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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虚拟企业是激烈的全球化竞争中企业提高灵活性和反应能力的最佳途径。在虚拟企

业成功构建和运转中，如何选择理想的合作伙伴为各项工作的重中之重。分析了虚拟企业合

作伙伴评价指标体系的建立，并建立了一个定性定量结合的评价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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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拟企业被认为是 !" 世纪最有竞争力的企

业运作模式［"］。在虚拟企业成功构建和运转中，

选择理想的合作伙伴为各项工作的重中之重［!］。

" 虚拟企业合作伙伴评价指标体系建立

的原则

" ’" 科学性原则

设计合作伙伴评价指标体系时，首先要有科

学的理论作指导，使评价指标体系能够在基本概

念和逻辑结构上严谨、合理，抓住评价对象的实

质；同时，必须是客观的抽象描述，对客观实际抽

象描述得越清楚、越简练、越符合实际，科学性就

越强。

" ’! 系统性原则

首先，指标数量的多少及其体系的结构形式

要以系统优化为原则，即以较少的指标（数量较

少，层次较少）较全面系统的反映评价对象的内

容，避免指标体系过于庞杂，追求的是评价指标体

系的总体最优或满意；其次，应该兼顾到各方面的

指标。

" ’, 实用性原则

首先，指标要简化，方法要简便。评价指标体

系要繁简适中，计算评价方法简便易行，即评价指

标体系不可设计得太繁琐，在能基本保证评价结

果的客观性、全面性的条件下，指标体系尽可能简

化，减少或去掉一些对评价结果影响甚微的指标。

其次，数据要易于获取。评价指标所需的数据易

于采集，无论是定性评价指标还是定量评价指标，

其信息来源渠道必须可靠，并且容易取得。否则，

评价工作难以进行或代价太大。

! 虚拟企业合作伙伴评价指标体系的建立

虚拟企业合作伙伴评价指标体系的建立分为

以下几步：

首先，盟主企业抓住某一市场机遇，分析完成

该市场机遇所需资源，了解自身相对于市场机遇

的优势和不足，确定合作伙伴的选择要求；

其次，静态评价指标的建立。

联盟的目的不同，评价的指标也就不同，但还

存在一些必须考虑的、通用的基本约束，即静态评

价指标，它是合作伙伴应满足的必要条件，一般是

一些定性指标。

静态评价指标通常包括：（"）合作伙伴的素

质，包括伙伴享有的声誉，即商誉和工作实绩；伙

伴的财务状况；文化的相融性，它是保证各方相互

理解和沟通的纽带；伙伴的网络和通讯等基础设

施是否满足灵捷性；参与同盟的合作态度；合作经

验等。（!）合作伙伴的环境，包括合作伙伴所处的

政治环境、社会环境、经济环境特别是伙伴面临的

法律和地域限制等。要周密考虑合作伙伴的各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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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是否有利于虚拟企业的建立和运行。

再次，动态评价指标的建立。

市场需求的动态性使得合作伙伴除了一些必

须满足的基本条件即静态评价指标之外，还应满

足针对每次联盟的经营目标和内容的特定条件，

即动态评价指标。

针对市场机遇和对合作伙伴的特殊要求采用

德尔菲法［!］广泛征求专家意见，反复交换信息，将

对伙伴企业的要求进行详细的分解，确定对应的

指标。此阶段指标数量可适当多一些。将所得到

的指标用 "#$ 法进行筛选，剔除劣指标。具体算

法［%］：邀请一些专家和专业人员，就要达到的目标

对已有的指标两两之间进行相对重要性程度比

较，建立判断矩阵 ! &（ "#$ ）% ’ % ，其中 % 表示指标

数，"#$ 表示相对于目标第 # 个指标对第 $ 个指标的

相对重要性。利用判断矩阵 ! &（ "#$ ）% ’ % 的最大

特征根，求出其特征向量 & &（’(，’)，⋯，’% ），

同时通过求 () 和 (*，对判断矩阵 ! &（ "#$ ）% ’ % 进

行一致性检验，当 (* * +,( 时可把特征向量 & &
（’(，’)，⋯，’% ）分别当作这 % 个指标的权重。

删去权重太小的指标，一般留 - . (+ 个。

将所得指标再次广泛征求专家及决策者的意

见，最后确定动态评价指标。

最后，确定各级评价指标的权重，可用 "#$
法。

! 虚拟企业合作伙伴评价模型的建立

! ,( 评价模型的建立

对应于某个特定的任务存在着多个侯选企

业，必须从中挑选出最合适的一个或几个。毫无

疑问，人的智慧在伙伴选择中是最重要的，但影响

因素太多，必须运用多种方法和工具，建立评价模

型，为合作伙伴的选择提供全面分析的思路。在

借鉴性原则和适应性原则的基础上，建立基于专

家会议评议和灰色定权聚类的评价模型。

! ,) 评价模型的计算步骤

首先，进行静态指标评价—专家会议评议。

评价初期面临的是大量的侯选企业，工作的

重点是如何将不合格的企业迅速的剔除出评价

圈，此时专家会议评议法则是理想的选择。盟主

企业召集各方面的专家就静态指标对备选企业陈

述各自的评价意见，经讨论后得出评价结果。此

时，侯选企业的范围将大大缩小。

其次，进行动态指标评价—灰色定权聚类。

在收集各个侯选企业的资料时由于各种原

因，实际的数据往往在一定的灰区间内，无法精确

给出。面对这种的情况，灰色聚类法则是一种很

好的方法。灰色聚类是灰色系统理论的重要内容

之一，它根据灰色关联矩阵或灰数的白化权函数

将观测对象聚集成若干个可定义类别的方法，一

个聚类可以看作是属于同一类的观测对象的集

合［/］。针对虚拟企业选择合作伙伴时评价指标意

义不同、量纲不同，并且在数量上悬殊很大，可进

一步将方法确定为考虑了不同聚类分析指标重要

程度的灰色变权聚类。

假设一：有 % 个备选企业，+ 个动态评价指

标，, 个不同的灰类（如 , & %，即将侯选企业分为

极好、较好、一般和差四个灰类），第 # 个备选企业

关于 $ 指标的数值为 -#$（ # & (，)，⋯，%；$ & (，)，!，

⋯+）

用灰色定权聚类模型来评价各个侯选企业的

具体算法如下［/］：

（(）广泛征求专家意见，给出 $ 指标 . 子类白

化权函数 /.$（!）（ $ & (，)，!，⋯ +；. & (，)，⋯ ,），

即第 $ 个评价指标第 . 个灰类的白化权函数。

（)）确定各指标的聚类权（ $ & (，)，!，⋯ +）。

权值的确定是定权聚类中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

可直接采用评价指标的权重。

（!）从第一步和第二步得出的白化权函数 /.$
（!）（ $ & (，)，!，⋯+；. & (，)，⋯ ,），聚类权!$（ $
& (，)，!，⋯+）以及备选企业 # 关于 $ 指标的数值

-#$（ # & (，)，⋯，%；$ & (，)，!，⋯+）算出灰色定权聚

类系数".
# & " /.$（-#$）!!$ ，（ # & (，)，⋯，%；. &

(，)，⋯ ,），定权聚类系数是衡量侯选企业属于某

种灰类的标准。

（%）构造聚类向量"# &（"(
# ，")

# ，⋯".
# ），称"#

为企业 # 的聚类对象。

（/）若".#
# & 012

($ .$ ,
｛".

# ｝，则断定备选企业 # 属

于灰类 .#，从中选出属于要求最高的灰类的企业

作为合作伙伴。

（-）若属于最高要求灰类的企业只有 ( 至 !
个，可将这些企业的所有资料一起交与高层决策

者决策，由其综合考虑，选择出最满意的企业，将

其加入到合作伙伴列表中。

（3）综合评估合作伙伴列表中的企业是否已

经达到所有要求，若是，则停止，并可组建虚拟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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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否则分析尚未达到的要求，回到评价指标建立

阶段。

! 评价方法的实证研究

某企业为开拓市场要从四个企业中挑选出满

意的合作伙伴来建立虚拟企业（表 "）。

表 " ! 个企业对于 ! 个动态评价指标

所拥有的白化数为 ! #｛"#$ ｝

!"#$% " !&% ’&()% *(+")(,* *-.#%/0 "#,-) 1,-/

23*".(4 %5"$-")(,* (*2%6%0 ,1 1,-/ %*)%/7/(0%06

"#$ 预期收益（万元）销售渠道（条）时间（天）企业声誉

企业 " $$! "% "& ’()’
企业 ) ")% "’ "’ ’()*
企业 $ )’* % * ’($’
企业 ! "+! ! % ’())

注：企业声誉的白化数是通过 ,-. 法建立两两企业之间

的判断矩阵而得出的。

应用灰色定权聚类进行评价步骤如下：

第一步：将指标和灰类编号，指标 "、指标 )、

指标 $、指标 ! 分别表示预期收益、销售渠道、时

间和 企 业 声 誉，灰 类 "、灰 类 )、灰 类 $ 分 别 为

“好”、“一般”、“差”。

第二步：经专家分析得出 $ 指标 % 子类白化

权函数 & %$（!）（ $ # "，)，$，!；% # "，)，$）分别为

&""［)"%，$)!，/，/］，&)"［"’*，)"%，/，$)!］，

&$"［/，/，"’*，)"%］，&")［+，"$，/，/］，

&))［&，+，/，"$］，&$)［/，/，&，+］，

&"$［/，/，!(*，+(0&］，&)$［!(*，+(0&，/，"!(0］，

&$$［+(0&，"!(0，/，/］，&"!［’()&，’($0&，/，/］，

&)!［’(")&，’()&，/，’($0&］，

&$!［/，/，’(")&，’()&］

由上述白化权函数可得：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 / "
! (+& " #（! (*，+ (0&）

’ " $
{

’ (0&

&)$（"）#

’ " %［! (*，"! (0］
" / !(*
! (+& " #［! (*，+ (0&）

"! (0 / "
! (+& " #［+ (0&，"! (0









 ］

&$$（"）#

’ " " + (0&
" / +(0&
! (+& " #（+ (0&，"! (0）

" " $
{

"! (0

&"!（"）#

’ " " ’ ()&
" / ’()&
’ (")& " #（’ ()&，’ ($0&）

" " $
{

’ ($0&

&)!（"）#

’ " %［’ (")&，’ ($0&］
" / ’(")&
’ (")& " #［’ (")&，’ ()&）

’ ($0& / "
’ (")& " #［’ ()&，’ ($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第三步：用 ,-. 法求得的四个指标的权值为

!#｛!$ ｝#｛’ (!&!0，’ ()%$"，’ ("!""，’ ("!""｝

第四步：由"%
# # &

!

$ # "
&%$（"#$ ）!!$（ # # "，)，$，!；

% # "，)，$）和前两步的结果可得：

当 # # " 时 ""
" # &

!

$ # "
&"$（"#$ ）!!$ #

&""（"""）!!" 1 &")（"")）!!) 1 &"$（""$）!!$ 1
&"!（""!）!!! # &""（$$!）2 ’(!&!0 1 &")（"%）2 ’()%$"

1 &"$（"&）2 ’("!"" 1 &"!（’ ()）2 ’("!"" # ’(0"0*
同理，得")

" # ’ (’*!%%，"$
" # ’ ("+0&!，

所以"" #（""
"，")

"，"$
" ）#（’ ( 0"0*，’ ( ’*!0，

’ ("+0&）

同法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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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

% $!%
%）"（&’#&,%，&’,,*-，&’!%#&）

!* "（!#
* $!!

* $!%
*）"（&’#&,(，&’)&%)，&’%+(,）

其中 ./0
#! !!%

（!!
#）" &’-#-+ "!#

#

./0
#! !!%

（!!
!）" &’)##* "!!

!

./0
#! !!%

（!!
%）" &’,,*- "!!

%

./0
#! !!%

（!!
*）" &’)&%) "!!

*

由此得出：企业 # 属于“好”，而企业 !、企业 %
和企业 * 则属于“较好”。

第五步：进一步综合分析企业 # 的各方面情

况，确定其已达到合作伙伴所有要求，企业 # 为理

想的合作伙伴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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