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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济活动中
,

经常要在一些方案中进行抉择
,

‘

如对某个方案或弃或取
,

只有两种

处理方式
,

则我们可以用 “零一变量
,,
来表达这种抉择

,  ! 表示放弃这个方案
, 二 ∀

表示选取这个方案
。

例如决策者要在
# 项投资项目间进 行抉择

,

对于第∃项投 资 项 目 他

只能有
“要 %&’ 和 “

不要
” 两种选择

,

不能有
“要一半

,∋ “要 (
&

) , 之类 的选择
。

为 此
,

他可以用

表示不选择第∃项投资
,

,

表示选择第∃项投资
。

门月 、 夕!∀

一一#

这种
“
零一

,∃’
变量来表示他的选择

。

零一口标规划所处理的变量都是
“
零一

” 交 卫
。

本

文给出零一多目标规划的一种新的解法
,

并说明它在决策问题上的某些应用
。

先研究单一 目标的零一规划问题
。

假设某县准备在地方财政中拨出 %& 万元的投资发展地方工业
。

可以 “上马” 的有四

个项目
,

即筹办甲
、

乙
、

丙
、

丁四种类型的工厂
。

如果这些厂可得的年利润分别为 % 万

元
,

∋ 千元
、

( 干元和 ) 千元
,

所需的投资分别为 ) 万元
、

∗ 万元
、

+ 万元和 ∗ 万元
。

由于投资总顺的限制
,

这四项计划无法同时上马
,

如呆县领导人想在投资总额 %& 万元的

限制下取得最大年利润
,

他应选择开办哪些厂 ,

我们按顺序甲厂
、

乙厂
、

丙厂和丁厂分别称为 % , + , − 和 ∗ 厂
,

设

# . /

0
,

表示第1工厂不开办
,

% ,

表示第江厂开办
,

2 1 / % , + , − , ∗ 3

则可得零一规划问题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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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 ∗
2 干 元 3

约束于 )笑 , 9 ∗ # + 9 +义 4 9 戌#
。 2 %& 2 万元 3

# : / & 或 % 2 5 / %
,

+
,

−
,

∗ 3

以下我们把所有可能的解都列出来
,

分别检验它子边否符合约
、

口冲卜
,

对 于符合约束

条件的解计算 目标函数的值
,

从这些值 中找出最大 2 或最小 3
一

遨
∃

,

泪应的解 就 是 址 优

解
。

对于有
6
个零一变量的问题

,

可能的解
一
共有 +

’;

个
。



为了不遗漏也不重复地列出各个可能的解
,

我们可采用如下方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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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来解以上投资决策问题
。

此例共有 7 个零一变8
,

可能的解有 ) ‘  ∀9 个
,

应用上述的方法把 。: ∀; 表为二进位数
,

给出<  /
∋ , ∋ , 二 ∋ , ‘

% 4的值
,

检验它

是否符合约束条件
,

计算可行解的目标函数值得下备
〔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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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ΑΑΑ ((( ∀∀∀ ∀∀∀ 否否否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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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ΑΑΑ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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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中
“是否可行

” 列是检验该序号的解是否满足约束条件
,

而Φ列则是 目标函数的



值
。

由上表可以看出
,

1  ≅ 时Φ的值最大
,

因此最优解为
∋ 二 。 , ∋  > 二 ‘ 二 8

,

也就是应开办乙厂丙厂和丁厂
,

暂时不开办甲厂
。

此时
,

年利润总额可达)
&

∀万元
。

上述的投资决策是一个最简单的模型
,

叫单目标单约束模型
。

而在许多情况下
,

限制条件往往不止一个
,

例如在决定投资时
,

还要考虑人力资源
、

厂房 设 施
、

原 料 来

源
、

销售情况等各方面的制约条件
。

对于多约束的问题
,

上述方法仍然可以适用
。

只要

把每一个可能的解分别代入各约束式检验它是否符合就可以了
。

对于符合约束式的可行

解
,

计算其目标函数值
,

从而求出最优解
。

在现实生活中
,

决策者的目标比较复杂
,

通常无法用单一的指标来表达
。

在许多情

况下
,

我们总是把利润最大化作为目标来求解的
。

但是社会主义企业的经营目的是最大

限度地满足人 民的需要
,

而不是单纯追求最大利润
。

因此
,

在管理决策时
,

必须对各方

面因素作统筹安排
。

例如必须考虑到环境污染
,

就业人数等
。

这就形成了多目标规划问

题
。

在多目标规 划中
,

我们可以按照各个目标的重要性
,

划分
“
优先序

, ,

也就是说
,

最重要的是
“
第一优先

” ,

次重要的是
“
第二优先

,&, ,

再次者
“
第三优先

” , “
第四优

先
”
等等

。

由于决策者所确定的目标是有关联的
,

有时甚至是互相冲突的
,

/例如一个

化肥厂的利润与产品成正比
,

而对环境的污染程度也可能与产量成正比
,

此时如果把增

加利润和保护环境都列入 目标
,

则这两个目标是相互冲突的 % 因而最优方案往往无法达

成所有的 目标
,
而只是达成一些优先序较前的一些目标

,

并希望与 目标的 总偏差达到最

小
,

也就是说为达成主要的 目标只好牺牲次要的 目标
。

现举一例说 明
。

某市为解决部分待业青年的就业问题
,

准备开办一些工厂
,

现有甲
、

乙
、

丙
、

丁四

个工厂特选
,

预计各厂可安排的就业人数
、

对环境的污染情况
、

可望利润
、

投资金额
、

所需资源等情况如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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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政府的 目标是
∋

第一优先
∋

安排就业人数在∀ ( (人以 上
,

第二优先
∋
总投资在∀ 7

&

。万元以下
,

第三优先
∋
对环境污染在∀ 9( 个综合单位以下

,

第四优先
∋ 总利润在

 

!万元以上
,

∀ 日耗 电量在 # 千冠时以下
。

现在问
,

在这样的目标结构下
,

兴办哪些工厂比较合理 ∃ 这是一个多目标决策八题
。

我



们依次把 ΙΙΑ
、

乙
、

丙
、 一

了厂称为

或不开办
。

7 厂
,

同样设 Ι  ( 或 ∀ 表示 第∃厂 开 办

引入差异变量 ϑ . ‘和ϑ ∋ 一

分别表示就业人数超过和不 足∀ (( 人的数量
,

则可得约束 方

程如下
∋

9 ( . − 7 ( ) − ; (
。 − > (

‘ 一 ϑ Α 卡 − ϑ Α 一  ∀ ( (

因为第一优先目标是要求就业人数在∀(( 人以上
,

因此这相当于ϑ ∋ 一

越小越好
。

类似地
,

设ϑ ∋ 十 , ϑ Κ 一

表示投资金额超过和不足 ∀ 7
&

(万元的差异变量 , ϑ ∋ −

和ϑ 。一

表示污染超过 和

不足 ∀ 9( 综合单位的差异变量 , ϑ 7 −

和ϑ 。 一

表示利润超过和不足>; 万元的差异变量 . ϑ 。−

和

ϑ 。 一

表示耗电超过和不足 ∀( ( (肚时的差异变量
。

则石沸关于其他各目标的约束方 程
,

最

后得到如下零一 目标规 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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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表示第一
,

二
,

三
,

四优先
。

对于一般 目标规划问题
,

可以用单纯形法解
。

/‘% ‘“ % 但由于零一 目标规 划是特殊的

目标规划
,

我们可以有比较简便的方法
。

文献 〔) 〕提出了一个方法 / 〔) 〕Μ> ≅) %
,

即从原零一 目标规划问题导出一个新的单目标零一规划问题
,

在这个导出的问题中
,

把

原来的零一目标规划问题中的第一优先作为目标函数
,

把其他各优先 目标改为不等式约

束
。

用导出问题的最优解作为原间题的最优解
。

这个方法的优点是运算简便
,

但并不能

保证导出的问题有可行解
,

即使导出问题有可行解也不能保证得到的最优解就是原问题

的最优解
。

下面我们将在 〔) 〕的基础上提出一个新的方法
,

这个方法可以 保证得到原

问题的 最优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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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劳动时间不仅具有在价值量决定方面上的这一童意义
,

而且它在社会使用价值量的确

定上还
“
包含着另一种意义

” 。

这二重意义是根本不同的
。

既然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
“
另一种意义

”
在于确定部门商品总量的使用价值

,

并不

在于决定价值量
,

那么
,

是否可以说它对价值就毫无影响呢 Ψ 当然 也不是
。

因为
,

商品

是使用价值和价值的统一体
,

这两个方面有密切的关系
。

马克思指出
∋ “

要使一个商品

按照它的市场价值来出售
,

⋯ ⋯耗费在这种商品总量上的社会劳动的总量
,

就必须同这

种商品的社会需要的量相适应
” 。

显然
,

这就是说
,

商品的价值实现必须以它对社会

具有使用价值
,

能够满足社会需要为前提
。

在这里
, “

这不过是已经在单个商品上表现

出来的同一规律
,

也就是
%

商品的使用价值
,

是它的交换价值的前提
,

从而也是它的价

值的前提
。 , ∀ “

因此
,

不仅在每个商品上只使用必要的劳动时间
,

而且在社会总劳动

时间中
,

也只把必要的比例量使川在不 同类的商品上
。

这是因为条件 仍 然 是 使 用 价

值
。 ” & 可见

,

第二重意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社会使用价值量的这个 数 量 界

限
,

是按商品价值实现的基本条件
。“

如果物没有用
,

那末其中包含的劳动也就没有用
,

不能算作劳动
,

因此不形成价值
。 ” ∋但是

,

这里必须明确指出的是
%
马克 思 在 《资

本论》 第三卷有关章节中也只是在这个意义上讲到第二重意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对价

值实现有一定的影响作用
,

然而
,

实际上这种影响作用是由使用价值和价值之间的关系

决定的
,
并不是 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第二重意义本身决定的

。

因为
, “商品在能够作

为价值实现以前
,

必须证明自己是使用价值
犷 (

。

价值实现的这个条件虽然也是第二重

意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发生作用的结果
,

但产生这个条件的根本原因并不在于社会必

买劳动时间的
“另一种意义

) , ,

而是在于商品二重性 ∗ 使用价值和价值 + 之间的关系
。

所以
,

不能说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
“
另一 种意义

, , 在任何社会条件下都在于价值实现
,

因为
,

在没有商品生产的社会里
,

例如在共产主义高级阶段
,

虽然没有价值实现问题
,

但是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
“另一种意义

,
却仍然存在

,

并且更加 重要和明 显
。

由 此 可

见
,

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
“
另一种意义

”
与价值实现 也并非完全是一个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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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出这个结 未比前
一

个结果要好
,

因为这里已达成了第一优先口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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