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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目的 确定军品包装外包商评价指标权重。方法方法 尝试根据军品包装外包的特殊性，建立一个包

含企业绩效、生产能力、研发能力、风险、资质认证和环境条件在内的指标评价体系，用模糊层次分析

法FAHP法求出军品包装外包商的评价指标权重。结果结果 综合权重较大的4项指标分别为企业信誉、

质量、质量资格认证和生产状况。其中企业信誉所占权重最大，为 0.168，其次是质量，综合权重为

0.096，质量资格认证和生产状况均为0.08。结论结论 企业信誉、质量、质量资格认证和生产状况等4项指

标在选择军品包装外包商时应优先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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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aim of this study was to determine the weight value of evaluation indicators of military packaging
outsourcers. According to the particularity of military packaging outsourcing, an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containing
enterprise performance, productivity, R & D capabilities, risks, qualification and environment was established, and the
weight value of evaluation indicators of military packaging outsourcers were calculated by FAHP. The four indicators with
relatively high comprehensive weight were corporate reputation, quality, quality certification and production status, wherein
the indicator with the largest comprehensive weight value (0.168) was corporate reputation, followed by quality with a
comprehensive weight value of 0.096, and then quality certification and production conditions, both with a comprehensive
weight value of 0.08. The four indicators of corporate reputation, quality, quality certification and production status should
be given priority in the selection of military packaging outsourc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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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中国特色军民融合式发展之路，既是兴国之要

又是强军之要。军民融合式发展是我国为实现富国

强军目标而主动选择的战略思想，而军品包装外包正

是迎合了这一思想，反映了我国对推进国防建设和经

济建设协调发展的深刻认识，也是新军事变革中我军

装备保障改革的方式之一[1—2]。毋庸置疑，科学的实施

军事任务外包对提高军队战斗力有着十分重要的战

略意义，而外包服务公司的选择则是军队能否从外包

受益的关键因素[2—7]。文中将基于军事任务外包的特

殊性，建立军品包装外包商的评价指标体系，提出选

择军品包装外包商的选择方法。

1 模糊层次分析法简介

层次分析法简称AHP,在20世纪70年代初由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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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筹学家塞蒂首次提出，是一种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

层次化决策分析方法[8]。该方法使定性问题定量化，

并且简单方便，在各个领域都有着广泛的应用。通过

对AHP方法的研究与应用实践，发现该方法存在一些

问题：AHP模型的应用范畴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判断

矩阵的一致性与人类思维的一致性有显著差异；在评

价过程中决策者不能把握模糊问题的界限。

当人们在生活中面临问题需要做出选择时，往往

会因为问题本身范围不够明确而导致在选择方案上

出现模糊现象，因此一些学者在AHP方法的基础上提

出了模糊层次分析法(FAHP)，它是一种将定性和定量

分析相结合的多准则决策方法。模糊层次分析法继

承了AHP层次化的结构模式和研究方法，而且遵循人

类逻辑思维习惯，符合决策问题模糊性的特点，因此

对其进行理论与方法的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运用FAHP方法对决策问题进行分析具体步骤如

下所述。

1）建立层次结构模型。对问题中涉及到的各影

响因素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

2）建立模糊判断矩阵。对同一层次中各影响因

素相对于上一层次某一指标的重要性进行比较。

3）计算相对权重。求出该层次中的因素相对于

上一层中某一指标的权重。

4）计算综合权重。求出各层因素相对于总目标

的权重。

与其他决策方法相比，FAHP方法具有以下特点。

1）简单实用。FAHP继承了AHP的基本思想，融

合了矩阵论和实验心理学等研究理论，应用起来比较

方便。

2）问题层次化。对复杂的问题进行分层，使问题

更简单、清晰、具有结构性。

3）理论知识牢固。FAHP有着坚实的理论基础，

模糊数学理论和AHP为学者们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了

平台。

4）定性与定量相结合。在定性分析的基础上有

数据分析作支撑，使方法更具说服力。

2 外包商选择评价指标体系的建立

军队需求具有特殊性，不同于民用企业，因此军

品包装外包商的选择与民用企业供应商的选择存在

一些区别。针对我国国情与军情以及新时期信息化

作战的战争需求，同时为了适应新形势下军队保障的

发展趋向，建立军品包装外包商选择评价体系时需考

虑以下因素。

1）外包商应具有良好的绩效水平，其中包括质

量、成本、交货能力和服务水平等指标。

2）外包商应具有良好的生产能力，其中涉及到生

产状况，即通过评价产量来反映企业总的生产能力；

生产技术水平，即通过评价生产的军品包装性能参数

来反映企业的技术能力；硬件设施水平，即通过评价

设备的先进程度来反映企业的现有设备水平。

3）外包商应具有良好的研发能力，可以为军队提

供更多的新式军品包装，同时可以为传统军品包装提

供技术升级。这里面包括新技术开发成功率、科研人

员所占比例和团队创新能力等因素。

4）外包商应确保军品包装供应的稳定和安全，尽

量避免非战争军事行动等紧急突发状况下发生断链，

涉及到零配件可替换程度和企业信誉等指标。

5）外包商应具有军队的资质认证，这里面涉及到

质量资格认证、安全资格认证（即保密资格认证）和承

研承制资格认证等指标。

6）应考虑外包商所处环境条件对军民融合产生

的影响。包括政治法律环境、经济环境、自然地理环

境和社会文化环境等。

综上所述，建立了军品包装外包商选择指标体系。

3 军品包装外包商选择指标权重的确立

3.1 构建层次结构模型

根据总目标列出第1层次的相应指标，然后按照每

一准则列出下一层指标并计算相应权重[9—13]。针对军

品包装外包的特点，将以下6个因素设为一级指标A，

即绩效评价、生产能力、研发能力、风险评价、资质认

证和环境条件，将二级指标B分为质量、企业信誉等

19个影响因素，每个一级指标A设立了相应的二级指

标B，见图1。

3.2 建立模糊判断矩阵

设模糊矩阵为Rn×n，R表示相对于上一层次的指

标；本层中影响因素 ai与 aj重要性两两比较的结果用

rij表示。文献[14]指出：rij=0.5，表示 ai与 aj重要性相

同；0≤rij＜0.5，表示aj比ai重要，且 rij越小，aj比ai越重

要；0.5＜rij≤1，表示ai比aj重要，且 rij越大，ai比aj越重

要。文中采用0.1到0.9等9个数量标度[14]来描述指标

间重要程度的大小，具体说明如下：矩阵中行影响因

素与列影响因素相比，0.1表示重要程度极小，0.2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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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程度小，0.3表示重要程度较小，0.4表示重要程度

稍小，0.5表示重要程度相同，0.6表示重要程度稍大，

0.7表示重要程度较大，0.8表示重要程度大，0.9表示

重要程度极大。同时两因素重要程度的比较还具有

互补性，若影响因素ai与aj相比重要程度为 rij，那么 rij=
1-rij。

由此可知，模糊判断矩阵R具有以下性质：∀i（i=
1，2，…n），有 rii=0.5。∀i，j（i=1，2，…n；j=1，2，…n），有

rij+rji=1。现建立模糊判断矩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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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一致性检验

由于实际问题的分析和决策过程较复杂，往往

使人们在取值时会产生主观性和片面性，因此必须

对模糊判断矩阵R进行一致性检验。当检验出的结

果不一致时，就需对取值做相应调整。由模糊一致

矩阵的性质可知，模糊互补矩阵 R=（rij）m×n是模糊一

致矩阵的充要条件是任意两行的对应影响因素之差

相等，并且为同一常数[15]。经检验，上述模糊判断矩

阵符合一致性。

3.4 层次单排序

该步骤确定的权重是指相对于上一层某指标的

相对权重，当模糊判断矩阵R满足一致性时，权重公

式为：

书书书

!

"

#

!

$

%#!

&

"%

'

$!$ (!"

"

，i≠k。

例如二级指标中质量相对于一级指标中绩效评

价的权重计算结果为0.24，由此可得出：一级指标中绩

效评价、生产状况、研发能力、风险评价、资质认证和

环境条件的权重分别为0.24，0.16，0.12，0.16和0.08；

二级指标中质量、成本、交货能力和服务水平的权重

分别为0.4，0.2667，0.1333和 0.2；二级指标中生产状

况、生产技术水平和硬件设施水平的权重分别为0.5，

0.3和0.2；二级指标中新技术开发成功率、科研人员所

占比例和团队创新能力的权重分别为0.2，0.3和0.5；

二级指标中零配件可替换程度和企业信誉的权重分

别为0.3和0.7；二级指标中质量资格认证、安全资格认

证和承研承制资格认证的权重分别为0.5，0.3和0.2；

二级指标中政治法律环境、经济环境、自然地理环境

和社会文化环境的权重分别为0.2833，0.35，0.2167和

0.15。

3.5 层次总排序

最终目的要求求出相对于总目标来说的综合权

图1 层次结构模型

Fig.1 Hierarchical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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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而层次单排序得出的权重仅相对于上一层中某一

指标而言，因此可以用逐层递推相乘法，假设第k-1层

的元素 s相对于总目标的综合权重

书书书

!

"

#$!

已经推算出，

那么第 k 层中指标 t 相对于总目标的综合权重为

书书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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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t为层次单排序所确定的指标 t相

对于上层指标 s的权重值。层次总排序结果见表2。

由表2可以看出，综合权重高于0.05以上则认为

是选择军品包装外包商的重要因素，它们分别是：团

队创新能力（0.06）、成本（0.064）、零配件可替换程度

（0.072）、质量资格认证（0.08）、生产状况（0.08）、质量

（0.096）、企业信誉（0.168）。对于军品包装外包商的

选择，这7项指标要重点考虑。其中企业信誉所占权

重最大（0.168），其次是质量（0.096），再其次为质量资

格认证和生产状况（均为0.08），因此企业信誉、质量、

质量资格认证和生产状况等4项指标在选择军品包装

外包商时应优先考虑。

4 结语

根据军品包装外包的特殊性，利用模糊层次分析

法建立了外包商选择评价指标体系并确定了相应权

重，为下一步的选择提供了有力依据。在军品包装外

包商选择的过程中，需要考虑的因素很多，通过将这

些因素划分层次，使之条理清晰，并将客观判断与专

家看法相结合，反映出各因素的权重，是军事任务外

包商选择问题的一种简单有效的方法。模糊层次分

析法仍然有一定的主观性，还有待进行更深一步的研

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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