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

第四章 决策中的收
益、损失与效用



2

第四章 决策中的收益、
损失与效用

§4.1 决策问题的三要素

§4.2 决策准则

§4.3 先验期望准则

§4.4 损失函数

§4.5 常用损失函数

§4.6 效用函数



3

§4.1 决策问题的三要素

决策就是对一件事要作决定.它与推断的差别在于是
否涉及后果.统计学家在作推断时是按统计理论进行的,
很少考虑结论在使用后的损失.可决策者在使用推断结
果时必需与得失联系在一起,能带来利润的就会用,使他
遭受损失的就不会被采用,度量得失的尺度就是损失函
数.它是著名的统计学家A.Wald(1902-1950)在40年
代引入的一个概念.从实际归纳出损失函数是决策的关
键.

贝叶斯决策:把损失函数加入贝叶斯推断就形成贝叶

斯决策论,损失函数被称为贝叶斯统计中的第四种信息.

一、决策的基本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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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1 设甲乙二人进行一种游戏,甲手中有三张牌,分别标以

.乙手中也有三张牌, 分别标以 .游戏的规则是双
方各自独立地出牌,按下表计算甲的得分与乙的得分.

321 ,,  321 ,, aaa

甲的得分矩阵(乙的失分矩阵)

1a 2a 3a

1

2

3

3 -2 0

1 4 -3

-4 -1 2

这是一个典型的双人博弈(赌博)问题.不少实际问题可归结为
双人博弈问题.把上例中的乙方改为自然或社会,就形成人与
自然(或社会)的博弈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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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2 某农作物有两个品种:产量高但抗旱能力
弱的品种 和抗旱能力强但产量低的品种 .

在明年雨量不知的情况下,农民应选播哪个品
种可使每亩平均收益最大?这是人与自然界的
博弈.以明年600mm雨量为界来区分雨量充足
和雨量不充足 .写出收益矩阵(单位:元)

1a 2a

1
2

1a 2a

1

2

1000 200

-200 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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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3 一位投资者有一笔资金要投资.有以下几个投资供他选择:

:购买股票,根据市场情况,可净赚5000元,但也可能亏损
10000元;

:存入银行,不管市场情况如何总可净赚1000元.

1a

2a
这位投资者在与金融市场博弈.未来的金融市场也有二种情
况:看涨 与看跌 .可写出投资者的收益矩阵

1 2

1a 2a

1

2

5000 1000

-10000 1000

投资者将依据此收益矩阵决定他的资金投向何方.

这种人与自然(或社会)的博弈问题称为决策问题. 



7

二、决策问题的三要素
1. 状态集 ,其中每个元素 表示自然界

(或社会)可能出现的一种状态,所有可能状态的全
体组成状态集.（如例2中的两种状态：雨水充足和
雨水不充足）

}{ 

2. 行动集 ,其中a表示人对自然界可能采取
的一个行动.

注意：一般行动集有两个以上的行动供选择.若
有两个行动无论对自然界的哪一个状态出现, 总
比 收益高,则 就没有存在的必要,可把它从行动
集中去掉,使留在行动集中的行动总有可取之处.

}{a

1a

2a 2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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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收益函数 。函数值 表示当自然界
处于状态 ,而人们选取行动 时所得到的收益大小。

),( aQ  ijji QaQ ),(

i ja

收益函数的值可正可负，其正表示赢利，负表示

亏损，单位常用货币单位。收益函数的建立不是件容
易的事，要对所研究的问题有全面的了解才能建立起
来(P125例4)。收益矩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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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决策准则

一、行动的容许性

二、决策准则

1.乐观准则

2.悲观准则

3.折中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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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行动的容许性

定义：在给定的决策问题中，A  中的行

动 称为是容许的，如果在A   中不存在满足

如下两个条件的行动 ，

1.对所有的 ，有

2.至少有一个 ,可使上式不等式严格成立。

假如这样的 存在的话,则称 是非容

许的;假如二个行动 和 的收益函数在 上

处处相等,则称行动 与 是等价的。

2a
1a

  2 1( , ) ( , )Q a Q a 



2a 1a

1a

1a 2a 

1a
2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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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点说明：

1.一般情况下，行动集中只存在容许行动。

2.上面的讨论是对收益函数而言的，但我们
还可以对支付函数（或亏损函数、成本函
数）进行讨论，此时需要支付函数（或亏
损函数、成本函数）越少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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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决策准则

1.乐观准则

(1)定义：乐观准则也称“好中求好”决策准则，

或称“最大最大”决策准则。这种决策准则就是充

分考虑可能出现的最大利益，在各最大利益中选取

最大者，将其对应的方案作为最优方案。这种决策

准则的客观基础就是所谓的天时、地利和人和，决

策者感到前途乐观，有信心取得每一决策方案的最

佳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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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乐观准则决策方法的一般步骤：

①确定各种可行方案；

②确定决策问题将面临的各种自然状态；

③将各种方案在各种自然状态下的收益值列于决策

矩阵表中(表4-1)；

④求每一方案在各自状态下的最大收益值，将其填

写在决策矩阵表的最后一列；

⑤取 中的最大值 ，所对

应的方案为最佳决策方案。

][max ijQ
j 








][maxmax ij
a

Q
ji 



15

自然状态

行动方案 θ 1 θ 2 „ θ n

a1

a2

…

am

决 策

mnmm

n

n

QQQ

QQQ

QQQ









21

22221

11211









][maxmax ij
a

Q
ji 

][max ijQ
j

“乐观准则”决策矩阵表表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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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乐观准则”决策方法的应用

①假设某一决策问题的决策收益矩阵表如

下，按乐观准则选取最优方案。

8.72

8.07

8.25

8.72

7.39  8.07   7.19

8.25  6.96   6.08

6.13  8.72   7.24

θ 1 θ 2 θ 3

决 策

a1

a2

a3

自然状态

行动方案
][max ijQ

j









][maxmax ij
a

Q
j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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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假设某一决策问题的决策损失矩阵表如
下，按乐观准则选取最优方案。









][minmin ij
a

Q
ji 

5

5

7

6

6

11    8     8     5

9    10    7    11

6    12   10    9

7     6    12   10

θ 1 θ 2 θ 3  θ 4

决 策

a1

a2

a3

a4

自然状态

行动方案
][min ijQ

j



18

2.悲观准则

(1)定义：悲观准则又称“小中取大”决策
准则或叫“坏中求好”决策准则。这种决
策准则的客观依据是决策的系统功能欠佳，
形势对决策者不利，所以，决策者没有理
由希望获得最理想的结果。面对这种情况，
决策者必须从每一方案的最坏处着想，从
每个方案的最坏结果中选择一个最佳值，
即在所有不利的收益中，选取一个收益最
大的方案作为最优决策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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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悲观准则决策方法的一般步骤：

若决策矩阵为收益矩阵，则先对每一行动选

出最小的收益，再在所有选出的最小收益中选

取最大值。此最大值对应的行动就是悲观准则

下的最优行动；

若决策矩阵为损失矩阵，则先对每一行动选

出最大的损失，再在所有选出的最大损失中选

取最小值。此最小值对应的行动就是悲观准则

下的最优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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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悲观准则”决策方法的应用
①假设某一决策问题的决策收益矩阵表如
下，按悲观准则选取最优方案。

7.19

7.19

6.08

6.13

7.39  8.07   7.19

8.25  6.96   6.08

6.13  8.72   7.24

θ 1 θ 2 θ 3

决 策

a1

a2

a3

自然状态

行动方案
][min ijQ

j









][minmax ij
a

Q
j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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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假设某一决策问题的决策损失矩阵表如
下，按悲观准则选取最优方案。

10

11

10

12

12

11    8     8     5

9    10    7     8

6    12   11    9

7     6    12   11

θ 1 θ 2 θ 3  θ 4

决 策

a1

a2

a3

a4

自然状态

行动方案
][max ijQ

j









][maxmin ij
a

Q
j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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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折中准则

(1)定义:折中准则又称 系数决策准则,是对
悲观准则和乐观准则进行折中的一种决策
准则.

是一个依决策者认定情况乐观还是
悲观而定的系数,称为乐观系数.若认定情
况完全乐观,则 ,若认定情况完全悲观,
则 ;一般情况下,则 。





1 

0  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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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折中准则的基本步骤

第一步:确定系数 的值;

第二步:对每一行动 计算:

),(min)1(),(max)( aQaQaH 
 



),(max aQ 
 

其中 表示行动 的最大收益值,  

表示行动 的最小收益值；),(min aQ 
 

第三步:取行动 ,使 达到最大,即

此种 就是这种准则下的最优行动.

)(max)( 0 aHaH
a A







a
a

0a 0( )H a

0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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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折中准则决策方法应用案例

某工厂预备生产一种新型童车,根据市场需求分析和

估计，产品销路可分为三种状态:θ 1-销路好;θ 2-销路

一般;θ 3-销路差.可供选择的行动方案也有三种:a1,大

批量生产;a2,中批量生产;a3,小批量生产.根据产量多

少和销售情况，工厂的盈利情况也有所不同,可能获利

也可能亏损,将此数值称为损益值.获利时称为收益值,

亏损时称为损失值，用负号表示.现调查得本月的损益

值见下表.试用α 系数法作出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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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童车损益值表

自然状态

行动方案

销路好

θ 1

销路一般

θ 2

销路差

θ 3

大批量生产a1 30 23 -15

中批量生产a2 25 20 0

小批量生产a3 12 12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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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第一步,确定系数 的值
第二步,计算

第三步,计算收益中的最大者

所以最佳方案应为中批量生产,即为 .

 0.6 

( )H a

1( ) 0.6[max(30,23, 15)]

              +0.4[min(30,23,-15)]=12( )

H a  

万元

2( ) 0.6[max(25,20,0)]

              +0.4[min(25,20,0)]=15( )

H a 

万元

2( ) 0.6[max(12,12,12)]

              +0.4[min(12,12,12)]=12( )

H a 

万元

0( )=max(12,15,12) 15( )H a  万元

2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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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先验期望准则

(1)定义：对给定的决策问题，若在状态集 上有一个正常的先

验分布 ，则收益函数 对 的期望与方差

分别称为先验期望收益和收益的先验方差。使先验平均收益达

到最大的行动

称为先验期望准则下的最优行动。若此种最优行动不止一个，

其中先验方差达到最小的行动称为二阶矩准则下的最优行动。

2 2

( ) [ ( , )]

Var[ ( , )] [ ( , )] [ ( , )]

Q a E Q a

Q a E Q a E Q a



 



  



 

)(max)( aQaQ
Aa



一、先验期望准则


( )  ( , )Q a ( )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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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点说明：

1.定义中的先验分布只能用正常先验分布，而
不能采用广义先验分布。

2.如果在比较先验期望收益的大小时，有两个
或两个以上的行动使先验期望收益达到最大，
这时才需要比较先验方差的大小做出决策。

3.使用合理的先验信息，按照先验期望准则和
二阶矩准则进行决策，所得结果更加可信。



29

(2)案例分析

状态

方案
较高θ 1 一般θ 2 较低θ 3

a1 700 250 -200

a2 980 -500 -800

a3 400 90 -30

例1 某厂准备开发一种新产品，有三种方案供选择：

a1、a2和a3。预计一年后市场对该种产品的需求量

可分为较高、一般和较低。且预计一年后市场需求量

是高、中、低的主观概率为：π(θ 1)=0.6,π(θ 2)=

0.3,π(θ 3)=0.1,同时算得收益矩阵如下。试用先验

期望准则确定最佳行动方案。



30

先验期望准则和其他准则的关系

市场需求量 Θ1高 θ2中 θ3低

悲观准则下π1 0 0 1

乐观准则下π2 1 0 0

折中准则下π3 0.8 0 0.2

先验期望准则下π 0.6 0.3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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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2 (P125例题4.4)

例3  一卖花姑娘每天从花市按每棵5元购进，而按每
棵10元卖出，当天若卖不完则剩下的花只能当垃圾。
问该姑娘每天购进多少花？

出售量(棵/日) 频数(日) 频率

14 4 0.08

15 11 0.22

16 10 0.20

17 7 0.14

18 7 0.14

19 6 0.12

20 5 0.10

累计 50 1.00



32

二、两个性质

定理4.1 在先验分布不变的情况下，收益函数
的线性变换不会改变先验期望准则下的最优
行动。

定理4.2 设Θ 1为状态集Θ的一个非空子集，
假如在Θ 1上的收益函数Q(θ ,a)都加上一个
常数c，而在Θ上的先验分布不变，则在先验
期望准则下的最优行动不变。

例4(P138例题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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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损失函数

1.损失函数的含义

这里的损失函数不是负的收益，也不是亏损。例
如，某商店一个月的经营收益为-1000元，即亏1000

元。这是对成本而言。我们不称为损失，而称其为
亏损。我们讲的损失是指“该赚而没有赚到的钱”，
例如该商店本可以赚2000元，但由于某种原因亏了
1000元，那我们说该商店损失了3000元。用这种观
点认识损失对提高决策意识是有好处的。

按上述观点从收益函数可以很容易获得损失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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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5 某公司购进某种货物可分大批、中批和小批三
种行动，记为 。未来市场需求量可分为高、中、
低三种状态，记为 。三个行动在不同市场的
利润如下:

321 ,, 
321 ,, aaa





















18.07.2

243

2610

Q

这是一个收益矩阵,我们把它改写成损失矩阵如下:



















08.17.3

201

840

L

由此可见,决策者在做决策时,要尽量避免大损失,

追求小损失甚至无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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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损失函数
}{ }{a ),( aL 构成决策问题的三要素:

由收益函数容易获得损失函数

),(),(max),( aQaQaL
Aa

 


例6 某公司购进一批货物投放市场 ,若购进数量
低于市场需求量 ,每吨可赚15万元, 若购进数量 超过
市场需求量 ,超过部分每吨反而要亏35万元.由此可写
出收益函数

 a
















aa

aa
aQ

),(3515

,15
),(

显然,当购进数量 等于市场需求量 时,收益达到最
大为15 .

则立即可得损失函数:

a 

















aa

aa
aL

),(35

),(1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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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损失函数下的悲观准则

第一步,对每个行动 ,选出最大损失值,记为a

AaaL 


),,(max 


第二步,在所有选出的最大损失中再选出最小者 ,

则 满足a

a

),(max),(maxmin aLaL
Aa







则称 为悲观准则下的最优行动.这是一种保守策略.

不求零损失,但愿少损失.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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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7 某公司购进某种货物可分大批、中批和小批三种
行动，记为 ，未来市场需求量可分为高、中、
低三种状态，记为 ,三个行动在不同市场的
收益矩阵和损失矩阵如下:

1a 2a
3a

1 2 3





















18.07.2

243

2610

Q



















08.17.3

201

840

L

1a 2a 3a
1a

2a 3a

试比较在Q与L下的最优行动。

思考：为什么所选行动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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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8 某股票投资者对金融市场上的两种资产进行
投资,其收益矩阵如Q,请帮助作出合适的决策(按悲
观准则).

2

1

21

2010000

2019













aa

Q

2

1

21

99800

01













aa

L

用Q做决策(按悲观准则),

结果为a2是最佳行动,显然该

决策不好。

用L做决策(按悲观准则),

结果为a1。

说明这样一个道理:用损

失函数做决策要比用收益函

数做决策更合理(P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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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损失函数下的先验期望准则

(1)定义:对给定的决策问题，若在状态集 上有一个正常的先

验分布 ，则损失函数 对 的期望与方差

分别称为先验期望损失和损失的先验方差。使先验期望损失达

到最小的行动

称为先验期望准则下的最优行动。若此种最优行动不止一个，

其中先验方差达到最小的行动称为二阶矩准则下的最优行动。

22 )],([)],([)],([

)],([)(

aLEaLEaLVar

aLEaL












)(min)( aLaL
Aa





( )  ( ) ( , )L a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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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项:

1.定义中的先验分布只能用正常先验分布，而
不能采用广义先验分布。

2.损失的先验方差有着特别的意义:

(1)可以作为挑选最优行动的标准(在平均先
验损失相等或者相差不大时).

(2)衡量风险的大小. 

3.使用合理的先验信息，按照先验期望准则和
二阶矩准则进行决策，所得结果更加可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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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例题

例9 若有一决策问题如下,试用损失函数

下的先验期望准则选出最优行动.

例10 P142例题4.4.7

1.0

7.0

2.0

08.17.3

201

840

)(

3

2

1

321


























aaa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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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常用损失函数
(1)平方损失函数 2)(),(   aaL 2))((),(   aaL

这是在统计决策中用得最多的损失函数.

(2)线性损失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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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k
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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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

0

(3)0-1损失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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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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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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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多元二次损失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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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二行动线性决策问题的损失函数

定义:若某一决策问题只有两个行动a1,a2,而在每个行

动下的收益函数都是状态θ (连续或离散)的线性函数,即

则称此决策问题为二行动线性决策问题.

下列函数称为该决策问题对应的损失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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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题11  甲乙两厂生产同一种产品，其质量相同,零
售价也相同,现两厂都在招聘推销员,但所付报酬不
同,甲厂每公斤给报酬3.5元;乙厂每公斤给报酬3元,
还另给每天10元的津贴,应聘人如何选择?

收益函数:

损失函数:

Q        Q(θ ,a2)

0    θ 0 θ

Q(θ ,a1)










2

1

,310

,5.3
),(

aa

aa
a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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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5.010
),( 1




 aL










20,5.010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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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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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效用函数



46

博弈论基本知识
 一、太多的疑惑
 1.为什么腐败现象这么猖獗？怎样惩治才有效？

 2.为什么治理假冒伪劣现象如此困难？

 3.为什么三个和尚没水吃？

 4.为什么长街上的商店常挤在一块？

 5.为什么各种考试舞弊屡禁不止？

 6.老师怎样促使学生全面复习？

 7.为什么老年人投保很困难？

 8.为什么总统竞选人总是花很大气力推出自己的
纲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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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什么是博弈论？
1.海滩占位问题

设较长的海滩上比较均匀地散布着许多日光浴者。太阳
的照射使人们需要补充水分。假如有A与B两个小贩来到海
滩，以同样的价格，相同的质量向日光浴者提供同一品牌的
矿泉水（或啤酒）。问在直线上的海滩上他们如何设置自己
的摊位？
2.狩猎游戏：

两个猎人围住了一头鹿，他们各卡住鹿的可能逃跑的
两个关口中的一个。只要他们齐心协力，鹿就会成为他们的
猎物。如果此时周围跑过一群兔子，两位猎人中的任何一个
只要去抓兔子一定会获得成功，他会抓到一只兔子，但鹿却
从他把守的关口逃跑。现在他们必须同时作出决定：是猎鹿
还是抓兔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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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两例的共同特点：
(1)每个游戏常有两个以上的参与者，他们在游戏中都有
着自己的切身利益，今后我们称他们为局中人。
(2)每个局中人都有着自己的可行行动集供自己选择，这
种选择毫无疑问地会影响到其他局中人的切身利益。
(3)游戏中的各个局中人理性地采取或选择自己的策略行
为，使得在这种相互制约、相互影响的依存关系中，尽可
能地提高自己的利益所得。这正是游戏理论的关键所在。

博弈：一些个人、队组或其他组织，面对一定的环境条件，
在一定的规则下，同时或先后，一次或多次，从各自允许
的行为或策略中进行选择并加以实施，各自取得相应结果
的过程。

博弈论:英文为game theory，是系统研究各种博弈问题，
寻求博弈方合理的策略和合理选择策略时博弈的结果，并
分析结果的经济、效率意义的理论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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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博弈的分类

1.博弈的三要素：

(1)局中人；

(2)局中人的策略空间；

(3)每个局中人的盈利函数；

2.博弈论的基本概念:局中人、行动、信息、
战略、支付函数、结果、均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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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中人：指的是博弈中选择行动以最大化自己效用的
决策主体。

行动：是局中人的决策变量。

信息：指局中人在博弈中的知识。

战略：是局中人选择行动的规则，它告诉局中人在什
么时候选择什么行动。

支付函数：是局中人从博弈中获得的效用水平，它是
所有局中人战略或行动的函数，是每个局中人真正
关心的东西。

结果：是博弈分析者感兴趣的要素组合。

均衡：是所有局中人的最优战略或行动的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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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博弈的分类

从两个不同的角度进行划分：

(1)从信息（指对其他局中人的特征、战略空间及支
付函数的知识）的角度，分为完全信息博弈与不完
全信息博弈；

(2)从局中人行动的先后次序，分为静态博弈和动态
博弈。

按以上两种进行交叉组合共有4种情形：完全信

息静态博弈、完全信息动态博弈、不完全信息静态博

弈、不完全信息动态博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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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态博弈：是指博弈中，局中人同时选择行
动或虽非同时但后行动者并不知道先行动
者采取了什么具体行动。

动态博弈：指的是局中人的行动有先后顺序，
且后行动者能够观察到先行动者所选择的
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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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弈的分类及对应的均衡概念

行动顺序

信 息
静态 动态

完全信息

完全信息静态博弈;

纳什均衡；

纳什(1950，1951)

完全信息动态博弈；

子博弈精练纳什均衡

泽尔腾(1965)

不完全信息
不完全信息静态博弈;

贝叶斯纳什均衡；

海萨尼(1967-1968)

不完全信息动态博弈;

精练贝叶斯纳什均衡；

泽尔腾(1975)

Kreps和Wilson(1982)

Fudengberg和Tirole(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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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博弈论的基本模型及应用

 1.囚徒困境模型(prisoner’s dilemma)

应用：两个寡头企业选择产量的博弈、

公共产品的供给、军备竞赛、经济改革

 2.智猪博弈模型(boxed pigs)

应用：股东监督经理、股票市场上的小户
跟大户、小企业模仿大企业等

 3.性别战(battle of the sexes)

 4.斗鸡博弈(chicken gam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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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囚徒困境模型(prisoner’s dilemma)

两个嫌疑犯作案后被警察抓住，被分别关在不同

的房间里审讯。警察知道两人有罪，但缺乏足够的

证据定罪，除非两人当中至少有一人坦白。警察告

诉他们：如果两人都不承认，每人判刑一年；如果

两人都坦白，各判刑8年，如果两人中一人坦白一

人抵赖，坦白的无罪释放，抵赖的判刑15年。问两

个囚徒各自的最优策略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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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结果的解释:(坦白,坦白)均衡但不有效
(抵赖,抵赖)有效但不均衡

(2)模型反映的深刻问题：个人理性与团体理性的矛盾。
(3)模型的应用：两个寡头企业选择产量的博弈、公共产
品的供给、军备竞赛、经济改革等。

囚犯B

坦白 抵赖

囚犯A
坦白

抵赖

-8，-8 0，-15

-15，0 -1，-1



57

2.智猪博弈模型(boxed pigs)

大猪与小猪喂养在同一个猪圈中，猪圈的一头安装有一杠

杆，只要一踩杠杆，猪圈的另一头固有的食物槽里将会流出饲

料。踩杠杆需要花费能量，相当于消耗2份饲料，大小猪都不踩的

话，他们虽然不耗费热量但吃不到任何东西.设食物槽内一次流出

的饲料共有10份，如果小猪踩杠杆，等它跑到食物槽跟前时，将

发现不劳而获的大猪已经吃了8份饲料，小猪只能分享2份饲料；

而若大猪踩杠杆后再跑到食物槽跟前时，则大猪吃6份，小猪吃4

份；两猪同时踩杠杆再到食物槽，则大猪吃7份饲料，小猪吃3份

饲料。大猪、小猪各自的最优策略是什么？均衡解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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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结果及解释:(大猪踩，小猪不踩),均衡且有效。
(2)模型反映的深刻问题：多劳不多得，少劳不少得.
(3)模型的应用：股东监督经理、股票市场上的小户跟
大户、小企业模仿大企业等。

最成功的应用案例是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的分
配方案。

小猪

踩 不踩

大猪
踩

不踩

5，1 4，4

9，-1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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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推广

1.可推广到每个局中人有两个以上纯策略的情形。分析方法与前
面完全类似。

2.纯策略Nash均衡可推广到混合策略Nash均衡。

例 两人零和博弈（猜谜）

游戏规则：两人要么出示一个指头，要么出示二个指头，

如果两人各出示的指头数相同，乙给甲1元，否则，甲给乙1

元。支付矩阵如下：
局中人乙

1               2 

局中人甲
1

2

1，-1 -1，1

-1，1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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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该博弈在纯策略的范围内不存在均衡解。

但可推广到混合策略，寻找混合策略均衡解。例如，

局中人由于输赢的刺激，会乐意猜谜多次。每次操作

中，局中人（甲）对于两个纯策略（伸一个指头，伸

二个指头）各赋予一定的概率p1与p2其中p1与p2均非

负，且p1+p2=1，因此，向量p=(p1,p2)即甲的混合

策略，相应地乙的混合策略设为q=(q1,q2)。问对于

甲而言，他最理想的混合策略是什么？（即最理想的

p值是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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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的确定原则：对于局中人1，如果混合策略（p,1-p)

比较合适，那么从输赢的角度来看，无论局中人2采取什么

策略，至少不能让他（局中人2）赢钱。即：

若局中人2出示一个指头，其期望盈利为

E2=-p+(1-p)=1-2p ≥ 0             (1)

若局中人2出示二个指头，其期望盈利为

E2=P-(1-P) ≥0                          (2)

(1)与(2)必须同时成立，当且仅当p=1/2。即局中人1的理

想混合策略是（1/2，1/2）。类似地，即局中人2的理想混

合策 略也是（1/2，1/2）。故甲乙二人理想的混合策略组

合为： （ （1/2，1/2）， （1/2，1/2））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