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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主题报告主要内容 

“不确定条件下的金融学方法研究” 

经济研究院  肖洪生 

 

第一部分  认识论 

观点 1. 人的本质是生存于发展。换言之，人行为选择具有“趋利避害”性。 

观点 2. “相互反射性”。实际事态（actual state of affair）可视为 x，参与者的观

点则为 y, “相互反射性”可以表述成一对递归函数： 

认识函数：   

参与函数：  

所以， 

 

 

这就是我的方法的理论基础。两个递归函数不会产生均衡的结果，只有一个永无止境

的变化过程。这个过程从根本上区别于自然科学研究过程，在那里，一组事件跟随另一组事

件，不受思维或认知的干扰。必须承认，“相互反射性”可解释为黑格尔辩证法和马克思辩

证唯物主义的综合。黑格尔太晦涩，马克思的历史决定论又同我的观念完全相反。 

第一个分析工具：由“范数”诱导的任意两点之间的“距离”。 

xyyxd  ),( 0  

观点 3. 不确定性是金融市场的本质特征。定义：事物客观实际值与预期值的不一致，

谓之不确定性。对客观事物能准确预测是个别、偶然现象，不能准确预测则是多数、普遍的

现象；换言之，确定性是事物个别、偶然现象，不确定性则是事物多数、普遍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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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 4. 有效市场是个别、偶然现象；不完全有效市场则是多数、普遍现象；是否有效

当下根本不知道。 

观点 5.对称信息是个别、偶然现象；非对称信息则是多数、普遍现象。这是资本市场

存在的根本原因。 

客观性（对称性）、确定性、人文科学的自然科学化—西方金融理论存在的主要问题。 

第二个分析工具：“先天《易》范式”-多元周期分析法 

1.定义 1，设某一事物现在时刻（t）为 )(tY ，内在约束条件（内因）为 )(tXN ，外在约

束条件（外因）为 )(tXW ,定义该事物 )(tY 为： 

)](),([)( tXtXftY WN                     （2-2-1） 

把内因和外因所有因素，按照重要性程度分为三个等级（类或集合），内因第一、第二、

第三重要等级因素，分别用 )(1 tx 、 )(2 tx 、 )(3 tx 表示；外因第一、第二、第三重要等级因素分

别用 )(4 tx 、 )(5 tx 、 )(6 tx 表示。则有： 

)()()()( 321 txtxtxtXN               (2-2-1-1) 

)()()()( 654 txtxtxtXW              (2-2-1-2) 

2.定义 2，一个因素若积极建设性力量（肯定方面）是主要方面，则其性质就属“阳”，

以“一”符号表示；反之，其性质就属“阴”，以符号“- -”表示。 

3.定义 3，阴、阳二“爻”组合的八个基本图象（卦）序数定义。采用先天八卦序数，

即：☰乾一、☱兑二、☲离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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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二元六维图象”（六爻）排列顺序的规则是：内因第一、第二、第三重要等级因素，

分别用初爻、二爻、三爻表示；同理，四爻、五爻、上爻则表示外因第一、第二、第三重要

等级因素。 

5.先天《易》六十四卦方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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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各个因素重要性权重 

设各个爻（因素）重要性权重为 i ，i=1,2,…,6。由“六十四卦方圆图”，可得如下关

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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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因重要性 85.0

37.0

32.0

16.0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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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w                  （2-2-4） 

由此可见，“六十四卦方圆图”中，内、外因各个因素重要性殊异，这是一个极端情况。

另一个极端情况，内、外因各个因素重要性相同，有如下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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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i
          （2-2-5） 

解得： 1666.0i ， 6,...,2,1i ；内因重要性 5.0Nw ；外因重要性 5.0Ww 。 

一般情况是，内、外因各个因素重要性，介于上述两极端情况之间，综合（2-2-3）--

（2-2-5）式得： 

外因重要性范围 15.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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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        （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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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w      

观点 6. 事物发展变化的基本规律是，对立统一规律、质量互变规律和周期变化规律。 

符号化、演绎逻辑、定量地诠释事物联系发展的基本规律，与唯物辩证法可谓是殊途同

归，并有新的发展。 

第三个分析工具：“笛卡尔坐标周期分析法”：单元周期分析方法 

“笛卡尔坐标周期分析法”涵义是，利用笛卡尔坐标系，根据一阶导数、二阶导数几何

意义，描述事物周期发展规律。分析思路是，设事物在现在时刻（t）为 )(tY ,则有 

)()( tftY  1
                          （2-3-1） 

根据导数涵义，导数
dt

dY
既是“事物”在 t时刻的变化率，也是事物的变化趋势（上升、

                                                        

1 本文实际应用不要求 )(tY )(tf 连续、可导，只是借鉴
t

Y

dt

dY
t 




 0
lim ， t

dt

dY

dt

Yd
t




/)(lim
02

2

之

几何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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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确定、下降）。具体意义如下（参见图 3
2
）： 

0lim
0






 t

Y

dt

dY
t

，表示“事物”处于“扩张”阶段，方向是上升(O→A→B→C,或 F

→G→H→I 阶段)； 

0lim
0






 t

Y

dt

dY
t

，表示“事物”处于“峰”或“谷”点，暂时发展方向不明(C,F,I

点)； 

0lim
0






 t

Y

dt

dY
t

，表示“事物”处于“衰退”阶段，方向是下降（C→D→E→F阶段）。 

根据二阶导数定义， t
dt

dY

dt

Yd
t




/)(lim
02

2

表示“事物”在 t 时刻的变化率的变化率，

也是“事物”的“加趋势”
3
。几何意义解释如下： 

 

图 2-3-1  笛卡尔坐标周期分析图 

若设定，O→A 或 F→G 为匀速上升阶段；C→D 为匀速下降阶段。则 A→B或 G→H 为加速

上升阶段、B→C 或 H→I 则是减速上升阶段；D→E 则为加速下降阶段、E→F 则是减速下降

阶段。则定义 

2

2

dt

Yd
=0（O→A 或 F→G；C→D） 

0
2

2


dt

Yd
（A→B或 G→H；E→F） 

                                                        
2 图 3 由研究对象的时间序列而制成；其结构是总结、归纳了大量自然、社会现象的抽象概括，也可视为

理论的假设条件。 

3 物理学中，速度是动点位置的坐标对于时刻的一阶导数；加速度是表示动点位置的坐标对于时刻的二阶

导数。借鉴物理学定义方法，本文定义：“趋势”是研究对象位置的坐标对于时刻的一阶导数；“加趋势”

表示研究对象位置的坐标对于时刻的二阶导数，描述的是“趋势”对时刻的变化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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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2

2


dt

Yd
（B→C或 H→I；D→E） 

观点 7.在不确定条件下，可预测对象是，事物未来一段时间变化趋势之可能性。 

 

第二部分  方法论 

一、量度不确定性方法：隶属度与灰集合 

1. 概率与隶属度特性比较 

概率与隶属度都可度量不确定性问题，其度量值皆在[0，1]上，逻辑上皆缺乏排中律，

但两者有本质区别。主要有： 

（1）概率是随机性信息；模糊性信息则描述的是客观对象中差异的中间过渡的边界不

分明性。 

（2）概率是一个本属于更高维的确定性问题，本质上是一种处理技巧，并非客观的本

原性存在；模糊结构则不然，它是客观世界的本原性存在。 

（3）稳定性不同。用概率量度不确定性，暗含试验条件相同和试验次数很大。现实世

界条件是，试验条件不完全相同和试验次数较少，此时概率具有不稳定性；相反，隶属度是

空间性的、本原性的不确定信息，具有相对稳定性。 

总之，在“未来高度不确定性”的世界里，使用模糊数学之隶属度量度事物发展的不确

定性，比使用概率更适合客观实际。 

2. 设立隶属函数原则是： 

(1)当分析因素 x 与其它因素相互联系中，处于非常有利于事物未来发展时，隶属度则

趋近于 1，即 1)( xA ； 

(2)当分析因素 x 与其它因素相互联系中，处于非常不利于事物未来发展时，隶属度则

趋近于 0，即 0)( xA ； 

(3)当分析因素 x 与其它因素相互联系时，对事物未来发展之影响处于不确定状态，或

决策者在决策时对该因素性质不了解时，此种情况隶属度取值 0.5，即 5.0)( xA 。 

(4)当分析因素 x 与其它因素相互联系时，对事物未来发展之影响处于上述三个关键点

之间者，其隶属度界于[1,0.5]和[0.5,0]两区间,由隶属函数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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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数学映射的定义，模糊集合映射的值域是[0，1]为数集，而映射的定义域 X，既可

是可量化的数集，也可是不可量化的非数集，因此模糊集合映射是泛函。正是采用模糊集合

之思想，将可量化和不可量化的研究对象（或因素）与[0，1]集合中的一个数字建立一一对

应的映射关系，实现了研究对象（或因素）的完全量化分析。 

3. 不完美信息--不完全信息和非对称信息度量方法--灰集合 

所谓 G 是论域 X 上的一个灰集合，是指给定了从 X 到闭区间[0，1]的两个映射 

]1,0[:
_

XG ， ]1,0[)( 


xGx                    （7-3-1） 

]1,0[: 


XG ， ]1,0[)( 


xGx                    （7-3-2） 

式中，


G 与


G 分别称为 G 的上隶属函数和下隶属函数； )(xG


与 )(xG


分别称为因素 x相

对于 G 的上隶属度和下隶属度。两者由分析（或决策）者给出，视为已知。信息量由上、下

隶属度刻画，两者之间是灰区间，这体现了“部分已知，部分未知”的内涵（见图 7-3-1）。 

 

图 7-3-1  信息灰集合 

设立灰度上、下隶属函数的原则是：当研究的对象信息上界完全已知时，取 1)( 


xG ；

反之，则取 0)( 


xG ；当研究的对象信息下界完全已知时，取 1)( 


xG ；否则，取 0)( 


xG 。 

决策者掌握的信息是一个灰区间，该区间具有无数个点，仍无法具体量化。灰色数学分

析方法是，在灰区间内找出“权”最大点的隶属度，作为决策者掌握信息的量度 )(xG 。由

于 ]1,0[)(),(
_




xGxG ,且要求[0,1]是凸集。因此，可得如下关系 

]1,0[)()1()()(
_




xGxGxG               (7-3-3) 

式中是“权”系数。实践中很难准确度量，一般取 =1/3， =1/2， =2/3。不

同决策者由于遗传因素、个人偏好、学习背景和实践经验的不同，同一问题不同决策者给

)(
_

xG 、 )(xG


赋值不同，实现了知识不完全性和信息非对称性的量化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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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不完美信息的不确定性量度 

考虑知识不完全性和信息非对称性后，设决策者对研究对象 x 性质的认识由原来的

)(xA 变为 )(x 。由于 )(xA 是决策者对 x 性质的认识， )(xG 表示决策者对 x 性质认识

所拥有的信息量的度量，两者性质不同，且 )(xA 、 ]1,0[)( xG 。因此，在不完全知识（信

息）和非对称信息条件下，不确定性量度定义为 

)(x = )(xA . ]1,0[)( xG                （7-3-4） 

二、单一因素模糊分析法 

1.设 x 是影响决策中多因素之一个因素，是时间 t 的函数，且有如下映射关系： 

)(txx                            （7-4-1） 

2.确定“因素 x 在未来一段时间变化趋势”。设“因素 x 在未来一段时间变化趋势”，

由其现在时刻，在笛卡尔坐标周期图中的“位置”、“趋势”、“加趋势”，共同决定。此处有

两个时间概念，现在时刻 t，和“未来一段时间（ tt  ）”。“未来一段时间”的含义是，从

现在 t 到（ tt  ）期限内；现在时刻用 t 而不使用 0t ，主要强调“现在”是个动态发展的

概念。根据“笛卡尔坐标周期分析法”思想，为记号方便，如下符号意义与数学导数标准符

号涵义稍有区别。定义如下： 

因素 x 现在时刻 t，在笛卡尔坐标周期图中: 

“位置”为： )(txx   

“趋势”为：                
t

ttxtx

dt

tdx
t 






)()(
lim

)(
0

              （7-4-2） 

“加趋势”为：             t
dt

tdx

dt

txd
t




/]
)(

[lim
)(

02

2

             （7-4-3） 

“位置”、“趋势”、“加趋势”，由时间序列模型求得，视为已知。 

“因素 x 未来一段时间变化趋势”是：
t

txttx

dt

ttdx
t 







)()(
lim

)(
0

（7-4-4） 

3.量度“因素 x 未来一段时间变化趋势可能性”。根据模糊数学隶属度定义，以隶属

度 ]
)(

[
dt

ttdx 
 ，表示“因素 x 未来一段时间变化趋势[

dt

ttdx )( 
]之可能性”。设现在时刻

t ，因素 x 在笛卡尔坐标周期图中的“位置”、“趋势”、“加趋势”，对“因素 x 未来



山东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项目沙龙第五期                                            2011 年 6 月 1 日 

 10

一段时间变化趋势之可能性”的影响，分别是 )]([ tx 、 ]
)(

[
dt

tdx 和 ]
)(

[
2

2

dt

txd ，重要性贡

献（权重）分别设为 、  、 ，则有如下逻辑关系: 

]
)(

[]
)(

[]
)(

[]
)(

[)]([)]([]
)(

[
2

2

2

2

dt

txd
G

dt

txd

dt

tdx
G

dt

tdx
txGtx

dt

ttdx





（7-4-12） 

（ 1）理论上：  =0，  =0.5，  =0.5。根据实践经验取：  =[0.1-0.2]；

]45.04.0[2/)1(   为宜。也有 取值较大特殊情况，甚至 =1，  =0，

 =0，需根据实际情况灵活掌握。 

（2）定义 )(x 。就是“设立隶属函数原则”，根据质量互变规律、周期变化规律，具

体情况，灵活掌握。 

（3）定义 )(
dt

dx  

dt

dx

dt

dx






















00

05.0

01

)(  

（4） )(
2

2

dt

xd  

dt

dx

dt

xd

dt

xd
































 0

0

0

0

]5.0,0[

1

]1,5.0[

)(
2

2

2

2

减速上升

趋势不变

加速上升

  

dt

dx

dt

xd

dt

xd
































 0

0

0

0

]5.0,0[

0

]1,5.0[

)(
2

2

2

2

加速下降

趋势不变

减速下降

  

（7-4-12）式称为单因素模糊分析的“一般函数式”。根据模糊数学隶属度定义： 

]
)(

[
dt

ttdx 
 =0.5，表示“因素 x 未来一段时间变化趋势”，可能上升，也可能下降，方向

不明； 

]
)(

[
dt

ttdx 
 >0.5，表示“因素 x 未来一段时间变化趋势”，上升可能性大于下降可能性； 



山东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项目沙龙第五期                                            2011 年 6 月 1 日 

 11

]
)(

[
dt

ttdx 
 <0.5，表示“因素 x 未来一段时间变化趋势”，下降可能性大于

上升可能性。 

三、综合模糊决策方法 

1. “函数式”分析法 

思路是，设在现在时刻（t），决策事物（或称决策对象）为 )(tY ，其影响因素之内因

为 )(tX N 、外因为 )(tXW ,则 )(tY 可表示为： 

)()](),([)( tftXtXftY WN   

内因和外因所有因素，按照重要性程度分为三个等级（类或集合），内因第一、第二、

第三重要等级因素，分别用 )(1 tx 、 )(2 tx 、 )(3 tx 表示；外因第一、第二、第三重要等级因素，

分别用 )(4 tx 、 )(5 tx 、 )(6 tx 表示。则有： 

)()()()( 321 txtxtxtXN                       （7-5-2） 

)()()()( 654 txtxtxtXW                      （7-5-3） 

又设：决策事物（或称决策对象） )(tY “未来一段时间变化趋势之可能性” ]
)(

[
dt

ttdY  ，

由影响因素 )(txi （ 6,...,2,1i ）的“未来一段时间变化趋势可能性” ]
)(

[
dt

ttdxi 
 [由（11）

式决定]共同决定。再设：因素 )(txi 对 )(tY 在“未来一段时间变化趋势之可能性”的重要

性权重（贡献）为 i 。因此，可得“不确定条件下，决策事物未来一段时间变化趋势之可

能性”定义式是： 

]1,0[]
)(

[]
)(

[
6

1





 

 dt

ttdx

dt

ttdY i

i
i   

i 由 

根据模糊数学隶属度定义，有： 

（1） ]
)(

[
dt

ttdY  =0.5，表示决策（分析）者判断，决策事物未来一段时间变化趋势可

能上升，也可能下降，方向不明； 

（2） ]
)(

[
dt

ttdY  >0.5，表示决策（分析）者判断，决策事物未来一段时间变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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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升可能性大于下降可能性； 

（3） ]
)(

[
dt

ttdY  <0.5，表示决策（分析）者判断，决策事物未来一段时间变化趋势，

下降可能性大于上升可能性。 

（4）实践经验是，当 7.0]
)(

[ 


dt

tdY 时，可有效控制风险，是建议的决策标准。 

（5）理论上， ]
)(

[
dt

ttdY  1 ，意味着，决策事物未来一段时间，上升可能性远远

大于下降可能性； ]
)(

[
dt

ttdY  0 ，决策事物未来一段时间，下降可能性远远大于上升可

能性。然而，实践情况并非如此。其中之故，“图象式”分析法可很好地解释这个问题。 

2.“图象式”分析法 

就是依据“先天《易》范式新诠”之定义，把“函数式”分析结论，以图象方式表现出

来。“先天《易》周期分析法”既是“图象式”表示法的理论依据，也是其分析结论的表示

方法。“图象式”表示法规则是，按照《易传》的传统，内因（“内卦”）三因素（“三爻”）

在下，外因（“外卦”）三因素在上，采用纵向排列，从下到上，依次是 )(1 tx 、 )(2 tx 、 )(3 tx 和

)(4 tx 、 )(5 tx 、 )(6 tx 。每一个因素，对决策事物未来一段时间变化趋势之可能性的影响性质，

由（7-4-12）式决定： 

1．当 5.0]
)(

[ 


dt

ttdxi 时，表明其性质隶属于积极、肯定、建设性力量是主要方面，

则以实线“一”符号表示； 

2．而 ]
)(

[
dt

ttdxi 
 5.0 时，则意味其性质隶属于消极、否定、破坏性力量是主要方面，

以虚线“--”符号表示。 

这样由“函数式”分析的结论，就可以表示为一个“二元六维”的图象，在“先天《易》

六十四卦方圆图”坐标系中就有其对应位置。 

“图象式”表示法使用方法。依据“先天《易》范式新诠”之定义和“六十四卦方圆图”

定义规则，就可以判断资产价格现处周期中的相对位置和未来发展趋势。具体是： 

第一，内因中最重要因素 )(1 tx 的性质（“—”或“--”），决定了决策事物的变化趋势。

当 )(1 tx 的性质隶属于“—”时，表明决策事物未来一段时间变化趋势是，上升可能性大于下

降可能性；反之，则下降可能性大于上升可能性。 

第二，内因中各因素性质（“—”或“--”）的组合，决定了决策事物现处周期中的相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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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置。如，☳表示决策事物现在周期变化上升的初期阶段，未来发展趋势是上升可能性大于

下降可能性；☲表示决策事物现在周期变化上升的初中期阶段，未来发展趋势是继续上升可

能性大于下降可能性；☱表示决策事物现在周期变化上升的中期阶段，未来发展趋势是继续

上升可能性大于下降可能性；☰表示决策事物现在周期变化上升的后期阶段，未来发展趋势

逐渐向不确定性方向发展；☴表示决策事物现在周期变化下降的初期阶段，未来发展趋势是

继续下降可能性大于上升可能性；☵表示决策事物现在周期变化下降的初中期阶段，未来发

展趋势是继续下降可能性大于上升可能性；☶表示决策事物现在周期变化下降的中后期阶

段，未来发展趋势是继续下降可能性大于上升可能性；☷表示决策事物现在周期变化下降的

后期阶段，未来发展趋势逐渐向不确定性方向发展。 

上文提到的，当 ]
)(

[
dt

ttdY  1 且 )(1 tx 的性质隶属于“—”时，“函数式”理论上分

析的结论，与实践情况多数相悖，这是“函数式”方法无法解释的现象。此种情况，“图象

式”解释是，此时趋近于上升周期的末端，继续变化，进入决策事物下降周期的可能性较大。

这就是，当 ]
)(

[
dt

ttdY  1 时，“函数式”理论与实际，多数情况相悖的原因。另一个极

端情况是， ]
)(

[
dt

ttdY  0 ，从“函数式”视觉看，此时决策事物未来一段时间下降可能

性远远大于上升可能性；而“图象式”的解释则是，此刻是“下降周期的末端、新的上升周

期伊始”的可能性较大。同一现象，两种方法解释迥异。另一方面，“图象式”对影响决策

事物因素的性质的划分是二分法，即“—”之性质的区间是 ]1,5.0(]
)(

[ 


dt

ttdxi ，而“--”

之性质的区间则是 ]5.0,0[]
)(

[ 


dt

ttdxi ，与“函数式”比较，定义范围宽泛，准确性稍逊。

这就是，分别采用“图象式”和“函数式”研究决策事物未来一段时间变化趋势之可能性的

原因所在，两者必须结合使用，缺一不可。 

 

第三部分应用 

一、正在做的研究工作 

1.资产定价 

（1）西方金融理论 




 


0 )1(t
t

t

t
V r

F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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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 决定 

1）Harry Markowitz Portfolio Selection Model 

    E R p Rt
t

N

t( ) 



1

 

2）Capital Asset Pricing Model 或简称 CAPM 

  R R
R R

i f
M f

M

iM 


( )


2   = R R Rf M f i ( )  

3）多要素 CAPM 

))([)( , FMMiFi RRERRE   ))([ 11, FFFi RRE   ))([ 22, FFFi RRE  

))([... , FFHFHi RRE    

4）Arbitrage Pricing Theory(APT) 

                     



n

j
jijfi bRR

1

  

（2）综合模糊理论 

]1,0[]
)(

[]
)(

[
6

1





 

 dt

ttdx

dt

ttdY i

i
i   

2.总产出与利率水平的决定 

（1）西方理论：IS-LM 模型 

 
Y 

i IS 

L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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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综合模糊理论 

 

 

3.宏观政策效果评估 

（1）传统经济学模型、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模型、新凯恩斯主义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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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综合模糊理论 

 

4.供需理论 

（1）西方经济学模型 

 

（2）综合模糊理论 

Q 

P D 

S

Y 

P AD

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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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应用案例 

1. 未来“国运”六十年 

)(tY ：中国社会现状， )(1 tx ：国内经济， )(2 tx ：国内政治， )(3 tx ：国内科技文化， )(4 tx ：

国际经济， )(5 tx ：国际政治， )(6 tx ：国际科技文化。 

（1）国内经济 

表 7-7-1  “因素 1x 未来一段时间变化趋势可能性”计算表
4
 

)(1 tx  dttdx /)(1  2
1

2 /)( dttxd  

灰  度 灰  度 灰  度 

 

)(1 ttx   

隶属度 

权 

重 

隶 

属 

度 

G1 G2 

权 

重 

隶 

属 

度 

G1 G2 

权 

重 

隶 

属 

度 

G1 G2 

0.72 0.2 0.8 0.8 0.9 0.4 1 0.8 0.9 0.4 0.75 0.7 0.9

                                                        

4 注： 5.0 ； )(1 xGG


 、 )(
_

2 xGG  ，由决策者依据个人偏好、学习背景和实践经验等，主观

给出；其它参数按“第四节单一因素模糊分析法”，相关原则，由决策者给出。以下皆同，不复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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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72.0]
)(

[ 1 


dt

ttdx
                                        （7-7-1） 

（2）国内政治 

表 7-7-2  “因素 2x 未来一段时间变化趋势可能性”计算表 

)(2 tx  dttdx /)(2  2
2

2 /)( dttxd  

灰  度 灰  度 灰  度 

 

)(2 ttx   

隶属度 

权 

重 

隶 

属 

度 

G1 G2 

权 

重 

隶 

属 

度 

G1 G2 

权 

重 

隶 

属 

度 

G1 G2 

0.2 0.2 0.7 0.7 0.9 0.4 1 0.8 0.9 0.4 0.75 0.7 0.9

5.069.0]
)(

[ 2 


dt

ttdx
  

（3）国内科技文化 

表 7-7-3  “因素 3x 未来一段时间变化趋势可能性”计算表 

)(3 tx  dttdx /)(3  2
3

2 /)( dttxd  

灰  度 灰  度 灰  度 

 

)(3 ttx   

隶属度 

权 

重 

隶 

属 

度 

G1 G2 

权 

重 

隶

属

度

G1 G2 

权 

重 

隶 

属 

度 

G1 G2 

0.79 0.2 0.65 0.8 0.9 0.4 1 0.8 0.9 0.4 1 0.8 0.9

5.079.0]
)(

[ 3 


dt

ttdx
    

（4）国际经济， 

表 7-8-4  “因素 4x 未来一段时间变化趋势可能性”计算表 

)(4 tx  dttdx /)(4  2
4

2 /)( dttxd  

灰  度 灰  度 灰  度 

 

)(4 ttx   

隶属度 

权 

重 

隶 

属 

度 

G1 G2 

权 

重 

隶 

属 

度 

G1 G2 

权 

重 

隶 

属 

度 

G1 G2 

0.37 0.2 0.9 0.9 0.95 0.4 0 1 1 0.4 0.5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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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37.0]
)(

[ 4 


dt

ttdx
  

（5）国际政治， 

表 7-7-5  “因素 5x 未来一段时间变化趋势可能性”计算表 

)(5 tx  dttdx /)(5  2
5

2 /)( dttxd  

灰  度 灰  度 灰  度 

 

)(5 ttx   

隶属度 

权 

重 

隶 

属 

度 

G1 G2 

权 

重 

隶 

属 

度 

G1 G2 

权 

重 

隶 

属 

度 

G1 G2 

0.5 0.2 0.5 1 1 0.4 0.5 1 1 0.4 0.5 1 1 

5.0]
)(

[ 5 


dt

ttdx
  

（6）国际科技文化。 

表 7-7-6  “因素 6x 未来一段时间变化趋势可能性”计算表 

)(6 tx  dttdx /)(2  2
6

2 /)( dttxd  

灰度 灰度 灰度 

 

)(6 ttx   

隶属度 

权 

重 

隶 

属 

度 

G1 G2 

权 

重 

隶 

属 

度 

G1 G2 

权 

重 

隶 

属 

度 

G1 G2 

0.70 0.2 0.7 0.8 0.9 0.4 1 0.8 0.9 0.4 0.7 0.8 0.9 

 

5.070.0]
)(

[ 6 


dt

ttdx
    

（7）综合模糊分析结论 

“函数式”综合分析结论 

取 1 =0.27， 2 =0.22， 3 =0.16， 4 =0.13， 5 =0.12， 6 =0.10。代入（7-5-4）式，

得“函数式”综合分析结论是： 

5.065.0]
)(

[ 


dt

ttdY                 （7-8-7） 

根据模糊数学隶属度定义，（7-8-7）式的涵义是：未来一段时间内，中国社会变化趋

势，上升可能性为 0.65,下降可能性为 0.35。 

“图象式”综合分析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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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70.0]
)(

[ 6 


dt

ttdx
 ,赋予“阳爻”“—”。                        （7-8-9） 

5.0]
)(

[ 5 


dt

ttdx
 ，赋予“阴爻”“--”。                           （7-8-10） 

5.037.0]
)(

[ 4 


dt

ttdx
 ,赋予“阴爻”“--”。                       （7-8-11） 

5.079.0]
)(

[ 3 


dt

ttdx
 ,赋予“阳爻”“—”。                           （7-8-12） 

5.069.0]
)(

[ 2 


dt

ttdx
 ，赋予“阳爻”“—”。                         （7-8-13） 

5.072.0]
)(

[ 1 


dt

ttdx
 ,赋予“阳爻”“—”。                            （7-8-14） 

由此可以得出：中国社会未来一段时间变化趋势之可能性，“图象式”综合分析结论是 

                                                （7-8-15） 

（7-8-15）在“图 2-1-1 先天《易》六十四卦方圆图”中，是“大畜”卦图象，位于本

轮周期变化上升的“后期”阶段，未来发展趋势是：继续上升可能性大于下降可能性。 

“未来一段时间”（ t ）的大约估计 

 

2. 房价涨势各不平 

)(tY ：房地产目前价格， )(1 tx ：房地产需求， )(2 tx ：购房承受能力， )(3 tx ：房地产“位

置”， )(4 tx ：房地产“国情”， )(5 tx ：房地产供给， )(6 tx ：房地产政策。 

（1）房地产需求 

表 7-8-1  “因素 1x 未来一段时间变化趋势可能性”计算表
5
 

)(1 tx  dttdx /)(1  2
1

2 /)( dttxd  

灰  度 灰  度 灰  度 

 

)(1 ttx   

隶属度 

权 

重 

隶 

属 

度 

G1 G2 

权 

重 

隶 

属 

度 

G1 G2 

权 

重 

隶 

属 

度 

G1 G2 

0.93 0.2 1 0.9 0.95 0.4 1 0.9 0.95 0.4 1 0.9 0.95

                                                        

5 注： 5.0 ； )(1 xGG


 、 )(
_

2 xGG  ，由决策者依据个人偏好、学习背景和实践经验等，主观

给出；其它参数按“第四节单一因素模糊分析法”，相关原则，由决策者给出。以下皆同，不复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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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93.0]
)(

[ 1 


dt

ttdx
  

（2）购房能力 

表 7-8-2  “因素 2x 未来一段时间变化趋势可能性”计算表 

)(2 tx  dttdx /)(2  2
2

2 /)( dttxd  

灰  度 灰  度 灰  度 

 

)(2 ttx   

隶属度 

权 

重 

隶 

属 

度 

G1 G2 

权 

重 

隶 

属 

度 

G1 G2 

权 

重 

隶 

属 

度 

G1 G2 

0.2 0.2 0 1 1 0.4 0 1 1 0.4 0.5 1 1 

5.02.0]
)(

[ 2 


dt

ttdx
  

（3）房地产“位置” 

表 7-8-3  “因素 3x 未来一段时间变化趋势可能性”计算表 

)(3 tx  dttdx /)(3  2
3

2 /)( dttxd  

灰  度 灰  度 灰  度 

 

)(3 ttx   

隶属度 

权 

重 

隶 

属 

度 

G1 G2 

权 

重 

隶 

属 

度 

G1 G2 

权 

重 

隶 

属 

度 

G1 G2 

0.82 0.2 0.8 0.8 0.9 0.4 1 0.8 0.9 0.4 1 0.8 0.9

5.082.0]
)(

[ 3 


dt

ttdx
  

表 7-8-3-1  “因素 3x 未来一段时间变化趋势可能性”计算表 

)(3 tx  dttdx /)(3  2
3

2 /)( dttxd  

灰  度 灰  度 灰  度 

 

)(3 ttx   

隶属度 

权 

重 

隶 

属 

度 

G1 G2 

权 

重 

隶 

属 

度 

G1 G2 

权 

重 

隶 

属 

度 

G1 G2 

0.44 0.2 0.5 1 1 0.4 1 0.8 0.9 0.4 0 0 0 

 

5.044.0]
)(

[ 3 


dt

ttdx
  

（4）房地产“国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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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8-4  “因素 4x 未来一段时间变化趋势可能性”计算表 

)(4 tx  dttdx /)(4  2
4

2 /)( dttxd  

灰  度 灰  度 灰  度 

 

)(4 ttx   

隶属度 

权 

重 

隶 

属 

度 

G1 G2 

权 

重 

隶 

属 

度 

G1 G2 

权 

重 

隶 

属 

度 

G1 G2 

0.87 0.2 0.7 0.9 0.95 0.4 1 0.9 0.95 0.4 1 0.9 0.95

5.087.0]
)(

[ 4 


dt

ttdx
  

（5）房地产供给 

5.0]
)(

[ 5 


dt

ttdx
  

（6）房地产政策 

表 7-8-6  “因素 6x 未来一段时间变化趋势可能性”计算表 

)(6 tx  dttdx /)(2  2
6

2 /)( dttxd  

灰度 灰度 灰度 

 

)(6 ttx   

隶属度 

权 

重 

隶 

属 

度 

G1 G2 

权 

重 

隶 

属 

度 

G1 G2 

权 

重 

隶 

属 

度 

G1 G2 

0.52 0.2 0.8 0.9 0.95 0.4 1 0.9 0.95 0.4 0 1 1 

5.052.0]
)(

[ 6 


dt

ttdx
  

（7）综合模糊分析结论 

（一）“函数式”综合分析结论 

5.093.0]
)(

[ 1 


dt

ttdx
                                       （7-8-1） 

5.02.0]
)(

[ 2 


dt

ttdx
                                         （7-8-2） 

5.082.0]
)(

[ 3 


dt

ttdx
 （中心城市；或同城好位置房产）         （7-8-3） 

5.044.0]
)(

[ 3 


dt

ttdx
 （同城适合中低收入阶层房产）           （7-8-3-1） 

5.087.0]
)(

[ 4 


dt

ttdx
                                       （7-8-4） 

5.0]
)(

[ 5 


dt

ttdx
                                             （7-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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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52.0]
)(

[ 6 


dt

ttdx
                                         （7-8-6） 

根据（7-5-5）、（7-5-6）式，给出的单因素重要性（ i ）理论取值区间，结合房地产

价格特点，取 1 =0.24， 2 =0.20， 3 =0.16， 4 =0.14， 5 =0.13， 6 =0.13。代入（7-5-4）

式，得“函数式”综合分析结论是： 

5.065.0]
)(

[ 


dt

ttdY （中心城市；或同城好位置房产）。             （7-8-7） 

]
)(

[
dt

ttdY  =0.59>0.5（同城适合中低收入阶层房产）。               （7-8-8） 

根据模糊数学隶属度定义，（7-8-7）式的涵义是：未来一段时间内，中心城市；或同城

中，好“位置“房产。或者说，适合高中收入阶层的房产价格变化趋势，上升可能性为 0.65,

下降可能性为 0.35。 

（7-8-8）式表明：未来一段时间内，适合中低收入阶层的房产价格变化趋势，上升可

能性为 0.59,下降可能性为 0.41。 

（二）“图象式”综合分析结论 

5.052.0]
)(

[ 6 


dt

ttdx
 ,赋予“阳爻”“—”。                        （7-8-9） 

5.0]
)(

[ 5 


dt

ttdx
 ，赋予“阴爻”“--”。                           （7-8-10） 

5.087.0]
)(

[ 4 


dt

ttdx
 ,赋予“阳爻”“—”。                       （7-8-11） 

5.082.0]
)(

[ 3 


dt

ttdx
 ,赋予“阳爻”“—”。（中心城市；或同城好位置房产）（7-8-12） 

5.044.0]
)(

[ 3 


dt

ttdx
 ,赋予“阴爻”“--”。（同城适合中低收入阶层房产）（7-8-12-1） 

5.02.0]
)(

[ 2 


dt

ttdx
 ，赋予“阴爻”“--”。                         （7-8-13） 

5.093.0]
)(

[ 1 


dt

ttdx
 ,赋予“阳爻”“—”。                            （7-8-14） 

由此可以得出： 

1．中心城市、或同城中，好“位置“房产价格，未来一段时间变化趋势之可能性，“图

象式”综合分析结论是： （7-8-15） 

（7-8-15）在“图 2-1-1 先天《易》六十四卦方圆图”中，是“离”卦图象，位于周期

变化上升的“初中期”阶段，未来发展趋势是继续上升可能性大于下降可能性。 

2．适合中低收入阶层房产价格，未来一段时间变化趋势之可能性，“图象式”综合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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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是：  （7-8-16） 

（7-8-16）在“图 2-1-1 先天《易》六十四卦方圆图”中，是“噬嗑”卦图象，位于周

期变化上升的“初期”阶段，未来发展趋势是上升可能性大于下降可能性。 

（三）“未来一段时间”（ t ）的大约估计 

 

3. 股指涨跌有其道 

（1）股票价值分析 

gii

g

gR

g

F

P

Rtf 








11

0

0  

据此，各参数选取是：无风险利率 fi ，参考长期国债选取。2008 年 02 月 27 日，财

政部发行 2008 年记账式(二期)国债，期限 15 年，票面年利率为 4.16%。故，取

fi =4.16%。通货膨胀率 t ，根据其它国家发展经验获得，取 t =5%。投资者要求的风险补

偿 Ri ，是经验数据，取 Ri =2%。增长率 g，取 GDP 增长率。过去 30 年，中国 GDP 平均增长率

是 9.8%，参考其它国家发展经验，从稳健考虑，取 g=7%。将以上参数数据代入（26）式，

得， 
0

0

F

P 25.7。 

0

0

F

P 是市盈率，涵义是市场市盈率低于 25.7 时，就具有投资价值，否则，就没有投资

价值。2008 年 9 月 4 日，上证股票价格综合指数对应市盈率是 18，小于 25.7，表明上证股

票价格综合指数具有投资价值。 

表 7-6-1  “因素 1x 未来一段时间变化趋势可能性”计算表 

)(1 tx  dttdx /)(1  2
1

2 /)( dttxd  

灰  度 灰  度 灰  度 

 

)(1 ttx   

隶属度 

权 

重 

隶 

属 

度 

G1 G2 

权 

重 

隶 

属 

度 

G1 G2 

权 

重 

隶 

属 

度 

G1 G2 

0.93 0.2 1 0.9 0.95 0.4 1 0.9 0.95 0.4 1 0.9 0.95

5.093.0]
)(

[ 1 


dt

ttdx
 ,赋予“阳爻”“—” 

（2）市场供求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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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6-2  “因素 2x 未来一段时间变化趋势可能性”计算表 

)(2 tx  dttdx /)(2  2
2

2 /)( dttxd  

灰  度 灰  度 灰  度 

 

)(2 ttx   

隶属度 

权 

重 

隶 

属 

度 

G1 G2 

权 

重 

隶 

属 

度 

G1 G2 

权 

重 

隶 

属 

度 

G1 G2 

0.15 0.2 0.75
6
 0.9 0.95 0.4 0 1 1 0.4 0 1 1 

 

5.015.0]
)(

[ 2 


dt

ttdx
 ，赋予“阴爻”“--” 

（3）国内政治和文化分析 

表 7-6-3  “因素 3x 未来一段时间变化趋势可能性”计算表 

)(3 tx  dttdx /)(3  2
3

2 /)( dttxd  

灰  度 灰  度 灰  度 

 

)(3 ttx   

隶属度 

权 

重 

隶 

属 

度 

G1 G2 

权 

重 

隶 

属 

度 

G1 G2 

权 

重 

隶 

属 

度 

G1 G2 

0.70 0.2 0.7 0.8 0.9 0.4 1 0.8 0.9 0.4 0.7 0.8 0.9

5.07.0]
)(

[ 3 


dt

ttdx
 ,赋予“阳爻”“—” 

（4）国际经济分析 

表 7-6-4  “因素 4x 未来一段时间变化趋势可能性”计算表 

)(4 tx  dttdx /)(4  2
4

2 /)( dttxd  

灰  度 灰  度 灰  度 

 

)(4 ttx   

隶属度 

权 

重 

隶 

属 

度 

G1 G2 

权 

重 

隶 

属 

度 

G1 G2 

权 

重 

隶 

属 

度 

G1 G2 

0.19 0.2 1 0.9 0.95 0.4 0 1 1 0.4 0 1 1 

 

                                                        
6  注： 75.0)

9986124

9982277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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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19.0]
)(

[ 4 


dt

ttdx
 ,赋予“阴爻”“--”。 

（5）国际政治分析 

表 7-6-5  “因素 5x 未来一段时间变化趋势可能性”计算表 

)(5 tx  dttdx /)(5  2
5

2 /)( dttxd  

灰  度 灰  度 灰  度 

 

)(5 ttx   

隶属度 

权 

重 

隶 

属 

度 

G1 G2 

权 

重 

隶 

属 

度 

G1 G2 

权 

重 

隶 

属 

度 

G1 G2 

0.67 0.2 0.8 0.9 0.95 0.4 1 0.7 0.9 0.4 0.5 1 1 

5.067.0]
)(

[ 5 


dt

ttdx
 ,赋予阳爻“—”。 

（6）国际科技文化分析 

表 7-6-6  “因素 6x 未来一段时间变化趋势可能性”计算表 

)(6 tx  dttdx /)(6  2
6

2 /)( dttxd  

灰度 灰度 灰度 

 

)(6 ttx   

隶属度 

权 

重 

隶 

属 

度 

G1 G2 

权 

重 

隶 

属 

度 

G1 G2 

权 

重 

隶 

属 

度 

G1 G2 

0.80 0.2 0.7 0.8 0.9 0.4 1 0.8 0.9 0.4 1 0.8 0.9 

5.08.0]
)(

[ 6 


dt

ttdx
 ,赋予”阳爻”“—”。 

（7）股票价格指数趋势综合分析 

取 1 =0.25， 2 =0.22， 3 =0.16， 4 =0.15， 5 =0.14， 6 =0.08。代入（7-5-4）式，

得“函数式”综合分析结论是 

8.008.067.014.019.015.07.016.015.022.093.025.0]
)(

[ 


dt

ttdY  

=0.56 

]
)(

[
dt

ttdY  =0.56>0.5，表示综合分析结果是，上证股票价格综合指数之 2008 年 9 月 4

日的 2277 点，是本周期的相对低点，在此点位附近，上升可能性大于下降可能性；但近期

由下降趋势转为上升趋势，条件尚不完全具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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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因素分析结果还表明：内因之初爻、三爻，及外因的五爻、上爻性质属“阳”，是有

利于股票指数上升的积极因素；而二爻和四爻，其性质属“阴”，则是引起股票价格指数下

降的主要力量。因此，“图象式”综合分析结果：当下状态图象是 “风火家人”，位于

“图 2-1-1 先天《易》六十四卦方圆图”上升的初中期阶段。 

 

第四部分小结 

 

1.“综合模糊理论”涵义 

其一，“用全面、联系、发展的观点分析问题”。“全面”的含义是把影响决策的所有

因素都要进行分析；“联系”的含义是影响决策的每个因素既相互独立，又相互联系，构成

一个有机整体；“发展”的涵义是，在分析影响决策的每个因素时，既要看现有水平，更要

看未来发展趋势。其二，东、西方思维模式的融合。“笛卡尔坐标周期分析法”、导数、泛

函分析、模糊数学等是西方科学的思维模式。“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先

天《易》六十四卦方圆图”坐标系，符号、演绎逻辑方法和辩证逻辑方法解释事物变化发展

规律，等等，则是典型的中华传统文化的思维模式。模糊数学主要思想是：一个系统愈复杂

其数学表述的精确性将愈差，当复杂性超过某一临界值时，其复杂性与描述的精确性将互斥。

换言之，科学的复杂性对应于数学描述的难以精确性。不确定条件下决策，定量分析难以精

确描述，模糊数学是一个有效方法。此处“模糊”涵义是，使用模糊数学之“隶属度”，取

代随机数学的概率，来描述事物发展不确定性特征。该方法可以将影响决策的所有因素都进

行量化分析，分析过程可以体现决策者掌握知识、信息的差异。 

2. 主要特点可概括为：中西结合，以中为本；非本中，殊于西。 

第一，“以中为本”的缘由。所建立的方法论，最重要的分析工具是“先天《易》范式”，

它是六维坐标系，其思想源头是《周易》中的“先天六十四卦方圆图”。可独立应用该范式

分析问题、进行不确定条件下的预测与决策。 

第二，“中西结合”的渊源。 “距离”和“范数”等数学概念、“笛卡尔坐标周期分析

法”和模糊数学等是典型的西方思维模式。 “笛卡尔坐标周期分析法”和模糊数学是确定

“先天《易》六十四卦方圆图”坐标系中每一个因素性质的重要方法，则是“中西结合”的

体现。 

第三， “非本中”含义。“先天易范式”是，借用“先天《易》六十四卦方圆图”的符



山东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项目沙龙第五期                                            2011 年 6 月 1 日 

 28

号体系，但六爻内涵与排列顺序与《周易》的定义有本质区别。 

第四，“殊于西”涵义是，所建立的方法与西方金融学广泛使用的预期效用理论和均衡

分析方法完全不同。 

3. 主要特色 

第一，已有现象能解释、未来可预测、可有效控制决策风险。控制风险的水平是，对单

个投资项目来讲，成功可能性大于 70%，失败可能性小于 30%；金融组合投资每个投资对象

都亏损的可能性小于 3%，且亏损的最大数量为投资额的 9%。 

第二，实践性。实践性涵义是理论观点来自实践，同时又特别强调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

用。也就是，对已有现象能解释，对未来可预测。 

第三，应用范围广。所建立的不确定条件下的分析方法，具有一般性特点。不同的分析

对象，影响因素、内外因划分、内外因子系统分类、内外因各个因素重要性权重等都有所差

异。该方法除了应用于金融学之外，也可应用于经济学、管理学、政治学、军事学等学科。 

第四，易知、易行。主要研究方法是，用符号、模型表达事物之间相互关系，没有复杂

计算，所有参数都是介于[0，1]之间的数据，且只有“加”、“减”和“乘”运算。质言之，

就是给决策者提供一个分析问题的思路、方法，把个人所拥有知识、信息、对问题的判断，

转化为[0，1]之间的数字，减少决策的情绪化、盲目性，提高科学性、理性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