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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项目多属性模糊群决策方法与实证

潘芬萍!

$湖南科技大学 商学院! 湖南 湘潭 a##$%#%

摘&要#旅游项目投资决策是一项系统复杂工程'基于区间直觉模糊数及其几何聚集算子创新旅游项目投资评价指标测度

方法!构建一个旅游项目投资多属性模糊群决策方法'该方法具有很好的可操作性和有效性!在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

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转变的新时代!对各级政府部门的旅游投资决策具有十分重要的参考价值'

关键词#旅游项目" 区间直觉模糊数"群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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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我国居民消费步入快速转型升级的重要阶段!旅游业迎来黄金发展期'但同时旅游业结构性矛

盾凸显!旅游供给跟不上消费升级需求!旅游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迫在眉睫'中央出台一系列政策以促进

旅游投资和消费!推动现代服务业发展'$%#. 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2关于进一步促进旅游投资和消费的若

干意见3提出要对旅游业进行改革创新)$%#" 年初国务院副总理汪洋在全国旅游工作部际联席会议上强

调要大力促进旅游供给侧改革!充分挖掘旅游消费和投资潜力!推动我国旅游业发展迈上新台阶)$%#* 年

文化和旅游部又进一步印发2关于实施旅游服务质量提升计划的指导意见3提出一揽子政策举措!大力推

&收稿日期# $%$%

)

%!

)

#%

基金项目#湖南省社科基金资助项目$#*d;8#.#%)湖南省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资助$=<$%#*%/$*%

&&

!

通信作者$W

)

KJ-I&HOH#$%!^#$"'2,K



第 #期 潘芬萍&旅游项目多属性模糊群决策方法与实证

动旅游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推进优质旅游发展'这一系列政策的出台!充分彰显了旅游投资在供给侧

改革中的重要地位'

我国自'十三五(以来!在大多数行业投资增长减缓的情况下!旅游投资规模保持年均 "'/$i的增速!

成为社会投资热点和综合性开发的引擎性产业"##

'但这种投资结构和增长模式是否健康*能否持续. 旅游

项目如何平衡布局才能发挥其对当地经济发展的带动作用. 如何兼顾旅游项目投资的长期效益与短期效

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要解决这些问题!科学有效的旅游项目投资决策是根本前提和保证'

学界围绕旅游投资决策!基于不同视角构建了不同的决策模型!如&刘立秋和宋占松$$%%5%综合考虑

投资项目的不确定性*不可逆性和竞争性!基于期权博弈理论对旅游投资项目进行决策"$#

)郭淳凡$$%%/%

同样基于期权博弈模型构建了旅游景区项目决策框架"!#

)方世敏$$%%/%引入实物期权理论!对景区项目

投资决策方法进行了优化"a#

)王铁和张宪玉$$%%*%基于概率模型研究环城游憩带乡村旅游开发决策路

径".#

)柳应华和宗刚$$%#!%提出了基于 UNJ24IE模型的不确定条件下的旅游投资决策方法""#

)刘真真和张

广海$$%#"%基于博弈模型探讨中国有居民海岛旅游开发决策方法"5#

)潘丽霞和张贤友$$%#*%运用结构方

程模型!探讨大学生冰雪项目旅游决策的影响因素与作用机制"/#

)等等'但通过分析发现!上述决策模型大

多没有考虑评价指标的模糊性特征!在实际评价工作中难以有效利用'事实上!旅游项目投资决策不仅受

到环境条件*旅游资源禀赋*预期效益等诸多不确定因素影响!同时还受到决策者认知水平*思维偏好及其

模糊性的影响'对于一些不确定模糊变量很难用精确数值进行刻画!只能根据经验和决策者认知与偏好等

进行定性评价'因此!旅游项目投资决策是一个典型的多属性模糊群决策问题'为此!潘芬萍和龚日朝

$$%#*%

"*#运用徐泽水的加权平均算子构建了一个决策模型'本文利用几何聚集算子并进一步完善旅游项

目投资决策评价指标体系!构建旅游项目几何聚集评价模型!具有一定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基本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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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上述定义运用于旅游项目群决策!则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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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运算法则!徐泽水$$%%5%推出了以下区间直觉模糊数的集结算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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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对区间直觉模糊数进行排序!龚日朝和马霖源$$%#*%给出了如下区间直觉模糊数的得分函数和

精确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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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项目投资决策评价指标体系

本文从政府决策视角!围绕开发条件*开发方案设计及项目预期效益等 !个维度构建旅游项目投资决

策评估指标体系'

关于开发条件!学界普遍从资源禀赋*区位与市场条件*基础支撑条件等 ! 个方面进行刻画'其中!旅

游资源禀赋是项目投资开发中自然潜力要素!包括艺术观赏*社会文化*科学研究和康体休闲等 a 个价

值"#.

)

#5#

)区位条件与市场条件决定着旅游项目未来的市场发展!主要考虑交通通达性*与客源市场的距

离*区域旅游消费水平及出游率*旅游资源知名度与美誉度*区域旅游发展差异性等"#/

)

$%#

)基础支撑条件

是旅游项目开发的重要因素!即使资源价值高!区位与市场条件优越!但如果区域基础支撑条件缺乏!无力

承担和满足新项目的开发需要!项目开发必将受到制约'因此!基础支撑条件主要从区域经济总体发展水

平*旅游基础设施完备程度*环境承受能力*政策支持和保障力度等方面进行刻画"#"#

'

开发方案是完整体现旅游资源价值*充分发挥区位与市场优势*充分利用区域基础支撑条件的规划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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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图!是旅游项目投资决策的重要依据'明确发展方向定位!做好功能布局与景观规划!选择恰当的商业发

展模式是开发方案设计的核心内容'有不少学者认为应该从主题定位*发展目标定位*功能定位*运营战略

定位*游憩方式设计*游憩功能结构设计*游憩设施空间布局设计*营销与管理模式设计*人力资源开发规

划*投融资模式设计等诸多要素进行综合分析!并由此构建投标方案评价的指标体系"$#

)

$!#

'

预期效益是旅游项目投资的终极目标!这是一个最难精准预测的问题'目前!学界主要以旅游经济综

合效益提升*旅游产业结构优化*旅游消费结构优化*对地区相关产业发展的带动性等指标评价经济效

益"$a#

)以对促进社会稳定和发展*文化传承与发扬以及就业率增长的预期贡献等指标评价社会效益"#*#

)

以自然生态环境质量改善*对珍稀资源的保护*居民生态环保意识提升等指标评价环境效益的评价指标体

系"$.#

'从政府决策视角!本文认为旅游项目开发是区域发展整体布局的民生工程!应在充分考虑旅游项目

的整体布局的基础上!对旅游项目开发的社会效益*经济效益*环境效益进行综合考虑'

综合以上分析!本文构建如下旅游项目投资决策三级评价指标体系$见表 #%!并给出了每个三级指标

的属性评价标准'

表 #&旅游项目投资决策评估指标体系

目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评价属性 文献来源

旅
游
投
资
决
策
评
价
指
标
体
系

开发条件

$8

#

%

开发方案

$8

$

%

预期效益

$8

!

%

资源自身价值

$;

##

%

区位与市场条件

$;

#$

%

支撑条件

$;

#!

%

发展方向定位

$;

$#

%

功能布局

与景观设计

$;

$$

%

商业模式选择

$;

$!

%

经济效益

$;

!#

%

社会效益

$;

!$

%

环境效益

$;

!!

%

艺术观赏价值$=

##

% 高

社会文化价值$=

#$

% 高

科学研究价值$=

#!

% 高

康体休闲价值$=

#a

% 高

交通通达性$=

$#

% 好

与客源地的距离$=

$$

% 近

区域旅游消费水平$=

$!

% 高

区域旅游资源影响力$=

$a

% 大

区域旅游发展差异性$=

$.

% 大

区域经济发展水平$=

!#

% 高

旅游基础设施状况$=

!$

% 好

区域环境承受力$=

!!

% 强

政策保障程度$=

!a

% 高

主题定位$=

a#

% 好

发展目标定位$=

a$

% 好

功能定位$=

a!

% 好

运营战略定位$=

aa

% 好

游憩方式设计$=

.#

% 好

游憩功能结构设计$=

.$

% 好

游憩设施空间布局设计$=

.!

% 好

营销管理模式设计$=

"#

% 好

人力资源开发规划$=

"$

% 好

投融资模式设计$=

"!

% 好

提升区域经济发展的潜力$=

5#

% 大

优化区域旅游产业结构的潜力$=

5$

% 大

优化旅游消费结构的潜力$=

5!

% 大

带动地区相关产业发展的潜力$=

5a

% 大

促进社会稳定和发展的预期贡献$=

/#

% 大

促进文化传承与发扬的预期贡献$=

/$

% 大

促进就业率增长的预期贡献$=

/!

% 大

改善自然生态环境的潜力$=

*#

% 大

保护珍稀自然资源的潜力$=

*$

% 大

提升居民生态环保意识的潜力$=

*!

% 大

丁蕾等"#"#

!李向明等"#.#

!曾

瑜哲等"#5#

! 楚纯洁"$"#

! 操

勤等"#/#

廉同辉等"$%#

!李悦铮等"$5#

!

操勤等"#/#

!曾瑜哲等"#5#

!丁

蕾 等"#"#

! 王 兆 峰"#*#

! 楚

纯洁"$"#

王兆峰"#*#

!

廉同辉等"$%#

丁蕾等"#"#

陈谨"$$#

!

廖培"$!#

徐菲菲等"$##

陈谨"$$#

!

廖培"$!#

徐菲菲等"$##

陈谨"$$#

廖培"$!#

佘国强等"$.#

!丁蕾等"#"#

!王

兆峰"#*#

!程道品等"$a#

!徐菲

菲等"$##

王兆峰"#*#

!

伍佰军"$/#

!

程道品等"$a#

丁蕾等"#"#

!王兆峰"#*#

!

楚纯洁"$##

!程道品等"$a#

!徐

菲菲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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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指标权重的确定与指标测度

@'=>评价指标权重的确定

假设有>个指标9

##

!9

#$

!9

#!

!1!9

#Y

!其对应的指标权重为
4

##

!

4

#$

!

4

#!

!1!

4

#Y

!并假设决策小组由

-个成员组成!决策者E的权重为 %

E

!指标权重群决策过程与方法&

第 #步&确定各指标的重要性顺序'假设权重大小排序为
4

##

$ 4

#$

$ 4

#!

$

1

$ 4

#Y

,

第 $步&根据上述指标重要性排序!决策者E独立计算各级指标的权重值'公式为

4

E( )
#Y

4

#

6

'

Y

F

4

$

&

Y

C

4

F

P

E( )
#C

( ) =

#

)

4

E( )
#$@

=

#%

4

P

E( )
#@

4

E( )
#@

)

@

4

Y!Y

=

#!Y

=

$!1!#,










$a%

式中& P

E( )
#@

为相邻指标之间的相对重要性比较值!其赋值参考见表 $'

表 $&相邻指标重要性程度赋值参考

相对重要性程度P

E( )
#@

定义

#'%

指标9

#@

=

#

与9

#@

具有同样重要性

#'$

指标9

#@

=

#

比9

#@

稍微重要

#'a

指标9

#@

=

#

比9

#@

明显重要

#'"

指标9

#@

=

#

比9

#@

强烈重要

#'/

指标9

#@

=

#

比9

#@

极端重要

第 !步&对每个决策者所给出的权重进行加权平均!得到三级指标的权重&

4

#@

4

'

-

E

4

#

%

E

4

$E%

#@

! @

4

#!$!1!Y, $.%

显然!该方法不仅体现了民主集中决策原则!而且同时体现了每个决策者的认知差异性和其权威性!

因此!能很好地适用于旅游项目投资等群决策问题'

@'?>评价指标测度模型

目前!我国政府部门在旅游项目投资决策中最常见的群决策方法是招投标形式!运用主观赋值法对指

标赋值!即每个专家对旅游项目投标评价指标在规定的赋值范围内进行赋值!然后采取加权平均的方法获

得指标值'显然!这种方法操作简单!指标取值精确!但由于主观性很强!评价过程难免出现极端事件!尽管

在最终统计中去掉了最高分和最低分!但却减少了样本数!没有充分考虑每个专家的认知和偏好等信息'

为此!本文提出一个新的指标测度方法!假设有 F个备选项目$决策单元%!记为 ^

4

2

#

!2

$

!1!2

F

{ } !决策

者集合为'

4

:

#

!:

$

!1!:

-

{ } !具体取值过程&

第 #步&针对每个三级指标构建一个评价矩阵!记为

'

Y( )
4

2

##

2

#$

1 2

#F

2

$#

2

$$

1 2

$F

2

!#

2

!$

1 2

!F

2

a#

3

a$

1 2

aF

2

.#

2

.$

1 2

.F



















,

式中&'

Y( ) 为第Y个决策者对 F个备选项目关于三级指标属性的评价结果!其中第C列向量表示对第C个

项目的评价!评价方法为

#%如果专家认为肯定好!则2

#C

4

#!2

EC

4

%!E

(

#)

$%如果专家认为好!但比较犹豫!则2

$C

4

#!2

EC

4

%!E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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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专家认为肯定差!则2

!C

4

#!2

EC

4

%!E

(

!)

a%如果专家认为差!但比较犹豫!则2

aC

4

#!2

EC

4

%!E

(

a)

.%如果专家弃权!则2

.C

4

#!2

EC

4

%!E

(

.,

第 $步&数据统计'针对三级评价指标9!统计所有决策者对 F 个项目的评价意见!得到集体评价结果

$或称之为单指标群决策矩阵%!公式为

:

4

#

-

'

-

Y

4

#

:

Y( )
4

%

EC

( )
.

Z

F

,

式中& %

EC

4

#

-

'

3

EC

,于是!通过定义
H

C

4

%

#C

! +

C

4

%

#C

6

%

$C

B

C

4

%

!C

! %

C

4

%

!C

6

%

aC

{ ! C

4

#!$!1!F得到每个项目关于指标9的区

间直觉模糊数形式评价结果!记为

/

C

4

H

C

!+

C

[ ] ! B

C

!%

C

[ ][ ] ! C

4

#!$!1!F,

第 !步&构建综合决策矩阵'根据上述每个指标的评价方法!记
/

EC

4

H

EC

!+

EC

[ ] ! B

EC

!%

EC

[ ][ ] 为第 E个指

标下第C个项目2

C

的评价结果!则获得-个决策者关于Y个指标*F个项目的综合评价$或决策%矩阵'

%

4

/

##

/

#$

1

/

#F

/

$#

/

$$

1

/

$F

1 1 1 1

/

Y#

/

Y$

1

/

YF















, $"%

@'@>群决策过程

第 #步&基于表 #的评价指标体系!根据 !'# 节权重确定方法!由专家小组集体决策各评价指标的重

要性排序'并根据式$a%获得每个专家对各级指标权重的赋值!运用式$.%计算得到各级指标权重的群决

策结果)

第 $步&根据 !'$节区间直觉模糊评价取值法!对每个专家进行问卷调查!获得所有被评价项目的三

级指标综合决策矩阵式$"%)

第 !步&运用层次分析方法!根据定理 #中区间直觉模糊数的几何算术平均算子 >>e@:!依次计算各

二级指标*各一级指标以及每个项目的最终评价结果'

第 a步&根据定理 $!计算综合评价结果的得分函数和精确函数'最后根据定义 !!对不同项目的评价

结果进行排序!进而确定优先开发项目'

A>实证模拟决策

A'=>问题描述

本文选取某省'十三五(旅游规划中拟开发的三个文化旅游项目&甲市栖凤湖康养旅游度假区*乙市

天岳幕阜山国际度假旅游区*丙市岩吾溪休闲旅游区!分别记为,甲*乙*丙-'政府决策部门为了平衡区域

旅游发展!合理安排项目开发进程!决定对这 ! 个项目采取分步推进策略'为此!聘请了由主管部门领导*

旅游业规划专家*经济类专家*管理类专家*环境类专家*旅游项目民间投资商代表*资深导游等 5 人组成

的项目决策专家小组!对 !个旅游项目的开发先后顺序进行集体群决策'

A'?>决策过程与结果

第 #步&假设每个专家的权重相同!基于表 # 的评价指标体系!决策专家小组运用 !'$ 节中指标权重

确定:#方法!依次确定各级指标权重'结果见表 !'

第 $步&根据 !'$ 节区间直觉模糊评价取值法!决策专家小组按照指标体系!分别对甲*乙*丙 ! 个项

目的三级指标独立进行评价!得到如下决策矩阵!见表 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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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权重计算结果

目标 一级指标 权重 二级指标 权重 三级指标 权重

旅

游

投

资

决

策

评

价

指

标

体

系

开发条件

$8

#

%

开发方案

$8

$

%

预期效益

$8

!

%

%'!5* #

%'$/5 $

%'!!! 5

资源自身价值

$;

##

%

%'!"$ .

艺术观赏价值$=

##

%

社会文化价值$=

#$

%

科学研究价值$=

#!

%

康体休闲价值$=

#a

%

%'$.5 $

%'$$5 /

%'#55 a

%'!!5 "

区位与市场条件

$;

#$

%

%'!!. !

交通可达性$=

$#

%

与客源地的距离$=

$$

%

区域旅游消费水平$=

$!

%

区域旅游资源影响力$=

$a

%

与相邻旅游地的差异性$=

$.

%

%'$/a %

%'#"/ .

%'$$. /

%'#/* !

%'#!$ a

支撑条件

$;

#!

%

%'!%$ $

区域经济发展水平$=

!#

%

旅游基础设施状况$=

!$

%

区域环境承受力$=

!!

%

政策支持程度$=

!a

%

%'!$a *

%'$#a a

%'#*! .

%'$"5 #

发展方向定位

$;

$#

%

%'!5* #

主题定位$=

a#

%

发展目标定位$=

a$

%

功能定位$=

a!

%

运营战略定位$=

aa

%

%'!$a %

%'$.a %

%'$$! 5

%'#*/ !

功能布局与景观设计

$;

$$

%

%'$/5 $

游憩方式设计$=

.#

%

游憩功能结构设计$=

.$

%

游憩设施空间布局设计$=

.!

%

%'$.# .

%'a$! $

%'!$. !

商业模式选择

$;

$!

%

%'!!! 5

营销与管理模式设计$=

"#

%

人力资源开发规划$=

"$

%

投融资模式设计$=

"!

%

%'$"/ 5

%'!!! 5

%'!*5 .

经济效益

$;

!#

%

%'!/. !

提升区域经济发展的潜力$=

5#

%

优化区域旅游产业结构的潜力$=

5$

%

优化旅游消费结构的潜力$=

5!

%

带动地区相关产业发展的潜力$=

5a

%

%'$#! a

%'!a* "

%'#5% "

%'$"" a

社会效益

$;

!$

%

%'$/a "

促进社会稳定和发展的预期贡献$=

/#

%

促进文化传承与发扬的预期贡献$=

/$

%

促进就业率增长的预期贡献$=

/!

%

%'!*5 *

%'!!a a

%'$"5 5

环境效益

$;

!!

%

%'!!% #

改善自然生态环境的潜力$=

*#

%

保护珍稀自然资源的潜力$=

*$

%

提升居民生态环保意识的潜力$=

*!

%

%'a%% .

%'!$* #

%'$5% a

表 a&旅游项目三级指标的专家评价结果

指标 项目甲 项目乙 项目丙

=## t"%'a$" /!%'.5# a#!"%'#a$ *!%'a$" /#h t"%'.5# a!%'5#a !#!"%'#a$ *!%'$/. 5#h t"%'a$/ "!%'.5# a#!"%'#a$ *!%'$/. 5#h

=#$ t"%'a$/ "!%'.5# a#!"%'$./ 5!%'a$" /#h t"%'a$/ "!%'5#a !#!"%'#a$ *!%'$/. 5#h t"%'$/. 5!%'.5# a#!"%'#a$ *!%'$/. 5#h

=#! t"%'a$/ "!%'.5# a#!"%'#a$ *!%'a$/ "#h t"%'.5# a!%'5#a !#!"%'#a$ *!%'$/. 5#h t"%'$/. 5!%'$/. 5#!"%'$/. 5!%'5#a !#h

=#a t"%'.5# a!%'5#a !#!"%'#a$ *!%'$/. 5#h t"%'5#a !!%'5#a !#!"%'#a$ *!%'$/. 5#h t"%'a$/ "!%'.5# a#!"%'$/. 5!%'a$" /#h

=$# t"%'a$" /!%'5#a !#!"%'#a$ *!%'$/. 5# t"%'.5# a!%'/.5 ##!"%'%%% %!%'#$a *#h t"%'$/. 5!%'.5# a#!"%'#$a *!%'a$/ "#h

=$$ t"%'a$/ "!%'5#a !#!"%'#a$ *!%'$/. 5# t"%'.5# a!%'5#a !#!"%'#a$ *!%'$/. 5#h t"%'a$/ "!%'.5# a#!"%'$/. 5!%'a$/ "#h

=$! t"%'.5# a!%'5#a !#!"%'#a$ *!%'#a$ *# t"%'5#a !!%'/.5 ##!"%'#a$ *!%'#a$ *#h t"%'a$/ "!%'5#a !#!"%'#a$ *!%'$/. 5#h

=$a t"%'.5# a!%'5#a !#!"%'#a$ *!%'$/. 5# t"%'.5# a!%'5#a !#!"%'#a$ *!%'$/. 5#h t"%'.5# a!%'5#a !#!"%'#a$ *!%'$/. 5#h

=$. t"%'a$/ "!%'5#a !#!"%'#a$ *!%'$/. 5# t"%'.5# a!%'5#a !#!"%'#a$ *!%'$/. 5#h t"%'a$/ "!%'.5# a#!"%'$/. 5!%'a$/ "#h

=!# t"%'a$/ "!%'.5# a#!"%'$/. 5!%'a$/ "#h t"%'.5# a!%'5#a !#!"%'#a$ *!%'$./ 5#h t"%'$/. 5!%'a$/ "#!"%'$/. 5!%'.#5 a#h

=!$ t"%'a$/ "!%'.5# a#!"%'#a$ *!%'a$/ "#h t"%'a$/ "!%'.5# a#!"%'$./5!%'a$/ "#h t"%'.5# a!%'5#a !#!"%'#a$ *!%'$/. 5#h

=!! t"%'a$/ "!%'5#a !#!"%'#a$ *!%'$/. 5#h t"%'.5# a!%'5#a !#!"%'#a$ *!%'$/. 5#h t"%'a$/ "!%'.5# a#!"%'$./ 5!%'a$/ "#h

=!a t"%'a$/ "!%'.5# a#!"%'#a$ *!%'a$/ "#h t"%'.5# a!%'/.5 ##!"%'#a$ *!%'#a$ *#h t"%'a$/ "!%'.5# a#!"%'$/. 5!%'a$/ "#h

=a# t"%'a$/ "!%'.5# a#!"%'$/. 5!%'a$/ "#h t"%'a$/ "!%'5#a !#!"%'#a$ *!%'$./ 5#h t"%'a$/ "!%'.5# a#!"%'#a$ *!%'a$/ "#h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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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指标 项目甲 项目乙 项目丙

=a$ t"%'a$/ "!%'.5# a#!"%'#a$ *!%'a$/ "#h t"%'.#5 a!%'5#a !#!"%'#a$ *!%'$./ 5#h t"%'a$/ "!%'5#a !#!"%'#a$ *!%'$/. 5#h

=a! t"%'a$/ "!%'.5# a#!"%'#a$ *!%'a$/ "#h t"%'a$/ "'%'5#a !#!"%'#a$ *!%'$/. 5#h t"%'a$/ "!%'.5# a#!"%'$/. 5!%'a$" /#h

=aa t"%'a$/ "!%'.5# a#!"%'#a$ *!%'a$/ "#h t"%'.5# a!%'5#a !#!"%'#a$ *!%'$/. 5# t"%'a$/ "!%'.5# a#!"%'$/. 5!%'a$/ "#h

=.# t"%'a$/ "!%'5#a !#!"%'#a$ *!%'$/. 5#h t"%'.5# a!%'5#a !#!"%'#a$ *!%'$/. 5# t"%'a$/ "!%'.5# a#!"%'$/. 5!%'a$/ "#h

=.$ t"%'a$/ "!%'.5# a#!"%'$/. 5!%'a$/ "#h t"%'a$/ "!%'5#a !#!"%'#a$ *!%'$/. 5#h t"%'a$/ "!%'.5# a#!"%'#a$ *!%'a$/ "#h

=.! t"%'a$/ "!%'5#a !#!"%'#a$ *!%'$/. 5#h t"%'.5# a!%'5#a !#!"%'#a$ *!%'$/. 5#h t"%'a$/ "!%'.5# a#!"%'#a$ *!%'a$/ "#h

="# t"%'$/. 5!%'.5# a#!"%'$/. 5!%'a$/ "#h t"%'a$/ "!%'.5# a#!"%'$/. 5!%'a$/ "#h t"%'$/. 5!%'.5# a#!"%'#a$ *!%'a$/ "#h

="$ t"%'a$/ "!%'.5# a#!"%'#a$ *!%'a$/ "#h t"%'a$/ "!%'5#a !#!"%'#a$ *!%'$/. 5#h t"%'$/. 5!%'a$/ "#!"%'$/. 5!%'.5# a#h

="! t"%'a$/ "!%'.5# a#!"%'#a$ *!%'a$/ "#h t"%'.5# a!%'5#a !#!"%'#a$ *!%'$/. 5#h t"%'a$/ "!%'.5# a#!"%'$/. 5!%'a$/ "#h

=5# t"%'a$/ "!%'.5# a#!"%'#a$ *!%'a$/ "#h t"%'a$/ "!%'5#a !#!"%'#a$ *!%'$/. 5#h t"%'.5# a!%'5#a !#!"%'#a$ *!%'$/. 5#h

=5$ t"%'a$/ "!%'5#a !#!"%'#a$ *!%'$/. 5#h t"%'a$/ "!%'.5# a#!"%'#a$ *!%'a$/ "#h t"%'a$/ "!%'.5# a#!"%'$/. 5!%'a$/ "#h

=5! t"%'a$/ "!%'.5# a#!"%'$/. 5!%'a$/ "#h t"%'a$/ "!%'5#a !#!"%'#a$ *!%'$/. 5#h t"%'$/. 5!%'a$/ "#!"%'#a$ *!%'a$" /#h

=5a t"%'a$/ "!%'5#a !#!"%'#a$ *!%'$/. 5#h t"%'.5# a!%'5#a !#!"%'#a$ *!%'$/. 5#h t"%'a$/ "!%'.5# a#!"%'$/. 5!%'a$/ "#h

=/# t"%'$/. 5!%'.5# a#!"%'$/. 5!%'a$/ "#h t"%'a$/ "!%'5#a !#!"%'#a$ *!%'$/. 5#h t"%'a$/ "!%'.5# a#!"%'#a$ *!%'a$/ "#h

=/$ t"%'$/. 5!%'a$/ "#!"%'$/. 5!%'.5# a#h t"%'$/. 5!%'.5# a#!"%'$/. 5!%'a$/ "#h t"%'a$/ "!%'.5# a#!"%'$/. 5!%'a$/ "#h

=/! t"%'a$/ "!%'.5# a#!"%'#a$ *!%'a$/ "#h t"%'a$/ "!%'5#a !#!"%'#a$ *!%'$/. 5#h t"%'a$/ "!%'.5# a#!"%'$/. 5!%'a$/ "#h

=*# t"%'$/. 5!%'.5# a#!"%'$/. 5!%'a$/ "#h t"%'a$/ "!%'.5# a#!"%'#a$ *!%'a$/ "#h t"%'$/. 5!%'a$/ "#!"%'$/. 5!%'.5# a#h

=*$ t"%'#a$ *!%'a$/ "#!"%'$/. 5!%'.5# a#h t"%'#a$ *!%'$/. 5#!"%'a$/ "!%'5#a !#h t"%'a$/ "!%'.5# a#!"%'$/. 5!%'a$/ "#h

=*! t"%'$/. 5!%'.5# a#!"%'$/. 5!%'a$/ "#h t"%'$/. 5!%'a$/ "#!"%'$/. 5!%'.5# a#h t"%'a$/ "!%'.5# a#!"%'$/. 5!%'a$/ "#h

第 !步&根据表 !指标权重和表 a 三级指标取值!运用定理 # 区间直觉模糊数的几何算术平均算子

>>e@:!基于86T法思路!依次计算 !个旅游项目的各级指标评价值!见表 .'

表 .&!个旅游项目各级指标计算结果

指标

计算值
项目甲 项目乙 项目丙

二级

指标

;## t"%'a.# %!%'.*a .#!"%'#/$ #!%'a%. .#ht"%'..$ #!%'5#a !#!"%'#a$ *!%'$./ 5#h t"%'!.$ #!%'a// %#!"%'$.# a!%'.#$ %#h

;#$ t"%'a5. %!%'5#a !#!"%'#a$ *!%'$"% %#ht"%'.*" 5!%'55/ %#!"%'#%. 5!%'$$$ %#h t"%'a%# /!%'"#/ /#!"%'#*/ a!%'!/# $#h

;#! t"%'a$/ "!%'"%# /#!"%'#*# a!%'!*/ $#ht"%'.!% /!%'"*/ "#!"%'#/$ %!%'!%# a#h t"%'a%. !!%'..# *#!"%'$.# .!%'aa/ ##h

;$# t"%'a$/ "!%'.5# a#!"%'#*$ %!%'a$/ "#ht"%'a// #!%'5#a !#!"%'#a$ *!%'$/. 5#h t"%'a$/ "!%'"%a 5#!"%'#*# a!%'!/" "#h

;$$ t"%'a$/ "!%'"a* *#!"%'$%" .!%'!.% ##ht"%'.%. /!%'5#a !#!"%'#a$ *!%'$./ 5#h t"%'a$/ "!%'.5# a#!"%'#/$ /!%'a$/ "#h

;$! t"%'!/! 5!%'.5# a#!"%'#/a a!%'a$/ "#ht"%'a/# !!%'"5$ ##!"%'#/a a!%'!$5 *#h t"%'!!" .!%'.$% "#!"%'$a* !!%'a5* a#h

;!# t"%'a$/ "!%'".. /#!"%'#"/ .!%'!aa $#ht"%'a"! "!%'""# .#!"%'#a$ *!%'!!/ .#h t"%'a"$ "!%'.5# .#!"%'$!a #!%'a%% a#h

;!$ t"%'!#/ .!%'.#* %#!"%'$.% %!%'a/# %#ht"%'!5a $!%'""$ *#!"%'#*! "!%'!!5 ##h t"%'a$/ "!%'.5# a#!"%'$!$ %!%'a$/ "#h

;!! t"%'!5. 5!%'".% a#!"%'#/$ 5!%'!a* "#ht"%'!5. 5!%'.$" "#!"%'$a% .!%'a5! a#h t"%'"%# 5!%'5#. %#!"%'#/$ 5!%'$/. %#h

一级

指标

8# t"%'a.# *!%'"!a !#!"%'#5$ %!%'!.5 *#ht"%'."% %!%'5!% ##!"%'#a$ /!%'$"* *#h t"%'!/a %!%'.a/ .#!"%'$!a #!%'a.# .#h

8$ t"%'a#! !!%'.*! $#!"%'#*! /!%'a#5 ##ht"%'a*# %!%'5%% $#!"%'#." 5!%'!%5 ##h t"%'!*. *!%'."" a#!"%'$%/ %!%'a!* ##h

8! t"%'!55 #!%'"## *#!"%'#!/ %!%'$/% ##ht"%'a%" *!%'"#! *#!"%'#a# %!%'$/% ##h t"%'a5/ !!%'"#. !#!"%'#!$ #!%'$!" "#h

目标 8 t"%'a#a "!%'"#a *#!"%'#"5 $!%'!.# $#ht"%'a/a 5!%'"/% /#!"%'#a" $!%'$/a $#h t"%'a#" /!%'.5. $#!"%'#*! 5!%'!/! "#h

第 a步&根据定理 $!对表 .中最后一行的评价结果!分别计算 !个项目的得分函数和精确函数!于是!

根据定义 !!按照得分值大小$见表 "%!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个项目的排序&乙
0

甲
0

丙!项目乙是优先

开发项目'

表 "&旅游项目综合评价结果

项目 综合评价结果 得分值 精确值 排序

甲 t"%'a#a "!%'"#a *#!"%'#"5 $!%'!.# $#h %'""! # %'//. ! $

乙 t"%'a/a 5!%'"/% /#!"%'#a" $!%'$/a $#h %'5$a $ %'*%! ! #

丙 t"%'a#" /!%'.5. $#!"%'#*! 5!%'!/! "#h %'"!. " %'/*% % !

从表 "中 !个旅游项目的综合评价结果可以看出!经过在 5位专家的评价!支持项目乙的隶属度区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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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a/a 5! %'"/% /#!非隶属度区间为"%'#a" $!%'$/a $#'说明有 a/'a5i的专家肯定支持项目乙优先开

发!肯定支持率都超过了项目甲 a#'a"i和项目丙 a#'"/i!而且不支持的项目乙的专家比例上限只有

$/'a$i!也都低于项目甲 !.'#$i和项目丙 !/'!"i'从区间直觉模糊数的得分函数也可以看出!项目乙的

得分最高'因此!项目乙被评价为优先开发项目!是决策小组集体决策的结果!显然符合人们的普遍认知'

B>结论

#% 旅游项目投资是一个多属性模糊群决策问题!对于一些不确定*难以用精确数值进行刻画的模糊

变量!只能根据经验和决策者认知与偏好等进行定性评价'

$% 文章基于区间直觉模糊数及其几何聚集算子!构建一个群决策模型!通过特定区域内多个旅游项

目的实证模拟决策!验证了模型的可操作性和有效性!其评价结果与人们的普遍认知更为吻合'

!% 对于本文的决策问题也可以运用语言术语进行评价"$5#

!评价的结果可能会更细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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