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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双边匹配问题是指如何在两个不相交的主体集合中依据各主体针对潜在匹配对象给出的偏好信息来确定

合适的匹配结果!其在经济管理领域中存在着大量的实际背景!是许多学者关注的研究课题"在本文中!针对双边

主体给出偏好序值信息的双边匹配问题!给出了一种考虑稳定匹配条件的双边满意匹配决策方法"首先给出了双

边匹配)稳定匹配和满意匹配的相关概念&然后考虑到稳定匹配条件!并以双边主体满意度最大为目标!构建了多

目标双边匹配优化模型&进一步地!采用线性加权法将多目标优化模型转换为单目标优化模型!并通过求解优化模

型来获得最优匹配结果"最后!通过一个算例说明了本文提出方法的实用性和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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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引言

最早的双边匹配问题研究是
D/0)

和
6&/

<

0)

_

'

$

(

针对男女婚姻匹配问题进行了研究"之后!有关双

边匹配问题的研究得到了许多学者的关注'

!?$"

(

"

特别是近年来!可以看到一些具有实际背景的双边

匹配问题研究!如电子商务环境下的供需双边匹

配'

!?>

(

)人力资源管理中员工与岗位的匹配'

"?Q

(

)广

告代理商与广告客户的匹配'

O

(

)风险投资商与风险

企业的匹配'

@

(等"在双边匹配问题研究中!关于双

边给出偏好序值#或序$信息的双边匹配方法研究!

一直是学者们多年来关注的研究重点'

A?$O

(

"针对

这方面的研究!

D/0)

和
6&/

<

0)

_

'

$

(最早提出了男女

婚姻稳定匹配的概念!并给出了获得男方或女方最

优稳定匹配结果的求解算法&

E,5&

'

A

(针对婚姻匹配

问题研究给出了具有一般意义的双边匹配概念&

278'5')

和
d'0*,(

'

M?$#

(给出了一种基于.

R.)/]C

4/..'/

3

)I

<

)./5',(

/的递归算法来获得婚姻匹配的

全部稳定匹配解!同时又研究了男女双方人数不相

等情形的婚姻匹配问题!并给出了有针对性的稳定

匹配概念和求解算法&

F/00[r.**,(

等'

$$

(针对具有

不完全或无差异偏好序值信息的稳定婚姻问题研

究!给出一个随机逼近算法&

8/5)

和
+,&(

'

$!

(以及

E,5&

等'

$>

(通过构建并求解考虑稳定匹配约束条件

的线性规划模型来得到男方或女方最优稳定匹配结

果&还有一些学者着重研究了考虑不完全或无差异

偏好序值信息的双边稳定匹配算法的复杂性'

$"?$O

(

"

需要指出的是!已有的研究成果大多是基于稳定匹

配的视角!求出一方或双方偏好序值之和最小的稳

定匹配结果'

M?$>

(

!而这种做法的实质是假设主体对

于匹配结果的满意程度与偏好序值呈逆线性关系!

这在一些现实匹配问题中显得不尽合理"例如在婚

姻匹配问题中!某男士对
A

位女士进行排序!该男士

对排名第
$

与排名第
!

的两位女士之间满意程度的

差距!通常要比排名第
@

和排名第
A

的两位女士之

间的差距要大"因此!如何刻画在双边匹配中双方

主体的满意度!进而获得.既稳定)又满意/的匹配结

果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鉴于此!本文针对

双边主体给出偏好序值信息的双边匹配问题!给出

一种考虑稳定匹配条件的满意双边匹配决策方法"

给出的方法是基于与已有方法不同的研究视角!即

基于满意匹配的研究视角来解决双边匹配问题!通

过对双边匹配中双方主体满意度的刻画!构建考虑

稳定匹配约束条件的双边满意匹配优化模型!求得

同时兼顾了.稳定/和.满意/两种要求的双边匹配结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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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边匹配的相关概念

"#!

!

双边匹配

记
F

$

2

$

!

!

!1!

X

4!

J

$

2

$

!

!

!1!

K

4!且不妨

设
X

"

K

"设甲方主体集合为
>

$

2

>

$

!

>

!

!1!

>

X

4!其中
>

3

表示第
3

个甲方主体!

3

+

F

&乙方主

体集合为
@

$

2

@

$

!

@

!

!1!

@

K

4!其中
@

H

表示第
H

个

乙方主体!

H

+

J

"依据文献'

$@?$M

(!下面给出关

于双边匹配的定义"

定义
$

!

一一映射
+

%

>

L

@

#

>

L

@

称为双边

匹配!当且仅当
=

>

3

+

>

)

=

@

H

+

@

满足下列条

件%#

$

$

+

#

>

3

$

+

@

&#

!

$

+

#

@

H

$

+

>

L

@

H

&#

>

$若

+

#

>

3

$

$

@

H

!则
+

#

@

H

$

$

>

3

"

定义
$

中!

+

#

>

3

$

$

@

H

表示
>

3

与
@

H

在
+

中匹

配!此时称 #

>

3

!

@

H

$为
+

?

匹配主体对"由定义
$

中的条件#

>

$可知!若 #

>

3

!

@

H

$为
+

?

匹配主体对!

则 #

@

H

!

>

3

$也为
+

?

匹配主体对"

+

#

@

H

$

$

@

H

表示

@

H

在
+

中未匹配!此时记 #

@

H

!

@

H

$为
+

?

匹配主体

对"因此!双边匹配
+

可表示为
+

$

+

!

L

+

9

!其中!

+

!

$

2#

>

3

!

@

<

#

3

$

$

8

3

$

$

!1!

X

4!

+

9

$

2#

@

H

!

@

H

$

8

H

$

2

$

!1!

K

4

O

2

<

#

$

$!1!

<

#

X

$44!

<

#

3

$

+

J

!且

=

1

!

V

+

F

!

1

1

V

!有
<

#

1

$

1

<

#

V

$"

根据以上描述!双边匹配问题如图
$

所示"在

双边匹配
+

中!由于
X

"

K

!因此!针对甲方主体集合

>

中的每一个主体
>

3

!乙方主体集合中都存在不同

的主体
@

H

与之构成一个
+

?

匹配主体对!且乙方主

体集合中有
K

&

X

个主体未匹配"

图
$

!

双边匹配问题示意图

对于主体
>

$

!可在
@

中全部的
K

个主体中选

择一个与其构成匹配主体对&在
>

$

确定好匹配对象

之后!对于主体
>

!

!可在
@

中剩余的
K

&

$

个主体

中选择一个与其构成匹配主体对&以此类推!对于主

体
>

X

!在其余的
X

&

$

个甲方主体确定好匹配对象

之后!可在
@

中剩余的
K

&

X

+

$

个主体中选择一个

与其构成匹配主体对"因此!对于考虑的双边匹配

问题!共有
K

#

K

&

$

$1#

K

&

X

+

$

$种可能的双边匹

配"为分析方便!记
!$

K

#

K

&

$

$1#

K

&

X

+

$

$!所

有双边匹配构成的集合记为
.

=

$

2

+

$

!

+

!

!1!

+

!

4!

其中
+

1

表示第
1

个双边匹配#

1

+

2

$

!

!

!1!

!

4$"

双边匹配决策就是依据某种准则在双边匹配集合

.

=

中找到合适的双边匹配
+

!以尽量满足双方主体

的需求或要求"

"#"

!

稳定匹配

在考虑的双边匹配问题中!假设甲方主体
>

3

#

3

+

F

$和乙方主体
@

H

#

H

+

J

$给出的偏好信息均为

序值"记
"

$

'

*

3

H

(

X

:

K

为甲方针对乙方给出偏好信

息的序值矩阵!其中
*

3

H

表示甲方主体
>

3

把乙方主

体
@

H

排在第
*

3

H

位!

*

3

H

+

J

&

=

$

'

!

3

H

(

X

:

K

为乙方针

对甲方给出偏好信息的序值矩阵!其中
!

3

H

表示乙方

主体
@

H

把甲方主体
>

3

排在第
!

3

H

位!

!

3

H

+

F

"下面

给出关于稳定匹配的定义'

$

!

$@?$M

(

"

定义
!

!

对于双边匹配
+

!若以下两种情况均

未出现%

#

$

$

P

>

3

!

>

V

+

>

!

@

H

!

@

1

+

@

!

+

#

>

3

$

$

@

1

!

+

#

>

V

$

$

@

H

!满足
*

3

H

*

*

31

且
!

3

H

*

!

V

H

&

#

!

$

P

>

3

!

>

V

+

>

!

@

H

+

@

!

+

#

>

3

$

$

@

1

!

+

#

@

H

$

$

@

H

!满足
*

3

H

*

*

31

!

则称
+

为稳定匹配!即
+

为具有稳定性的匹配!

否则称
+

为不稳定匹配"

可以看出!满足定义
!

中情况#

$

$或#

!

$的主体

对 #

>

3

!

@

H

$!会使双边匹配
+

不稳定!这是因为主体

>

3

与
@

H

相互间都认为对方要优于目前所匹配的主

体!此 时 称 主 体 对 #

>

3

!

@

H

$为
+

?

阻 碍 稳 定

对'

$

!

$@?$M

(

"

为了理解稳定匹配的实际含义!下面举例说明"

例
$

!

在婚姻匹配问题中!设男士集合为
>

$

2

>

$

!

>

!

!

>

>

4!女士集合为
@

$

2

@

$

!

@

!

!

@

>

!

@

"

4!男

方针对女方给出偏好信息的序值矩阵为
"

!女方针

对男方给出偏好信息的序值矩阵为
=

!

"

和
=

分别

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

G

H

I

$ " ! >

!

!

=

$

>

$

>

!

>

>

! > $ $

$ ! > !

F

G

H

I

> $ ! >

*

>$$

*

第
"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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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地!给出如下
>

个双边匹配%

+

$

$

2#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

+

!

$

2#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

+

>

$

2#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

那么!依据定义
!

可知%双边匹配
+

$

是不稳定

匹配!这是因为对于
+

$

!主体对 #

>

>

!

@

>

$为
+

?

阻

碍稳定对!在
>

>

给出的序值中!

*

>>

*

*

>"

!即
>

>

认

为
@

>

要优于目前所匹配的主体
@

"

!而
@

"

又未匹

配!符合定义
!

中的情况#

!

$&双边匹配
+

!

和
+

>

均为

稳定匹配!这是因为对于
+

!

和
+

>

都不存在
+

?

阻碍

稳定对"

基于上述分析可知!对于一个现实的双边匹配

问题!一般会同时存在多个稳定匹配!如何刻画这些

双边匹配的.优劣/是一个需要关注的问题"为此!

下面给出关于满意匹配的相关概念"

"#$

!

满意匹配

双方主体给出的偏好序值信息在一定程度上反

映了双方主体间的相互满意程度!但在现实中!偏好

序值的增加#减小$与满意程度的降低#增加$之间不

一定呈线性关系"这里!为了更好地刻画一方主体

对另一方主体的满意程度!给出关于满意度的定义

如下%

定义
>

!

设
(

3

H

为甲方主体
>

3

对乙方主体
@

H

的

满意度!

'

3

H

为乙方主体
@

H

对甲方主体
>

3

的满意度!

则满意度
(

3

H

与
'

3

H

可分别表示为%

(

3

H

$

.

#

*

3

H

$!

!

3

+

F

!

H

+

J

#

$

$

'

3

H

$

.

#

!

3

H

$!

!

3

+

F

!

H

+

J

#

!

$

其中!

.

#

*

$为严格单调递减函数!满足
.

#

*

$

-

#

!

.

#

$

$

$

$

"

注
$

!

在定义
>

中!函数
.

#

*

$可以是多种表示

形式!若考虑主体的心理感受或心理因素!则
.

#

*

$

还应满足
.

\

#

*

$

-

#

"本文考虑给出如下形式%

.

#

Y

$

$

$

,

Y

#

>

$

依据式#

$

$

?

#

>

$!可将偏好序值
*

3

H

与
!

3

H

转化为

满意度
(

3

H

与
'

3

H

#

3

+

F

&

H

+

J

$!进而构建甲方主体

满意度矩阵
/$

'

(

3

H

(

X

:

K

与乙方主体满意度矩阵
@

&

$

'

'

3

H

(

X

:

K

"

定义
"

!

设
+

$

+

!

L

+

9

为甲方主体集合
>

与乙

方主体集合
@

之间的双边匹配!其中
+

!

$

2#

>

3

!

@

<

#

3

$

$

8

3

+

F

!

<

#

3

$

+

J

4!

+

9

$

2#

@

H

!

@

H

$

8

H

$

2

$

!

1!

K

4

O

2

<

#

$

$!1!

<

#

X

$44!则称%

#

$

$甲方主体
>

$

!

>

!

!1!

>

X

的满意度之和为

双边匹配
+

的甲方总体满意度!记为
.

&

#

+

$!即%

.

&

#

+

$

$

$

3

+

F

(

3

!

<

#

3

$

#

"

$

#

!

$乙方主体
@

<

#

$

$

!

@

<

#

!

$

!1!

@

<

#

X

$

的满意度之

和为双边匹配
+

的乙方总体满意度!记为
.

Q

&

#

+

$!即%

.

Q

&

#

+

$

$

$

3

+

F

'

3

!

<

#

3

$

#

Q

$

#

>

$双方主体的满意度之和为双边匹配
+

的双

方总体满意度!记为
.

#

+

$!即%

.

#

+

$

$

$

3

+

F

#

(

3

!

<

#

3

$

+

'

3

!

<

#

3

$

$ #

O

$

定义
Q

!

设
.$

2

+

$

!

+

!

1!

+

D

4为甲方主体集合

>

与乙方主体集合
@

之间的任一双边匹配集合!若

.

&

#

+

>

$

$

4/T

2

.

&

#

+

$

$!

.

&

#

+

!

$!1!

.

&

#

+

D

$4!

+

>

+

#

!

则称匹配
+

>

为
.

中的甲方满意匹配&若
.

Q

&

#

+

@

$

$

4/T

2

.

Q

&

#

+

$

$!

.

Q

&

#

+

!

$!1!

.

Q

&

#

+

D

$4!

+

@

+

#

!则称匹配

+

@

为
.

中 的 乙 方 满 意 匹 配&若
.

#

+

"

$

$

4/T

2

.

#

+

$

$!

.

#

+

!

$!1!

.

#

+

D

$4!

+

"

+

#

!则称匹配

+

" 为
.

中的双方满意匹配"

这里仍以例
$

来说明!运用式#

$

$

?

#

O

$!可得

.

&

#

+

$

$

$

!9>>

!

.

&

#

+

!

$

$

!9Q

!

.

&

#

+

>

$

$

$9#A

!

.

Q

&

#

+

$

$

$

$9>>

!

.

Q

&

#

+

!

$

$

$9Q

!

.

Q

&

#

+

>

$

$

>

!

.

#

+

$

$

$

>9OO

!

.

#

+

!

$

$

"

!

.

#

+

>

$

$

"9#A

"因此!根据定义

Q

可知!在双边匹配集合
.$

2

+

$

!

+

!

!

+

>

4中!

+

!

是

男士满意匹配!

+

>

既是女士满意匹配又是双方满意

匹配"

$

!

双边匹配决策方法

$#!

!

优化模型建立

在考虑的基于偏好序值信息的双边匹配问题

中!获得稳定匹配结果是有其现实意义的'

!#?!!

(

!这

是因为%若匹配结果是不稳定的!则存在两个未匹配

的主体!他们相互之间的偏好程度均优于目前所匹

配的主体!换句话说!他们有着放弃目前所匹配的主

体而相互匹配在一起的.动机/"因此!结合实际双

边匹配问题的要求!在稳定匹配集合中依据满意度

最大化的原则寻求相应的匹配结果是比较合理的"

这样!本文要解决的问题就是%依据甲乙双方给出的

偏好序值矩阵
"

和
=

!通过某种决策方法!在稳定

匹配集合中依据一定准则获得尽可能使双方主体满

意程度高的匹配结果"

为了求解上述问题!引入
#?$

变量
Y

3

H

!其中%

*

"$$

*

中国管理科学
!!!!!!!!!!!!!!!!!!!!

!#$"

年



Y

3

H

$

$

!

!

+

#

>

3

$

$

@

H

#

!

!

+

#

>

3

$

1

@

6

&

'

H

#

@

$

依据 式 #

@

$!可 构 建 一 个 匹 配 矩 阵
;

$

'

Y

3

H

(

X

:

K

"

根据定义
!

可知!在稳定匹配
+

中!若
+

#

>

3

$

1

@

H

!则以下两个条件至少满足其一%

#

$

$

+

#

>

3

$

$

@

1

!其中
@

1

+

@

!

*

31

*

*

3

H

#

!

$

+

#

>

V

$

$

@

H

!其中
>

V

+

>

!

!

V

H

*

!

3

H

否则 #

>

3

!

@

H

$就构成一个
+

?

阻碍稳定对"

考虑稳定匹配的约束条件可表示为'

$!?$>

(

%

Y

3

H

+

$

1

%

*

31

*

*

3

H

Y

31

+

$

V

%

!

V

H

*

!

3

H

Y

V

H

%

$

!

!

3

+

F

!

H

+

J

#

A

$

易见!对于甲乙双方主体数目分别为
X

与
K

的

双边匹配问题!稳定匹配约束条件共有
XK

个"这

里!仍以例
$

为例进行阐释!由于
X

$

>

和
K

$

"

!

故稳定匹配约束条件有
$!

个!即%

Y

$$

+

Y

!$

%

$

Y

$!

+

Y

$$

+

Y

!!

+

Y

>!

%

$

Y

$>

+

Y

$$

+

Y

$!

%

$

Y

$"

+

Y

$$

+

Y

$!

+

Y

$>

%

$

Y

!$

+

Y

!!

%

$

Y

!!

+

Y

>!

%

$

Y

!>

+

Y

!$

+

Y

!!

+

Y

$>

+

Y

>>

%

$

Y

!"

+

Y

!$

+

Y

!!

+

Y

!>

+

Y

$"

%

$

Y

>$

+

Y

$$

+

Y

!$

%

$

Y

>!

+

Y

>$

+

Y

>>

+

Y

>"

%

$

Y

>>

+

Y

>$

+

Y

$>

%

$

Y

>"

+

Y

>$

+

Y

>>

+

Y

$"

+

Y

!"

%

$

为了更好地说明稳定匹配约束条件的确定方

法!这里以上述稳定匹配约束条件中第
$

个约束条

件.

Y

$$

+

Y

!$

%

$

/为例进行说明%考虑到
*

$$

$

$

!

可知不存在
*

$1

#

1

$

!

!

>

!

"

$!使得
*

$1

*

*

$$

!又因为

$

$

!

!$

*

!

$$

$

!

!因此!根据式#

A

$可知!主体对

#

>

$

!

@

$

$的稳定性约束条件为
Y

$$

+

Y

!$

%

$

&其余

的
$$

个稳定匹配约束条件亦可通过同样的方法获

得"

进一步地!在考虑稳定匹配条件的情况下!以

甲)乙各方总体满意度最大为目标!可建立如下多目

标优化模型%

4/TB

$

$

$

X

3

$

$

$

K

H

$

$

(

3

H

Y

3

H

#

M/

$

4/TB

!

$

$

X

3

$

$

$

K

H

$

$

'

3

H

Y

3

H

#

MY

$

99!9

!

$

K

H

$

$

Y

3

H

$

$

!

!

3

+

F

#

M7

$

$

X

3

$

$

Y

3

H

"

$

!

!

H

+

J

#

M[

$

Y

3

H

+

$

1

%

*

31

*

*

3

H

Y

31

+

$

V

%

!

V

H

*

!

3

H

Y

V

H

%

$

!

!

3

+

F

!

H

+

J

#

M)

$

Y

3

H

U#

或
$

!

!

3

+

F

!

H

+

J

#

M1

$

在模型#

M

$中!式#

M/

$和式#

MY

$为目标函数!其

含义分别是尽可能使双边匹配
+

的甲方总体满意度

和乙方总体满意度最大"式#

M7

$和式#

M[

$为双边匹

配的约束条件!由于
X

"

K

!故式#

M7

$为等式约束!其

含义是每个甲方主体都必须与一个乙方主体匹配&

式#

M[

$为不等式约束!其含义是每个乙方主体最多

与一个甲方主体匹配&换句话说!在匹配矩阵
;

中!

每行中有一个元素为
$

!其余元素为
#

&每列中最多

有一个元素为
$

!其余元素为
#

"式#

M)

$为稳定匹配

约束条件!其确保了通过求解模型#

M

$获得的匹配结

果为稳定匹配"

$#"

!

模型求解

为求解上述多目标优化模型#

M

$!采用线性加权

法'

!>

(

!将式#

M/

$和式#

MY

$进行加权"设
T

$

和
T

!

分

别表示目标
B

$

和
B

!

的权重或重要程度!满足
#

"

T

$

!

T

!

"

$

!

T

$

+

T

!

$

$

!则模型#

M

$可转化为如下

单目标优化模型%

4/TB

$

T

$

$

X

3

$

$

$

K

H

$

$

(

3

H

Y

3

H

+

T

!

$

X

3

$

$

$

K

H

$

$

'

3

H

Y

3

H

#

$#/

$

99!9

!

$

K

H

$

$

Y

3

H

$

$

!

3

+

F

#

$#Y

$

$

X

3

$

$

Y

3

H

"

$

!

H

+

J

#

$#7

$

Y

3

H

+

$

1

%

*

31

*

*

3

H

Y

31

+

$

V

%

!

V

H

*

!

3

H

Y

V

H

%

$

!

!

3

+

F

!

H

+

J

#

$#[

$

Y

3

H

U#

或
$

!

!

3

+

F

!

H

+

J

#

$#)

$

对于模型#

$#

$!有如下结论"

定理
!

!

模型#

$#

$存在最优解"

证明%由于模型#

$#

$为含有
XK

个变量的
#?$

规划模型!故其最多具有
!

XK 个可行解!即模型#

$#

$

的可行解为有限多个"依据
D/0)

等'

$

(可知!本文考

虑的双边匹配问题必存在稳定匹配解!故由式

#

$#Y

$

?

#

$#)

$构成的可行域非空!即模型#

$#

$至少

存在一个可行解"因此!模型#

$#

$必存在最优解"

模型#

$#

$中目标函数和约束条件均是线性的!

*

Q$$

*

第
"

期
! !!!!!!!!!!!

樊治平等%考虑稳定匹配条件的双边满意匹配决策方法
#



因此可采用整数规划方法进行求解'

!"

(

"考虑到现

实中基于偏好序值信息的双边匹配问题规模一般不

是很大!即双边主体的数目一般不是很多!所以针对

变量数目不是很多情形的模型#

$#

$!可以使用专门

的优化软件包进行求解!如可以使用
Jb:DI$$9#

)

%

<

0)TM9#

等优化软件包求解模型#

$#

$"若双边匹

配问题的规模较大!可进行优化模型的复杂性分析!

进而尝试设计启发式方法或遗传算法等求解模型

#

$#

$"

综上!求解基于偏好序值信息的双边匹配问题

的计算步骤如下%

步骤
$

!

依据式#

$

$和#

>

$!将序值
*

3

H

转化为满

意度
(

3

H

!并 构 建 甲 方 主 体 满 意 度 矩 阵
/ $

'

(

3

H

(

X

:

K

&

步骤
!

!

依据式#

!

$和#

>

$!将序值
!

3

H

转化为满

意度
'

3

H

!并构建乙方主体满意度矩阵
0$

'

'

3

H

(

X

:

K

&

步骤
>

!

依据满意度矩阵
/

和
0

及式#

A

$!建立

优化模型#

M

$&

步骤
"

!

使用线性加权法将优化模型#

M

$转化

为优化模型#

$#

$&

步骤
Q

!

求解优化模型#

$#

$!获得匹配结果"

%

!

算例分析

考虑一个现实中的求职者与岗位的双边匹配问

题"

2%

公司是一家期货经纪公司!主要从事期货

交易咨询)代理买卖期货合约等业务"该公司在最

新的一批人员招聘中!拟针对
Q

个空缺的管理岗位

#

>

$

!

>

!

!1!

>

Q

$进行招聘"现有多名求职者前来

应聘!经过初筛之后!有
@

名求职者 #

@

$

!

@

!

!1!

@

@

$

符合该公司的各项基本要求!从而进入了最终的面

试考核环节"在对
@

名求职者进行面试之后!该公

司的人力资源部门从性格)管理经验)专业能力)沟

通能力以及团队合作能力等
Q

个指标对各个求职者

进行评价!给出各岗位针对不同求职者的偏好序值

*

3

H

!

3

$

$

!

!

!1!

Q

!

H

$

$

!

!

!1!

@

"各求职者从薪

水和福利)发展前景)劳动强度以及工作环境等
"

个

指标对不同岗位进行评价!给出各求职者针对不同

岗位的偏好序值
!

3

H

!

3

$

$

!

!

!1!

Q

!

H

$

$

!

!

!1!

@

"

记
"

$

'

*

3

H

(

Q

:

@

表示岗位针对求职者的偏好序值矩

阵!

=

$

'

!

3

H

(

Q

:

@

表示求职者针对岗位的偏好序值矩

阵!假设
"

和
=

分别为%

!!!

@

$

@

!

@

>

@

"

@

Q

@

O

@

@

"

$

>

$

>

!

>

>

>

"

>

Q

$ > ! O " @ Q

$ ! > @ " Q O

! $ " Q > @ O

Q " ! $ @ O >

F

G

H

I

! @ > O Q " $

!!!

@

$

@

!

@

>

@

"

@

Q

@

O

@

@

=

$

>

$

>

!

>

>

>

"

>

Q

! $ " ! " > "

> > ! $ $ ! $

$ ! $ > ! $ !

" Q > " Q " >

F

G

H

I

Q " Q Q > Q Q

为了获得求职者与岗位的双边匹配结果!下面

简要说明采用前文给出方法的部分计算过程及结

果"

依据偏好序值矩阵
"

和
=

!运用式#

$

$

?

#

>

$!

计算满意度
(

3

H

和
'

3

H

#

3

$

$

!1!

Q

&

H

$

$

!1!

@

$!并

构建满意度矩阵
/$

'

(

3

H

(

Q

:

@

与
0$

'

'

3

H

(

Q

:

@

如下%

/$

$9## #9>> #9Q# #9$@ #9!Q #9$" #9!#

$9## #9Q# #9>> #9$" #9!Q #9!# #9$@

#9Q# $9## #9!Q #9!# #9>> #9$" #9$@

#9!# #9!Q #9Q# $9## #9$" #9$@ #9>>

F

G

H

I

#9Q# #9$" #9>> #9$@ #9!# #9!Q $9##

0$

#9Q# $9## #9!Q #9Q# #9!Q #9>> #9!Q

#9>> #9>> #9Q# $9## $9## #9Q# $9##

$9## #9Q# $9## #9>> #9Q# $9## #9Q#

#9!Q #9!# #9>> #9!Q #9!# #9!Q #9>>

F

G

H

I

#9!# #9!Q #9!# #9!# #9>> #9!# #9!#

依据满意度矩阵
/

和
0

及式#

A

$!同时考虑到

双方主体的公平性!即
T

$

$

T

!

$

#9Q

!则可建立如

下优化模型%

4/TB

$

#9Q

$

Q

3

$

$

$

@

H

$

$

(

3

H

Y

3

H

+

#9Q

$

Q

3

$

$

$

@

H

$

$

'

3

H

Y

3

H

99!9

!

$

@

H

$

$

Y

3

H

$

$

!

!

3

$

$

!

!

!1!

Q

$

Q

3

$

$

Y

3

H

"

$

!

!

H

$

$

!

!

!1!

@

Y

3

H

+

$

1

%

*

31

*

*

3

H

Y

31

+

$

V

%

!

V

H

*

!

3

H

Y

V

H

%

$

!

!

3

$

$

!

!

!1!

Q

&

H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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匹配矩阵为%

;

"

$

'

Y

"

3

H

(

Q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

G

H

I

# # # # # # $

此时目标值为
B

"

$

>9$"

!得到的最优匹配结

果为%

+

"

$

2#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Q

!

@

@

$!#

@

Q

!

@

Q

$!#

@

O

!

@

O

$4

即
>

$

与
@

$

匹配)

>

!

与
@

>

匹配)

>

>

与
@

!

匹

配)

>

"

与
@

"

匹配)

>

Q

与
@

@

匹配)

@

Q

和
@

O

未匹配"

为进一步说明稳定匹配的意义!给出如下分析"

在本例中!若不考虑双边匹配稳定性!即在上述

模型中不考虑稳定匹配约束条件!那么通过模型求

解可得匹配矩阵为%

;?

$

'

Y?

3

H

(

Q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

G

H

I

# # # # # # $

此时目标值为
B?

$

>9>Q

!得到的匹配结果为

+

?

$

2#

>

$

!

@

$

$!#

>

!

!

@

Q

$!#

>

>

!

@

!

$!#

>

"

!

@

"

$!

#

>

Q

!

@

@

$!#

@

>

!

@

>

$!#

@

O

!

@

O

$4

即
>

$

与
@

$

匹配)

>

!

与
@

Q

匹配)

>

>

与
@

!

匹

配)

>

"

与
@

"

匹配)

>

Q

与
@

@

匹配)

@

>

和
@

O

未匹配"

将上述两个匹配结果进行对比分析!可以看到!

虽然匹配
+

?

比匹配
+

" 的双方总体满意度高!但
+

?

却是不稳定匹配!主体对 #

>

!

!

@

>

$为
+

?

阻碍稳定

对!这是因为
*

!>

$

>

*

"

$

*

!Q

!即该公司认为求职

者
@

>

相比
@

Q

来说更适合岗位
>

!

!而
@

>

却未匹配"

换句话说!在信息透明的情况下!若按照
+

?

来确定

岗位录用结果!

@

>

会因为自己比
@

Q

更适合岗位
>

!

却未被录用而不满!公司也会因岗位
>

!

未录用比

@

Q

更好的员工
@

>

而产生不满"因此!选择匹配
+

"

作为最优匹配结果!具有较好的现实意义"

0

!

结语

本文给出了一种考虑稳定匹配条件的满意双边

匹配决策方法!该方法是针对双边主体给出的偏好

序值信息!通过构建满意度函数来计算匹配满意度!

并在考虑稳定匹配条件的前提下!以双边主体满意

度最大为目标!构建了多目标双边匹配优化模型!通

过求解优化模型可获得最优匹配结果"与已有的方

法相比!本文提出的方法可以求得在稳定匹配集合

中使双方主体各自总体满意度尽可能大的匹配结

果!这样的匹配结果在一定程度上兼顾了.稳定/和

.满意/两种要求"本文提出的方法具有较好的理论

支撑!具有概念清晰)易操作等特点!也具有实际应

用价值!为解决基于偏好序值信息的双边匹配问题

提供了一种新的途径"

参考文献!

'

$

(

D/0)N

!

6&/

<

0)

_

J9%,00)

3

)/[4'**',(*/([5&)*5/Y'0'5

_

,1 4/..'/

3

)

'

+

(

=;4).'7/( 2/5&)4/5'7/0 2,(5&0

_

!

$MO!

!

OM

#

$

$%

M?$Q9

'

!

(

+/(**)(2

!

8).Y./)7];9%,4

<

/.'(

3

5&)*5.)(

3

5&*/([

\)/]()**)*,1b(5).()5CY/*)[4/57&'(

3

4)7&/('*4*1,.

5&)5./(*

<

,.54/.])5

'

+

(

=S./(*

<

,.5/5',(E)*)/.7&h/.5

B

!

!##A

!

""

#

>

$%

"@Q?"M#9

'

>

(

6/.()N

!

P./-*69 2/(/

3

'(

3<

/./00)0'(

f

-'.')*'(/C

3

)(5*

+

5\,C*'[)[*)/.7&

'

+

(

=;.5'1'7'/0b(5)00'

3

)(7)

!

!##A

!

$@!

#

"?Q

$%

Q"$?QOM9

'

"

(

J'(F S9 ;

c

,Y

<

0/7)4)(5'(5).̂)(5',(-*'(

3

1-ee

_

/

<

C

<

.,/7&1,.5\,C\/

_

7&,'7)

'

+

(

=BT

<

).56

_

*5)4*\'5&

;

<<

0'7/5',(*

!

!##M

!

>O

#

!

$%

!Q">?!QQ>9

'

Q

(

F-/(

3

NP

!

%&'-F:

!

L)&EF

!

)5/09;1-ee

_

4-05'C

7.'5).'/[)7'*',(4/]'(

3

/

<<

.,/7&1,.*,0̂'(

3

/Y'C,Y

c

)7C

5'̂)

<

).*,(()0/**'

3

(4)(5

<

.,Y0)4

'

+

(

=%,4

<

-5).* a

b([-*5.'/0B(

3

'()).'(

3

!

!##M

!

QO

#

$

$%

$?$#9

'

O

(

P/'*).G

!

d.'

3

&5+9h.'7)*5.-75-.)'(5\,C*'[)[4/.C

])5*

%

B̂'[)(7)1.,45&)4/

3

/e'()'([-*5.

_

'

+

(

=b(5).(/C

5',(/0+,-.(/0,1b([-*5.'/0I.

3

/('e/5',(

!

!##O

!

!"

#

$

$%

$?!A9

'

@

(

B0'5e-.E

!

D/̂',-*;9 ; 4-05'C

<

).',[

3

/4)5&),.)5'7

4,[)0,1̂ )(5-.)7/

<

'5/0'*5*/([)(5.)

<

.)()-.*

'

+

(

=B-C

.,

<

)/(+,-.(/0,1I

<

)./5',(/0E)*)/.7&

!

!##>

!

$""

#

!

$%

""#?"Q>9

'

A

(

E,5&;B9%,44,(/([7,(10'75'(

3

'(5).)*5*'(5\,C*'C

[)[4/57&'(

3

4/.])5*

'

+

(

=B-.,

<

)/(B7,(,4'7E)̂')\

!

$MAQ

!

!@

#

$

$%

@Q?MO9

'

M

(

278'5')ND

!

d'0*,(JR9S&)*5/Y0)4/..'/

3

)

<

.,Y0)4

'

+

(

=%,44-('7/5',(*,15&);**,7'/5',(1,.%,4

<

-5'(

3

2/7&'().

_

!

$M@$

!

$"

#

@

$%

"AO?"M!9

'

$#

(

27̂'5')ND

!

d'0*,(JR965/Y0)4/..'/

3

)/**'

3

(4)(5

1,.-()

f

-/0*)5*

'

+

(

=R'5 :-4).'7/0 4/5&)4/5'7*

!

$M@#

!

$#

#

>

$%

!MQ?>#M9

'

$$

(

F/00[r.**,(2 2

!

b\/4/P

!

2'

_

/e/]'6

!

)5/09E/(C

[,4'e)[/

<<

.,T'4/5',(,15&)*5/Y0)4/..'/

3

)

<

.,Y0)4

'

+

(

9 S&),.)5'7/0%,4

<

-5).67')(7)

!

!##"

!

>!Q

#

>

$!

">M?"OQ9

*

@$$

*

第
"

期
! !!!!!!!!!!!

樊治平等%考虑稳定匹配条件的双边满意匹配决策方法
#



'

$!

(

8/5)8

!

+,&(F9J'()/.

<

.,

3

./44'(

3

Y.'(

3

*4/.'5/0

Y0'**

'

+

(

=I

<

)./5',(*E)*)/.7&J)55).*

!

$MAM

!

A

#

>

$%

$

?!>9

'

$>

(

E,5& ; B

!

E,5&Y0-4 G D

!

+,&( F

!

)5/09 65/Y0)

4/57&'(

3

*

!

,

<

5'4/0/**'

3

(4)(5*/([0'()/.

<

.,

3

./4C

4'(

3

'

+

(

=2/5&)4/5'7*,1I

<

)./5',(*E)*)/.7&

!

$MM>

!

$A

#

"

$%

A#>?A!A9

'

$"

(

b\/4/P

!

2/(0,̂)N

!

2'

_

/e/]'6

!

)5/0965/Y0)4/.C

.'/

3

)\'5&'(7,4

<

0)5)0'*5*/([5')*

'

%

(,,

D',.

3

',;

!

2/.'/(

3

',0/N%

!

6'4,()5&/E=h.,7))['(

3

*b%;Jh

+

MM

%

S&)!O5&b(5).(/5',(/0%,00,

f

-'-4,(;-5,4/5/

!

J/(

3

-/

3

)*

!

/([h.,

3

./44'(

3

!

J)75-.):,5)*'(%,4C

<

-5).67')(7)

!

6

<

.'(

3

).

!

R).0'(

!

$MMM

!

$O""

%

"">?

"Q!9

'

$Q

(

2/(0,̂)NK

!

b.̂'(

3

Ed

!

b\/4/P

!

)5/09F/.[ /̂.'C

/(5*,1*5/Y0)4/..'/

3

)

'

+

(

=S&),.)5'7/0%,4

<

-5).67'C

)(7)

!

!##!

!

!@O

#

$?!

$%

!O$?!@M9

'

$O

(

b\/4/P

!

2'

_

/e/]'6

!

L/4/-7&':9 ;

#

!

&

C

,槡O$

C

/

<<

.,T'4/5',(/0

3

,.'5&41,.5&)*5/Y0)4/..'/

3

)

<

.,YC

0)4

'

+

(

=;0

3

,.'5&4'7/

!

!##A

!

Q$

#

>

$%

>"!?>QO9

'

$@

(

S),%h

!

6)5&-./4/(+

!

S/(dh9D/0)C6&/

<

0)

_

*5/Y0)

4/..'/

3

)

<

.,Y0)4.)̂'*'5)[*5./5)

3

'7'**-)*/([/

<<

0'7/C

5',(*

'

+

(

=2/(/

3

)4)(567')(7)

!

!##$

!

"@

#

M

$%

$!Q!?

$!O@9

'

$A

(

D/0)N9S&)5\,C*'[)[4/57&'(

3<

.,Y0)4

%

I.'

3

'(

!

[)C

)̂0,

<

4)(5/([7-..)(5'**-)*

'

+

(

=b(5).(/5',(/0D/4)

S&),.

_

E)̂')\

!

!##$

!

>

#

!?>

$%

!>@?!Q!9

'

$M

(

B7&)('

f

-)K9d&/54/57&'(

3

*7/(Y)*5/Y0)

3

S&)5)*5C

/Y0)'4

<

0'7/5',(*,14/57&'(

3

5&),.

_

'

+

(

=2/5&)4/5'7*

,1I

<

)./5',(*E)*)/.7&

!

!##A

!

>>

#

>

$%

@Q@?@OA9

'

!#

(党兴华!贾卫峰
9D6

匹配算法在企业技术创新网络结

构形成中的应用'

+

(

=

系统工程!

!##M

!

!@

#

"

$%

>$?

>O9

'

!$

(

%0/.]6

!

P/(Y-.E9 65/Y0)

<

/.5().*&'

<

*

!

4/57&'(

3

!

/([0,7/0

<

-Y0'7

3

,,[*

'

+

(

=B-.,

<

)/(B7,(,4'7E)C

'̂)\

!

!##"

!

"A

#

"

$%

M#Q?M!Q9

'

!!

(

;0]/(;

!

D/0)N965/Y0)*7&)[-0)4/57&'(

3

-([)..)C

)̂/0)[

<

.)1).)(7)

'

+

(

=+,-.(/0,1B7,(,4'7S&),.

_

!

!##>

!

$$!

#

!

$%

!AM?>#O9

'

!>

(

%,&,(+J9 2-05',Y

c

)75'̂)

<

.,

3

./44'(

3

/([

<

0/(('(

3

'

2

(,,

2-*5,)JE

!

R/..

_

2N+=2/5&)4/5'7*'(67'C

)(7)/([ B(

3

'()).'(

3

!

:)\ L,.]

%

;7/[)4'7h.)**

!

$M@A9

'

!"

(钱颂迪
9

运筹学'

2

(

=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MMO9

J6<9?9@:,:IN

Q

?9?)6=A@7;@HXR@*397673I=9?;967)I=<A9:

8

(@:?976H9:

8

3=ION6)I=<A9:

8

(@:79=9@:

G,ULA9*

T

9:

8

$

!

2E)9:

8

*

Q

I:

8

$

!

!

!

\M'

`

9

>

#

$967&,,0,1R-*'()**;[4'('*5./5',(

!

:,.5&)/*5).(G('̂).*'5

_

!

6&)(

_

/(

3

$$#A$M

!

%&'(/

&

!9N)

<

/.54)(5,167')(7)

!

6&)(

_

/(

3

G('̂).*'5

_

,1%&)4'7/0S)7&(,0,

3_

!

6&)(

_

/(

3

$$#$"!

!

%&'(/

&

>967&,,0,1b(1,.4/5',(2/(/

3

)4)(5

!

+'/(

3

T'G('̂).*'5

_

,1K'(/(7)/([B7,(,4'7*

!

:/(7&/(

3

>>##$>

!

%&'(/

$

,O?=HI<=

%

S\,C*'[)[4/57&'(

3<

.,Y0)4.)1).*5,&,\5,,Y5/'(

<

.,

<

).4/57&'(

3

.)*-051.,45\,['*

c

,'(5

*)5*,1/

3

)(5*/77,.['(

3

5,5&)

<

.)1).)(7)'(1,.4/5',(,1)/7&/

3

)(51,.

<

,5)(5'/0

<

/.5().*1.,45&),

<<

,*'5)

*)59b5'*/.)*)/.7&5,

<

'7\'5&)T5)(*'̂)

<

./75'7/0Y/7]

3

.,-([*'(5&)1')0[,1)7,(,4'74/(/

3

)4)(5/([/5C

5./75*5&)/55)(5',(,14/(

_

*7&,0/.*9b(5&'*

<

/

<

).

!

/[)7'*',(/(/0

_

*'*4)5&,[1,.5\,C*'[)[*/5'*1')[

4/57&'(

3

7,(*'[).'(

3

*5/Y0)4/57&'(

3

7,(['5',('*

<

.,

<

,*)[5,*,0̂)5&)5\,C*'[)[4/57&'(

3<

.,Y0)4

!

'(

\&'7&5&)

<

.)1).)(7),.['(/0(-4Y).*/.)

<

.,̂'[)[Y

_

/

3

)(5*,(Y,5&*'[)*9K'.*50

_

!

5&).)0/5)[7,(7)

<

5*

,(5\,C*'[)[4/57&'(

3

!

*5/Y0)4/57&'(

3

/([*/5'*1')[4/57&'(

3

/.)

3

'̂)(9 S&)(

!

7,(*'[).'(

3

5&)*5/Y0)

4/57&'(

3

7,(['5',(

!

/4-05'C,Y

c

)75'̂)5\,C*'[)[4/57&'(

3

,

<

5'4'e/5',(4,[)0\&'7&4/T'4'e)*5&)*/5'*1/7C

5',([)

3

.))*,15\,C*'[)[/

3

)(5*'*7,(*5.-75)[9K-.5&).4,.)

!

5&)0'()/.\)'

3

&5)[4)5&,['*-*)[5,7,(C

)̂.55&)4-05'C,Y

c

)75'̂),

<

5'4'e/5',(4,[)0'(5,/*'(

3

0)C,Y

c

)75'̂),

<

5'4'e/5',( 4,[)0

!

/([5&),

<

5'4/0

4/57&'(

3

.)*-057/(Y),Y5/'()[Y

_

*,0̂'(

3

5&)4,[)09K'(/00

_

!

/(-4).'7/0)T/4

<

0)'*

3

'̂)(5,'00-*5./5)

5&)

<

./75'7/0'5

_

/([)11)75'̂)()**,15&)4)5&,[

<

.,

<

,*)['(5&'*

<

/

<

).9

P6

Q

R@H7?

%

5\,C*'[)[4/57&'(

3

&

,.['(/0(-4Y).

&

*5/Y0)4/57&'(

3

&

*/5'*1/75',([)

3

.))

&

*/5'*1')[4/57&'(

3

&

,

<

5'4'e/5',(4,[)0

*

A$$

*

中国管理科学
!!!!!!!!!!!!!!!!!!!!

!#$"

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