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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从复杂的国际贸易现实中
,

简化和抽象出基本的运行机制和评价标准
,

提出多个贸

易集团间商品贸易的对策模型
。

这一模型不仅可以用于国际贸易的理论分析
,

而且可以在计

算机 网络上实现对现实过程的模拟和仿真
。

本文从三个方面展开讨论
:

首先叙述以管理贸易

制度为背景的对策模型的基本结构
;
接着考虑政府国际贸易政策对策模型中底得函数的构造

方法 ; 最后介绍此对策模型的一些解的概念及其实际背景
。

一
、

对策模型的结构

假设模型的局中人是
n
个贸易集团

:
(1 )

,

(2 )
,

⋯
,

(n)
,

一个贸易集团可以是一个国家
、

自治地区或利益一致的联盟
.

对于各贸易集团之间的相互贸易关系
,

我们只须考虑每一对相

异局 中人 (i ) 与 (j ) (i 护户 即可
。

贸易集团 (i ) 实际向贸易集团 (j) 出口的
S
种商品量为

fq : “, , ,

⋯
,

q二‘,
,
)

,

其中 q二
,, ,
应由 (i) 允许向 (j) 出口的商品量 q全

, ,
和 (j) 同意接受 (i) 的商

品量 公
j) 来决定

,

即 q护 ~ m in (心
j) ,

公j)) (k ~ 1
,

一
, s ) ;

同样
,

贸易集团 (j ) 实际向贸易

集团 (i ) 出口的 t 种商品量为 (q尸
,

⋯
,

q沪
,

其中 q护应由 (j) 允许向 (i) 出口的商品量

时
, , ,

和 (i) 同意接受 (j) 的商品量 d毛
, ,

来决定
,

即 q护
, 一 m i。 (直二

”, ,

d互
, , ) (k 一 l

,

⋯
,

t)
.

因

此
,

在贸易集团 (i) 与 (j) 之间
,

(i) 的可控策略为 (q {
‘, , ,

⋯
,

q二
‘, , ;

d{
,‘, .

⋯
,

d:, , )
,

写成

向量形式就是 (亘‘. , ,

遥
‘, ,

)
,

(j) 的可控策略为 (qf, , ,

⋯
,

q荟
, , ;

dl
‘, , ,

⋯
,

d;
‘, , ,

写成向量形式

就是 (互‘, , ,

d
“, , )

。

对于任意给定的第 i个贸易集团 (i ) 来说
,

与其燕得值相关的策略是下列 4 (n 一 l) 个商

品量
:

(互山 , }, , , ,

丈该
‘。,

}j, 。,

{q (, ,

}, , ; ,

{d
(, ,

}, , i ,

其中 j= 1
,

⋯
, n ,

于是 (i ) 的赢得函数表为
:

J; ({峨
‘ij , }, , , ,

{该
(, , , }, , ‘,

{互‘,‘, }j, i ,

{该
‘”,

}j, ; )

= J
。({互“, , }j, 。,

{d
‘,, , }j, , ) + 。J

;
({q‘, , }

J, ‘,

{d
‘, ,

}j, 。)

J
(*i, (互‘“, ,

d
‘, , , ) + 。

艺J
( ;i, (q ‘,

‘, , 。

i
, ’

)习消一一

其中 J
,
表示贸易集团 (i )出口总效益

,

J
,
表示 (i )进 口总效益

;
而 孔表示贸易集团 (i ) 实际

向贸易集 团 (j ) 出口的效益
,

孔表示 (i ) 实际从 (j) 进口的效益
; 。表示进出口效益比

.

这样
,

对任一贸易集团 (i)
,

只要与其相关的策略 (互“, , }, , 。,

{d
‘,, , }j, ; ,

{q‘, ’}
, , , ,

{d
‘, , }, , ;

确定

了
,

那么它的总赢得也就随之确定了
。

除这一点以外
,

在多贸易集团之间
,

部分集团为了获

取更大利益可能结成联盟
,

这里所谓的
“

结盟
” ,

在实际中就是局中人通过鉴定各种贸易条约

或协定
,

结成一个统一的新的贸易组织
,

在此组织中选择一个大家都同意的策略集
,

使每个

局中人所采取的策略保持协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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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
,

我们必须考虑结盟的两个基本问题
:

联盟可能性问题以及联盟总获益在盟内成员

之间的分配问题
。

对于
n
个贸易集团 N 一 弋(l )

,

⋯
,

(n) }
,

一个联盟是 N 的一个子集 S
,

剩余局中人的

集合就是 N一 5
.

根据对策的保守原则
,

一个联盟 S 的力量可用下列特征函数进行度量
:

, (S ) =
{q

‘幼, }
,

{成
‘, , }

,

(i) e s

(i)护 (j) e s

、;
(,』)

哭专、
(11) }(

gsJ
! (‘“‘ij) ,

,

‘“
(i, )

,
,

‘“‘, ) ,
,

‘“
(, ) })

(i)〔 S

(j) e N 一 S

即联盟 S 外的局中人采取最不利于联盟的策略时
,

S 通过协调其成员的策略所保证能达到的

最大燕得值
。

为规格化起见
,

定义空联盟的特征函数为零即
, (币) ~ o

。

这样
,

要使一个联盟能够形成并保持不破裂
,

就必须使联盟总获益在最坏情况下不低于

联盟各成员单独干所获得的总收益
。

因此
,

结盟可能性的条件就是
:

对任意 S ; ,

S :
二S 且 S

;

门

S
:
= 币

,

有
, (S :

U S : ) )
, (S , ) + 。 (S

:
)
。

联盟的总获益在盟内各成员之间的分配
,

通常在联盟形成时就已事先商定
,

并以条约的

形式规定下来
.

如果一贸易集团加入某个联盟后得到的赢得 比自己单独干来得少或燕得的值

不够令已满意
,

那么它将考虑退出这一联盟
.

也就是说
,

一个贸易集团如果想与另一贸易集

团结盟
,

那么除非受到无法抗拒的威胁
,

它总是希望加入对自己有利的那个联盟
,

因此
,

总

收益的分配同样影响到联盟的形成与破裂
。

当一场对策结束后
,

联盟 S 的总收益为 J
. ,

这时应有
:

J
.

) 习J,
并且 J

:

李 , (S )
。

按既定

的分配办法
,

J
.

中分摊给盟内每个贸易集团 (i ) 任s
的收益值为 X 。,

则分配列 咬X 。}(i) 。 .

反映了

盟内的分配状况
。

由上分析可知
,

对于联盟所确定的策略
,

分配列通常应满足下列条件
:

¹ 习 x , 一 J.
( ‘) e s

º X 。) J, , ( i ) e s

其中 J。i )就是 (i )单独采取决策时所获收益
。

二
、

底得函数的构造方法

燕得函数是对策模型的重要组成部分
,

因此需要研究几种它的构造方法
。

对一贸易策略的评价是多方面的
,

从纵向上可分为长期
、

中期和短期评价
,

从横向上
,

又

可分为经济
、

政治
、

军事
、

科技和环保等方面的评价
。

其中的中
、

短期经济收益是最初的出

发点
。

一局对策中
,

任一作为局中人的贸易集团都有自己特定的赢得 函数
,

下面我们不妨就某

一局中人 (i ) 的情况来考虑
。

贸易集团 (i ) 收益的赢得函数可表示为

J犷一J。+ J‘

其中了i 表示 (i )出 口总收益
,

J。表示 ( i) 进 口 总收益
。

了
i 和 J

‘

的第一种构造方法如下
:

‘一 习
p “, , · q “, ,

一 习
p “, , ·

m i n (q“, , ,

d
‘i, , )



J
。

一 习p “ , , ·

q ‘“, = 一 习p ‘, , ·

m in (q‘, , ,

q ‘, , )

j护i j护 i

其中 p (ij) 是对应 q (ij2 的贸易集团 (i ) 所在国家或地区的价格向量
,

p中是对应 q 中的贸易集团

(j ) 所在国家或地区的价格向量
。

在上述中
,

了
;
是集团 (i ) 实际的贸易收入

,

而 J
。
是集团

(i ) 实际的贸易支出
。

因此
,

Jf就是贸易集团 (i ) 对其它贸易集团的实际贸易差额
。

这个赢得

函数的构造
,

基于晚期的重商主义理论
,

其意义在于尽量扩大出口和增加货币积累
。

J
‘
和 J

,
的另一构造方法是试图把进 口商品的关税额包括进去

。

这时
,

J
。
不变

,

而 J
‘
修改为

:

J
‘

一 习
p ‘, , ·

q ‘, , + 艺p ‘,‘, ·

q ‘, ,

j护 i j护 i

其中 歹
‘, ,
表示对应 q ‘, ,

的关税率向量
,

即歹
‘, , 一吞

伟 , 一 p ‘, ,
一 p ‘, , ,

这里 户
‘”,
是 q ‘”,

在 (i)所在国家或

地区的销售价格向量
,

澎朴是 q (M) 在 (i )所在国家或地区销售时经销商追加的价格向量
。

从需求

函数

q
‘孙, = f(户

‘林, = f(p ‘”, + p‘, , + 百‘, , )

~ g (百(, ) )

设 p ‘, ’和 户‘幻相对于 司, ,
为常数

,

这样对 q‘, ,
的控制可转化为对司补的控制

.

除考虑贸易收益外
,

评价一个策略结果的优劣是多方面的
。

例如
T

一

某贸易集团的一项进

出 口政策
,

对该国家或地区产业结构的影响
,

对其它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的影响
,

对产品在

国际市场竞争能力的增强
,

对推动科技进步的作用
,

对本国家或地区与其它国家或地区关系

的改善
,

等等
。

这些方面不仅十分繁多
,

而且一项决策所产生的结果有现在的
,

也有未来的
;

有显在的
,

也有潜在的
。

因此
,

要在定量上准确评价一个潜在结果或未来结果的优劣是 困难

的
。

对此
,

我们可以按下列步骤来建立赢得指标
,

其基本思想是 D e扣hi 法和回归方法相结合
。

不妨考虑第 i个贸易集团的情况
,

具体步骤如下
:

第一阶段 预备
:

第一步
:

成立领导小组
,

负责整个过程的组织与管理
。

第二步
:

确定调查目标 J‘ (例如
:
采取某项策略后对科技进步的作用 )

第三步
:

选择专家组 (设有 m 个专家组成 )

第四步
:

专家对调查目标的推断方式是
“

评分方式
” ,

评分的参考线是收入指标 J犷
,

为统

一起见可先将其
“

归一化
” :

若 Jr〔〔m in (Jr)
,

m a x (Jie

)〕
,

令
:

Jr一 m in (Jr)

m a x (J犷)一 m ix (J
i.

)

则 了re 〔。
, 1〕

。

在评分时分值的范围亦设为〔o
,

1〕
,

于是有 J;任〔0
,

1〕
。

第二阶段 调查 (D e lp h i)

第五步
:

对 于 与第 i 个 贸易集团赢得相 关的策略 Q 一 { {q“, , }j, * ,

<d
“, ,

}, , 。,

{q ‘, , }, , 。,

城
‘, ,

}, , :
}

,

选择其一组有代表性的取值 {Q k }
,

并计算相应的 {(J力、}
:



第六步
:

编制评分表
:

目目标 J:
及其说明明

QQQQQ Jrrr 对 Q 选值的意见见 上轮综合评分分 本轮打分栏 Jiii

QQQ ::: (Jr) ,,,,,

QQQ ttt (Jr):::::::::

QQQ
...

(Jr)
。。。。。

第七步
: 以匿名方式发送评分表

.

第八步
: 回收评分表并对各专家评分结果进行统计处理

.

设第 j个专家的评分为
:

则统计处理方法之一是平均数法
,

即

(了
i)‘ 一 习

鸭 (J, )礼

名呜

j 一 1

其中 呐 是第 j个专家的权威性系数
.

处理方法之二是中位数法
,

它可以削弱个别极端分值对综

合分值的侵害
.

不妨设

。 :

(J‘)乙( 。: (J‘)盖《⋯成% (J。)r

则有
(J; )特

冬〔(J
. )学+ (J; )学

+ ‘〕

‘

m 为奇数

m 为偶数

户

IJ
、

eeee
、

一一
‘.

、.产一Ji几了、

于是专家组对 J.
的综合评分为

:

第九步
:
若专家意见不够一致

,

则修订评分表
,

并转第七步 ;否则第二阶段结束
.

第三阶段 建立 J, (O LS )

第十步
:

对第一和第二阶段得到的数据
:

选择拟合曲线的形式
,

应用普通最小二乘法求出 J‘~ f(J r)
。

对于某一贸易集团 (i )来说
,

其欲达到的目标常常不止一个
,

因而燕得函数不止一个
.

即盔

得可以是一个 m 维向量函数

J, = (J矛
‘’(Q )

,

J矛
2 , (Q )

,

⋯J矛
“ , (Q ))

其中每一分量 Ji(j
,
为一个 目标

,

它是根据前面所述方法得到的
。

多维燕得函数的处理方法之一是应用加权平均将其
“

单目标化
”J舒

,

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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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卜
,

圣
叻 ,‘

”

/
j

圣
鸭

其中权数呜> o 的大小表示对 厂
j)
重要性大小

.

但有时两个 目标之间的相对重要性是不能用有

限数量来衡量的
,

因此另一种处理方法是
“

优先序法
” ,

即将各分量按重要性大小排队
,

先满

足最重要的目标
,

然后次之
,

最后考虑最不重要的目标
.

三
、

对策棋型解的概念及其实际背景

对于一个对策模型
,

根据不同的实际需要
,

可提出多种解的概念
,

这里我们只介绍其中

的两种
.

对于一个贸易集团来说
,

它可以参加的联盟一般不止一个
。

它究竟参加哪个联盟
,

这很

难做出硬性规定
。

于是人们就针对全部
n
个贸易集团的对策模型提出了

“

核心
”
的概念

,

核

心
c (v ) 是一个满足下列条件的

n
维分配向量 (x : ,

一
, x 。

) 的集合
:

¹ 习x ; 二

i 一 l

º 对所有

, ( N )

S g N ,

习 X 。) , (s )
( i ) 任S

由此可见
,

如果一个多边对策模型的核心存在的话
,

那么不论各贸易集团之间如何结盟
,

只要

它们的分配向量 (X :
⋯

,

X
.

)在核心中
,

它们从这种结盟里就能得到更多的收益
。

另一种解基于分配向量
“

优超
”
的概念

.

若两个
n
维向量 X = (x

, ,

一
, X

。

)和 Y一 ( Y , ,

⋯
,

Y
。

)满足下列条件
:

¹ X , > Y 。, ( i = l
,

⋯
, n )

º 习x ‘
成

, (N )

互一 !

则称 X 优超 Y
。

若 X 优超 Y ,

那么对每个局中人来说
,

总是愿意选择 X 而不选择 Y
。

多边对策模型的另一解的概念是稳定集 S ( , ) ,

即满足下列条件的
n
维分配向量 ( X , ,

⋯
,

X
。

)的集合
:

¹ 若
n
维向量 X , Y 任S (刃

,

则 X 与 Y 互不优超
;

º 若 n 维向量 Z百S (刃
,

则必存在 X e S (岭使得 X 优超 Z
。

由上可见
,

这种解的基本思想
,

不是去寻求每一联盟都喜欢的分配向量
,

而是去寻求互相无

法替代的分配向量集合
,

即如果在这个集合外任取一分配向量
,

那么与之相比
,

集合内总有

为某个联盟更喜欢的分配 向量
。

当然不是所有贸易集团都喜欢这种分配
,

所以可能有些局中

人会迫使再改变成集合外的另一分配
。

不过
,

这种新分配向量总不如集合内的某个分配向量
,

所以我们将又回到集合内
,

于是各贸易集团在谈判中讨价还价总围绕着这个集合进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