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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引言 

当试 让计算机具 有思考某些 哲学 问题 的 能力 

时 ，我 们面临着 巨大 的刚难 ．但人 类终究台 击做这 件 

事 解 复杂问题 的方法往往是分解问题 从 能够突破 

的地方 首先蹇破。本文讨论定 概念的模糊 量化问题 ． 

计 算机只能处理数据不能处理定性 的东西 ．所 以对原 

来定性 的问题要用计算机处珊 ，概念的量化 是关键。对 

从来 没有量化的概念进行量化时会遇到方法 论和概念 

重定义等问题 。定 性概 念从定悱止向定量是研究 的深 

入 ．模糊概念大 量地存在于^文和社会科学 中，L A 

Zadeh 1 965年提出 了模糊 集 沦 j．为定 量研 究模糊 

概念提供 r有 力的工具 ．1U对人文和社 会科学概 念的 

量化存在许 多具 体的方法论 问题 ．本 文对 定性概 念的 

可量化准则进行 r讨论 提出 r模糊量的概念 ．并用模 

糊序偶完簪地表选丁模 糊量 同时对一十典型的人文 

和社会科学概念 ：“民主 概念进行 r量化尝试。目的是 

使人文和社会科学中的一些定性概念最终也能使用计 

算机进行分析处理 。 

二、定性概念的可量化准则 

概念在数学上对应一十集合 ，概 念所包含 的具体 

对象就是集合中的元素 ，概念不可能凭 空产生 ，概念都 

是对具体对象的抽象。概念所概括的对象可分成两类 ： 
一 类是主观臆造对象 ．如：鬼 、神、龙 、孙 悟空的垒箍棒 

另一类是客观对 象 ：如 ：人、群体、太阳、大脑 显然 ．由 

主观臆造对 象组成的概念的量 化属于另一 范畴 ．所以 

我们假定可量化的概念是 由客观 对象组成的概念 

所谓概念的量化是指 对概念中对 象属性 的量度 ： 

如 太歼{ 我们总是对太阳的大小、温度 磁场等进行量 

度 所 以，我们 要对一 十概念进行 量化研 究，必须指 出 

概念的对 象和对概念对象的哪一十属性 进行量度。并 

不是所有的定性概念的对象和对象的属性都是十分 明 

显的 ，如 ：真理、革命 这需 要人 们去深 入研究，概念量 

化的过程也是对概念的研究和重认识的过程 

概念是人创造的 ，̂ 对 概念也有一十从产 生到深 

入 认识的过程 ，象“梦 ”这 个概念 ，人类很早就有 了t但 

真正的实验研究是近 代的事 ．有些概念现在不娩量化 

研 究．但随着科学技 术的发展和认识 的深入可娩将来 

我们能够对其进行量 化研究。 十概念是否可以量化 ． 

我们可 用这样一十方法来判断 ：就是 对概念的某一 

届性 ，是否可 排序 ，如果可 ．那么对 该概念的这一 

属性我们就可以进行量化尝试，如：科研成果的评比。 

综上 所述我们归纳 出概念 的三条可量化准 则 ：1． 

可 量化的概念是 由客观对象组成 的概念。2．概 念的量 

化是对概念中对 象的可量化属性 的量度。3对概 念的 

某 一属性可以排 序．则该概念的这 一属性可 以进 行量 

化尝试。 

例 1 科研 成果 的评价问题 ：科研成果是 一 十概 

念 ．科研成果的优劣是科研成果的一个属性 ．科研成果 

的评价是根据科研成 果的优劣进 行的排序 ，所 科研 

成果的优 劣可以进行量化尝试。 

例2 对“梦”的研究 ：梦是 一十概 念，其对 象是 人 

大脑的一种精神活动 ．是客观的 ．梦的属性有 ：做梦 的 

时 同长短、梦的 明确程 度、对梦的记忆 时限等Ⅱ．为了 

进 行比较和研究我们就有必要对这些属性进行量化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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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度 

三、模糊量的数学表达 

当我们需要测量模糊概念的某一属 性时，会遇到 

模糊量的问题 ，如测量青少年的平均身高 ，圆为青少年 

概念的边界是模糊的 ，所 以青少年的平 均身高 自然是 
一

个模糊 量 

对 由许多复杂因素决定的量也具有摸糊性 ，如 ：评 

测学 生学习的好 坏、衡量 商品的价值 、体操 比赛 的打 

分 、大学排名活动中的综 合评价指数等 

定义 1(模 糊量) 当测量～个客观 量时 如果无法 

得到精确值 ，只能得到精确值的估计值 ，称该客观量为 

模糊量。 

分析 千模糊量的例 子：有一千个学生在操场上 ， 

现在让每 一千学生在一秒 内在原地尽力地顺时针旋转 
一 个角度 ，对每个人旋转的角度进行测量 ，求选一千个 

1 0 

n  

学生转过 的角度之和 ，即 ； = 2一 。实际测量中 ，由于 

某种原 因学生 A的数据无法获得(对 于～个结果 由成 

千上万种 原固执定 ，其中有几个原因决定 的数据 我们 

无法精确获 得是 完全可 能的) 现 在对 我们来 说 ， 一 
】00D 

一  25 是一个模糊量
，我们 只有锺过估计来得到一个精 

确值的近似值 同时通过分析得到近似值的相对误差 

有一 点我们可 肯定，如果 为^ 1秒 内原地顺 

，9 ，9 
一  一  

时针旋转角度的世界记录 ，那么 ≤ ≤ + ， 

最后通过估计我们 可以得到 ： 

1． 的估计值 ； 

2． 的相对误差的估计值 r(r≤ ) 

令 —l—r为估计 的置 信度，最后我们 得到一 

个序偶( ， )，序偶 ( ， )是对模糊量 的一个 完整描 

述 ，其中估计 的置 信度 是有别于传统评价 方法的 

关 键 

定义2(模糊 序偶) 设 为模糊量 的一 个估 计 

值， 为估计 的置信度 ，则 弥序偶 f ， )为模糊量 0 

的一个模糊序偶 

模糊 量 8可 进行多攻估计 ，每一 次估计 得到一 

个摸糊序偶 ，n次估 计可得 到模糊量 0的一个模 糊序 

偶列 {(巩 )，(巩， )，⋯ ，( ， )}。 

从 以上的分析 ，可 看到 ，当无法获得模糊量 0的 

精确值时 ，我们 可以得到模糊量 的一个估计值 ，在 

估计 值时我 们总是要分 析影 响模 糊量 的 各种因 

素，抓住主要因素，对次要因素进行分析 、估计或 忽略， 
99 

n  

上例 中2一 就是主要 因素 ，以 就是 次要因素 ，主因是 

我们 的估计赖 成立的依据 ，次 因是模糊产生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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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 以我们将用模糊序偶 ( ， )表示模糊量的方法叫做 

主园分析 

主因分析得到了模糊量的两个成分 ：确定因素(主 

要由 反映)和模糊因素(主要由 反映 )，它完整地表 

述了一个模糊量。其实主因分析不是新的发明 ，物理学 

中物理量的测量都是 由两部分组成的 ，一是测量值 ，二 

是测量误差 。物理学认为 ，对客观物质的测量不存在绝 

对精确的测量值，当测量值的精度在允许范围内时，测 

量值就 被认为是 足够精确 的 误差 总是存在 ，就 连长 

度、时间、质量的标准也在不断进化 ．也有误差 ．只不过 

技术的进步使误差越来越 小。模糊序偶(测量值 ，相对 

误差 )，是对被测量量的一个估计 ，模糊序偶完整地表 

达了模糊量的两个因素 (确定因素 ．模糊 因素)，一个具 

体的模糊量 的模糊序偶 ( ， )可 以用具体的方法测量 

或评估。 

对一个实际的从束量化的概念进行量化 ，一般要 

解决两千 问题 ：第 一是进行符台 量化要求的概念重定 

义，第二是量化方法 下面我们用一个典 型的人文和社 

会科学概 念： 民主”概念 ，作量化实例 。 

四、量化实例一民主概念的可量化定义 

为了能对 民主”撅念进行 量化，首先需对 民主概 

念进行符合 量化要求的重 定义，我们将重新定义 的可 

量化的民主概念称为：“广义”的民主概 念。 

为 了得到“广义 ”的民主 概念 我们 先定 义以下概 

念 ： 

定义5(人类群体) 是指具 有某些共 同属性的人 

所组成的集体 

如 ：家庭 、公 司 国家、民旗 、政党 、阶级、所有 秃顶 

的^等等均为人类群体 

定义4(群体行 为) 是指群体 中的所有个体 或绝 

太多数个体在 一定时期内为完成 同一目标具有的共同 

行为。 

如 ：班级的郊游活动、战争 、选举 、开会等 。 

定义s(群体决策) 是指与群体行为、群体 利益或 

群体 内部事务相关的决策 

如 ：选举村长 、一个家庭决定 购房 、班级 内决定周 

末郊游地点等 

传统 的民主概 念有许 多不 同的定 义，其原意是指 

人民的权力_i】． 

当我们要将民主概念 量化时 ，发现传统 的民主概 

念的定义均不适用于量化要求 ，根据概念 的可量化准 

则，我们需 明确民主概念 的对象和民主概念 对象的可 

量化属性 

定义6(广义民主}群念) 是群体中个体参与群体 

决策的权力以及这种权 力在群体决 策实现过程中的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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映 

定义7(民主化程度 ) 是群体中所有个体参 与群 

体决策的挂力的实 现程度的量度 。民主化 程度是 一个 

可量化的量。 

在广义民主概念中．概念的对象是 ：群体中个体参 

与群体决策的权 力，民主化程度是这 种救 利实现 的一 

个量度 当群体为一个国家的全体公 民时 ，广义民主概 

念转变为传统 民主概念 

倒 5 个100人的班缎 ．婴决定周末 郊游的地 点， 

如果由班长 人决定 ，这十决策 的民主化程度 为i ， 

如果 由垒班同学投票决定 ．则这个决策的 民主化程 度 

为100 ．如果这个决策由班委会的5人投票决定 ．则这 

个决策的民主化程度为5 。 

需要指 的是 ：群体决策的 合理性 与民主化 程度 

大小没有简单的正 比关系 ．它们 的关系 由群体 决策的 

环 境决定 ．如战争中军事彳t动的决策 ，应主要由军事首 

长 ⋯人决定。 

五 、量化实例一民主概念的量化 

民主化程度是 一个模糊 量，由模糊 序偶 (D． )表 

示 本节讨论民主化程度的具体 量化方法 ．假设以下讨 

论 中群体中的虹个个体都是具有正常行为能 力的人 ． 

为了得到量化单位先阐述 “下隙则 ： 

民主权利人人均等原 则 在群体决策中 ，每个个体 

所具有的对群体决策的民主权力人人均等 

民主权利人 人均等原 则是 民主化程度量 化的基 

础 ，它使我们得到 r最小的民主权利单位 ：群体中一个 

个体的民主决策权 利 

Case 1：二人群体做 1项决策的民主化程度的量化 

(a 如果决策完全 由一人决定 ．则 民主化程度 D一 

50 ．置信度 一]00 

如果砖策 由 二人平 等协商决定 ．则民主化程度 D 

一100 ．置信度 =]00 。 

f b)如果决策是 由一 凡在征求 第 二人的意 见后 

做出 ，假设第_人 的意 见在第 一人做决策时的极 重为 

a；．a】∈[0，1]，则 民主化程度 D一(1+a )／2．置信 度 

由估计枉重 a．的误差引起 ．由具体情况确定 

Case 2·二人群体做 N 项决策的民主化程度的量 

化 

如果 N 项决策 的民主化程度分别是 (D：，D 一， 

D )．每项挟策的重要性权重为(a 帆 ，⋯、a )．则 N项 

1 一  

决策的民主化程度D一寺2-5n．n，如每项决策的置信 
⋯ ‘ 1 

度 为 ( ， ．⋯ ． )，则 N 项 决 策 的置 信 度 一 

∑ ． 

Case 5：N个人的群体做1项决策的民主化程度的 

量化 

(a)如果决策完全由一 人决定 ．则 民主化程度 D一 

]／N．置 信度 一100 ． 

如果决策由 N 个^平等投票决 定．则民主化程度 

D=100 ，置信度 =100 

如 果决策 由M(M<N)个 人平等投票 决定 t则民 

主化程度 D一(M／N)瞄，置信 度 一100 。 

(b)如果决 策是 由一人 在征求 了 M(M<N)十人 

的意见后做 出，假设 M 个 人的意见在决策人做决策时 

的权重为 (n．，n ．⋯， ) ∈[0．1]．则民主化程度 D 

一 (1+ 2L。，)．置信度 由估计权重 ( ， z，⋯ ，n ) 

的误差确定 

(c)如果决策是由议会(或 其他 的决策群体 如 ：委 

员会 )表决的 ．议会有 M(M<N)个议 员．每个议 员代 

表一个选区 ．第 i个议员代表 三个选 民 ．假设每个议员 

真实代表选 民的意愿的权重分另lJ为(n ，日 -．一日“) 

∈[0，1]．则民主化程度 D=可1 25 z．．置信度 由估 

计枉重(d．，日 ．⋯．d )的误差确定 

Case 4：N十人的群体做 N项 决策的民主化程度 

的量 化 

如果 N项决 策的 民主化 程度分别是 ( ， -⋯ ， 

)．每项决 策的重要性权重为 ( ，a 一|口̂)．则 N项 

决策的民主化程度D=寺厶a D．．如每硬决第的置信 

度为 ， ，⋯， )．则N项决策的置信度 一亩 

∑ 。 

Case 5：N 个人的群体选 举领导 ，选举程 序是：先 

在第 i个选 区选 出 个选举人(每个选 区选举人数与 

选区选 民人数成正 比)，再 由所有选区的选举人投票选 

出领导。设共有 Y 个选 区．第 i个选 区有 Z，个选民 ，该 

选 区的第 i个选 举人真 实代 表选 民的意 愿的权 重 为 

虬．则该选举的民主化程度为：D一 1 Z善 ，置 
信度 由怙 计权重 la．．)的误差确定 ． 

在实际 的民主化程度计算 中，可能会遇 到其他更 

复杂的情况 ．但 只要遵循民主权利人人均等原则 ，就可 

计算出各种情况下的民主化程度及对应的置信度 。 

如果一个群体的相关 决策非常之 多，那么每天都 

有许 多，而且时时在产生。要计算这个群体在一段时 间 

内的民主化程度 ，首先要抓住主要因素 ．挑选出用于计 

算 民主化程度的按重要性排列的决策 序列 (决策 1，决 

(下转 第 12O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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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音颧综台分析方式是实现对新 闻节 目进行高层语义 

结构分析的一种有 效思路 。虽然本方法是为解析新 闻 

视频而专门设计的，但其 中一些音频信号分析方法 ，以 

及视音频信息融合策略也可应用到其他视频节 目的场 

景分析 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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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k for Video Sa gmentation Using Audio and Image Fen— 

turcs In．Prec 0f 1CASSP’98，& attle．1998 3741～ 3744 

13 Zhang H J．Tan S Y ．Smoliar S W ，Gong Y Automa tic 

Parsing and Indexing of News Video Multimedia Sys— 

t㈣ ，19 2 256～ 266 

l4马小虎．张明敏 ．严 华明 多媒体数据压鳍标准及实现．清 

毕大学 出版牡 ．1996 

15钟玉琢 ．乔秉新 ，祁卫译．运 动图像厦其伴音通用编码国际 

标准 MPEG一2(ISO／IEC1 3818)清华大学 出版社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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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2，．，-决策 )．可用此 N项 陕策 的民主化程度表示 
一 十群体的民主化程度 

从 以 卜讨论可 看到 ．我们将人类历史上从来没 

有量化的慨 念：民主概念量化了 ，这样量化了的概念才 

能让我们最终 在计 算机上实现处理 尽管人文和社会 

科学中的概忠具有很大的模糊性 ，但这正好说明问题 

的复杂性 ．模糊概念具有模糊性是根 自然的事 ．我们的 

任务是 如何把它用 数学语言表达 出来 ．量化的过 程也 

是一／r研究的过程 ．相信将来会有越 来越多的定性 概 

念可以进行定 量研究。 

·l2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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