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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配送联盟问题的数值实例进行验证与比较分析!说明了所提出模型与方法的有效性#实用性和优越性$文中

所提出的研究模型与方法可有效避免区间值减法运算带来的计算结果不确定性扩大等不合理问题!为求解区间值

合作对策提供一种新的理论视角和实用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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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现有区间值合作对策求解方法!大多数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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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局中人个数为
!

的联盟
;

的总个数为

%

%

"

,

%

!依此类推!含有局中人
>

"

:

的局中人个数为

"

的联盟
;

的总个数为
%

"

,

%

"

,

%

$于是!含有局中人
>

"

:

的所有联盟
;

的总个数为
%

$

"

,

%

0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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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

"

,

!

"

,

%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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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类似地!同时含有局中人
>

"

:

与
H

"

:

'

>

'

H

&

且局中人个数为
!

的联盟
;

的总个数为
%

$

"

,

!

!同时

含有局中人
>

"

:

与
H

"

:

'

>

'

H

&且局中人个数为

>

的联盟
;

的总个数为
%

%

"

,

!

!依此类推!同时含有局

中人
>

"

:

与
H

"

:

'

>

'

H

&且局中人个数为
"

的联

盟
;

的总个数为
%

"

,

!

"

,

!

$于是!同时含有局中人
>

"

:

与
H

"

:

'

>

'

H

&的所有联盟
;

的总个数为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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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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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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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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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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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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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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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通过上述分析!可得%

'

>

H

*

!

"

,

%

'

>

*

H

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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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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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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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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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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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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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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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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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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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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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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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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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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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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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方程'

G

&与'

&

&可分别写成如下矩阵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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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

+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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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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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矩阵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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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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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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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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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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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

为单位矩阵$经过一系列初等行变化!可

得%

!

'

)

!

/

&

$

% $

3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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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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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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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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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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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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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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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矩阵
)

和
/

行等价!从而矩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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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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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矩阵乘法!可得到方程'

G

&和'

&

&的解分别

如下%

O

N

*

)

,

%

+

N

'

#

&

O

@

*

)

,

%

+

@

'

C

&

由此可以计算得到局中人
>

"

:

的分配值!即

区间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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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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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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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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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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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最小平方优化模型的拓展及其解法

在上述优化模型即式'

!

&中!可根据管理决策实

际需要!增加一些约束条件!比如!集体合理性条件

'或有效性&即
=

'

:

&

*:

'

:

&$于是!由式'

!

&可容易

地写出如下带有约束条件的数学优化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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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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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求解式'

J

&!构造如下拉格朗日函数%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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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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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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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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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拉格朗日乘子$

对
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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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别关于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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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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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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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可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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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方程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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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改写为如下矩阵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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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解方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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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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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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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入方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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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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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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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类似方法求解方程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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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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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为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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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解!也即满足集体合

理性条件的区间值合作对策
:

的解$这样!可以确

定局中人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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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分配值!即为区间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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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例计算分析

&$!

!

案例背景及计算

假设有
>

家不同的快递企业'即局中人&

%

#

!

和

>

均要为某高校配送物品!由于受到市场环境#油

价#人工成本#城市道路状况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快

递企业无法提前预知确切的配送收益!只能预估出

大致的收益范围!即配送所得的收益用闭区间来表

示$若上述
>

家快递企业都选择单独对高校进行配

送!其期望收益范围均为
%$

至
%%

万元!即
:

'

%

&

*

:

'

!

&

*:

'

>

&

*

*

%$

!

%%

+$若快递企业开展共同配

送!则通过资源整合可以较大的提高收益!具体为%

若快递企业
%

和
!

开展共同配送!则联盟.

%

!

!

/的收

益为
:

'.

%

!

!

/&

*

*

!C

!

>!

+"若快递企业
%

和
>

开展共

同配送!则联盟.

%

!

>

/的收益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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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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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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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快递企业
!

和
>

开展共同配送!则联盟.

!

!

>

/的收益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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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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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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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快递企业

一同合作开展共同配送!则收益可大大提高!即最大

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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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收益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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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参与共同配送的
>

家快递企业来说!都不

希望自己参加大联盟后所获得的收益比单干或彼此

之间形成子联盟时获得的联盟收益少太多!这将降

低甚至破坏他们参与大联盟的积极性"反之!参与大

联盟的任何一家快递企业也绝不希望看到其他两家

快递企业因为参与了大联盟!所分配得到的收益比

其单干或形成子联盟时获得的联盟收益高太多!这

也将影响其加入大联盟的积极性$为了平衡这种矛

盾!我们希望看到每一家快递企业参与大联盟后获

得的收益都与其单干或形成子联盟时获得的联盟收

益尽可能的接近!这不失为一种公平#合理的利益分

配方案$为此!利用公式'

#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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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大联盟获得的

收益进行分配$

将上面的相关数据代入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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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快递企业
%

从合作中可以期望得到的收

益在
%G;%

至
%C;%

万元之间"快递企业
!

从合作中

可以期望得到的收益在
%!;&

至
%>;%

万元之间"快

递企业
>

从合作中可以期望得到的收益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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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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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之间$显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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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快递企业通过合作均可

获得更多的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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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快递企业通过合作均可

获得更多的收益!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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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快递企业从最大联盟中分

配得到的收益的上限之和与下限之和与最大联盟收

益的上#下限分别相等!即所有的收益均分配完毕$

-

J>%

-

第
#

期
! !!!!!!!!!!!

李登峰等%基于最小平方距离的区间值合作对策求解模型与方法



为验证本文所提出模型与方法的正确性及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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