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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考虑到现有软对策分析中对局中人偏好调整方向不够明确的缺点，提出了个体偏好偏差的概 

念，使得谊问题得到较好的解决。同时对一水资源冲突问题进行了实证分析，说明了上述观点的夸 

理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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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会生活中经常提到个体利益服从整体利 

益，以实现整体的最优。但是，如何弄清个体与整体 

在利益偏好方面 的差异，以便考虑从整体利益出发 

的某项政策可能会导致有关个体的何种反映，以及 

采取怎样的对应策略是很值得研究的。在此 ，双方的 

偏好差异是问题的核心所在。 

1 一个资源冲突问题 

现有一资源冲突问题‘1]：某水库的兴建将带来 

发电等效益，但建水库需要大量投资，而且对上游会 

带来淹没损失。该水库的上游为甲省，下游为乙省。 

为了减少淹没损失 ，甲省希望设置较低 的正常蓄水 

位，而乙省为了获得较多的电量等效益，希望设置较 

高的正常蓄水位。在一定范围内，正常蓄水位越高， 

则发电量越大，淹没损失也越大，投资越多。在这里 

将淹没损失的补偿归人投资中，故仅考虑电量和投 

资两个目标。 

该水库的冲突模型包含的局中人为甲、乙两省。 

甲省 的两个策 略为：Ⅱl为设置较低正常蓄水位 ；n 

为设置较高正常蓄水位，但要求乙方以增加投资给 

予补偿。乙省有两个策略；6 为了获得较多电量，增 

加投资；6 为减少投资的策略。水库冲突中的局中 

人、策略和可行结局如表 1所示 。 

其中0表示局中人不取该策略，1表示取该策 

略，各种策略的不同 0，1组合 即构成了不同的结局。 

若乙省 ， 均取为0，表示采用正常投资策略，既 

不增加投资，也不减少投资。 

表 1 冲突中的局中人、策略与可行结局 

Tab．1 Actors，strategies and feasible 

outcomes jn the connict 

考虑年平均发电量(Gw)和投资(亿元)两个 目 

标，对应不同结局，甲、乙方的决策矩阵 A，丑分别为 

(第 1列为发电量，第2列为投资) 

A= 

2 570 7．0 

27 OO0 8．3 

1 600 4．5 

1 800 6．2 

3 2O0 9．5 

3 400 9．8 

甲、乙对结局成对 比较的结果如下 

皿={(1，2)，(3，1)，(1，4)，(1，5)，(1，6)， 

(3，2)，(4，2)，(2，5)，(2，6)，(3，4)， 

(3，5)，(3，6)，(5，4)，(4，6)，(5，6))； 

n2一{(2，1)，(1，3)，(4，1)，(1，5)，(6，1)， 

(3，2)，(2，4)，(5，2)，(6，2)，(4，3)， 

(3，5)，(6，3)，(4，5)，(4，6)，(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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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考虑到将软对策引入冲突分析时允许对策 

结构发生变化的情况 ，引入新的局中人 ，并定量分析 

局部与整体偏好的偏差，以期台理调整其偏好．实现 

二者刺益的有机统一。 

2 个体偏好与整体偏好分析 

2．1 个体偏好分析 

用 LINMAP法 对 甲、乙双方分别进行偏好 

分析，可得如下模型 

Q = min 
(̂ 

fEW + Z≥ 0， 

lFW = 1。 

其 中，W = ( ． ) 

(1) 

一 1，2 Z= ( “)，女 ∈皿 

0．0831 0．280 6 — 0．144 4 — 0．372 4 0．144 4 0．372 4 

l 0．290 4 

I一0．278 1 

l 0．499 7 

l 0．709 6 

l 0．373 5 

l 0．361 1 

E一= l 0．416 7 

l 0．626 5 

l 0．012 3 

l 0．790 1 

l 1．000 0 

l——0．777 8 

l 0．987 7 

L 0．209 9 

F一一 [-5．304 7 5 

r一 0．07O 7 

l 0．195 3 

l——0．849 3 

l一0．1 5O 7 

l 0．064 2 

l——0．124 6 

l 0．778 5 

E 一 【0．221 5 

f 0．134 9 

『一 0．654 0 

I——0．346 0 

l 0．259 5 

l——1．000 0 

1—0．913 5 

L一0．086 5 

F =[一2．541 3 

O．436 1 

— — 0．1 79 0 

0．511 0 

0．563 9 

0．716 7 

0．459 6 

0．230 4 

0．283 3 

0．257 0 

0．947 l 

1．000 0 

— — 0．690 0 

O．740 3 

0．052 9 

612 5 —9 

— — 0．319 7 

0．51O 8 

— — 0．967 4 

— 0．032 6 

0．015 6 

— — 0．191 0 

0．647 7 

0．352 3 

0．335 4 

— — 0．456 7 

一 O．543 3 

0．526 4 

— — 1．000 0 

— — 0．9831 

— 0|O16 9 

— 2．122 6 

— 1．077 8 — 1．320 8 1．077 8 1．32O 8 

0．855 6 0．306 8 — 0．855 6 —0．306 8 

— 0．700 0 —0．625 6 0．700 0 0．625 6 

— 0．922 2 —0．679 2 0．922 2 0．679 2 

一 1．222 2 一 1．693l 1．222 2 1．693l 

— — 1．000 0 ——0．6791 1．000 0 0．6791 

— 0．555 6 —0．253 3 0．555 6 0．253 3 

— — 0．777 8 ——0．306 9 0．777 8 0．306 9 

— 0．222 2 一 l_O14 0 0．222 2 1．014 0 

— 1．777 8 一 1．946 4 1．777 8 1．946 4 

— 2．000 0 — 2．000 0 2．000 0 2．000 0 

1．555 6 0．932 4 — 1．555 6 — 0．932 4 

— 1．777 8 — 0．986 0 1．777 8 0．986 0 

— 0．222 2 —0．053 6 0．222 2 0．053 6 

988 9 —10．691 2 9．988 9 10．691 2]； 

0．164 7 0．826 2 —0．164 7 — 0．826 2 

一 O．400 0 — 1．113 3 0．400 0 1．113 3 

1．223 5 1．639 1 ——1．223 5 ——1．639 1 

0．776 5 0．360 9 ——0．776 5 ——0．360 9 

一 O．188 2 — 0．100 6 0．188 2 0．100 6 

0．235 3 0．287 1 ——0．235 3 ——0．287 1 

— — 1．058 8 ——0．812 9 1．058 8 0．812 9 

— 0．941 2 一 l_187 1 0．941 2 1．187 1 

一 O．352 9 — 0．926 8 0．352 9 0．926 8 

0．823 5 0．525 8 ——0．823 5 ——0．525 8 

1．176 5 1．474 2 — 1．176 5 — 1．474 2 

一 O．588 2 — 1．213 9 0．588 2 1．213 9 

2．000 0 2．000 0 2．000 0 —2．000 0 

1．41l 8 1．739 8 — 1．411 8 — 1．739 8 

0．588 2 0．260 2 — 0．588 2 — 0．260 2 

4．870 6 3．758 6 —4．870 6 —3．758 6]。 

求解上述模型可得双方各方案距其理想点 的欧 氏平 

方距离分别为 

S，= (O．364 380 5，0．423 254 0，0．259 150 5， 

0．423 254，0．426 ll 6 6，0．423 254 0) 

S 2= (一0．197 292 4，一 0．120 015 7， 

一 0．1 51 552 6．一O．338 067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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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51 552 6) 

2．2 整体偏好分析 

在该水资源冲突问题中，甲、乙双方在同一结局 

中的电量与投资之和构成的矩阵 C，矩阵 

C一 

6 430 

6 700 

5 800 

6 70O 

6 400 

28．O 

31．1 

28．O 

31．1 

29．8 

有着重要的经讲含义——整个水利工程在未来的总 

投人(投资)与总产出(发电量) 因此，我们不妨引人 

另一局中人 (丙)，它代表了整体 的利益，其决策矩 

阵为 C，并假定它对各结局两两 比较的结果为 

一 {(1，2)，(1，3)，(1，5)，(6，1)，(2．3)， 

(2，5)，(6，2)，(5，3)，(6，3)，(6，5)， 

(2，4)．(1，4)，(4，3)，(4，6)，(6，4)}。 

类似地，用 LINMAP法得到在式 (1)中的系数 

矩阵 和 F (公式略)，求解该模型得整体各方案 

距其理想点的欧氏平方距离 

S 一 (一 0．099 524 74，一 0．099 524 74， 

一 0．099 524 74，一 O．068 938 52． 

一 0．181 648 2) 

2．3 个体偏好固定时的稳定局势及其优劣分析 

首先．用亚对策就甲、乙双方在该冲突中的可能 

结局即稳定局势进行分析。为此，用标准形式表示该 

冲突问题。 

表 2 投资双方在不同策略下的赢得 

Tab．2 Two actors outcomes under 

different strategies 

投资策略 面 墨 

在二人对策中，完备亚对策包括 12G和 21G， 

为了获得其稳定局势，只需获得双方在两亚对策中 

的理性结果，而其交集即为在维持现有对 策结构不 

变时的可能结局。 

先分析亚对策 12G 甲、乙双方的理性结果分别 

为 

R1(12G)一 

((。I乩)，(d bi)，(。。bo)，(。。b1)，(。。b：))； 

2(12G)一{(41bo)，(42bI)}。 

再看亚对策 21G。甲、乙双方的理性结果分别为 

(21G)= 

f(。I乩)，(4lb1)，(d z6o)，(。2b1)，(42b2))； 

R2(21G)一 {(4t )，(口2b1)， 2b1)， 0b2)}。 

由上述分析不难看出，其稳定局势为(4 )与 

(42b )，即结局 gl和 口 。 

据sa可知，gt和 不是整体最偏好的结局(其 

最偏好的结局为 口 )，这说明，甲、乙双方从各 自的局 

部利益出发，所导致的最终可能的结局与整体利益 

是不一致的。 

2．4 个体偏好与整体偏好的差异分析 

在软对策中，个体偏好是可变的[{ ，这就提供 

了一种可能 ：对于具有一定合作性质的对策问题，如 

在上述的资源冲突问题中，根据整体偏好对个体偏 

好进行调整，以使其稳定结局与原偏好下的稳定结 

局相 比得到优化。 

这里的整体偏好与传统的群体偏好集结机制的 

研究有着本质 的区别 ：后者聚合了每个局中人的偏 

好 ，而前者则是引人了作为“背景”的新的局中人“整 

体”，其偏好不完全来 自局中人的现有偏好。 

以整体偏好 为基准调整个体偏好，与一般 的合 

作对策亦有明显区别：一是后者主要研究在各局中 

人间可能形成的联盟以及联盟中如何进行利益的分 

配等；二是传统的合作对策是在对策结构固定 的前 

提下进行分析的 ，而前者认为对策结构是可变的(包 

括局中人、策略集、偏好等)。 

为对个体偏好进行调整以实现局部利益与整体 

利益 的统一，明确个体与整体偏好间的差异是重要 

的因素。现有软对策论对该问题的研究显得不足。 

根据 LINMAP对局 中人进行偏好分 析时 ，均 

得到了相应的理想点，为了使衡量个体偏好与整体 

偏好 的欧几里德加权平方和有可比性 ，需要计算 出 

局 中人k各方案距整体理想点的欧氏平方距离 

S 一∑ (“ 一 ) 一2∑V “ ， 
J∈J1 ∈J： 

式中： 为局中人“整体”的第 个指标的理想值； 

" 为理想点处局中人“整体”对第 j个指标的权重 

v：一 ；f ， 

Jt一 {Jl" > o}， 

J = {Jl — o，且V ≠o}。 

，为局中人 采纳方案 i时在 目标 J上所得效用值， 

即以个体在各结局中距整体理想点的加权平方距离 

分析其偏好。 

个体偏好与整体偏好 间差异可用下式表示 

U 一̂ { ̂1一 s。1， 一 s0z，⋯ ， 一 5“，⋯ ， 

h— s̈ ) (3) 

其中％为局中人k的第i个方案距。整体”的理想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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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欧氏加权平方距离， 为局中人“整体”的第 i个 

方案距其理想点的欧氏加权平方距离， 称为局 中 

人 k的偏好偏差。 

上述 显示了个体偏好与整体偏好间的差异， 

明确 了个体偏好的调整方向。 

现在根据式(3)提 出的偏好偏差来对个体偏好 

与整体偏好的差异进行分析 

由各结局 中甲、乙双方相对整体 理想点的欧 氏 

平方距离 

S1。= (--0．893 129 8E一1，一O．971 177 7E—l， 

0．000 000 0 一 0．259 773 1E一 2， 

一 0．152 273 9，一0．】75 3,53 2)； 

S：。一 (一 0．769 416 6E— l，一0．772 750 5E一 1， 

-- 0．967 995 6E一 1，一 0．175 353 2， 

0．000 000 0，一 O．585 694 8E—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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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nalysis about the deviation between individual preference 

ln dram a 

CAI Jian—feng ，LI Peng—lin ，ZOU Yan 

(1．Management Schoo1．Northwestern Polytechnica[University，Xi an 710072，China F 2．Department of M athematics， 

Northwest University，Xi an 710069．China) 

Abstract：An individual preference deviation rector is proposed considering that it isn t clear that how a 

character changes his preference in the present drama theory SO that problem might be solved wel1．The 

reasonableness about it is proved by an empirical study about a conflict of water resource． 

Key words：indi~ idual preference deviation drama theory；conflict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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