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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给出了一个新的 Ｖａｇｕｅ熵，并以此确定了新的指标权值定义法，从而给出了基于新 Ｖａｇｕｅ 熵的

区间直觉模糊多属性决策模型；构建了工业承接能力评价指标体系，并利用新的多属性决策模型，对皖江城

市带九市工业承接能力进行评估，计算各市的综合属性值，从而确定工业优先转移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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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加速了国际国内产业分工，推动了产业跨区域的转移．沿海地区

受制于高昂的生产成本、资源环境压力和周边国家的竞争，迫切需要升级产业结构，将某些产业逐步向基础

设施日趋完善、要素成本低和内需市场广阔的中西部转移．而皖江城市带便是承接产业转移的目的地之一．
《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规划》（简称《规划》）说明了皖江城市带包括合肥、芜湖、马鞍山、铜陵、安
庆、池州、巢湖、滁州、宣城九市全境和六安市金安区、舒城县．由于 ２０１１年巢湖市拆分为三部分，分别并入其

他三市，因此未考虑巢湖市的承接能力．同时，为了满足“数据的可获得性”，整体考虑六安市的承接能力，并
不单独评价金安区和舒城县．由此，着重研究合肥、芜湖、马鞍山、铜陵、安庆、池州、滁州、宣城、六安九市的工

业承接能力．
《规划》还论述了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的优势：交通体系完善；产业分工互补，合作基础好；配套能

力强；资源丰富，承载空间大；生态环境优越；综合商务成本低．《规划》不仅论述了皖江城市带的优势，还提

到了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中存在的主要问题：缺乏规划引导．而正确的规划引导，需要对各市的承接产

业转移的能力有正确认识．主要研究各市工业承接能力，将利用基于新的 Ｖａｇｕｅ熵的区间直觉模糊多属性决

策模型，给出各市的综合属性值，从而确定产业的优先转移方向．

１　 基于新 Ｖａｇｕｅ熵的区间直觉模糊多属性决策模型

１．１　 区间直觉模糊集的基本理论

利用区间来表示直觉模糊集的隶属度和非隶属度能够较好的体现客观事物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由此，
Ａｔａｎａｓｓｏｖ和 Ｇａｒｇｏｖ给出了区间直觉模糊集的概念：



定义 １［１］ 　 设 Ｘ 是一个非空集合，则称 Ａ＝｛ｘ ｜ （［ ｔ－Ａ（ｘ），ｔ
＋
Ａ（ｘ）］，［ ｆ

－
Ａ （ｘ），ｆ

＋
Ａ （ｘ）］），ｘ∈Ｘ｝为区间直觉模

糊集，简称 ＩＶＩＦＳ（Ｘ），其中［ ｔ－Ａ（ｘ），ｔ
＋
Ａ（ｘ）］，［ ｆ

－
Ａ （ｘ），ｆ

＋
Ａ （ｘ）］⊂［０，１］，ｘ∈Ｘ 分别表示隶属度和非隶属度区间，

且满足条件 ｔ＋Ａ（ｘ）＋ｆ
＋
Ａ （ｘ）≤１，ｘ∈Ｘ，其中 π＋Ａ（ｘ）＝ １－ｔ

－
Ａ（ｘ）－ｆ

－
Ａ （ｘ），π

－
Ａ（ｘ）＝ １－ｔ

＋
Ａ（ｘ）－ｆ

＋
Ａ （ｘ）分别表示犹豫度的

上下界．
为简单起见，可将区间直觉模糊集记为 Ａ＝（［ａ，ｂ］，［ｃ，ｄ］） ．
定义 ２［２］ 　 设 Ａ＝（［ａ，ｂ］，［ｃ，ｄ］）为区间直觉模糊集，均值也即得分函数可记为

Ｓ（Ａ） ＝ ａ ＋ ａ（１ － ｂ － ｄ） ＋ ｂ ＋ ｂ（１ － ａ － ｃ）
２

＝

ａ ＋ ｂ － ａｂ － １
２
（ａｄ ＋ ｂｃ）

（１）

１．２　 改进的 Ｖａｇｕｅ熵

Ｖａｇｕｅ熵可以度量区间直觉模糊集的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主要来自 ３ 个方面：概念的“模糊性”；人
们对改良认识的“不完全性”；区间“本身的模糊性” ．“模糊性”主要表现为隶属度区间和非隶属度区间的接

近程度，认识的“不完全性”体现在犹豫度的大小，区间“本身的模糊性”主要体现在区间的宽度上．
文献［１］定义了区间直觉模糊集的 Ｖａｇｕｅ 熵，但是其主要缺陷在于没有考虑隶属度区间和非隶属度区

间的接近程度对 Ｖａｇｕｅ熵的影响．就此给出了一个新的 Ｖａｇｕｅ熵的定义．

定义 ３（区间数之间的距离） 　 设区间数ａ ＝［ａ－，ａ＋］与ｂ ＝［ｂ－，ｂ＋］，则 ｄ（ａ ，ｂ ）为区间数ａ 与ｂ 之间的距离，

其中 ｄ（ａ ，ｂ ）＝ ａ－－ｂ＋ ＋ ａ＋－ｂ－

２
．

由定义 ３，用区间数之间的距离来度量隶属度区间 ｔ Ａ（ ｘ） ＝ ［ ｔ
－
Ａ（ ｘ）， ｔ

＋
Ａ（ ｘ）］和非隶属度区间 ｆ Ａ（ ｘ） ＝

［ ｆ －Ａ （ｘ），ｆ
＋
Ａ （ｘ）］的接近程度．此距离与熵成反比，区间距离越大，隶属度与非隶属度区间的接近程度越小，则

熵越小．

同时，用犹豫度区间的中间值
π－Ａ（ｘ）＋π

＋
Ａ（ｘ）

２
来表示犹豫度的大小，并考虑犹豫度区间的宽度 π－Ａ（ ｘ） －

π＋Ａ（ｘ）对模糊熵的影响．
最后，用 ｔ＋Ａ（ｘ）－ｔ

－
Ａ（ｘ）＋ｆ

＋
Ａ （ｘ）－ｆ

－
Ａ （ｘ）来刻画隶属度和犹豫度区间宽度对模糊熵的影响．

以上的思考为文章提供了一个新的区间直觉模糊集的 Ｖａｇｕｅ熵，如下：
定义 ４　 已知区间直觉模糊集 Ａ＝（［ ｔ－Ａ（ｘ），ｔ

＋
Ａ（ｘ）］，［ ｆ

－
Ａ （ｘ），ｆ

＋
Ａ （ｘ）］），π

＋
Ａ（ｘ）＝ １－ｔ

－
Ａ（ｘ）－ｆ

－
Ａ （ｘ），π

－
Ａ（ｘ）＝

１－ｔ＋Ａ（ｘ）－ｆ
＋
Ａ （ｘ），称

ＥＡ ＝
π －

Ａ（ｘ） ＋ π ＋
Ａ（ｘ）

４
＋
（π －

Ａ（ｘ） － π ＋
Ａ（ｘ）） ２

４
－

ｔ －Ａ（ｘ） － ｆ ＋
Ａ （ｘ） ＋ ｔ ＋Ａ（ｘ） － ｆ －

Ａ （ｘ）
４

＋

（ ｔ ＋Ａ（ｘ） － ｔ －Ａ（ｘ） ＋ ｆ ＋
Ａ （ｘ） － ｆ －

Ａ （ｘ）） ２

４
＋ １
２

＝
π －

Ａ（ｘ） ＋ π ＋
Ａ（ｘ）

４
＋
（π －

Ａ（ｘ） － π ＋
Ａ（ｘ）） ２

２
－

ｔ －Ａ（ｘ） － ｆ ＋
Ａ （ｘ） ＋ ｔ ＋Ａ（ｘ） － ｆ －

Ａ （ｘ）
４

＋ １
２

（３）

为区间直觉模糊集 Ａ 的熵．
ＥＡ 具有如下性质：
１） 当 Ａ 退化为普通集，即 Ａ＝（［１，１］，［０，０］）或 Ａ＝（［０，０］，［１，１］），ｅ（Ａ）最小且等于 ０；
２） 当区间直觉模糊集 Ａ＝（［０，０］，［０，０］），Ａ＝（［０，１］，［０，０］），Ａ＝（［０，０］，［０，１］），
Ａ＝（［０，０．５］，［０，０．５］）时，此时模糊性最强，则 ＥＡ ＝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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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Ａ是 Ａ 的补集，即满足 ｔＡ（ｘ）＝ ｆＡ（ｘ），１－ｆＡ（ｘ）＝ １－ｔＡ（ｘ），则 ＥＡ ＝ＥＡ；
４） ∀Ａ，Ｂ∈ＩＶＩＦＳ（Ｘ），若它们的隶属度，非隶属度以及犹豫度的中间值分别相等，且隶属度区间与非隶

属度区间距离相等，当 Ｂ 的区间宽度越大时，Ｂ 的 Ｖａｇｕｅ熵越大；
５） ∀Ａ，Ｂ∈ＩＶＩＦＳ（Ｘ），若 Ａ 与 Ｂ 犹豫度区间相同时，Ｂ 的隶属度区间和非隶属区间比 Ａ 的更加接近，则

Ｂ 的 Ｖａｇｕｅ熵更大．
证明　 易证定义 ４满足性质 １）至 ５），此处省略．

定义 ５　 有论域 Ｘ＝｛ｘ１，ｘ２，…，ｘｎ｝，区间直觉模糊集 Ａ ＝
ｎ

ｉ ＝ １
（［ ｔ －Ａ（ｘｉ），ｔ

＋
Ａ（ｘｉ）］，［ ｆ

－
Ａ （ｘｉ），ｆ

＋
Ａ （ｘｉ）］） ／ ｘｉ ，

则它的模糊熵为

ＥＡ ＝ １
ｎ

ｎ

ｉ ＝ １

π －
Ａ（ｘｉ） ＋ π ＋

Ａ（ｘｉ）
４

＋
（π －

Ａ（ｘｉ） － π ＋
Ａ（ｘｉ）） ２

２
－

ｔ －Ａ（ｘｉ） － ｆ ＋
Ａ （ｘｉ） ＋ ｔ ＋Ａ（ｘｉ） － ｆ －

Ａ （ｘｉ）
４

＋ １
２
（４）

　 　 定义 ５具有和定义 ４一样的性质，且证明方法相同，此处省略．

１．３　 基于改进熵的指标权值定义法

在多属性决策中，各个属性对于决策来说并不是同等重要，需要对属性赋予权重，从而对属性加以区别．
权重的赋予往往需要通过对数据信息加以分析，这里使用文献［３］提供的，利用 Ｖａｇｕｅ 熵确定属性权重的

方法．
假设对象集为 Ｘ＝｛ｘ１，ｘ２，…，ｘｎ｝，属性集为 Ａ ＝ ｛ａ１，ａ２，…，ａｍ｝，属性权重为 ｗ ＝ ｛ｗ１，ｗ２，…，ｗｍ｝，其中


ｍ

ｊ ＝ １
ｗ ｊ ＝ １，ｗ ｊ ∈ ［０，１］（ ｊ ＝ １，２，…，ｍ） ．

在实际决策中，决策者往往希望确定信息越多越好，不确定信息越少越好，因此各属性的权重应该尽可

能减少不确定信息，即使得总熵最小，因此建立如下非线性规划模型

ｍｉｎ
ｍ

ｊ ＝ １
ｗ２ｊ Ｅ ｊ

ｓ．ｔ．　 
ｎ

ｊ ＝ １
ｗ ｊ ＝ １，　 ｗ ｊ ∈ ［０，１］（ ｊ ＝ １，２，…，ｍ） （５）

　 　 上述模型可以通过 Ｌａｇｒａｎｇｅ函数求解．

１．４　 基于新 Ｖａｇｕｅ熵的区间直觉模糊多属性决策模型的具体步骤

步骤 １：对于具有 ｎ 个方案，ｍ 个评价指标（属性）的区间直觉模糊集多属性决策问题，首先构造决策矩

阵 Ａ＝（Ａｉｊ） ｎ×ｍ，且 Ａｉｊ ＝（［ ｔ
－
Ａ（ｘｉ），ｔ

＋
Ａ（ｘｉ）］，［ ｆ

－
Ａ （ｘｉ），ｆ

＋
Ａ （ｘｉ）］），（ ｉ＝ １，…，ｎ；ｊ＝ １，…，ｍ） ．

步骤 ２：由决策矩阵 Ａ＝（Ａｉｊ） ｎ×ｍ，利用定义 ２，计算 Ａｉｊ ＝（［ ｔ
－
Ａ（ｘｉ），ｔ

＋
Ａ（ｘｉ）］，［ ｆ

－
Ａ （ｘｉ），ｆ

＋
Ａ （ｘｉ）］）的得分函数

Ｓ（Ａｉｊ），简记为 Ｓｉｊ，从而得到得分函数矩阵：Ｓ＝（Ｓｉｊ） ｎ×ｍ ＝

Ｓ１１ … Ｓ１ｍ
︙ ︙
Ｓｎ１ … Ｓｎｍ

æ

è

ç
ç
ç

ö

ø

÷
÷
÷
．

然后，将得分函数矩阵标准化：

ＲＳｉｊ ＝
Ｓｉｊ


ｎ

ｉ ＝ １
Ｓｉｊ

，（ ｉ ＝ １，…，ｎ；ｊ ＝ １，…，ｍ）

　 　 得到标准化的得分函数矩阵：ＲＳ＝

ＲＳ１１ … ＲＳ１ｍ
︙ ︙
ＲＳｎ１ … ＲＳｎｍ

æ

è

ç
ç
ç

ö

ø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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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３：计算各个指标的熵，第 ｊ 个指标的熵为

Ｅ ｊ ＝
１
ｎ

ｎ

ｉ ＝ １

π －
Ａ（ｘｉ） ＋ π ＋

Ａ（ｘｉ）
４

＋
（π －

Ａ（ｘｉ） － π ＋
Ａ（ｘｉ）） ２

２
－

ｔ －Ａ（ｘｉ） － ｆ ＋
Ａ （ｘｉ） ＋ ｔ ＋Ａ（ｘｉ） － ｆ －

Ａ （ｘｉ）
４

＋ １
２

其中 ｊ＝ １，…，ｍ．
步骤 ４：利用模型（５），通过 Ｌａｇｒａｎｇｅ函数求解，计算得第 ｊ 项指标的权重：

ｗ ｊ ＝
Ｅ －１

ｊ


ｍ

ｊ ＝ １
Ｅ －１

ｊ

；ｊ ＝ １，２，…，ｍ

　 　 步骤 ５：第 ｉ 个方案的综合属性值为

ｚｉ（ｗ） ＝
ｍ

ｊ ＝ １
ｗ ｉＳｉｊ；ｉ ＝ １，…，ｎ

　 　 步骤 ６：利用 ｚｉ（ｗ）（ ｉ∈Ｎ）对方案进行排序与择优，ｚｉ（ｗ）越大则方案越优．

２　 工业承接能力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２．１　 指标选取的原则

评价某市对于工业转移的承接能力，需要从不同角度进行考虑，选取的指标必须要遵循 ３ 个原则：系统

性原则、独立性原则、可获得性原则［４］ ．系统性是在指标选取过程中，要尽量全面反映出产业承接能力的各个

方面．独立性是指选取的指标应该各有侧重，反映出不同方面的实际情况，要达到对于不同地区承接能力的

综合比较．可获得性指选取指标的过程中，不仅要本着全面的原则，更要注重客观实际，数据一定要可以查

得到．

２．２　 指标选取的说明

根据上述 ３个原则，选取了能够较为全面的评价皖江城市带工业承接能力的指标，从产业基础能力、市
场化指数、设施的产业配套能力、经济外向吸纳能力、技术创新能力和环境承载能力 ６ 个方面，设计了 ３３ 个

评价指标组成指标体系，如表 １所示．
表 １　 工业承接能力的评价指标

一级指标 编　 号 二级指标

产业基础能力

成本因素 １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平均主营业务成本占九市的比例 ／ ％

企业盈利能力 ２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平均利润总额占九市的比重 ／ ％

企业效益情况 ３ 工业增加值占九市的比重 ／ ％

产业结构情况（工业水平） ４ 工业产值占总产值的比重 ／ ％

工业规模
５ 地区工业总产值占九市的比重 ／ ％

６ 地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占九市的比重 ／ ％

市场化指数

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７ 地方财政支出占 ＧＤＰ 的比重 ／ ％

劳动力市场的发育程度 ８ 私营企业从业人数占从业人数的比重 ／ ％

引进外资情况
９ 港澳台外商企业数与总企业数比（工业） ／ ％

１０ 港澳台外商企业工业产值与工业总产值之比 ／ ％

居民消费能力 １１ 人均社会销售零售额（元 ／人）占九市的比重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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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１

一级指标 编　 号 二级指标

设施的产业配套能力

地方企业投资情况 １２ 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占总产值的比例 ／ ％

邮电、运输使用情况

１３ 邮电业务总量（万元）占九市的比例 ／ ％

１４ 货物周转量 ／万 ｔ ｋｍ

１５ 旅客周转量 ／万人 ｋｍ

１６ 民用汽车拥有量 ／万量

１７ 公路线路年底到达数 ／ ｋｍ

水电
１８ 工业用电量 ／亿 ｋｗ时

１９ 工业用水情况 ／万 ｍ３

经济外向吸纳能力 ２０ 实际利用外资金额占地方经济规模的比重 ／ ％

技术创新能力

２１ 工业企业 Ｒ＆Ｄ人员占九市的比例

２２ 工业企业 Ｒ＆Ｄ经费支出占九市的比例

２３ 工业企业申请专利数占九市的比例

环境承载能力

２４ 工业废水排放总量 ／万 ｔ

２５ 废水治理设施数 ／套

２６ 废水的处理能力 ／万 ｔ ／日

２７ 工业废气排放总量 ／亿标 ｍ３

２８ 工业废气治理设施数 ／套

２９ 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 ／万 ｔ

３０ 空气质量达到及好于二级的天数 ／ ｄ

３１ 道路交通噪声均值 ／分贝

３２ 人均水资源量 ／ ｍ３ ／人

３３ 森林覆盖率 ／ ％

３　 皖江城市带各市工业承接能力评价及其分析

３．１　 原始数据的收集和处理

根据 ２０１０⁃２０１３年出版的《安徽统计年鉴》，首先收集了 ２００９⁃２０１２ 年皖江城市带的各个城市在各指标

下的数值，共有 ４年的数据，分别构成 ４个原始数据矩阵 Ｒｋ ＝（Ｒｋ
ｉ，ｊ） ９×３３，ｋ＝ １，２，３，４．

然后，用 ＭＡＴＬＡＢ软件（以下数据处理和计算均用 ＭＡＴＬＡＢ完成），对以上 ４ 年数据分别进行标准化处

理，具体方法如下：
对于效益型指标，有

ＲＭｋ
ｉｊ ＝

Ｒｋ
ｉｊ － ｍｉｎｊ （Ｒ

ｋ
ｉｊ）

ｍａｘ
ｊ
（Ｒｋ

ｉｊ） － ｍｉｎ
ｊ
（Ｒｋ

ｉｊ）

　 　 对于成本型指标，有

ＲＭｋ
ｉｊ ＝

ｍａｘ
ｊ
（Ｒｋ

ｉｊ） － Ｒｋ
ｉｊ

ｍａｘ
ｊ
（Ｒｋ

ｉｊ） － ｍｉｎ
ｊ
（Ｒｋ

ｉ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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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得到 ４个标准化后的数据矩阵 ＲＭ１，ＲＭ２，ＲＭ３，ＲＭ４，其中 ＲＭｋ ＝（ＲＭｋ
ｉｊ） ９×３３，ｋ＝ １，２，３，４．

另外，经过标准化后，如果某指标的数值越大，说明城市在该指标下的承接能力越强．
由于讨论的是区间直觉模糊集，因此，每个城市在某指标下的数据应该是一个区间．以每个城市在某指

标下所有 ４年数据的最小值为该区间的左端点，最大值为右端点，构造数据矩阵

ＲＭ ＝

［ＲＭＬ
１，１，ＲＭＲ

１，１］ … ［ＲＭＬ
１，３３，ＲＭＲ

１，３３］

︙ ︙
［ＲＭＬ

９，１，ＲＭＲ
９，１］ … ［ＲＭＬ

９，３３，ＲＭＲ
９，３３］

æ

è

ç
ç
çç

ö

ø

÷
÷
÷÷

　 　 其中 ＲＭ＝（［ＲＭＬ
ｉｊ，ＲＭＲ

ｉｊ］） ９×３３，ＲＭＬ
ｉｊ ＝ｍｉｎｋ ＲＭｋ

ｉｊ，ＲＭＲ
ｉｊ ＝ｍａｘｋ ＲＭｋ

ｉｊ，ｋ＝ １，２，３，４．

３．２　 构造决策矩阵和得分函数矩阵

利用隶属度函数和非隶属函数，将数据矩阵 ＲＭ ＝ （［ＲＭＬ
ｉｊ，ＲＭＲ

ｉｊ ］） ９×３３转化为决策矩阵 Ａ ＝ （Ａｉｊ） ９×３３，且

Ａｉｊ ＝（［ ｔ
－
Ａ（ＲＭＬ

ｉｊ），ｔ
＋
Ａ（ＲＭＲ

ｉｊ）］，［ ｆ
－
Ａ （ＲＭＬ

ｉｊ ｉ），ｆ
＋
Ａ（ＲＭＲ

ｉｊ）］）｛ ＼ｋｅｒｎ１ｐｔ｝（ ｉ＝ １，…，９；ｊ＝ １，…，３３） ．
使用升半梯形隶属度函数和降半梯形非隶属度函数．
升半梯形隶属度函数：

ｔＡ（ｘ） ＝

０，ｘ ＜ ａ
ｘ － ａ
ｂ － ａ

，ａ≤ ｘ ＜ ｂ

１，ｘ≥ ｂ

ì

î

í

ï
ïï

ï
ïï

　 　 降半梯形非隶属度函数：

ｆＡ（ｘ） ＝

１，ｘ ＜ ａ
ｂ － ｘ
ｂ － ａ

，ａ≤ ｘ ＜ ｂ

０，ｘ≥ ｂ

ì

î

í

ï
ïï

ï
ïï

其中，ａ，ｂ∈Ｒ．
另外，由隶属度函数可以看出，如果某城市在某指标下的数值越大，则隶属度越大，说明此城市在该指

标下的承接能力越强．
由决策矩阵 Ａ ＝ （Ａｉｊ） ｎ×ｍ，利用定义 ２，计算 Ａｉｊ的得分函数 Ｓ（Ａｉｊ），简记为 Ｓｉｊ，从而得到得分函数矩阵

Ｓ＝（Ｓｉｊ）９×３３ ＝

Ｓ１，１ … Ｓ１，３３
︙ ︙
Ｓ９，１ … Ｓ９，３３

æ

è

ç
ç
ç

ö

ø

÷
÷
÷
， 然 后 将 得 分 矩 阵 标 准 化， 得 到 标 准 化 的 得 分 函 数 矩 阵 ＲＳ ＝

（ＲＳｉｊ）９×３３ ＝

ＲＳ１，１ … ＲＳ１，３３
︙ ︙

ＲＳ９，１ … ＲＳ９，３３

æ

è

ç
ç
ç

ö

ø

÷
÷
÷
．

３．３　 计算各指标的熵及权重

根据定义 ５计算各个指标的熵，并且利用模型（５）计算每个指标的权重，如表 ２所示．

３．４　 计算各个城市的综合属性值

由表 ２结果可以计算出每个城市的综合属性值（表 ３），由表 ３可得出合肥市的综合属性值最高，工业承

接能力最强，其次是芜湖市，而池州市的承接工业能力最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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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各指标的 Ｖａｇｕｅ熵及权重

指标编号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Ｖａｇｕｅ熵 Ｅｊ ０．２５８ ０．８２３ ０．８０１ ０．７０８ ０．７７１ ０．４８３ ０．６８９ ０．８１８ ０．８１９

权重 ｗｊ ０．０７２ ０．０２３ ０．０２３ ０．０２６ ０．０２４ ０．０３８ ０．０２７ ０．０２３ ０．０２３

指标编号 １０ １１ １２ １３ １４ １５ １６ １７ １８

Ｖａｇｕｅ熵 Ｅｊ ０．８ ０．８２９ ０．７５５ ０．５８ ０．６５８ ０．８０１ ０．７６６ ０．４４７ ０．７６９

权重 ｗｊ ０．０２３ ０．０２２ ０．０２５ ０．０３２ ０．０２８ ０．０２３ ０．０２４ ０．０４２ ０．０２４

指标编号 １９ ２０ ２１ ２２ ２３ ２４ ２５ ２６ ２７

Ｖａｇｕｅ熵 Ｅｊ ０．８１９ ０．８０８ ０．８１７ ０．８１２ ０．８０６ ０．６８４ ０．６４２ ０．８１ ０．３２７

权重 ｗｊ ０．０２３ ０．０２３ ０．０２３ ０．０２３ ０．０２３ ０．０２７ ０．０２９ ０．０２３ ０．０５７

指标编号 ２８ ２９ ３０ ３１ ３２ ３３

Ｖａｇｕｅ熵 Ｅｊ ０．７３６ ０．２２３ ０．４９７ ０．８０９ ０．７４５ ０．５５２

权重 ｗｊ ０．０２５ ０．０８３ ０．０３７ ０．０２３ ０．０２５ ０．０３４

表 ３　 皖江城市带各城市工业承接能力的综合属性值

城市 综合属性值 ｚｉ（ｗ）

合肥市 ０．１６４

芜湖市 ０．１０３

宣城市 ０．１０４

安庆市 ０．０９９

六安市 ０．１４０

滁州市 ０．１１０

马鞍山市 ０．０９３

铜陵市 ０．０８０

池州市 ０．１０７

４　 结束语

首先，对于权重未知的区间直觉模糊多属性模糊集进行多属性决策时，提出了一种利用改进的 Ｖａｇｕｅ 熵
确定属性权重的方法，改进的 Ｖａｇｕｅ熵更加能够反映模糊集的模糊性．然后按照区间直觉模糊集多属性决策

问题方法的步骤，对皖江城市带九市承接工业产业转移的能力进行了评估．在评估的过程中，确定了基于 ３３
个评价指标的指标体系，此指标体系能够较为系统地、全面地反映出各市的工业承接能力．

从表 ３的结果可以得出结论，合肥市和芜湖市的工业承接能力最强．其实，从历年数据看，合肥市和芜湖

市在各项指标下均位于领先位置．例如，从 ２０１２年数据看，在 ３３ 项招标中，合肥市有 １５ 项排名第一，６ 项排

名第二；芜湖市有 １项指标排名第一，有 ７项指标排名第二，１１项指标位列第三．作为《规划》中所提到的“一
轴双核两翼”中的两核，合肥与芜湖可谓名副其实．因此，应该发挥合肥作为交通枢纽和研发创新中心、芜湖

作为港口城市的优势，密切与周边几市的经济联系，促进跨江联动发展和一体化进程，推进新型工业基地建

设，进而为“中部崛起”打下坚实基础．
（下转第 ４７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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