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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模糊层次评价的企业软实力指标建构与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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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软实力本质上是一种文化吸引力与影响力，企业软实力是国家软实力的基础与重要实现形式。文
章拟采用模糊层次评价方法，在建构企业软实力指标体系的基础上，实现对企业软实力进行的定量评价，以期
为提高企业软实力提供科学的决策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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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企业软实力是国家软实力的基础与重要实现形式。

对于企业软实力的内涵，研究者主要从能力与表现两个方

面来表述他们的结论，企业软实力包括对外占领利益相关

方的心灵，对内依靠员工心智能量以达到企业目标的能

力，是企业一种制度化的软权力。相对于硬实力，企业软

实力表现为企业的商务模式、创新体制、经营理念、企业文

化、社会责任意识、社会声望与品牌影响力等。企业软实

力以软资源为基础，通过组织行为对多元利益相关者产生

影响进而获得持续的认同，因此提升企业软实力是企业塑

造核心竞争力的关健。已有文献对于如何提升企业软实

力，更多地是一些定性的描述，而缺乏定量分析，对如何评

价一个企业软实力的强弱，以及类似企业软实力的比较分

析等也缺乏科学的系统考量。本文将在前人的研究基础

上科学地建构企业软实力的指标体系，并对企业软实力进

行定量评价，期望为提高企业软实力提供科学的决策依

据。

1 企业软实力的评价方法与指标体系构建

1.1 企业软实力的评价指标

本文主要参考丁政的四维二层次模型，他将企业软实

力归纳为核心思想、核心策略、强势行动、品牌形象4个一

级指标[7]，再结合乔晓英、谢里等人的观点[9]，根据要素相

斥、系统整分合、简约明晰的原则，本文将企业软实力指标

构建为4个一级指标、16个二级指标的层次体系。（如表1）

企业软实力的构建首先需要企业内部利益相关者的认同，

表现为理念凝聚力，包括共享核心价值观，建设以人为本

的企业文化，追求卓越与持续提高的精神，与多元利益相

关者合作共赢的经营思想；其次是对于企业资源、要素的

配置与整合体现与竞争对手高出一筹的差别，包括树立明

确的战略目标，合理的资源配置计划与调整能力，精细化、

约束与激励相容的管理制度，持续改善的组织学习能力与

创新能力；再次是战略规划与经营计划的决策执行能力，

包括正确、有效的决策，持续保持依先一步、根据复杂的市

场环境动态调整的行动能力，明确、详细、无遗漏、高效的

规则与流程，快捷、无障碍的信息沟通；最后是体现为对企

业外部利益相关者的影响与吸引力，包括正确的社会责任

观，和谐、清晰的公共关系，高素质的员工与良好的员工精

神风貌，令人赞叹的品牌声誉与企业信誉等。上述因素构

成了企业软实力评价的指标体系。
表1 企业软实力的指标体系

企业软实力的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理念凝聚力

价值认同

人本关怀

追求卓越

协作共赢

要素整合力

战略目标

资源配置

管理制度

学习创新

决策执行力

决策有效

行动敏捷

规则流程

信息畅通

社会影响力

社会责任

公共关系

员工素质

品牌声誉

1.2 企业软实力的评价方法

本文拟采用层次分析法与模糊综合评价法相结合的

方法来评价企业的软实力，并构建相关模型与进行实证分

析。

（1）建立企业软实力的指标体系，分析各要素之间的

关系及建立层次结构模型（如表1）。B={B1,B2,B3,……Bi}，

是i个一级指标。Bi={Bi1,Bi2,Bi3,……Bij}，Bij是Bi的下层有j

个二级指标。根据企业软实力的评价体系，各层次的指标

两两比较并量化成相应的判断矩阵。如第一级指标的判

断矩阵见表2。量化指标的赋值X＝{X11,…Xij,…Xii}为专

家或评估人员根据评价量表主观判断决定，根据指标的重

要性程度，赋值为1—9之间的整数，且Xmn与Xnm互为倒

数，Xii取值为1。

（2）根据判断矩阵的数据，用方根法计算某指标的相

对权重Wz(z=1,2,3…i)。

43



统计与决策２０1 4年第1期·总第397期

决 策 参 考

Wz = Xn1 ×Xn2 × ... ×Xni
i （1）

再用归一法计算该指标的相对重要程度Wz
1

Wz
1 = Wz

W1 +W2 + ... +W i
（2）

（3）判断矩阵的一致性。

先计算判断矩阵的特征值

λi =
∑(Xij ×Wz)

Wz
（3）

再计算判断矩阵的最大特征根的近似值

λmax =
λ1 + λ2 + ... + λi

i （4）

然后计算矩阵的一致性：

指标CI可用下式计算。

CI= (λmax - n)
(n-1) （5）

指标RI通过查表获得。

一致性比率CR＝CI/RI。如果CR≤0.1，则矩阵是满

意的。否则重新建立判断矩阵。

（4）同理，可以用同样的方法计算每个一级指标下层

各第二级指标的相对重要程度与权重。

Wk
2 = {W1

2, }W2
2,...,Wy

2 （6）

（5）由企业中高层管理人员、利益相关者管理人员、外

部专家学者等构成被调查对象，对被评价企业软实力的4

个一级指标16个二级指标根据高、较高、一般、较低、低五

个等级进行评价，评价结果构成频数统计表，根据频数统

计表计算每个一级指标下各二级指标的相对得分矩阵R。

对每个一级指标进行模糊复合变换，计算每个一级指

标的综合评判结果。

S1 =Wk
2 ×R （7）

再根据各一级指标的权重汇总计算总的模糊综合评

判结果Sz。

（6）计算该企业软实力的最终得分Q（百分制）。用中

位数（95,85,70,50,20）矩阵U表示高、较高、一般、较低、低

五个等级的分数，则

Q=Sz ×U （8）

2 数据来源与企业软实力测度

2.1 数据来源

被评价企业主营业务为商业零售，通过多年的内涵

发展与外延式扩张，企业已经在同行业具有相当的规模

与影响力，公司高层意识到增强企业软实力是今后突破

发展瓶颈的重要条件，因此需要对企业当前的软实力现

状作出客观评价，以期望获取软实力离目标存在差距的

指标信息。

本文采取专家意见法获取指标权重初始数据，并用层

次分析法确定指标权重，在此过程中进行一致性检验；采

取问卷调查的方式获取多元利益相关者对被评价企业软

实力指标的评价初始数据，并用模糊综合评价方法对数据

进行处理。

为了对该企业的软实力做出评价，我们设计了调查问

卷，调查问题主要是根据前述的16个二级指标来展开，例

如，价值认同指标设计的问题为“员工、消费者、社会公众、

政府组织等是否被企业价值观吸引？”问题设计采用五级

量表，分别为低、较低、一般、较高、高五个选项，被调查者

根据自己对该企业软实力的了解独立作出判断与选择，最

后统计每项指标包含问题的各个选项的频数。

为了更加客观、有效地评价该企业的软实力，对调查

对象进行了预先的甄别，调查对象根据问题分为两类：其

中要素整合力、决策执行力两方面问题的调查对象全部为

本企业员工（其中高层管理者3%，中层管理者10%，基层

管理者40%，普通员工47%）；理念凝聚力、社会影响力两

个方面的问题的调查对象除了企业员工外、还包括竞争对

手管理者、消费者、社会公众、行业协会工作人员、当地大

学管理专业老师、供应商等（其中该企业员工占30%、企业

外部人员70%）。共发放问卷200份，回收200份，有效问

卷200份。通过SPSS17.0对调查结果进行可行性分析，

Cronbach’s α值为0.8427，可信度较高。企业软实力各二

级指标调查结果的频数统计见表3。
表3 被调查企业的软实力调查统计

一级指标

理念凝聚力

要素整合力

决策执行力

社会影响力

二级指标

价值认同

人本关怀

追求卓越

协作共赢

战略目标

资源配置

管理制度

学习创新

决策有效

行动敏捷

流程规则

信息畅通

社会责任

公共关系

员工素质

品牌声誉

得分

低

6

2

0

0

13

3

0

0

5

0

0

8

0

7

5

0

较低

23

29

15

9

40

27

42

45

34

17

23

30

37

48

20

57

一般

78

45

104

118

69

59

84

91

65

43

79

62

74

127

162

123

较高

56

81

41

66

53

73

36

43

67

78

86

57

59

15

6

18

高

37

43

40

7

25

38

38

21

29

62

12

43

30

3

7

2

2.2 企业软实力测度

2.2.1 确定指标权重

为了合理确定企业软实力各指标的权重，特请7位管理专

家采用专家意见法进行测评，然后根据他们的测评结果利

用层次分析法计算各指标的权重。最后确定的权重见表

4、表5（已经通过一致性检验）。
表4 一级指标权重

指标

权重

B1

0.3872

B2

0.3185

B3

0.1836

B4

0.1107

A

B1

B2

……

Bi

B1

X11

X21

Xi1

B2

X12

X22

Xi2

…… Bi

X1i

X2i

Xii

Wz Wz
1 λmax

表2 指标判断矩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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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二级指标权重

指标

B11

B12

B13

B14

权重

0.3126

0.2238

0.2983

0.1653

指标

B21

B22

B23

B24

权重

0.1744

0.3571

0.2137

0.2548

指标

B31

B32

B33

B34

权重

0.2856

0.3429

0.3018

0.0697

指标

B41

B42

B43

B44

权重

0.2867

0.2096

0.2142

0.2895

2.2.2 模糊层次评价

对上述调查结果运用多层次多算子二型模糊数学模

型进行综合评价。每个一级指标进行模糊复合变换，计算

每个一级指标的综合评判结果。用公式（7）计算，以理念

凝聚力B1为例，则有：

S1 =(0.3126,0.2238,0.2983,0.1653)× æ
è
ç
ç

ö

ø
÷
÷

0.030 0.115 0.390 0.280 0.1850.010 0.145 0.225 0.405 0.2150.000 0.075 0.520 0.205 0.2000.000 0.045 0.590 0.330 0.035
S1 =(0.0116,0.0982,0.4249,0.2939,0.1714)
同理，可以计算其他一级指标的模糊评价结果，如表

6所示。
表6 模糊综合评价结果

指标

B1

B2

B3

B4

综合SZ

指标模糊评价集

低

0.0116

0.0167

0.0099

0.0127

0.0130

较低

0.0982

0.1853

0.1229

0.2073

0.1426

一般

0.4249

0.3712

0.3074

0.5903

0.4045

较高

0.2939

0.2698

0.3790

0.1328

0.2840

高

0.1714

0.1570

0.1808

0.0565

0.1558

2.2.3 综合评价

计算该企业软实力总的评价结果SZ。结果见表6。

Sz =(0.3872,0.3185,0.1836,0.1107) × æ
è
ç
ç

ö

ø
÷
÷

0.0116 0.0982 0.4249 0.2939 0.17140.0167 0.1853 0.3712 0.2698 0.15700.0099 0.1229 0.3074 0.3790 0.18080.0127 0.2073 0.5903 0.1328 0.0565
Sz =(0.0130,0.1426,0.4045,0.2840,0.1558)
该结果表明，对于该企业的软实力评价，15.58%的人

认为是高，28.40%的人认为是较高，40.45%的人认为一

般，14.26%的人认为较低，1.30%的人认为低。

最后计算该企业软实力的最终得分Q。用中位数（95,

85,70,50,20）矩阵U表示高、较高、一般、较低、低五个等级

的分值，则根据公式（8），有：

Q=(0.0130,0.1426,0.4045,0.2840,0.1558) ×
æ

è

ç
çç
ç

ö

ø

÷
÷÷
÷

2050708595
= 74.65分

2.2.4 结果分析

上述结果表明，该企业软实力的综合评价总体得分为

一般偏上，未达到较高水平，离优秀尚有一定差距。原因

主要有以下几方面：一是要素整合力的权重达31.85%，但

是有57.33%的调查者认为该企业此项能力未达到较高的

水平。二是理念凝聚力的权重为38.72%，也有53.47%的

调查者认为该企业此项能力未达到较高的水平。前者在

管理制度、学习创新方面存在差距，后者在追求卓越、协作

共赢方面有待于提高。因此，要提高该企业的软实力，需

要改善现有的管理制度，在制度、规则、流程中体现以服务

客户为中心、与供应商双赢的供应链策略；企业也需要改

善组织的学习环境，在服务理念、流程、服务方法方面不断

创新，在服务效率提高、快速响应服务、服务质量水平方面

追求卓越。此外，需要强化公司责任，加强与社会公众的

沟通，促使公众理解与接受企业的价值观，进一步增强企

业的社会影响力。

3 结论

（1）企业软实力是一种战略资源，是企业对其所拥有

的硬资源、软资源转化为企业在市场中的现实竞争力的能

力。企业软实力具有吸引、影响、辐射、渗透、传播的特征，

需要企业的多元利益相关者的认可或认同，这些利益相关

者除了股东、员工之外，还包括供应商、消费者、竞争者、市

场的其他参与者等。对于企业软实力的评价，无论是指标

建构与调查分析，都要从企业内部理念认同、外部利益相

关者价值认同两方面来进行。（2）根据上述两个方面的认

同，与要素相斥、系统整分合、简约明晰的原则，构建了企

业软实力评价的指标体系，包括4个一级指标为理念凝聚

力、要素整合力、决策执行力、社会影响力。16个二级指

标为理念凝聚力包含价值认同、人本关怀、追求卓越、协作

共赢；要素整合力包含战略目标、资源配置、管理制度、学

习创新；决策执行力包含决策有效、行动敏捷、流程规则、

信息畅通；社会影响力包含社会责任、公共关系、员工素

质、品牌声誉。（3）利用层次分析与模糊综合评价相结合的

方法评价企业软实力的强弱，可以解决在评价过程中将定

性评价定量化的问题，并且可以有效判断各级评价指标相

对于上层目标的权重与重要程度，可以对较多的考虑因

素、较多的评价人员的综合评价结果进行汇总，得出该企

业软实力的综合评分，也可以用以对同行业多个企业的软

实力进行调查统计排序，为企业的软实力提高提供决策依

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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