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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性格不仅能够影响一个人的生活状况、婚姻家庭，还会影响一个人的人际交往、事业发展等，性
格在某种程度上能够决定一个人的成败得失，乃至前途命运。从影响性格形成的众多因素出发，运用层次

分析法对影响性格形成的各因素加以分析，从而得到各因素的重要性排序，对性格的形成有更进一步的认

识与了解。此外，还对性格缺陷的改善提供了一些良好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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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格，无非是指一个人独特，有规律的心理特征，包括对人、物、事所表现出的态度或倾向。性格中存在

的各种元素可以从各个角度反映出复杂多变的心理活动和行为习惯，这些元素的组合方式有无数种，因此

不可能有两个人的性格完全相同，它甚至比外貌或者姓名更加独特，还会被当做一个人“好”或“坏”的重要

评价标准。

性格除了先天遗传带来的影响之外，后天的塑造也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影响性格形成的因素有很

多：社会背景、环境因素、生活际遇等［１］。只有真正了解了自己的性格，给自己一个准确的定位，并从各种因

素中培养自己的良好性格，才能够把握成功，把握命运。此处将从影响性格形成的众多因素出发，运用层次

分析法对影响性格形成的各因素加以分析，从而得到各因素的重要性排序，使对性格的形成有更进一步的

认识与了解。

１　分析研究

层次分析法（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ｙｐｒｏｃｅｓｓ，ＡＨＰ）是美国著名的运筹学家Ｔ．Ｌ．Ｓａｔｔｙ等人在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提

出的一种定性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多准则决策方法［２］。

１．１　建立层次结构模型

影响性格形成的因素有很多，从先天遗传与后天塑造这两个方面入手，在咨询专家和实际调研的基础

上选取了智力、血型、气质、环境因素、教育因素、生活际遇、社会背景这７个影响性格形成的因素作为研究对
象，建立层次结构模型如图１所示。

１．２　构造判断矩阵

先天遗传与后天塑造在影响人性格的形成中都起到了不可忽略的作用。对图１给出的层次结构模型，根

据Ｔ．Ｌ．Ｓａｔｔｙ教授的１～９表度法［３］，由专家评价确定判断矩阵中Ｃｉｊ的值，得到各层次的判断矩阵如下所示：



图１　性格成因层次结构模型

第一层的判断矩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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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层的判断矩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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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给出的判断矩阵，还需要进行一致性检验。若一致性检验通过，则可计算出权重值，从而分析出各
因素的重要性排序。

１．３　判断矩阵的一致性检验与层次单排序

层次单排序是指根据判断矩阵计算对于上一层某因素而言，本层次与之有联系的因素的重要性次序的

权值 。它是本层次所有因素相对上一层而言的重要性进行排序的基础［４］。对于上述３个判断矩阵，分别进
行一致性检验，得到层次单排序如下表所示：

表１　准则层（Ａ）判断矩阵

性格成因Ａ 先天遗传Ａ１ 后天塑造Ａ２ 重要性排序值

先天遗传Ａ１ １ １／３ ０．２５

后天塑造Ａ２ ３ １ ０．７５

　　　注：特征向量Ｗ＝
１
４

３
４[ ]

Ｔ

，λｍａｘ＝２

判断矩阵Ａ满足一致性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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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先天遗传（Ａ１）的层次单排序

先天遗传Ａ１ 智　力Ｂ１ 血　型Ｂ２ 气　质Ｂ３ 优劣顺序

智　力Ｂ１ １ ２ ５ ０．５８１６

血　型Ｂ２ １／２ １ ３ ０．３０９０

气　质Ｂ３ １／５ １／３ １ ０．１０９５

　　　注：λｍａｘ＝３．００３７，ＣＩ＝０．００１８５，ＲＩ＝０．５８，ＣＲ＝０．００３６＜０．１０

判断矩阵Ａ１满足一致性检验。
表３　后天塑造（Ａ２）的层次单排序

后天塑造Ａ２ 环境因素Ｂ４ 教育因素Ｂ５ 生活际遇Ｂ６ 社会背景Ｂ７ 优劣顺序

环境因素Ｂ４ １ ２ ２ ３ ０．４２３６

教育因素Ｂ５ １／２ １ １ ２ ０．２２７１

生活际遇Ｂ６ １／２ １ １ ２ ０．２２７１

社会背景Ｂ７ １／３ １／２ １／２ １ ０．１２２３

　　　注：λｍａｘ＝４．０４３５，ＣＩ＝０．０１４５，ＲＩ＝０．９，ＣＲ＝０．００３９＜０．１０

判断矩阵Ａ２满足一致性检验。
由以上３个表可知，各层判断矩阵全部通过一致性检验，因此所得到的的权重系数全部有效。

１．４　层次总排序

依次沿递阶层次结构由上而下逐层计算，即可计算出最低层因素相对于最高层的相对重要性排序值，

即层次总排序［２］。对上述３个表进行汇总，可得到如下层次总排序，见表４。
表４　综合评价总排序

评价指标 先天遗传Ａ１ 后天塑造Ａ２ 综合评价总排序

权重系数 ０．２５ ０．７５ —

智力Ｂ１ ０．５８１６ ０．１４５４

血型Ｂ２ ０．３０９０ ０．０７７３

气质Ｂ３ ０．１０９５ ０．０２７４

环境因素Ｂ４ ０．４２３６ ０．３１７７

教育因素 Ｂ５ ０．２２７１ ０．１７０３

生活际遇Ｂ６ ０．２２７１ ０．１７０３

社会背景Ｂ７ ０．１２２３ ０．０９１７

２　结　论

（１）根据分析与研究，通过层次分析法理论得到影响性格形成的各因素的权重从大到小排列为环境因
素、教育因素、生活际遇、智力、社会背景、血型、气质，权重分别为０．３１７７、０．１７０３、０．１７０３、０．１４５４、０．０９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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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０７７３、０．０２７４。
（２）由表４综合评价总排序可知影响性格形成的众多因素中，最为重要的因素是环境。这里的环境实

际上包括了自然环境、社会环境以及家庭环境。也就是说环境造就了性格，对影响性格的形成起到了明显

的作用。这也不难解释为什么在一个良好环境中成长的孩子性格也会相对较好。此外，教育因素、生活际

遇仅次于环境，对性格的影响也是相对比较重要的。

（３）一个良好的性格能够为人们带来更多的人际关系，更多的际遇，更多的成功。可是一个好的性格并
不是天生就具备的。对于性格不完善的人，一定不要把自己性格内向或外向作为一个包袱，因为每个人的

性格有所长也有所短，只要在实际生活中努力发挥自己的优点，克服自己的缺点，就可能拥有成功的人生。

对于不完善的性格，应该抱有一个良好的心态，对自己要不断反省，不断完善，应该有追求良好性格目标的

努力，改变性格并不是短期内可以实现的。培养良好的性格，要学会暂时接受自己的性格缺陷，冷静地分析

自己的性格所长所短，尽可能扬长避短。其次要学会等待和寻找机会，所谓等待，就是充分意识到“改变是

一个时间函数”，有时侯，听其自然，就是最佳的改变方式。所谓机会包括超常的生活经历、心理治疗等外界

的帮助。机会总是出现在准备好了的人面前。另外，还可以通过饮食来改善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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