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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务与会计》 1989

年第 9 期刊发的赵明、阎

勇两同志的“如何利用线

性规划原理确定产品有效

产量”一文（以下 简 称

赵、阎文），针对在有限

原材料的条件下，如何合

理确定产品 的 品 种 、产

量，以使利润最大化，用

意颇佳，对解决企业经营

管理中的实际问题有一定

的帮助。但该文也有一些

疏漏之处，现 就 主 要 问

题，提出一点商榷意见。

1.赵、阎文所计负贡

献利润产品的得数非零是

错误的。只要把该文所计

“目标函数最优值”（原

为 “7 633 289”，经复核

正确数如右）7 633 276元

具 体分析一下 ，就 会 洞

悉：它是具有补偿力产品

（指正贡献利润产品x 1～

X 8 、 X 1 0 ～ X 2 1）补偿

了固定成本后的复合正值

（盈利额）7 644 841元和

没有补偿力产品（指负贡

献 利 润 产 品X 9 ）的单

纯负 值 1 1565元的 代 数

和。由此自然联想，如果

改把无补偿力 X 9 的产量

取零，那末，目标函数值

必然大于或等于复合正值

7 644 841元，显然优于上

述 “最优值”。另外，从

设例中的

来看，基于产量 （X i）

不取负值，要 使 总 利 润

（E）最大，个 别负贡献

利润的产品产量，也必须

取零。这是总利润最大化

的必要条件。根据实际计

算，所得结果亦是如此.
2.赵、阎文所举数字实例，用线性规划上计算机

运算，似乎不是很适宜。

该文数学模型，主要宜用于交叉型实例——即既

有一种产品需用几种原料，又 有一种原料供应几种产

品，且相互交叉的实例。而且，只有在产品、原料均

多于三种的情况下，才宜于编定程序，上计算机运算。

但对该文所举实例是一种不常见的非交叉型实例——

21种产品一般均各需一种原料，仅有 2 种原料供应几

种产品且均不交叉。笔者认为，在这种情况下，采用

推理四则运算要简便得多。

关于此项四则运 算方 法，笔者 认 为可按下列程

式：（1）负贡献利润产品产量，一律取零；联系该

例，则 X 9= O。（2）正贡献利润产品，先易后难，

合理定产。具 体是：（a）不用 料的和原料富裕的产

品，均足额 生产。联 系该例，不用 料的，有 四 种产

品，即X 1 2、X 1 8、X 1 9、 X 20，均照定货量生产（具体

数字从略，下同）。原料富裕的，不论是单一的四种

产品，即X 1、X 1 3、 X 1 5、X 1 6，或是非 单 一的三 种

产品，即同用原料C 2的X 5、X 6、X 14，亦均照定 货

量生产。（b）原料不敷的产品，单一的，按照 产量

公式来定产；非单一的，均按原

料贡献率，即 （元/吨）高低排队，

以确定要删减的产品。删的，取零；减的，参照上面

单一的公式定产。至于不须删、减的产品，则仍照定

货量生产。联系该例，单一的有一种产品，即

；非单一的，只有同用原料C 3的八

种产品，经依式计算后排队（高→低）是：X 1 7、X 7，

X 4、X 8、 X 3、X 1 0、 X 2 1、 X 1 1，并由原料C 3的各需

用数核知，仅X 1 1要减少定货量，即

，余均照定货量计

列。这样运算结果，既同样满足题意 要求，也同样取

得年度总利润最大值7 644 841元。故单就该例而言，这

种运算法比起编 程序、 上机算 的单 纯形 法，简单明

瞭，用之得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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