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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公共住房的合理分配是关系保障性安居工程成败及可持续发展的&生命线'$公共住房分配中缺乏科学规

划和依据!既难以保障公共住房资源分配的&公平正义'!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效率缺失$本文借鉴双边匹配思

想!给出了一种基于公理设计和功能过剩的公共住房撮合分配方法!构建了一个公共住房撮合分配多目标优化决

策模型$文中给出的公共住房分配案例计算表明!该方法有利于提高公共住房撮合分配的科学性-合理性及正确

性!具有一定的可行性和适用性$基于相关系数权重的数值模拟试验!研究进一步探讨了住房保障的发展阶段-住

房保障策略与最优撮合分配结果的关系!为公共住房分配提供了一些策略(在住房保障起步和发展阶段!应当优先

考虑较高的保障覆盖面!同时也应避免公共住房对保障需求过剩%在住房保障发展成熟和完善阶段!则应当注重提

高住房保障的保障水平!尽力满足住房保障对象更高水平的住房改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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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房保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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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随着我国住房保障建设的不断发展!各种公共

住房建设在全国各地如火如荼的推进!每年有大量

公共住房陆续进入分配阶段$作为关系保障性安居

工程成败及可持续发展的&生命线'!公共住房的&合

理分配'既是对政府公信力和执行力的重要考验!也

是使该保障的群众真正受益-防止不符合条件者侵

占公共住房资源的重要手段$

罗尔斯从社会资源分配角度论述&正义'问题

时!提出了两个正义原则(一是平等自由原则%二 是

机会平等原则和差别原则$前者作为第一原则!体

现的是公民在政治法律面前的人人平等%后者则主

张在资源分配时用机会的公平平等原则加以限制$

在社会资源分配时不应当放任自由市场不管!而需

要以公平正义为目标的行政和法律制度进行调节$

除此之外!也需要使用&差别原则'来纠正基于能力

和天赋的不平等!在资源分配中应当有利于最弱势

群体的最大利益$公共住房分配作为我国社会分配

体系中的一部分!其价值目标应当与我国社会主义

国家实现分配公平正义的价值目标一致$但是公共

住房的公平分配不等于平均分配!其本质意味着每

个保障对象的条件不同!人与人之间应有合理的差

距!才能使得分配所得与个人条件相均衡$在公共

住房分配中!应当首先使得住房困难的弱势群体能

够得到公共住房分配的同等机会!但在均等机会下!

则是通过差别性的住房分配来实现的!它表现为一

种纵向公平!体现了公共住房分配对弱势群体的补

偿原则$

在住房保障中!各个地区的住房保障相关政策

制度和管理办法对住房保障对象界定-住房保障的

准入退出均做出了比较明确的规定!先行保障了公

共住房资源分配中的机会均等问题$但在公共住房

分配的操作过程中!绝大多数地区惯用的是主观决

策-摇号随机分配-手工操作为主的分配方法!没有

体现社会资源分配&公平正义'中的&差别原则'!也

缺乏科学的规则和依据(一方面没有充分考虑公共

住房对保障需求的匹配程度!另一方面也没有从资

源节约的角度去考虑住房保障的效率$因此!在实

际中的分配结果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不合理性!产



生了各种如&过保漏保'-&以权谋私'和&公共住房空

置'等问题!既无法保障公共住房资源分配的优化配

置!也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了社会资源分配的&公平正

义'$本文试图借鉴当前研究和应用较为热门的双

边匹配思想!根据住房保障的特点!针对保障对象和

公共住房的需求供给属性信息!构建决策优化模型

来解决住房保障中公共住房的撮合分配问题$

撮合匹配研究最早起源于婚姻匹配和入学互选

问题!其目的是尽量使男女双方和学生学校双方找

到满意的对方!进而获得恰当的匹配结果)

#=!

*

$近

年以来!特别是随着电子商务的发展!撮合匹配的思

想被学者扩展到许多实际应用领域中!并开展了广

泛的研究)

"=#$

*

$其中!关于电子商务中多属性商品

交易撮合匹配的研究占了绝大多数!少量研究仅以

住房的市场交易作为算例)

##=#!

*分析!没有具体针对

福利性的公共物品分配这一特殊情况和性质进行撮

合分配的专门研究$

有鉴于此!本研究针对住房保障中公共住房分

配的特点!给出一种基于公理设计和功能过剩的供

需双方的多属性匹配程度计算方法!分析公共住房

对保障对象需求满足的匹配程度以及功能过剩!同

时考虑到公共部门的决策需求!构建了一个多目标

优化决策方法用于公共住房的撮合分配$

"

!

公共住房撮合分配的问题描述

公共住房分配中一般存在三方主体!即保障对

象-公共住房以及公共决策部门$根据保障对象的

需求和公共住房的特征!公共决策部门进行必要的

决策分析!并以此给出合理的住房分配方案$针对

实际情况的不同!&公共部门'可以由房管局-住房保

障中心以及其它组织和部门来承担$

图
#

!

公共住房的分配撮合

公共住房的撮合分配问题可以由上图表示$保

障对象"左边节点#和公共住房"右边节点#之间的连

接线表示二者撮合分配的可能性与实际结果$对保

障对象和公共住房进行分配撮合的目的就是确定连

接线与节点的匹配关系!以达到某种撮合目的的尽

可能最大化$下面给出本文需要解决问题的具体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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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为住房保障对象的住房需求

属性集"也是公共住房的住房属性集#!其中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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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示住房需求的第
L

个属性指标$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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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5

为公共住

房属性指标的权重!表示公共住房的第个住房属性

特征的重要程度$记 >

BY

"

"

7

>

L

#

2f5

为保障对象5住

房属性需求矩阵!

"

7

>

L

表示第
7

个保障对象对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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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

住房属性的具体需求值%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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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公共住

房5住房属性实际输出矩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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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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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公共住

房的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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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住房属性的实际输出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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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住房撮合分配的多目标决策方法

针对住房保障的政策和公共住房分配的特点!

提出以下撮合分配的规则(

规则
#

(不同公共住房的住房属性维度是一致

的$公共住房的住房属性集为所有不同公共住房具

有的属性特征的并集!若某类公共住房中某个属性

不存在!则赋其值为零$

规则
!

(保障对象对住房属性的需求是合理的$

一方面!保障对象不会有公共住房不存在的住房属

性需求%另一方面!基于住房保障仅能保障基本居住

条件的性质!保障对象的住房属性求理想范围是适

当的$

规则
"

(保障对象的住房需求和公共住房的住

房属性都可以由某种形式来表示"本文中为区间型-

数值型-硬约束型#!且公共决策部门能根据不同保

障对象的住房需求紧迫性赋予其不同的权重!公共

住房的住房属性权重可以通过
K_W

方法或其他方

法得到$

规则
H

(一个保障对象最多只能被分配到一类

公共住房中!一类公共住房至多只能分配一个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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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象$

在现实的多属性双边匹配问题中!由于不同问

题的复杂性-模糊性和不确定性!许多问题的属性特

征指标值的信息形式可能是多样的!如实数值-区间

数-言语)

#"

*等形式$为简化问题起见!本文给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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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公理设计的公共住房匹配程度

公理设计主要包括两条公理!即独立公理和信

息公理)

#H

*

$独立公理要求保持功能性要求"

J.)8U

6(-)01b*

c

.(/*5*)6+

!

Jb+

#的独立性!信息公理则

是指总体信息容量最小的方案为最佳方案$记
4

L

为属性
F

L

的信息容量!

!

L

表示为完成功能性要求

CB

L

的成功概率!则信息容量
4

L

的计算公式为(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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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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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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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成功概率
!

L

可以理解为试图满足的设计

范围和实际的系统范围之间的函数$通常!设计范

围体现需求属性的期望水平!此处定义为保障对象

的住房需求属性理想范围%系统范围则反映属性的

实际水平!此处定义为公共住房属性实际输出$公

共范围则是设计范围和系统范围之间的重叠区域!

体现了属性的期望水平和实际水平之间的匹配程

度!此处定义为保障对象的住房需求属性理想范围

与公共住房属性实际输出的重叠区域$于是!

!

L

和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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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分别表示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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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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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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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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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范围
公共范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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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

!

设计范围-系统范围和公共范围示意图

图
!

表示了设计范围-系统范围和公共范围的

基本涵义$由信息容量的定义和上图可以看出两个

极端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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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系统范围"公共住房的属性实际输出#没

有达到设计范围"保障对象的住房需求属性理想范

围#的要求时!表示公共住房的属性实际输出完全没

有达到保障对象的住房属性需求!则该属性信息容

量
4

L

为
l

!相应的撮合分配不存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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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系统范围"公共住房的属性实际输出#完

全超出设计范围"保障对象的住房需求属性理想范

围#的要求时!即公共住房的属性实际输出最低值高

于保障对象的住房属性需求最高值时!表示表示公

共住房的属性实际输出完全满足保障对象的住房属

性需求理想范围!则该属性信息容量
4

L

为
$

!考虑其

为可能的撮合分配$

分别考虑效益型-成本型和硬约束属性!定义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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冶平和陈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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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出了相应属性容量的计算公式$

但该研究据此计算得到的交易匹配度本质上是基于

需求方视角的匹配度!即产品对需求满足匹配的程

度!而非供需双方视角的匹配度$故本文定义!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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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中的信息容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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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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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需求的匹配程度!而不

是指供需双边的匹配程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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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

保障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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撮合分配的信息容量!它的大小能够反

映该撮合分配中住房属性对需求的匹配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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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

2

4

7,

L

# "

#$

#

设
I

7,

为一个
$=#

变量!

I

7,

Y#

表示公共住房

W

,

与保障对象
)

7

成功达成撮合分配!

I

7,

#

$

表示

对应的撮合分配不存在$

/

2

7

#

#

I

7,

2

#

表示一个保障对

象最多只能被分配到一类公共住房!

/

:

7

#

#

I

7,

2

#

表

示一类公共住房至多与一个保障对象匹配$则最终

撮合分配方案中!公共住房
W

,

与保障对象
)

7

信息

容量
4

7,

变化为(

4

7,

#

I

7,

2

/

5

L

#

#

"

#

L

2

4

7,

L

# "

##

#

考虑分配撮合方案总体信息容量的最小化!对

于所有待撮合住房保障对象!记总信息容量为
4

$

计算公式为(

4

#

/

2

7

#

#

"

+

7

2

/

:

,

#

#

"

I

7,

2

/

5

L

#

#

"

#

L

2

4

7,

L

### "

#!

#

考虑到公共决策部门对于保障面的匹配要求!

构建多目标优化模型(

5()4

#

5()

/

2

7

#

#

"

+

7

2

/

:

,

#

#

"

I

7,

2

/

5

L

#

#

"

#

L

2

4

7,

L

###

"

#"

#

50G^

#

/

2

7

#

#

/

:

,

#

#

I

7,

"

#H

#

-:.:

/

2

7

#

#

+

7

#

#

!

/

2

7

#

#

I

7,

2

#

!

/

:

,

#

#

I

7,

2

#

!

I

7,

#

$

或
#

!

/

5

L

#

#

#

L

#

#

模型中!"

#"

#式的含义是使撮合分配方案的总

信息容量最小!"

#H

#式的含义是使撮合分配数量最

大$

#$"

!

基于功能过剩的公共住房匹配程度

如前文所述!樊治平和陈希)

#!

*的研究中基于公

理设计的计算得到的交易匹配度本质上是基于需求

方视角的匹配度!即产品对需求满足匹配的程度!而

非供需双方视角的匹配度$不仅如此!直接运用公

理设计原理计算供需双方的匹配度在某些情形下并

不符合现实情况$考虑一个特殊情况(当所有待分

配的公共住房都能完全满足所有保障对象的住房需

求!即公共住房的效益型属性输出最低值高于所有

保障对象需求属性的理想最高值-成本型属性输入

最高值低于所有保障对象需求属性的理想最低值-

硬约束型属性全部落在保障对象属性需求的区间

内!则所有保障对象的所有属性需求都得到了完全

满足!各个属性的信息容量均为
$

$此时!基于总信

息容量最小的决策优化模型存在多个最优解!无法

起到有效的决策支持作用$

随着人们对资源不可再生性的认识以及可持续

发展的理念被广泛接受!企业与消费者对质量的要

求也由原来的尽可能完美发展到适度质量要求)

#%

*

$

过高的质量水平将产生&功能过剩'!造成不必要的

资源浪费和成本增加-环境污染等问题)

#C=#>

*

$从价

值工程的角度来看!产品的功能过剩是指必要功能

的功能水准超过了顾客要求的程度)

#D=#?

*

$现代质

量分析中通常把&功能过剩'定义为!在产品设计制

造中出现了过剩的功能或者质量!或者不必要的功

能!这将增加企业的资源和运营成本)

!$=!#

*

!也会浪

费不必要的社会资源$

住房保障是一种社会福利性保障政策$在现有

住房资源短缺-政府和地方财政有限的情况下!公共

住房的供给和分配仅能为城镇住房保障对象提供基

本居住条件!应尽量避免&过保'现象"即分配的公共

住房的属性超出了保障对象的基本居住条件需求#$

因此!公共住房的撮合分配!不仅要考虑到公共住房

满足保障对象需求的匹配程度!也要尽量使其&功能

过剩'最小$而基于公理设计的住房属性匹配度仅

以信息容量的测度反映公共住房属性满足保障对象

住房需求的匹配程度!无法反映出公共住房属性输

出超出需求的部分$在此!本文定义公共住房的&功

能过剩'为分配的公共住房在属性特征上的输出值

超出保障对象的属性需求值部分!并以此构建一个

基于总功能过剩最小的多目标优化模型$

定义
F

L

在属性下公共住房
W

,

的实际输出超

出保障对象
)

7

的最低需求部分为功能过剩矩阵

"

;

7,

L

#

:f5

!有该属性功能过剩值(

"

#

#对于收益型属性!如面积$

2

H##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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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类功能过剩可以理解为在属性
L

上(公共住

,

房实际提供的最高值大于保障对象
7

的最低需求

的部分$

"

!

#对于成本型属性!如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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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类功能过剩可以理解为在属性
L

上(若公共

住房
,

实际要求的最低值小于保障对象
7

的最高支

付能力的部分$

考虑到硬约束属性若不匹配!则相应的撮合分

配不存在!因此将硬约束型属性的功能过剩全部记

为
$

$

为消除不同量纲的影响!先将功能过剩值用以

下方法归一化为"

;

7

!

,

!

L

#

r

!"

#

#对于收益型属性!如

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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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
O

7,

为公共住房
W

,

对保障对象
)

7

与撮合分

配的功能过剩!它的大小反映了公共住房提供的属

性功能超出保障对象最低需求的程度$"

#

L

#

#f5

为

已知的公共住房属性指标的权重!则
O

7,

的计算公式

为(

O

7,

#

/

5

L

#

#

"

#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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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

,

!

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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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类似于信息容量!最终的撮合分配方案中!公共

住房
W

,

对保障对象
)

7

的功能过剩
O

7,

变化为(

O

7,

#

I

7,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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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

#

"

#

L

2

"

;

7

!

,

!

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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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考虑撮合分配总体方案的功能过剩最小化!对

于所有待撮合住房保障对象!记分配方案的总功能

过剩为
O

!计算公式为(

O

#

/

2

7

#

#

"

+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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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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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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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公共决策部门对于保障面的匹配要求!构

建多目标优化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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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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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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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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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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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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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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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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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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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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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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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或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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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

#

#

L

#

#

模型中!"

!!

#式的含义是使撮合分配方案的总

功能过剩最小!"

!"

#式的含义是使撮合分配数量最

大$

#$#

!

公共住房撮合分配的多目标优化模型及求解

根据"

#"

#式和"

!!

#式的基于公理设计和功能过

剩的两个目标函数!考虑到公共部门希望撮合分配

数量最大化的决策要求!构建如下的多目标撮合分

配优化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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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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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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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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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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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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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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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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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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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I

7,

2

#

!

I

7,

#

$

或
#

!

/

5

L

#

#

#

L

#

#

其中!"

!H

#式和"

!%

#式的含义分别是尽可能使

撮合分配方案的总信息容量和总功能过剩最小!

"

!C

#式体现了公共决策部门的撮合分配数量最大化

匹配要求$

为求解上述多目标优化模型!采用隶属度函数

加权和方法)

!!=!"

*对目标函数进行处理$设
4

5()

和

4

50G

分别为单独考虑目标
B

优化时所获得的最小目

标值和最大目标值!

O

5()

和
O

50G

分别为单独考虑目

标优化时所获得的最小目标值和最大目标值!

^

50G

和
^

5()

分别为单独考虑目标
^

优化时所获得的最大

目标值和最小目标值$则三个目标函数的隶属度函

数可以分别定义为(

*

"

4

#

#

4

50G

&

4

4

50G

&

4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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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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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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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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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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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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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怀志等(基于公理设计和功能过剩的公共住房撮合分配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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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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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5()

^

50G

&

^

5()

"

!?

#

设
)

4

-

)

O

和
)

^

分别为三个目标函数
4

-

O

和
^

的权重"

$

2)

4

2

#

!

$

2)

O

2

#

!

$

2)

^

2

#

%

)

4

e

)

O

e

)

^

Y#

#$采用线性加权方法将三个目标的隶属度函数

加权!并建立一个新的目标函数为(

50GJY

)

4

2

*

"

4

#

e

)

O

2

*

"

O

#

e

)

^

2

*

"

^

#"

"$

#

将"

"$

#式替代原来的目标函数"

!H

#式-"

!%

#式

和"

!C

#式!则原来的多目标优化模型可以转化为单

目标优化模型$不难看出!新的单目标优化模型是

一个线性规划模型!可以通过
B̂;OA

等专用的优

化软件包求解$求解该优化模型的结果!就是公共

住房撮合分配的方案结果$

%

!

算例分析

某公共部门收到
C

个符合条件保障对象
)Y

0

)

#

!

)

!

!

)

"

!

)

H

!

)

%

!

)

C

1的住房保障申请信息!现有

D

套待分配的公共住房
WY

0

W

#

!

W

!

!

W

"

!

W

H

!

W

%

!

W

C

!

W

>

!

W

D

1$保障对象的住房需求属性和公共住

房的住房属性特征维度是一致的!考虑
H

个住房属

性作为撮合分配的属性依据!即住房价格"

F

#

!表示

为公共住房的租赁单价!单位(元/平方米#-住房面

积"

F

!

!表示公共住房的建筑面积!单位(平方米#-

住房区位"

F

"

!表示公共住房位置距离城区中心的

距离!单位(千米#-住房楼层"

F

H

!表示公共住房所

在的楼层#!其中
F

#

和
F

"

为成本型属性!

F

!

为收

益型属性!

F

H

为硬约束型属性$保障对象的保障紧

迫性权重为
H Y

"

$:#

!

$:#%

!

$:H

!

$:$%

!

$:#

!

$:!

#!

公共住房的各个住房属性的权重信息向量为
#

Y

"

$:%

!

$:!%

!

$:#%

!

$:#

#$保障对象对公共住房的属

性需求期望水平信息如表
#

所示!公共住房在各个

维度属性特征的实际输出信息见表
!

$

!!

根据"

##

#式及公共部门赋予保障对象的权重!

分别计算出各个公共住房对各个保障对象的信息容

量!如表
"

所示$

根据总体信息容量最小和分配数量最大的撮合

分配优化模型"目标函数"

#"

#和"

#H

##!使用隶属度

函数加权和方法求解$设定两个目标函数的加权系

数分别为
$:%

和
$:%

!可求得该多目标优化模型的

最优解为(

!!

0

^

##

Y#

!

^

">

Y#

!

^

HH

Y#

!

^

%"

Y#

!

^

CC

Y#

1-

0

^

##

Y#

!

^

">

Y#

!

^

HH

Y#

!

^

%"

Y#

!

^

C%

Y#

1和

0

^

##

Y#

!

^

">

Y#

!

^

HH

Y#

!

^

%"

Y#

!

^

CD

Y#

1!分配

方案的总体信息容量为
4Y$:$%>%"C?DC

!达成的撮

合分配数量为
^Y%

$由此模型求解结果可见!优化

模型产生的撮合分配方案仅从公共住房对保障对象

匹配的信息容量角度考虑!模型存在多个最优解!无

表
!

!

保障对象对公共住房的属性需求期望水平信息

保障对象
)

7

保障对象权重
+

7

住房属性
F

#

住房属性
F

!

住房属性
F

"

住房属性
F

H

)

#

$:# C:#

"

?:H "$

"

H% %

"

#$ #

!

!

!

"

!

H

!

%

)

!

$:#% >:!

"

D:H H$

"

%% #$

"

#% !

!

"

!

H

!

%

)

"

$:H ":"

"

H:% "$

"

H$ #%

"

!$ H

!

%

!

C

!

>

)

H

$:$% %:H

"

>:C H%

"

C$ #$

"

!$ #

!

!

!

"

!

H

!

%

)

%

$:# D:#

"

#$:% %$

"

C% #$

"

#% #

!

!

!

"

!

H

)

C

$:! ?:"

"

#$:C H$

"

C$ #%

"

!% #

!

!

!

"

!

H

!

%

住房属性的权重
#

L

$:% $:!% $:#% $:#

表
"

!

公共住房各个维度属性特征的实际输出信息

公共住房
_

F

住房属性
K

#

住房属性
K

!

住房属性
K

"

住房属性
K

H

_

#

%:#

"

>:" H" D %

_

!

":"

"

C:! "! % >

_

"

H:!

"

H:> %% ## !

_

H

C:#

"

D:" "C #H H

_

%

>:#

"

?:! H$ #D !

_

C

%:"

"

>:C CD !! #

_

>

!:"

"

":? "% #C H

_

D

>:D

"

#$:! >$ #H C

住房属性的权重
.

E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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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

公共住房与保障对象的属性信息容量

公共住房
保障对象

@

#

@

!

@

"

@

H

@

%

@

C

_

#

$:$H">!"H%C $:""HH%>">

l l l l

_

! l l

$:!%HC$">

l l l

_

" l

$

l

$ $ $

_

H l

$:$>%

l

$:$#"D#"%"

l

$:#

_

% l l l l l

$

_

C l l l l l

$

_

> l l

$

l l l

_

D l l l l l

$

表
%

!

公共住房对与保障对象的功能过剩

公共住房
保障对象

@

#

@

!

@

"

@

H

@

%

@

C

_

#

$:$"HC!%D"> $:$H$#?H!D $:$CHDDDD? $:$#!$"$#! $:$">>D$# $:$?%$?D"?H

_

!

$:$H#C$D$?? $:$%>""H"H $:$>D"C$## $:$#D%>CD# $:$%$D>"% $:##>?%#D$D

_

"

$:$H%!#H#? $:$%H?%#D# $:$D?>DHH> $:$#C"?">H $:$H">!?C $:##H>>%#

_

H

$:$!?D>?%#D $:$!D%>HD $:$%D $:$$>C$#H# $:$!>!%C $:$>?C$%>%C

_

%

$:$#?H#$?>> $:$##>HC?? $:$!D!!!!! $:$$!!%C$! $:$!#%?" $:$%!CCDC>H

_

C

$:$H%D$??$C $:$%#"H%"D $:$DHHHHHH $:$#""#CC $:$H#"!%" $:$??HCC%"!

_

>

$:$H%%HDDC! $:$%%#!$HD $:$>C#!"#C $:$#>HC"DC $:$H?"?>C $:##"%

_

D

$:$"#DC$>>C $:$HH$HCC? $:#$CDDDD? $:$$?#?HHH $:$!D#!C! $:$D"%CD!>H

法得到唯一的最优化撮合分配方案!没有起到实际

的决策支持作用$

考虑功能过剩最小的优化匹配!按照
":!

节中

对功能过剩的定义和计算方法!可求得公共住房对

保障对象的功能过剩矩阵!如表
H

所示$

!!

按照文献)

!!=!"

*提出的隶属度函数加权和方法!

可分别求得

4

2$D

Y$:CD?$C##

!

4

275

Y$

%

O

2$D

Y$:"D>$"$#

!

O

275

Y$

%

^

2$D

YC

!

^

275

Y$

$

得到相应的隶属度函数为

*

"

4

#

Y

$:CD?$C##=4

$:CD?$C##

*

"

O

#

Y

$:"D>$"$#=O

$:"D>$"$#

*

"

^

#

Y

^

C

设置
)

4

Y$:!%

!

)

O

Y$:!%

!

)

^

Y$:%

!

则加权得到新的目标函数为(

50G J Y$:!%

2

$:CD?$C##=4

$:CD?$C##

e$:!%

2

$:"D>$"$#=O

$:D>$"$#e$:%

2

^

C

用
B̂;OA

求解该单目标优化模型"

$=#

线性

规划模型#!得到最优解为(

0

P

##

Y#

!

P

">

Y#

!

P

HH

Y#

!

P

%"

Y#

!

P

C%

Y#

1!为前

一基于公理设计的优化模型最优解中的一个!为唯

一最优解$此时!

JY$:>%>$>%D

!总信息容量
4Y

$:$%>%"C?DC

!总功能过剩
OY$:!#H>HDCC!

!达成的

撮合分配数量为
^Y%

!撮合分配结果如下表所示$

表
&

!

公共住房的撮合分配结果

公共住房
保障对象

@

#

@

!

@

"

@

H

@

%

@

C

_

#

#

_

!

_

"

#

_

H

#

_

%

#

_

C

_

>

#

_

D

!!

从公理设计和功能过剩的定义和计算公式可

知!公理设计从需求方视角反映了公共住房满足保

障对象需求的匹配程度!而功能过剩则从公共部门

视角反映了公共住房超出保障对象需求的程度$从

住房保障的实践意义上来看!这二者分别体现了公

共住房满足保障对象需求部分的能力"保障效果#以

及公共住房的住房属性超出需求的部分"资源节

约#!两者共同反映了住房保障的保障水平$而撮合

分配数量的最大化则反映了住房保障的覆盖面$为

2

>##

2

第
#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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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

不同"

$

(

''

$

)

'

$

*

#条件下的最优目标函数值及撮合分配结果

"

)

4

!

)

O

!

)

^

#

J

总信息容量
4

总功能过剩
O

撮合分配数量
^

撮合分配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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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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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H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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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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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D

7

"

D=C

#7

Y!$#C$

个

了探讨住房保障的发展阶段以及政策侧重程度与最

优撮合分配结果的关系$研究进行了相应的试验!

设定
)

4

与
)

O

这两个目标函数权重比例不变的情况

下!考察
)

^

从
$

逐渐增大到
#

的情况下总信息容

量-总功能过剩和撮合分配数量的结果$

!!

从表
C

中可以看出!随着
)

^

的逐渐增大!撮合

分配的数量也越来越大$与此同时!撮合分配结果

的总信息容量和总功能过剩也逐渐增大$若完全不

考虑保障覆盖面"撮合分配数量#的要求!仅从保障

水平"总信息容量和总功能过剩#的角度考虑!除非

公共住房的住房属性能与某个保障对象的住房需求

完全一致!否则将不存在最优的撮合匹配方案$若

是只考虑保障覆盖面"撮合分配数量#的要求!完全

不考虑保障水平"总信息容量和总功能过剩#!则任

意分配组合都无差别!最终的撮合分配方案有

!$#C$

个$在资源有限条件下!提高保障水平和提

高保障覆盖面是存在冲突的(过于关注保障水平!则

难以保证一定的覆盖面%过于关注保障面的覆盖面!

则会降低保障的水平$

因此!从住房保障的发展阶段和政策角度出发!

在不同时期和环境下!公共住房的分配应关注不同

的视角$当公共住房资源有限-住房保障对象较多

时!住房保障的重点是优先保障一定的覆盖面!可以

在公共住房的撮合分配优化模型中设置较大的权重

给$而在住房保障发展到一定阶段!公共住房数量

较多时!则应注重住房保障的保障水平!一方面尽量

满足保障对象的住房需求!另一方面也要尽量避免

功能过剩!注重住房资源的节约!可以在多目标优化

模型中赋予较大的目标函数权重
)

4

与
)

O

$到全社

会住房条件很好-公共住房资源丰富的阶段!公共部

门也可以从消费者剩余的视角来考虑公共住房分配

的总体社会福利最大化作为决策依据$

&

!

结语

本文针对公共住房分配中的保障对象和公共住

房的多属性匹配问题!给出了一种基于公理设计和

功能剩余的撮合分配方法$构建了一个综合考虑公

共住房对保障需求匹配度最大-公共住房对保障需

求功能剩余最小-撮合分配数量最大的多目标优化

模型!通过隶属度函数加权和方法对优化模型进行

求解并得到相应的撮合分配结果$算例分析表明!

该方法的决策结果与基于公理设计的双边匹配优化

结果并不等价$该方法能够充分考虑供需双方的匹

配要求!有利于提高公共住房撮合分配的科学性-合

理性及正确性!具有一定可行性和适用性$基于隶

属度函数系数权重的数值模拟试验!研究进一步探

讨了住房保障的发展阶段-保障策略与最优撮合分

配结果的关系$研究深化了住房分配研究并扩展了

双边匹配决策方法的匹配规则和应用情境!也为公

共住房分配提供了一定策略(在公共住房分配过程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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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不仅要重视住房保障的覆盖面和保障水平!还要

注重住房保障效率的提高和公共住房资源的节约$

"

#

#在住房保障起步和发展阶段!即城镇住房供给紧

张-住房保障资金有限-公共住房资源短缺和住房保

障对象数量过多时!住房保障和公共住房供给分配

应当优先考虑较高的保障覆盖面!尽量满足全体城

镇住房困难家庭的基本居住需求!提高达成撮合分

配的数量!同时也应避免公共住房功对住房保障需

求过剩!注重住房资源的节约%"

!

#在住房保障发展

成熟和完善阶段!即城市住房水平较高-住房保障资

金和公共住房资源富足-住房保障对象&住有所居'

的比例很高时!则应当注重提高住房保障的保障水

平!尽力满足住房保障对象更高水平的住房改善需

求!在公共住房分配中为保障对象提供居住条件更

好-配套设施更完善的公共住房$

基于&功能过剩'思想和处理方法的多目标优化

模型中也可以广泛地应用到公共物品及社会福利的

分配中$需要指出的是!本文仅考虑了区间数形式

的多属性问题!在今后的研究工作应该进一步考虑

公共住房分配中不同形式的属性信息和权重信息$

除此之外!对于处理大规模供需双方-大量属性维度

的撮合分配优化模型求解的有效算法也应加强研

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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