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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探寻决定公交车外观装饰的设计博弈关系。方法 采用以微观经济学为基础的博弈论，应用

非零和博弈以及纳什均衡等博弈方法，对与车身装饰的决定和使用有较大利益相关的参与者进行分类，

并着重选取了 3 类更具代表性的利益方进行此次决策研究。为了获取最优的公交车外观装饰决策，同时

还结合了模糊评价分析。将 3 类影响所有参与者的因素进行列举，然后选取权重。通过使用所有参与者

对不同方案的评价结果进行模糊评价分析，通过评价的占比，得出最优的设计决策。结果 同时契合了

所有参与者需求的方案，在进行这两类分析方法之后，都得出了相似的排序。设计方案保证了所有人的

利益，并且通过定量的方式得到了验证。结论 通过实例调查发现，博弈论与模糊分析结合得出的设计

决策对公交车外观装饰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为设计流程提供了有意义的参考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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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s Appearance Decoration Based on Game Theory 

ZONG Wei, LI Han, ZHENG Xiang-jing, MA Bing-hui 
(China University of Ming and Technology, Xuzhou 221116, China) 

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explore the design game relationship that determines the appearance decora-

tion of buses.Using game theory based on microeconomics, non-zero-sum game and Nash equilibrium game methods, the 

decision-making and use of car body decoration are classified, and three more representative stakeholders are selected for 

this decision-making study. In order to obtain the optimal decision-making of bus appearance decoration, the fuzzy 

evaluation analysis is also combined. Three kinds of factors affecting all participants are listed, and then weight is se-

lected. By using all participants to make a fuzzy evaluation analysis of the evaluation results of different schemes, and 

through the proportion of evaluation, the optimal design decision results are obtained, which meet the needs of all par-

ticipants at the same time. After carrying out these two kinds of analysis methods, similar ranking is obtained. The design 

scheme guarantees the interests of all people, and gets the validation conclusion through the quantitative way. Through the 

case study, it is found that the design decision made by the combination of game theory and fuzzy analysis has certain 

guiding significance for the bus appearance decoration, and provides a reference for the design pro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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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中国国力的发展，人民的交通工具有了众多

的选择。在此情况下，以公交车为代表的公共设施集

合了多方利益，是一个以满足总体利益为首要目的的

公共产品。公交车的运作模式和设计目的比较特殊，

其外观以及功能的设计对城市的环境 [1]构成以及是

否能够美化城市[2]并塑造良好的乘客体验[3]吸引了许

多学者的探讨[4]。然而，其中很大一部分是站在独立

的某一角度进行公交车外观装饰的建议及研究，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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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优点有：（1）充分考虑到某一视角下涉及的利益；

（2）充分吸收了此角度的信息并进行了相对完整的

策略分析；（3）比较好地为某一立场得出了有效且具

有实用性的结论。同时，这样也有缺点：（1）角度过

于单一，并不能完好地适应于现实情况；（2）产品外

观设计是一个多元素考虑主观客观、个体需求以及环

境适应性相互取舍之后的设计结果[5]，而单独从某一

视角考虑很难得出多方利益 大化的结论以及策略[6]。

为人服务、为人所用，以整体大多数人的利益为核心

的理念在公共产品的设计中尤为重要。因此，为了解

决单独一方视角下利益的不确定性，参考了相应学者

对产品结构的供应链设计决策 [7]与城市公交车车身

图案设计理念[8]探讨中的一些视角。本文希望通过多

因素博弈分析[9]，探讨出公交车外观装饰设计中所涉

及的各方立场的潜在关系，并运用经典理论如非零、

博弈和纳什均衡，从更为理性的立场为公交车外观设

计提供决策。 

1  博弈论以及公交车外观装饰现状分析 

1.1  博弈论概述  

博弈论 开始运用的主要方面为利益平衡上的

问题。博弈论的首要假定是：每一名参与者的行动目

的是达到 大程度地发挥其效用。 

根据公交车外观的设计流程，基于完全信息的静

态博弈的情况进行乘客、公交车企业以及设计师之间

的理性博弈分析。合理运用博弈论基于各方都理性的

基础下可以比较有效地帮助公交车企业和设计师对

设计方案做出选择。 

1.2  公交车外观装饰设计的现状 

国内市场上使用的公交车的来源主要都是来自

公交集团责任有限公司在汽客车厂进行的采购。车体

装饰技术也从手动喷漆逐渐变为数字化的电脑喷绘

技术，并且通过这项技术对公交车的外观进行了大改

变或者使广告利益 大化。公交车的装饰过程见图 1，

公交车公司是先从车型设计并制造好的汽车厂购置，

再请专门负责车身外观装饰喷绘的相关部门将设计

转印到公交车车身上。许多公交车企业有自己的广告

主，因此有较大部分广告主为了实现自己的利益 大

化，在公交车上大幅印刷宣传广告，使得“车身装饰”

几乎等同于“广告”。以长春市 2009 年的新闻报道为

例[10]，更新的公交车禁止做车体广告，直至 近的成

都、丹东等一系列城市，公交车的“去广告化”也正

在发生。公交车以特色装饰代替广告逐渐成为主流，

如何真正地做好装饰，并且从原来的广告主单一的利

益 大化改变成多方利益的 大化，这符合当前的城

市化趋势和大多数人的利益 [11]。依据目前的社会现

状，本文采取外形及运营形态 为相似的旅游大巴车

为分析案例。 

 
 

图 1  装饰过程 
Fig.1  The process of decoration 

 

 
 

图 2  决策过程 
Fig.2  The process of decision 

 

1.3  产品设计决策过程 

此次分析通过博弈分析法，在纳什均衡的基础

上，可以得出一个各方利益 大化的策略组合，采取 

模糊评价分析模型进行二次讨论分析，利用赋值计算

得出 有利的决策过程，这样就能得出更为理性和综

合的参考为大巴车设计提供帮助。具体决策过程见

图 2。 

2  外观装饰设计决策博弈分析 

2.1  正和博弈 

根据博弈论 4 个要素：至少有两个参与者 i1,i2, 

i3…；每个自我个体 i 都有一个 Xi 信息空间，每个对

象可以遵循该信息库的战略 Si 空间，策略 s=(s1,s2, 

s3,… ,sn)；然后是参与者根据策略组合所得的收益

ui(s)。 

多方共赢、总体满意的局面，意味着所有的参与

者都能有所获益。与正和博弈相对立的就是零和博

弈，在微观博弈中，参与者的利润基于另一方的损失，

并且各方利益之和为零。因此，公交车外观装饰决策

是以实现多方利益的共同 大化为主要目标，符合正

和博弈的基本定义。 

2.2  纳什均衡 

纳什均衡[12]是战略合并的平衡，每个参与者的战

略都是使其他参与者的战略合并为当前 佳效用受

益的战略。根据定义：战略组合 δ*是纳什均衡组合，

那么对于每位个体 i： 

ui(δi*,δ*－i)≥ui(si,δ*－i), si∈Si 

因此，基于纳什均衡进行决策可以带来比其他策

略更多的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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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设计方案 
Fig.3  The plans of design 

 
在整个公交车外观装饰的过程中，每个参与者代

表的立场与利益不同，因此为了取得 高期望效益的

策略也就会存在差异。若所有参与者都认为存在合适

的策略组合使之得到正和博弈的结果，可采用博弈论 

里面的去除劣势策略的方法，因此，建立了一个更为

简单的博弈模型，并 终达到了纳什均衡。 

2.3  外观装饰设计案例的博弈分析 

2.3.1  设计案例介绍 

通过对汽车的外观装饰工艺的分析与研究[13]，制

作了大巴车可能会有的几种外观装饰工艺并与目前

的广告装饰设计进行对比分析[14]。设计案例见图 3。

车厂根据方案，会邀请设计师、乘客以及公司财务人

员进行商讨以及决策，三方信息互相公开。 

大巴车的车型设计不变，外观喷涂装饰发生了变

化。方案 1：鲜明的图案以及适当的图案占比，图案

设计贴合车型。方案 2：以椭圆为主要形状，在车的

前后进行斜对称贴图，风格新颖。方案 3：装饰块面

较大，色调较为阴沉，比较突出设计师的个人特色。  

2.3.2  主要博弈参与者的规定 

一辆公交车从研发到使用需要经过许多部门，如

研发部、模具车间、财务部、营销部门。不仅如此，

有些大巴车的外观设计还有可能外包给专门的设计

公司进行设计，生产企业为了控制成本，还会对材料

的使用有非常严格的采购与使用。因此为了使博弈的

结果更为清楚地得出，笔者在这里缩减了此次博弈的

复杂度，选取了 3 个在公交车外观装饰决定中占主要

利益代表的参与者作为此次分析的主要博弈方。 

根据前文公交车外观装饰过程分析以及以人为

本也就是以用户为核心的设计观念，选择大巴车企

业、设计部门、乘客作为主要博弈方的利益代表。他

们各自代表了产品使用、产品装饰和消费者。根据这

个简化的三方模型，现实中设计决策所涉及的各个利

益个体就清晰明了地被划分开来。 

2.3.3  参与者所代表的具体利益 

在每位个体都是足够理性的这一大前提下，所有

参与的自我个体都将考虑以下因素，以满足自我利益

达到 高的需求。 

1）大巴车企业利益。装饰成本低，但是装饰效

果不错，能够吸引乘客的注意以及提升乘客的满意程

度，进而实现自己的利润 大化。同时，装饰的维护

成本和精力也不能过高，在应对新的“去广告化”潮

流中，能够把企业的特色和风格展现出来，从偏好层

面更加获得乘客的青睐。 

2）设计部门利益。设计方案能够落地并且方案

结束时间较快，从调研到落地的自身精力消耗较少，

设计方案能够彰显自己的设计特色并且使获得的设

计报酬 大化。 

3）乘客利益。大巴车的外观装饰体面，乘车体

验过程良好，但是乘车成本降低。如果大巴车的装饰

成本过高，会导致企业需要更多的利润，进而导致自

身的乘车成本过高。 

2.3.4  博弈策略组合分析 

大巴车公司将公交车外观装饰的信息全部公开

给此博弈的参与者，每个参与者充分代表己方的利

益。对提供的设计案例进行优劣排序。大巴车公司、

设计部门、乘客分别为参与者 A、B、C。这几款设计

案例分别为 1、2、3。对此博弈，本次方案分析如下：

企业的排序是{1,3,2}，设计师的排序是{2,3,1}，乘客

的排序是{1,2,3}。该博弈具有纯战略均衡的特征，相

应收益函数： 
UA(1)=UB(2)=UC(1)=1 
UA(3)=UB(3)=UC(2)=0 
UA(2)=UB(1)=UC(3)=–1 
如果选择方案 1，三者效用之和 大，可以得出

组合(1,1,1)是纳什均衡，因此方案 1 符合所有人的

共同利益 大化的博弈要求。 

3  模糊分析模型下的设计决策决定 

由于实际设计决策的考虑因素较多，并且许多评

价都是比较偏向定性的，很难准确地在多个利益方之

间进行很好的评价信息的传导以及导致 后的决定

出现偏差。所以在这样的设计情况之下，用模糊分析

方法模型中的主因素决定型批判模型进行分析，可以

获得更定量的评估，以提高设计决策的效率[15]。 

3.1  模糊分析的定义  

设 U 是论域，称映射： 
A(x):U→[0,1] 
定义了 U 上的模糊子集 A。A 的成员函数是映射

A(x)，它表示 x 与 A 的成员关系。 

设 R＝(rij)m×n，若 0≤rij≤1，则称 R 为模糊矩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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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评价结果 
Tab.1  The consequence of judging 

独特性 美观度 成本 
方案 

好 较好 差 好 较好 差 好 较好 差

方案 1 0.5 0.4 0.1 0.8 0.2 0 0.6 0.3 0.1

方案 2 0.7 0.2 0.1 0.6 0.4 0 0.4 0.3 0.3

方案 3 0.4 0.5 0.1 0.5 0.3 0.2 0.3 0.5 0.2

 

3.2  评价指标的定义  

做出以这三方的利益要求为基础的交集，以评价

对象集合 U＝{独特性,美观度,成本}和评价范围集合

V={好,较好,差}，评价对象权重系数：A＝(0.1,0.4,0.5)。 

3.3  模糊分析模型 

根据能够量化评价的模糊乘法，可以求出相应的

总体评价向量 S。 

模糊分析的算法定义：B＝A⊙P 

算式中：P 为评价矩阵。 

根据算法⊙的性质，重要因素起主要评判决策的

模型得以使用： 

bj＝max{(ai∧pi j) 1≤i≤n}(j＝1,2,…,m) 

3.4  评价结果整理 

先依据各方自身的利益要求对设计方案 1—3 进

行模糊评价，以评价表为评价数据来源，由企业、设

计师、乘客三方共组成的 20 人评价团进行评价然后

采集数据，评价由（好、较好、差）三选一的方式进

行，按照所占比进行统计，模糊评价结果见表 1。 

上面 3 张图的综合评估矩阵可以从表 1 中获得： 

0.5 0.4 0.1

0.8 0.2 0

0.6 0.3 0.1

R

 
   
  

 

0.7 0.2 0.1

0.6 0.4 0

0.5 0.3 0.2

S

 
   
  

 

0.4 0.5 0.1

0.5 0.3 0.2

0.3 0.5 0.2

T

 
   
  

 

式中：方案 1 的 R、方案 2 的 S、方案 3 的 T 的

评估矩阵均包括 3 个要素：独特性、美观度、成本。 

方案 1、方案 2、方案 3 的模糊综合评价集为： 

B1＝A⊙R＝(0.5,0.3,0.1) 

B2＝A⊙S＝(0.5,0.4,0.2) 

B3＝A⊙T＝(0.4,0.5,0.2) 

在归一化过程中，向量评估器获得的不同评估的

比率为： 

B1
‘’＝(0.56,0.33,0.11) 

B2
‘’＝(0.46,0.36,0.18) 

B3
‘’＝(0.37,0.45,0.18) 

分析之后的结果：方案 1 的评价 好，为 优设

计决策。方案 2 次之，方案 3 为 不推荐的设计决策。

因此，较为清晰和全面的方案抉择排序就可以为评价

所用。 

4  结语 

由于人的生物特性，在进行评价的过程中，包括

设计决策评价，难免有情感伴随其中，所以 后的设

计结果使在特定环境下某一方的利益被忽视，集体的

利益没有实现 优的结果。推进设计能够充分地实行

其奉献社会[16]和以人为本的基本设计理念[17]，尝试

将具有分析多方利益的经典博弈理论以及模糊分析

的方法带入这次的设计案例中，使其符合均衡条件[18]，

后得出各方都满意的一个设计决策。在城市的公共

领域中，总体利益的追求应该是要放在首位的，这样

能够更好地推动公共建设的进展。 

通过将博弈论的分析方法以及模糊分析的相关

算法运用到公共产品设计案例的决策过程中帮助决

策者做出更加符合集体利益的设计决策。在实际过程

中的利益博弈会更加复杂和交错。本文在相对简化的

框架下进行以总体效用 大化为目标的分析，对设计

方案的评价提出了一个更加全面和新颖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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