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7章 目标规划 

7.1 目标规划在管理决策中的意义 

管理决策问题有难有简，有大有小。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企业规模的不断扩大，

人们在生产管理中和各种经济中，所遇到的问题，越来越大，越来越复杂，相应地要做

出一个科学的决策，涉及的因素也越来越多。 

在建筑管理，经济活动和工程设计中，经常碰到一些需要决策的问题。例如，需要

判别某个住宅设计方案的优劣，某个施工计划的好坏等，当只考虑一个主要指标，决策

个数不多时，可用单目标优化方法找出最优决策，线性规划和非线性规划就是处理单目

标优化问题行之有效的方法。但在现实应用中，对一个决策方案进行评价时，往往需要

对多个指标进行综合评价，例如，在住宅方案的评价中需要考虑平面布置、空间利用、

安全可靠性以及厨房布置、造价等指标。在施工计划方案的考察中需要考虑工期短、造

价低、质量好等。由于因素多，问题复杂，有时使决策者很难轻易地拍案定案。尤其在

现代化生产和管理中，人们已经认识到由于轻率而不科学的决策所带来的结果和危害是

极其严重的。对于这类经营和计划管理中的多目标决策问题，由于同时要对许多相互矛

盾的各个目标进行优化分析，而且随着目标的增多，约束条件以及决策变量也增多。而

想利用线性规划来处理这类问题就显得很困难。正因为如此，美国学者查恩斯（A﹒

charnes）和库伯（W﹒Wcoopor）于 1961年首次在《管理模型和线性规划的工业应用》

一书中提出了目标规划的有关概念和数学模型，当时作为解一个没有可行解的线性规划

的一种方法而引入的。1965 年尤吉·艾吉（Ruji﹒Ijiri）在处理多目标问题分类各类目

标的重要性时，进一步完善了目标规划的数学模型。表达和求解目标规划问题的方法是

由杰斯基莱恩和桑·李改进的。 

本章所讲的目标规划仅是线性目标规划，它是在线性规划的基础上进行讨论的。 

7.2 目标规划的基本概念及引例 

7.2.1 引入目标偏离变量的概念 
为了解决管理决策中遇到的有关互相矛盾目标的优化问题，可以引入目标偏离变量

的概念，对系统的优化目标事先给予一个目标值，把目标实际可能达成的值与预定值之

间产生的偏差定义为目标的偏离变量；然后，把对目标求极值问题转化为对目标的偏离

变量求极值的问题进行解决。偏离变量有超过和不足两种情况，用 表示可能实现值

超过规定指标值的超过量，称为正偏离量，当正偏离量是未知数时，称它为正偏离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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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表示可能实现值为能达到规定指标值的偏离量，称为负偏离量，当负偏离量未知时

称为负偏离变量。用 ，d ，表示第 个目标的正、负偏离变量。显然，在同一个问题

中， ， 是互补的；即 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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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现实值超过规定值时， ＞0，d id − =0 

当现实值未达到规定值时， ＞0， id + =0 

当现实值恰好完成规定值时， id −， id + =0 

以上三种情况可用一个数学式表示为： 

i
−× id + =0 

7.2.2 引例 
为了说明问题，这里举例说明之。 

例 7.1 某预制厂生产 A，B两种预制构件，需要三种原材料 C1，C2，C3，已知各种

原材料的库存量及单位预制件的所获利润如表 7.1所示。问该厂的决策者应如何安排 A，

B的产量，才使工厂的利润最大。 

表 7.1 

产     品 单位产品所需要材料 

kg/件 A B 
库  存  量 

C1 

C2 

C3 

20 

40 

— 

30 

20 

10 

1200 

800 

300 

单位利润/件 60 70  

解：设 A，B的产量分别为 1,x x 件，则得线性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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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求解，得出优解 * = (30,20)T, *( )x =3200 元，即当产品 A 生产 30 件，产品 B

生产 20件时，工厂所得利润 3200元为最大利润。 

在生产实际中，利润指标往往是由上级部门或工厂计划部门下达，如在本问题中，

假定计划部门下达的利润指标为 3100 元，这时车间领导又应如何组织生产呢？此时的

问题利用线性规划就无法解决了，据目标规划的偏离变量的概念，我们假定利润的现实

值与指标值之间的正偏离变量为 1d +，负偏离为 1d −。可将利润函数等价地表示为： 



1 2 1 160 70 3100x x d d+ −+ − + =  

它与线性规划的约束条件相比具有相同的意义，所以我们称它为目标规划的目标约

束，而称原线性规划的约束条件(2)，(3)，(4)为目标规划的环境约束。至于目标规划的

目标函数可依照以下方式来建立，据决策者的要求分为三种情况，相对于每种要求的目

标函数为： 

1.要求现实值超过或完成规定的利润指示，或完成 3100 元时， ；若超

过时， ，两种情况同时满足。工厂不希望利润低于 3100 元，即出现

的情况。一旦出现这种情况，也希望

1 1 0d d− += =

1 10, 0d d− += >

1 0d − >1 0,d + = 1d −尽可能小，因而在这种情况下目标

函数可表示为： 

1min Z d −=  

2.若要求实现值不超过规定指标时，目标函数应为正偏离变量 越小越好或为零，

即 
1d +

1min Z d +=  

3.若要求现实值恰好为规定的指标值时，目标函数应为正、负偏离变量的和为最小

或为零，即 

1 1min ( )Z d d+ −= +  

现假定例 7.1中的决策者要求完成或超额完成利润指标 3100元，则得目标规划： 

1min Z d −=  

1 2 1 160 70 3100x x d d+ −+ − + =  

1 220 30 1200x x+ ≤  

1 240 20 800x x+ ≤  

210 300x ≤  

1 2 1 1, , , 0x x d d− + ≥  

称以上的目标规划为单目标规划的目标规划，若目标多于一个时，称为多目标规划

的目标规划。 

例 7.2 在例 7.1中，若车间领导除考虑完成 3100元的利润外，还要求恰好将 C3原

材料用完。这时原环境约束条件10 2 300x ≤ 就要改为目标约束条件： 

2 2 2 300x d d− ++ − =  

原单目标规划变成一个二目标问题。 

其第一目标的目标函数为 1 1min Z d −=  

第二目标的目标规划为 2 2min 2Z d d− += +  

目标约束条件为 

1 2 1 160 70 3100x x d d+ −+ − + =  

2 2 2 300x d d− ++ − =  
环境约束条件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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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3 目标函数的优先级与权系数 
由于各个优化目标的量纲和取值范围各不相同，若把一个多目标的问题化为一个单

目标问题，将所有目标对应的偏离变量加起来，作为一个目标函数处理，往往不会得到

理想的结果，甚至无可行解。为了得到使决策者比较满意的解，我们需将目标的重要程

度分为等级，即给各目标冠以不同的优先级，最重要的目标给予第一优先级。目标的优

先级别的高低分别用优先因子 P1，P2，⋯，PK，⋯表示，规定 PK>>PK+1，即目标的优先

级是一个定性概念，不同的优先级之间无法用数量衡量，仅仅表示优化过程中目标考虑

的先后顺序。例如，在 7.2中，利润目标和原材料 C3目标加在一起考虑是欠妥的，因为

他们的量纲不同，主次地位也不同。若给利润目标赋予一级优先因子 P1，材料目标放为

次要地位，赋予二级优先因子 P2。上述问题的两个目标函数可以合为 

1 1 2 2 2, ( )Pd P d d− − ++  

对于同一优先级的不同目标，按其重要程度可分别赋予不同的权系数。权系数是一

种可以用数量表示的指标，因此对于一个具体的目标规划问题，它是一个数字。 

7.3 目标规划的数学模型 

7.3.1 数学模型 

由前引例可知目标规划的基本特征是： 

1.对每个优化目标预先规定了一个目标值。 

2.对每个优化目标需要引入偏离变量的概念，并且目标函数是以偏离为变量为自变

量，且都要求极小化。 

3.将目标分为若干不同的优先级。在同一优先级下不同目标可以赋予不同权系数。 

设有 L个目标，K个优先级（K≤L）的一个目标规划问题。第 l个目标的偏离变量

为 ， ，在 K 级优先因子下，偏离变量的权系数为ld −
ld +

klλ−与 klλ+。第 l个目标的指定值

为 ，这时得到一般目标规划的数学模型为： l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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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负约束     0( 1,2,..., )jx j n≥ =  

, 0( 1,2,..., )l ld d l L− + ≥ =  

7.3.2 目标规划的建模步骤 
在第一章，学习过的线性规划建模方法和步骤对于本章的目标规划仍是适用的。除

此之外，对于目标规划还需要考虑以下步骤： 

1. 根据决策者提出的问题列出各目标与条件。 

2. 确定各目标的优先级序列及问题的目标约束和环境约束。 

3. 据各目标的优先级序列赋予相应的优先因子 Pk，K=1，2，⋯，L。 

4. 对同一优先因子级中的各偏离变量，据此重要程度，赋予相应的权系数。 

5. 据已知目标值以及偏离的要求，做出综合的目标函数。 

7.3.3 目标规划与线性规划的区别与联系 
将线性规划与目标规划作比较，我们不难看出以下两点： 

1. 线性规划与目标规划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但又有不同。 

2. 线性规划是目标规划的子集。 

即凡是线性规划能够解决的问题用目标规划也可以解决；而许多线性规划无法解决

的问题，用目标规划却能解决，现将他们之间的比较列表，如表 7-2所示。 



表 7-2 

目  标  规  划 线  性  规  划 

应用范围 

确定目标值 

辅助变量 

对多目标规划系统进行优化 

对每个优化目标事先确定一个目标值 gi 

正偏离变量和负偏离变量 

对单目标系统进行优化 

不确定目标值 

松弛变量和人工变量 

形式 
目标约束条件 

环境约束条件 
系统约束条件 约

束
条
件 

绝对值 约束可行集具有弹性 要求绝对满足可行解集 

形式 加权和 目标函数 

特点 

1.根据要求对目标进行排序。 

2.每个目标都能可以获得某一确定的值。 

3.每个目标都转为求极小化。 

要么达最优值，要么无最优

值，无适中的达成值。 
优    

化    

内    

容 内容 

可以对六种基本优化型进行组合： 

1.min id −
含义：不得低于目标值； 

2.min id +
含义：不得超过目标值； 

3.min( )i id d− ++ 含义：尽量接近或等于目标值；

4. 含义：新目标组合值越小越好；min( )i id d− +− +

5.min( )i id d− +− 含义：新目标组合值越大越好；

6.min ( )f X 含义： ( )f X 越小越好。 

有两种基本形态：max ( )f X

)含义：要求 (f X

( )

取值越大越

好。 min f X 含义：要求

( )f X 取值越小越好。 

 

严密性 
优化结果找到的解是兼顾各目标，使决策者最满

意的，相对意义上的最优解。具有通融性。 

优化结果要么无最优解，要么

有最优解，而且是绝对意义上

的使 ( )f X 最佳值的优解。具

有严密性。 

 
对解的

选择性 

通过变换优先等级和目标值可以得到多组最优解

供决策者分析选择。 

只能得到唯一一组最优解，决

策者无选择余地，除非变换模

型参数。 

解    法 

主要有：①权和法； 

②图解法； 

③单纯形法。 

主要有：①单纯形法；②运输

等问题的特殊解法，如图、表

上作业法。 

相互关系 
可解决多目标问题也可解决单目标问题。是规划

问题一般通用模式，其它规划问题都是它的子集。
 



7.4 目标规划的图解法 

类同于线性规划的图解法，当目标规划模型中只含有两个变量（偏离变量不计入）

时，可以用图解方法找出满意解。下面通过例子来说明目标模型的建立和图解操作步骤。 

例 7.3 某建筑施工单位计划生产 A、B两种预制构件。决策者首先考虑要充分利用

供电部门分配的电量限额指标 62.5kw/日，其次考虑完成与超额完成利润指标 10 百元/

日。每日可供给水泥 8吨。其他有关数据如表 7-3所示，问应如何确定 A、B的产量。 

表 7-3 

产 品 耗电量（kW/单位产品） 水泥消耗（吨/单位产品） 利润（百元/单位产品）
A 
B 

10 
12 

2 
1 

1 
2 

解：设 1 2,x x 分别表示 A、B两种产品的日产量。根据给出的条件，得各目标的优先

因子。“充分利用供电量”为第一指标赋予优先因子 ；而充分利用可用 为最小

来表示。 
1P 1d d+ + 1

−

1d −表示电量设有用完的偏离量； 1d +表示超过电量限额的偏离量。 

超额完成利润指标为第二指标，赋予优先因子 ，以2P 2d +表示超额完成利润的偏离

变量。因为问题要求超额完成利润指标，所以未完成利润指标的偏离变量 应最小。 2d −

归纳以上叙述，得出目标规划数模： 

目标函数   1 1 1 2 2min { ( ), }Z P d d P d− + −= +  

目标约束   限电指标  10  1 2 1 112 62.5x x d d+ −+ − + =

利润指标   1 2 2 22 1x x d d+ −+ − + = 0

环境约束   原料能力   1 22 8x x+ ≤

非负性约束   1 2 1 1 2 2, , , , , 0x x d d d d− + − + ≥

E
C

A

B
D

F

G

O

2d +

2d −
1d −

1d +

图 7-1 
1x

2x

(1) (2)
(3)

先以 1 2,x x 为轴画出平面直角坐标系，在确

定坐标的长度单位后，将代表各目标约束以及

环境约束的直线方程分别表示在坐标平面内，

如图 7-1所示。 

根据目标函数的要求，首先要考虑优先因

子 中的 最小化。当 最小时，只

能取 d d 即 。从而可知，凡落

在直线（1）上的点都是可行的。其次考虑带优

先因子 的 的极小化。因为当

1P 1d d− +

1 1 0+ −+ =

2d −

1
+

1
−

1d d+ +

0

2d

1 1,d d+ − =

2P −为最小时，

只能有 ，即满足 的解应在直线（2）上2d 0− = 2P



或在（2）的右上方。归纳 ， 得出的公共解应该对应图 7-1 中线段 AB 上的点。第

三，由环境约束（3）知，满足
1P 2P

1, 2x x 的解对应于图 7-1中 OGF上的点。归纳以上三条分

析可知，既满足约束条件又满足目标函数的解对应于线段 A、B上的点。又因为 A（0.628，

4.68），B（0，5.2），所以以 A，B为端点的线段： 

, .68)

2α+

1 1 ,Z Pd −

300





2,

和

0 1,

与

1 2 1 2(0.628 4 (0,5.2)x A Bα α α α= + = +  

1 1(0.628 ,4.68 5.2 )α α= 都是满意解，其中 1 2 1 21, , 0α α α α+ = ≥ 。 

例 7.4 某工厂生产 A，B 两种产品，工人的有效工时为每月 1400 小时，有关安排

生产计划所需数据如表 7-4所示。 
表 7-4 

产品 工时定额（h/Q） 最大销售量（Q/B） 利润（元/Q） 
A 
B 

20 
10 

60 
100 

300 
120 

工厂决策者首先要求完成与超额完成月利润指标 2400元。 

其次考虑产品不能积压，生产不要超过每月有效工时。试确定各种产品的月产量。 

解：设 1 2,x x 分别表示 A，B的月产量。根据决策者的要求得出各目标的优先次序为 

第一：完成与超额完成月利润指标； 

第二：生产量不超过最大销售量； 

第三：不超过月有效工时； 

本问题的目标规划数模为 

目标函数       2 3 4 3 2min { ( ), }P d d P d− + += +  

目标约束       利润指标          (1) 1 2 1 1120 24000x x d d+ −+ − + =

工时指标   20           (2) 1 2 2 210 1400x x d d− ++ + − =

生产能力                     1 3 3

2 4 4

60

100

x d d

x d d

− +

− +

+ − =

+ − =

(3)
(4)

非负约束 。用图解法求解，见

图 -2。先考虑满足具有优先因子 1P 1d

1 2, , , , 3,4i ix x d d i− + ≥ =

−的极小化。从图 7-2

知，当 1d − = 可行解在直线（1）或（1）的右上方。满

足具有优先因子的正偏离变量 3d +
4d

0时，

+的和极小化，由于要

求 3 4d − + 小越好，从而只能有 3 ,d −d 越+ 4d + 0= ，由图 7-2可知，

可行解只能在直线（4）的下方与直线（3）的左方区域 ODFA
上。 

E 

C 

A

B 

D F 
G 

O

2d +

2d −

1d −

图 7-2 

1d +

3d +

4d +3d −

4d −

2x

1x

(1)

(4)

(3)

(2)

7



将 与 综合起来考虑，满意解应在区域 GFE上。 1P 2P

最后考虑优先因子 ，要求3P 2d +极小化。若 2 0d + = 时，满足 的解应在直线（2）的

左下方。这时与优先因子 产生矛盾，即无公共部分。但按照我们处理的思路，应在 ，

的目标优化的前提下，再考虑 （

3P

1P 1P

2P 3P 3d +最小）的优化问题。因此必须从 EFG上找距离

直线（2）最短的点，这就需要得一个既使d2
+ 0≠ 又使d2

+最小的点。将直线（2）向右上

方平行移动，最早碰到 EFG上的点为 E点，故 E点对应的坐标就是使目标函数极小化

的满意解。E点的坐标为（60，50），即得到 1x =60， 2x =50的最佳生产计划方案。 

将上面求的满意解代入目标规划数模得 

目标函数   3 2Z P d +=  

利  润     300×60+120×50=24000 

工  时     20×60+10×50+0－ 2d + =1400 

           2 300 0d + = >  

生产能力            
1 60 60
1 50 50 100
× =

 × = <

由上面验算结果说明，要完成最佳计划方案 ，有效工时不得够用，说明

不是可行解，仅是一个满意解。如果要使它成为可行，工厂领导在组织生产时，

要加班 300小时或通过技术措施降低单位产品的生产工时。若领导愿意降低单位产品工

时，可做以下分析： 

(60,50)T

(60,50)T

因为
1700 1400 21.4%

1400
h −
= = ，所以每种产品的工效提高率为 21.4%，才使上方案变

为可行。这时 A、B两种产品的单位工时定额应加以修改。 
产品 A 的工时应改为 20/（1+h）=16.5h/Q 

产品 B的工时应改为 10/（1+h）=8.2h/Q 

从上例可以看到，虽然求的满意解是非可行解，但它却指出了薄弱环节在何处，给

决策者指明了改进工作的方案，以便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 

7.5 目标规划的单纯形法 

目标规划的数学模型与线性规划问题的数学模型结构相似，所以利用线性规划的单

纯形法求解目标规划的步骤也相似。仅由于目标规划中目标函数分不同的优先级，因此

应该首先寻找使第一优先级的目标达到最优，然后转向下一级，当下一级目标达到最大

可能满足后，再转为更低一级，依次类推，直至最低优先级为止，这样保证不会由于满

足较低优先级的目标而破坏了较高优先级的目标的成立。下面以例 7.3的模型求解来说

明。 

例7.5 已知目标规划 



1 1 1 2 2min { ( ), }Z p d d p d− + −= +  

1 2 1 1

1 2 2 1

1 2

1 2 1 1 2 2

10 12 62.5

2 1
.

2 8

, , , , , 0

x x d d

x x d d
s t

x x

x x d d d d

− +

− +

+ − + −

 + + − =


+ + − =


+ ≤
 ≥

0
 

试用单纯形法求解。 

第一步：将目标规划标准化。 

1 1 1 1 2 2min Z p d p d p d− += + + −

0

3

 

1 2 1 1

1 2 2 1

1 2 3

1 2 3

10 12 62.5

2 1
.

2 8

, , , , 0, 1, 2i i

x x d d

x x d d
s t

x x x

x x x d d i

− +

− +

+ −

 + + − =


+ + − =


+ + =
 ≥ =

 

第二步：列出初始单纯形表。由于各目标约束中的负偏离变量相当于松弛变量，所

以以 为变量，列出的初始单纯形表如表 7-5所示： 1 2, ,d d x− −

表 7-5 

1p  

jC  

2p  

0 
 

0 

0 
 

0 

0 
 

0 

1 
 

0 

1 
 

0 

0 
 

1 

0 
 

0 

BC  BX   1x      2x  3x  1d −  1d +  2d −  2d +  b  

1 0 1d −  10 12 0 1 -1 0 0 62.5 

0 1 2d −  1 2 0 0 0 1 -1 10 

0 0 3x  2 1 1 0 0 0 0 8 

2p  1 2 0 0 0 1 -1 

jZ  

1p  10 12 0 1 -1 0 1 

 

2p  -1 -2 0 0 0 1 -1 

j jC Z−  

1p  -10 -12 0 0 2 -1 1 

 

 

由于目标规划具有优先级 1p ， 2p ,所以目标系数 以及jC jZ 和检验数行C 都有j Z− j



两行，其顺次变由外向内排列。 

第三步：确定λ基变量。在上单纯形表中，按优先级顺序依次检查检验数行C Zj j−

是否有负值。表 7-5中的 1p 行存在负数，说明具有优先级 1p 的目标函数需要进一步优化。

选取 1p 行中绝对值最大的负检验数-12，对应的变量 2x λ基。 

第四步：确定出基变量。同线性规划的单纯形法和θ规则一样，用常数项b列与 2x 列

的数字比值为正（含零）的最小值对应的变量出基，本列为 2d −。 

第五步：进行基变换。用线性规划单纯形的基变换方法进行变换，得出表 7-6。 

表 7-6 

1p  0 0 0 1 1 0 0  

jC  

2p  0 0 0 0 0 1 0  

BC  BX  1x  2x  3x  1d −  1d +  2d −  2d +  b  

1 0 1d −  4 0 0 1 -1 -6 6 2.5 

0 0 2x  
1
2

 1 0 0 0 
1
2

 
1
2

−  5 

0 0 3x  
1
2

 0 1 0 0 
1
2

−  
1
2

 3 

2p  0 0 0 0 0 0 0  

jZ  

1p  4 0 0 1 -1 -6 6  

2p  0 0 0 0 0 1 0  

j jC Z−  

1p  -4 0 0 0 2 6 -6  

第六步：重复第三至第五步的运算得表 7-7： 



表 7-7 

1p  0 0 0 1 1 0 0  

jC  

2p  0 0 0 0 0 1 0  

BC  BX  1x  2x  3x  1d −  1d +  2d −  2d +  b  

0 0 2d +  
2
3

 0 0 
1
6

 
1
6

−  -1 1 
5

12
 

0 0 2x  
5
6

 1 0 
1

12
 

1
12

− 0 0 
125
24

0 0 3x  
7
6

 0 1 
1

12
−

1
12

 0 0 
67
24

 

2p  0 0 0 0 0 0 0  
    jZ  

1p  0 0 0 0 0 0 0  

2p  0 0 0 0 0 1 0  

j jC Z−  

1p  0 0 0 1 1 0 0  

0 0 
1x  

1 0 0 1
4

 
1
4

−  
3
2

−  
3
2

 
5
8

 

0 0 
2x  

0 1 0 1
8

−  
1
8

 
5
4

 
5
4

−  
225
48

 

0 0 
3x  

0 0 1 3
8

−  
3
8

 
7
4

 
7
4

−  
33
16

 

2p  0 0 0 0 0 0 0  

jZ  

1p  0 0 0 0 0 0 0  

2p  0 0 0 0 0 1 0  

j jC Z−  

1p  0 0 0 1 1 0 0  

由表 7-7 中的第一表可知， 1p 2p 对应的所有检验数 1 2,λ λ 非负，得出优方案：

，说明了 A产品不生产；B产品的产量为 5.2；生

产原料可剩余 2.79；利润超额 0.416元，电量指标恰好完成。 
1 2 3 20, 5.208, 2.79, 0.4107x x x d += = = =

在表 7-7的第 2表中得到另一组优解：x x1 2 30.625, 4.64, 2.06x= = = 。说明了电量指

标和利润指标都恰好完成，而剩余原料为 2.06。 

对于上例我们现已求解完毕，但还需说明两点： 



1. 对目标函数的优化是按优先级次序逐级进行的。当单纯形表中 1p 的检验数均非

负时。据线性规划的最优判别准则知，第一级目标已优，可转入第二级，考察 2p 行的检

验数是否均为非负，依次类推。若所有 kp 行的检验数都非负，这时表中得到解为满意解。 

2. 当 1 2, ,..., jp p p 行所有检验数均为非负，第 1jp + 行存在负检验数，但在负检验数所 

在列的上面行中有正检验数，这是单纯形表中对应的解仍为满意解。这时由于目标

规划的目标较多，不可能使所有级别的目标都恰好优化。在单纯形表中迭代时，往往会

出现， 1jp − 行的检验数非负，但 jp 行某负检数 jλ 上面的检验数 1jp − 为正数，这时若选 jx

为λ基变量，将要破坏较高一级目标的优化问题。 

因此从 2p 行起，只有当某一行存在负检验数，而该检验数同列的较高优先级的行中

不存在正检验数时，才需要继续迭代。 

7.6 模型应用举例 

例 7.6 设某一公司下设几个工厂。其中一个工厂的任务是用四种原料（ ～ 1A

4A ）生产五种产品（ 1B～ 5B ）。对原料用量有如下限制： 较丰富，至少用 600吨；

不超过 800吨； 不得超过 700吨； 要求用量适中，在 170～200吨之间。对产品的

产量也有限制：

1A 2A

3A

1

4A

B产品不得超过 150吨； 2B 不得低于 100吨； 3B 的生产量越少越好； 4B

不受限制； 5B 要求在 220～250吨之间。四种原料的成分分别为 4，6，8和 7（4元/吨），

五种产品的单位利润以及单位产品的耗电量和耗煤量如下表 7-8所示。 

表 7-8 
 

1B  2B  3B  4B  5B  

利润（元/吨） 700 800 1300 1600 1100 
耗电量（度/吨） 16 18 20 25 20 
耗煤量 0.7 0.7 0.9 1.2 0.9 

 

企业的决策方针和要达到的目标，按以下优先顺序进行考虑： 

1. 首先要满足对原料及产品的限制要求。 

2. 该工厂五种产品作为本公司所属另一工厂的原料，合成为一种新产品。该新产

品又 

有两项质量指标：强度（用 表示）和杂质含量（用 表示）， ，g 都与上述五

种产品的含量有关。设五种产品的产量分别为

1g 2g 1g 2

1 2 5, ,...,x x x 。据大量实测数据的统计分析，

得出回归线性方程 

1 1 2 3 4 5

2 1 2 3 4

28.5 0.18 0.14 0.26 0.34 0.29
12.5 0.65 0.07 0.09 0.12 0.09

g x x x x
g x x x x
= − + + + + +
= + − + + − 5

x
x

 

对总产品的质量要求：强度 控制在 100～110之间，最好取上限；杂质含量 控1g 2g



制在 40.3～40.8之间，最好取下限。 

3. 保证完成上级下达的 55万元的利润指标，并力争超额 5%。 

4. 用电量不得超过 11000度的规定指标，迫不得已时才允许超过。超过时与不超时

的遗憾之比是 5：1。 

5. 成本越低越好。 

6. 用煤量越少越好。 

根据上述要求，试问如何安排该公司的生产才能同时满足各项指标。 

解：设第 j种产品的产量为 ( 1.2.....5)jx j = 。 

据决策者的要求，得出目标函数的各分目标为： 

（1）原料约束对应的目标的优先因子为 1p  

1 1 2 3 4s d d d c d− + + += + + + + 4
+  

（2）将产量约束所对应的目标的优先因子为 2p  

2 2 5 3 4s x d d d c+ + += + + + + 4
+  

（3）质量目标的优先因子为 3p  

3 10 11 102 2s d d d d− + += + + + 11
+  

（4）利润目标的优先因子为 4p  

4 8s d c− −= + 8  

（5）电量指标的优先因子为 5p  

5 95s d d+ −= + 9  

（6）成本目标的优先因子为 6p  

6 1 3 5 1 4 2 4 34( 2 3 ) 6(2 4 ) 8(3 2 ) 7(4 )s x x x x x x x x x= + + + + + + + + 5

5

 

  1 2 3 416 24 36 40 19x x x x= + + + + x  

（7）耗煤指标的优先因子为 7p  

7 1 2 3 4 50.7 0.7 0.9 1.2 0.9s x x x x= + + + + x  

归纳得出目标规划数学模型 

1 2 3 4 5 6 7min { , , , , , , }s s s s s s s s=  

满足条件：  

1 3 5 1 12 3 600x x x d d− ++ + + + =  

2 4 2 22 4 800x x d d− ++ + + =  

2 4 3 33 2 700x x d d− ++ + + =  

3 5 4 44 220x x d d− ++ + − =  

4 4 4 50d c c− − ++ − =  

1 5 5 150x d d− ++ − =  



2 6 6 100x d d− ++ − =  

5 7 7 250x d d− ++ − =  

7 7 7 50d c c− − ++ − =  

1 2 3 4 5 8 8700 800 1300 1600 1100 550000x x x x x d d− ++ + + + + − =  

8 8 8 27500d c c+ − ++ − =  

1 2 3 4 5 9 916 18 20 25 20 1100x x x x x d d− ++ + + + + − =  

1 2 3 4 5 10 100.18 0.14 0.26 0.34 0.29 128.5x x x x x d d− ++ + + + + − =  

10 10 10 10d c c+ − ++ − =  

1 2 3 4 5 11 110.65 0.07 0.09 0.12 0.09 28.3x x x x x d d− +− + + − + − =  

11 11 11 0.5d c c− − ++ − =  

所有决策变量和偏离变量≥0 

用计算机求解，得出结果： 

1 2 3

4 5

2 5 7

1 6 8

10 4 7

8 10 11

75.6715, 172.3458, 0
91.4813, 220

282.732, 74.33, 30

135.67, 72.35, 29216.72

4.15, 50, 20

1716.72, 5.85, 0.5

x x x
x x

d d d

d d d

d c c

c d c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其它偏离变量取值为零。 

对应的各目标值： 

1 2 3 4 50, 0, 0, 0, 0,s s s s s= = = = =  

6 713186.29, 481.39s 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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