 3 2 1 2 3

X7 1 2 2 1 2 2

4.4 约简指标

根据企业优势资源评价表和粗糙理论中的属

性约简思想，我们采用差别矩阵进行属性约简，

得到差别矩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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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差别函数，化简后得到：

( )L a b c d e0 / / / /=/ 。这个结果表示，



·专题研究：科技资源共享与配置·李志刚等：应用粗糙集理论评价企业优势资源

─ 29 ─

该表中没有冗余信息。

4.5 分析重要度和权重

根据公式（1）计算各种资源指标的属性重要度。

 ( )sig X 0 4.0R 1 =      ( ) 0 95sig X .04R =

( )sig X 0 15.0R 3 =    ( ) 0 95sig X .04R =

sig ( ) 0 3X .05R =

利用公式（2）将上述各属性重要度进行归一

化处理，得出一个权重向量：

0 51 210 57 58 13W .1 ,0.3 .0 ,0.3 ,0.1= ] g

4.6 综合评价

采用线性加权法对各种资源进行最后的评

价，得到各种资源的评价结果，并进行比较，选

择得分最高者作为最优势资源。

由公式（3）得：

0 51 8 0 21 9 0 57 8.1 .5 .3 .4 .0T1 # # #+ + +=

0 58 8 0 13 8.3 .4 .1 .2 8.6907# #+ =

同理，

8 798T .02 =             8 815T .23 =

8 735T .04 =             8 3814T .5 =

8 1725T .6 =             7 6118T .7 =

比较最后得分，依次为人才资源、信息资

源、市场资源、技术资源、物质资源、财务资源

和环境资源。由此体现了人才的重要性。企业应

该注重人才的培养，此外还要重视信息资源的开

发利用以及注重市场资源的保持和拓展等。

5 结语
通过对企业优势资源的评价分析，可为企业

资源投入、结构优化提供理论支持。粗糙集理论

最大的优势是直接从信息表中挖掘出潜在信息，

不需要其他先验知识，比其他方法所得到的数据

更加真实客观。通过粗糙集中各属性信息的重要

度得到各评价指标的权重 , 克服了传统权重确定

方法的主观性 , 结合线性加权法进行评价使得评

价的结果更具客观性和准确性。本文是对企业内

部资源相对优势性进行评价，目的是为企业内部

资源结构优化提供帮助，根据企业资源理论，企

业的竟争优势不是由外部因素决定，而主要来自

企业内各种资源及资源的合理布局，因而文中没

有考虑企业之间相互竞争优势的因素。另外，由

于客观原因，也没有考虑企业资源的客观因素，

因而这里获得的评价结果可能有一定局限性。因

此，在实际应用过程中可以适当扩大样本数，同

时将企业各种资源的客观因素数据结合起来进行

评价，并进一步使用属性的广义重要度来计算，

这样可以使评价结果更加符合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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