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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传统企业在甄选人才时，或者没有标准，或者制定的标准过时，或者标准过于复杂，因而导致企业无法甄选 

到合适的人才。从信息化硬件投入、信息化知识、信息化设备利用率 3个角度出发，建立了个人信息化水平评价指标体 

系，提出个人信息化水平评价的企业人才甄选模型，并且运用遗传算法加以求解，得到的结果更具有客观性：该模型可以 

用来指导现代企业进行人才甄选或企业内部人才评价，从而帮助企业找出其员工的个人信息化水平差异的原因．最终达 

到提高企业信息化水平和整体效益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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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前言 

“企业在成长过程中，只有不断地换血， 

才能使企业保持活力”。这是美国GE公司前 

任CEO韦尔齐治理企业的名言。企业如何换 

血?即如何从社会庞大的人才库中找到适合 

自己的人才，这一过程即是企业人才的甄选 

过程。传统企业和一些人力资源管理理论认 

为，甄选人才主要依据以下3个标准：一是人 

才的专业知识水平；二是人才的道德品性；三 

是人才的能力大小。这3个标准并没有概括 

人才甄选的全部内涵，因而不能为现代企业 

找到合适的人才。因为：第一个标准属于显性 

知识，一般可以通过学历证书、各种资格证书 

了解到，无需特意评价；第二个标准属于隐性 

知识，企业一般无法了解到，从而无法评价； 

第三个标准属于显性和隐性之间的知识，但 

因它的范围太广而无法实施评价，因为人的 

能力包括实际能力、事务处理能力、信息化设 

备应用能力等。基于“地球村”的出现，企业面 

临的竞争将是国际范围内的，从而需要国际 

性人才运用信息技术工具处理跨国业务。所 

以，现代企业在甄选人才时，应该特别关注的 

一 个重要指标是个人信息化水平。因为个人 

信息化水平愈高，处理跨国业务的能力就愈 

强。个人信息化的概念是笔者在文献【ll中首 

次提出的，并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它是指 

个人拥有的信息化设备数量、信息化设备利 

用率以及个人对信息技术知识掌握状况和使 

用的熟练程度、个人电子邮件个数及使用频 

率等等。其重要作用表现为：①个人信息化为 

企业信息化提供信息化基础设施，进而有利 

于企业信息化水平的提高；②个人信息化水 

平的高低影响企业同外界的交易能力、谈判 

能力以及内部事务处理能力，从而影响企业 

竞争力的提高；( 个人信息化水平的高低影 

响企业文化的形成f”。 

1 个人信息化水平评价指标体系的 

构建及数学模型描述 

个人信息化水平评价指标主要由3个 

方面构成： 

(1)个人拥有各种信息化设备总市场价 

值v(单位：元)：主要指个人拥有计算机、电 

话、传真机、IP地址、邮件、报刊、各类软件系 

统等市场价值的总和。用数学模型表示为： 

=∑” (1) 
I=l 

其中'I】l为第i种信息化设备市场价值， 

n为信息化设备种类。 

其目标函数为 

maxV=max∑ (2) 
r i=1 

其中，t为参加甄选的个体数。 

(2)个人拥有各种信息化设备的利用率 

R(单位：％)：主要指个人拥有各种信息化设 

备在24小时内的使用状况。用数学模型表 

示为： 

= ∑r／2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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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r，为第 i种信息化设备在24小时 

内使用的时间数。 

其 目标函数为： 

maxR=max∑r．／24 (4) 
i=I 

其中，t为参加甄选的个体数。 

(3)个人对信息技术知识的投入占个人 

全部知识投入的百分比K(单位：％)：主要指 

个人在接受信息、网络、计算机、安全等方面 

知识教育的投入与个人所接受的一切正规 

教育的投入百分比。用数学模型表示为： 

m f m 

：2k,／f∑k +s 1 (5) i
= 1 7 、i=1 J 

其中，k 为个人接受第 i种类型信息技 

术知识教育的投入，m为信息技术知识教育 

类型，S为个人接受除信息技术知识教育以 

外的其它一切正规教育的投入。 

m J 

maxK=max∑ ／f∑k ) (6) 
i=I 7、f=l 

其中，t为参加甄选的个体数。 

2 基于遗传算法(GA)的企业人才甄 

选优化模型与算法设计 

2．1 基于GA的企业人才甄选优化模型 

遗传算法(GA)是模拟达尔文的遗传选 

择和自然淘汰的生物进化过程的计算模型。 

它最早由美国Michigan大学的Holland教授 

提出，起源于20世纪60年代对自然和人自 

适应系统的研究。Bagley在其博士论文中首 

次提出“遗传算法”概念。其后经过Rosen— 

berg、Cavicchio、Weinberg、Hollstien、Dejong 

等人研究发展，到了 20世纪 80年代由 

Goldberg进行系统的归纳，形成遗传算法的 

基本框架。近几年来，GA在函数优化、机器 

学习、图像识别等领域得到广泛应用。这是 

因为 GA有以下的特点：GA不是直接作用 

于参变量集，而是利用参变量的某种编码； 

GA不是从单个点面而是从一个点的群集开 

始搜索；GA利用概率转移法，而非确定性规 

则；GA在搜索过程中，不易陷入局部最优12]。 

鉴于 GA的这些特点 ，人才甄选模型采用 

GA求解。 

(1)编码方式：假设有t个参加甄选的个 

体，则每条染色体的长度为tx3，见图 l。染 

色体的长度取决于参加甄选的个体数t，总 

群体规模为2 ，染色体的每个位置只能为 l 

(1表示该项指标被选中)或 o(o表示该项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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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没有被选中)。 

1 1 0 1 0 l 1 l 1 l 0 l⋯ I 1 1 0 l 1 

图 1 染色体编码 

(2)适应度函数的构造：采用“理想点 

法”构造多目标函数的适应度函数，决策者 

可以给出每个目标函数的乐观值和最不能 

够接受的悲观值。在状态空间中定义出一个 

正理想点(V ，R ，K )和一个负理想点(V一， 

R一， 一)，即得适应度函数： 

j~h)=d-／(d +d_1 (7) 

d-=Il(V(h)-V-)，(R(h)-R-)，(K(h)-K-)II 

(8) 

d =ll( )一 ， )— +)， )一 +)ll 

(9) 

其中，ll ll为取范数，h为遗传的代数， 

d一为到负理想点距离，d 为到正理想点距离。 

2．2 算法设计 

(1)复制算子：对种群中的个体按适应 

度从大到小排序 ，再采用轮盘选择法 

(Roulette Wheel Selection)，即假设每一条染 

色体适应度 (p=l，⋯，t)，群体的适应度为 

∑ ，则将比例 ／∑ 作为P个个体(染色 
，--l ／p=l 

体)的选择复制概率。 

(2)交叉算子：一般取交叉概率为P 在 

0．6～1．0之间l引。为了保证所对应的基因位置 

不变，这里采用一致交叉算法，即染色体位 

串上的每一位按相同概率进行随机交叉，譬 

如新个体Xl’： ll Xl2’⋯ l ’； 2’：X21tX∞’⋯ 

，则操作如下： 

c(P ， )：c =【 C,i

，

,

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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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3)变异算子：一般取变异概率p 为0．3 

左右[41，也可用以下方法：在(0，tx3)上产生 

随机数[r]，再在(0，1)间产生随机数p，，若p < 

P ，则在染色体[r]位置变异；否则，不发生变 

化，而在(0，1)间重新产生随机数。 

(4)选择策略及终止条件：按适应度大 

小从杂交 、变异后产生的新种群和原来种群 

中选取 l0个适应度大的个体组成下一代种 

群。若采用相邻代间适应 一  

度差异无显著变化，一般 

选取小于0．0l作为终止 

条件I 5l。程序终止后，将种 

群中具有较优的个体作为结果输出。 

(5)算法流程图(见图2)。 

初始化种群 

遗传代数h=O 

计算适应度 

选择复制算子 

产生新个体 

交叉、变异产生下 
一 代种群 ：̂̂+1 

图2 模型的 GA算法流程 

3 算例 

调研安徽省发强玻璃有限公司得到基 

础数据，并进行数据预处理，建立始化模型 

问：参加甄选人数为5，则染色体的长度为 

l5，群体的规模为2 ，随机产生初始群体个 

数为 l0。参加甄选的5个人各初始指标值经 

过处理后 ，见表 l。 

表1 处理后的各指标值数据 

将该算法运用Turbo C编程，得到的运 

行结果见表2。由表2可知，当遗传代数为 

150和 2o0时，适应度的值变化分别为 

0．007、0．004(远小于0．01)，故运算停止。此 

时，输出最优组合见图3。 

表2 不同遗传代数运算结果 

遗传代数(h) 适应度值L厂(h)) 

l0 

20 

l0o 

l50 

200 

0．754 

0．825 

0．922 

0．929 

0．933 

图3表明，决策者应该选择编号为 1和 

3的人参加甄选。因为只有编号 l和3的染 

色体位置上全部为 l。表明编号 l和3两人 

的个人信息化水平综合评价最优，企业在甄 

1』1 I 1 l 0 『l l l I l『l l l l l 1 l 1 0 l l l 0 l 0 

人才编号 1 人才编号2 人才编号3 人才编号4 人才编号5 

图3 模型输出结果 



选人才时 ，应该将这两人纳入考核对象。而 

其它个体的染色体某些位置上为0，是因为 

这些个体的某项指标低于某一阈值。如编号 

为2的个体信息化硬件方面投入不足，编号 

为4的个体在信息化培训I方面投入不足，编 

号为5的个体虽然硬件方面投人较好，但该 

个体没有充分利用硬件投入，并且信息知识 

缺乏。此时，企业应该对这些个人信息化水 

平较低的人分别实施不同的策略，以全面提 

高企业信息化水平和企业的整体效益。 

4 结论 

20o3年 ，安徽省发玻有限公司运用该模 

型进行个人信息化水平测算，发现每个员工 

的个人信息化水平存在很大差异。并且根据 

模型求解结果，公司可从信息化硬件投入、 

信息化知识、信息化设备利用率3个方面， 

找出每个员工的个人信息化水平高低的原 

因，并且实施不同的信息化战略 ，目的是为 

了全面提高公司的信息化水平。经过 1年的 

努力，到2004年初，该公司又重新运用该模 

型进行测度与评价，结果显示公司全体员工 

的个人信息化水平差异不是很大，并且当年 

公司的业绩也明显得到改善 。该模型和算 

法具有全局搜索能力且速度较快。现代企业 

在甄选人才时，可以运用该定量模型进行计 

算，从而使得自身的“血液”得到及时更新。 

企业在评价自身员工信息化水平或与竞争 

对手的企业员工信息化水平进行对比时，可 

以运用该定量模型进行计算，从而可以避免 

人的主观性推测，得到的结果具有一定的可 

靠性。根据计算的结果，企业可以了解自身 

员工在哪些方面存在问题，有计划有重点地 

实施个人信息化投入，提高单位投资的信息 

化产出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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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 odel of Enterprises Selecting Talents Based on 

Level—Appraising of Individual Informatization 

Abstract：When selecting talents，traditional enterprises either have not standard，or have but set standard out 

of date．or bave but standard too complicated to be used．etc．Those cause enterprises unable to choose suitable 

talents．In view of the investments of informatization hardware．informatization knowledge．and the level of in． 

formatization facility utilization，constructing level-appraising index system of individual informatization，in this 

article the Model of Enterprises Selecting Talents Based on Level-appraising of Individual Informatization is 

presented．The model is solved by the means of genetic algorithms，SO its result has much more objectivity． 

This model can be used for directing modern enterprises to select talents．or appraising interior employee．Be- 

cause the difference of individual informatization among the enterprises stuff iS found out by this mode1． the 

level of EI and the whole profits iS improved at last． 

Key words：individual informatizatiop(II)；human resources management；genetic algorithms；enterprises in- 

formatization(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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