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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傳統最佳化問題是被定義在給定的資源內去設計一個最佳化系統，以便得到最有效的資源配置和所期望的目標值。然而，

傳統最佳化問題缺乏在資源可延伸的情況下，來改良目標值的能力。因此，Zeleny教授提出De Novo規劃法來改良傳統最

佳化問題，冀在可擴充的資源前提下，決策者根據可變資源來設計最佳化系統。 考量在真實世界裡，企業在執行年度計畫

時，多透過多階段的計畫來達到他們的最終目標，通常這些計畫是包含多個模糊目標的。因此，本研究主在探討模糊多階

段De Novo規劃問題：隨著時間上的變化，各階段所包含的目標值不只一個。 針對此特殊問題求解總資源在各階段最適分

配，我們使用模糊動態規劃(Fuzzy Dynamic Programming)和基因演算法(Genetic Algorithm)，也使用混沌理論(Chaos Theory)

結合傳統基因演算法，並且以此新演算法比較傳統基因演算法兩者之間的成果。最後，我們建議使用混沌理論結合基因演

算法來求解模糊多階段De Novo規劃問題 (Fuzzy Multi-Stage De-Novo Programming Problem)，會有顯著的成果，因為其滿意

度較高且較單一基因演算法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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