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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根据基元的发散性开拓出扩展信息资源的基元库，并用可拓变换将基元发散过程形式化，再
运用可拓集合理论优化可拓策略集，以形成解决矛盾问题的决策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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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人类社会的发展史，就是一部充满矛盾的历史，

矛盾问题存在于人类社会的各个角落．在遇到矛盾问

题时，人们通常都是靠直觉、灵感、经验或智慧去解

决，久而久之，研究矛盾问题并提出解决办法就成为

社会科学和哲学领域的工作。但社会学家和哲学家们

在表达矛盾问题及其对策时多数是用自然语言，只能

做定性分析，既不能进行推理，也无法定量计算，更

谈不上用计算机辅助生成策略集了。由此看到，将矛

盾问题形式化，并建立一套适合的推理规则，用以生

成适合问题的策略集，是一项很有意义的工作。 

建立在康托集合基础上的经典数学，是将问题的

实际背景去掉，单纯从数量关系和空间形式角度研究

一般性的规律和方法，因而对确定性问题的解法比较

合适。但对于矛盾问题而言，只考虑数量关系和空间

形式是不够的，还需要研究事物及其特征，需要研究

他们的变换，需要将定性分析与定量计算结合起来。

通过对事物及其特征的开拓，得到一批可供参考的对

象，根据可拓集合的关联函数计算结果，确定可用以

解决矛盾问题的策略集，在优化的基础上确定出满意

方案，是生成可拓策略的主要思想。 

2. 运用发散性思维开拓信息资源 

在决策过程初期，决策人或决策分析人所面临的

情况常常是初始信息缺乏，决策目标与决策条件存在

矛盾或者不相匹配，因此，开拓信息，使决策条件与

决策目标朝着相容或共存的方向转化就成为可拓决策

研究的第一要务。 

首先需要将决策目标与决策条件用基元模型表示

出来，并根据基元的发散性，开拓出与决策条件有关

的基元库，为解决决策目标与决策条件的矛盾提供充

分的信息资源。 

2.1 根据物元的发散性进行开拓 

一物具有多个特征： 

R = (N, c, v) ┤R ' = 
1 1

2 2

, ,
,

,n n

N c v
c v

c v

 
 
 
  

 
； 

一物关于某个特征可以取多个量值： 

R = (N, c, v) ┤{Ri = (N, c, vi) | i = 1, 2,……}； 

具有某一特征的物有多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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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 (N, c, v) ┤{Ri = (Ni, c, c(Ni)) | i = 1, 2,……}； 

多物关于各自的特征可以取同一量值： 

R = (N, c, v) ┤{Ri = (Ni, ci, v) | i = 1, 2,……}； 

一物关于多个特征可以取同一量值： 

R = (N, c, v) ┤{Ri = (N, ci, v) | i = 1, 2,……}； 

具有同一特征元的物有多个： 

R = (N, c, v) ┤{Ri = (Ni, c, v) | i = 1, 2,……}。 

2.2 根据事元的发散性进行开拓 

一个动词具有多个特征： 

I = (d, b, u) ┤I ' = ； 
1 1

2 2

, ,
,

,n n

d b u
b u

b u

 
 
 
  

 

具有同一特征的动词有多个： 

I = (d, b, u) ┤{Ii = (di, b, ui) | i = 1, 2,……}； 

具有同一量值的动词有多个： 

I = (d, b, u) ┤{Ii = (di, bi, u) | i = 1, 2,……}； 

具有同一特征元的动词有多个： 

I = (d, b, u) ┤{Ii = (di, b, u) | i = 1, 2,……}； 

动词关于同一特征可以取多个量值： 

I = (d, b, u) ┤{Ii = (d, b, ui) | i = 1, 2,……}。 

2.3 根据关系元的发散性进行开拓 

一个关系名除前项 a1、后项 a2、程度 a3三个特征

外还有多个特征： 

Q = 
1 1

2 2

3 3

, ,
,
,

s a w
a w
a w

 
 
  

┤Q' = 

1 1

2 2

3 3

, ,
,
,

,n n

s a w
a w
a w

a w

 
 
 
 
  

 
； 

具有同一特征元的关系名有多个： 

Q =
1 1

2 2

, ,
,

s a w
a w

 

   

 ┤{Qi = 
1 1

2 2

, ,
,

is a w
a w

 

   

  | i = 1, 2,……}； 

一个关系名的前项可以取多个量值： 

Q =
1 1

2 2

, ,
,

s a w
a w

 

   

 ┤{Qi = 
1 1

2 2

, ,
,

is a w
a w

 

   

  | i = 1, 2,……}； 

一个关系名的后项可以取多个量值： 

Q = 
1 1

2 2

, ,
,

s a w
a w

 

   

┤{Qi = 
1 1

2 2

, ,
, j

s a w
a w

 

   

 | i = 1, 2,……}； 

一个关系名的前项与后项可以同时取多个量值： 

Q = 
1 1

2 2

, ,
,

s a w
a w

 
 
   

 ┤ 

{Qij  = 
1 1

2 2

, ,
,

i

j

s a w
a w

 
 
   

 | i, j = 1, 2,……}； 

同一后项可以有多个关系名与前项： 

Q = 
1 1

2 2

, ,
,

s a w
a w

 
 
   

  

┤{Qij = 
1 1

2 2

, ,
,

k is a w
a w

 
 
   

 | k, i = 1, 2,……}； 

同一前项可以有多个关系名与后项： 

Q = 
1 1

2 2

, ,
,

s a w
a w

 
 
   

  

┤{Qi = 
1 1

2 2

, ,
,

k

j

s a w
a w

 
 
   

 | k, j = 1, 2,……}。 

关系元可以同时改变关系名、前项和后项，这时

程度也相应变化： 

Q = 
1 1

2 2

3 3

, ,
,
,

s a w
a w
a w

 
 
 
   

 ┤ 

{Qijk  = 
1 1

2 2

3 3

, ,
,
,

k i

j

s a w
a w
a w

 
 
 
   

 | k, i, j = 1, 2,……}。 

2.4 根据复合元的发散性进行开拓 

因为复合元是由物元、事元、关系元经过复合后

形成，则物元、事元、关系元的发散性也能在复合元

中表现出来，这里选择几个列出： 

(R, c, v) ┤{(Ri, c, v) | i = 1, 2,……}； 

(R, c, v) ┤{(R, ci, vi) | i = 1, 2,……}； 

(R, c, v) ┤{(Ri, ci, vi) | i = 1, 2,……}； 

(N, c, I) ┤{(N, c, Ii) | Ii =(di, b, ui), i = 1, 2,……}； 

1 1

2 2

, ,
,

s a R
a R

 
 
   

┤
1 1

2 2

, ,
,

s a R
a R

 
 

   
，其中， 

R1 ┤{(N1', c1, v1)} = {R1'}、R2 ┤{(N2', c2, v2)} = 

{R2'}。 

基元发散性内容比较丰富，在实际操作中未必每

个方向都要开拓，只要能生成若干个有利于转化矛盾

的基元即可。至于生成什么样的基元，要根据具体问

题而定，但必须是从初始决策条件开始发散。 
 

3. 可拓策略的形式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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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具有矛盾前提的决策问题的策略是通过实施

可拓变换生成的，可以说，可拓策略就是可拓变换，

或者是可拓变换的复合或运算，形式化的可拓策略就

是用可拓变换表达出来的策略。可拓策略 T 可以表达

为下述基本形式： 

T= =  

1 1

2 2

3 3

4 4

5 5

6 6

7 7

8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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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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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b u
b u
b 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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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换，支配对象，
接受对象，
变换结果，
施动对象，
方 法，
工 具，
时 间，
地 点，








可拓策略可以用基本变换（包括置换变换、增加

变换、删减变换、扩大变换、缩小变换、分解变换、

复制变换）、传导变换（包括一阶传导变换、多阶传

导变换）、中介变换、换位变换、共轭变换、复合变

换以及变换的运算（包括或变换、与变换、积变换、

逆变换）描述，是对基元发散过程的形式化表达，通

过可拓变换所得到的可用于解决矛盾问题的策略构成

可拓策略集。 
 

4 运用收敛性思维优化可拓策略集 

从数据的真伪性、优劣性以及解决矛盾问题的可

行性、与目标基元的相容性等方面对可拓策略集进行

评价。评价的方法是建立基元可拓集，若基元的关联

度取正值，则说明可拓策略可用；若关联度取负值，

则要寻找可拓变换使基元变到正可拓域，若没有恰当

的变换使基元变到正可拓域，说明可拓策略不可用；

若关联度值为零，说明该策略处于临界状态，既可用

又不可用，需根据具体情况加以选择。 

1）设 R = (N, c, v)是基元库中的一维物元，将其

置于物元集 WR = {R | R=(N, c, v), N  U, c  £(c), v  

V(c)}中，设 c0是 R 的评价特征，c0(R) = x，以 V(c0)

为论域，X0  V(c0)为正域，建立静态可拓集合 0X ，

关联函数为 k(x)，对变换 T = (TW, Tk, TR)，得到 WR上

的一维物元可拓集： 

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W k

K R k

R

A R T R Y Y R T W

Y K R k x

Y T K T R T k x

x c T R

 

    
    
 

若 k(c0(R)) > 0，或有 TK，使 Y ' = TKK(TRR) = Tkk(x') 

> 0，则生成 R 的变换进入策略集。 

如果 R 是基元库中的 n 元物元或 n 维物元，则需

要建立 n 元物元可拓集或 n 维物元可拓集，并类似于

一维物元可拓集，判断生成 R 的变换是否进入策略集。 

如果 R 有多个评价特征，则相应地需要建立多元

关联函数 k 或者建立 R 的评价向量，利用综合关联度

判断生成 R 的变换是否进入策略集。 

2）设 I = (I1, I2,…In)是基元库中的 n 维事元，W = 

W1  W2  …  Wn， Ii  Wi， i = 1, 2,… , n，

，c0是 I 的评价特征，对于 ( , , )
i i ii W K IT T T T

( )( ) {( , , ) | , ( ) ( , ),

    ( ) ( , )}
i

i i

i i i i i i W i i i i

i K i I i

A I T I Y Y I T W Y K I

Y T K T I

     

   

  

建立 W 上的 n 维事元可拓集： 

1

1

( )( ) {( , , ) | , ( ) ( , ),

    ( ) ( , )}
i i

n

W i i
i

n

K i I i
i

A I T I y y I T W y K I

y T K T I





      

     


 

若 ki(c0(Ii)) > 0，或有 TK使 ，则生成

I 的变换进入策略集。 
0( ( )) 0

i iK i I iT K c T I 

3）设 Q = (Q1, Q2,…Qn)是基元库中的 n 元关系元，

按上述形式建立 n 元关系元可拓集，可类似地判断生

成 Q 的变换是否进入策略集。 

在收敛过程中所得到的少量可拓策略构成了解决

矛盾问题的决策方案集，这个过程的工作量比较大，

经常需要通过计算机辅助计算的支持。收敛性思维模

式是以可拓集合理论为基础的，一般地，只有一部分

生成基元库中基元或基元组合的变换可以进入策略

集，而它们能否被采纳则是由决策人所决定的。 

可以说发散过程是基元的定性思维过程，而收敛

过程则是定量计算过程，要将两者有机地结合在一起，

才能有效地生成可拓策略，并用以形成解决矛盾问题

的决策方案。 

5 结论 

在解决矛盾问题的过程中，生成信息并形成可拓

策略集是一项核心工作。本文根据基元的发散性开拓

出扩展信息资源的基元库，并用可拓变换将基元发散

过程形式化，便于用计算机分析并处理所得到的大量

信息，再运用可拓集合理论优化可拓策略集，收敛成

具有实用价值的策略集，以最终形成解决矛盾问题的

决策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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