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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确定语言评价下考虑后悔行为的人岗双边匹配方法

张如静，高圣国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管理学院，上海 ２０１６２０）

摘　要：针对不确定语言评价下考虑到主体会将已选方案与可能选择的方案作比较，提出一种基于后悔理论的人岗双边匹
配决策模型。首先，采用逼近理想解法确立双边主体的满意度，然后依据后悔理论计算出双方的后悔值并获得每个主体的

感知效用，再依据这些建立人岗双边匹配优化模型。最后，通过实例分析说明该双边匹配模型的可行性和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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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　言

人岗匹配对组织的发展具有重大影响，可以有

效地提高公司的综合竞争力。在当今的社会中，求

职者信息非常复杂，模糊性也越来越大，使人岗匹配

成为一项复杂而重要的任务［１］。如何根据求职者

和企业的需求进行合理匹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和研究价值。双边匹配起源于Ｇａｌｅ和Ｓｈａｐｅｌｙ两位
学者在１９６２年发表的论文“Ｃｏｌｌｅｇｅａｄｍｉｓｓｉｏｎｓａｎｄ
ｔｈｅ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ｏｆｍａｒｒｉａｇｅ”［２］中。此后，匹配问题引起
了诸多学者们的关注，运用于许多实际问题，如信贷

匹配问题［３］、风险投资匹配问题［４］、供需交易匹配

问题［５］、人岗匹配问题［６］、知识服务匹配问题［７］等。

由于双边主体给出的偏好信息的模糊性，需要

在语言信息与数值信息之间进行相互转换。陈希等

人［８］提出了一种基于Ｃｈｏｑｕｅｔ积分的双边匹配决策
方法解决了主体的满意度评价指标之间的关联性问

题。朱江洪等人［９］提出了一种基于加权不确定语

言Ｂｏｎｆｅｒｒｏｎｉ平均算子和双边匹配方法。王中兴等
人［１０］用区间数表示双边主体的不确定语言评价信

息，采用ＴＯＰＳＩＳ方法计算双边主体不确定语言评价
与主体的理想评价之间的相对贴近度，并用相对贴

近度表示双边主体的满意度，在此基础上建立双边

匹配优化模型。目前，对于人岗双边匹配决策方法

的研究越来越深入，人岗匹配也成为该领域的研究

重点。Ｋｏｒｋｍａｚ等人［１１］在军事背景下，用层次分析

法和决策支持系统满足军人与岗位的最大化需求，

建立人岗双边匹配。孔德财等人［１２］考虑到家政服

务人员与雇主具有多项技能，为达到主体满意度最

大为目标，引入多项指标评价，构建双边匹配优化模

型。林杨等人［１３］考虑到主体直接给出过于苛刻的

满意度条件的情况，提出由全部成员评价值组成直

觉模糊偏好关系用优化的最小对数二乘法间接转化

得到满意度，建立了一种基于直觉模糊偏好关系的

人岗双边匹配模型。乐琦等人［１４－１５］考虑主体预期

值的具有不确定性，提出了基于累积前景理论的决

策方法，还针对主体不确定心理行为运用ＴＯＤＩＭ思
想求解了双边匹配问题。李铭洋等人［１６］考虑到双

方主体失望－欣喜心理感知，依据失望理论建立多
指标双边匹配决策方法获得人岗稳定匹配方案。袁



铎宁等人［１７］考虑到在招聘过程中存在占有内部岗

位的申请者，提出多目标双边匹配优化模型，通过改

进的 ＨＳＡ求解模型，获得稳定匹配结果。但是，在
已有的人岗双边匹配研究中，并没有学者考虑到主

体的后悔行为，将后悔理论应用到其中。后悔理论

表明，在决策过程中，决策者不仅会关注所选择的方

案的结果，而且还会要关注所选择其他替代方案可

能产生的结果。在现实人岗匹配过程中，匹配主体

会存在后悔行为，这会对匹配结果产生影响。因此，

本文针对人岗匹配决策过程存在的后悔行为，建立

双边匹配优化模型。

１　问题描述

一个有限集合ＳＴ＝｛ｓ０，ｓ１，…，ｓＴ｝，集合中的元

素ＳＫ∈Ｓ
Ｔ是离散有序的语言变量（短语），ｋ＝｛０，

１，…，Ｔ｝，则称集合为语言评价集［１８］。实际上，主

体给出的语言评价很多时候是不确定的，在这种情

况下，经常使用２个语言评估短语之间的不确定语
言进行评价。设求职者集合为Ｘ＝｛ｘ１，ｘ２，…，ｘｍ｝，
其中Ｘｉ表示第ｉ个求职者（ｉ＝１，２，…，ｍ），公司岗
位合集Ｙ＝｛ｙ１，ｙ２，…，ｙｎ｝，其中Ｙｊ表示第ｊ个公司
岗位（ｊ＝１，２，…，ｎ）。定义求职者对岗位的语言评
价指标集为Ｕ＝｛Ｕ１，Ｕ２，…，Ｕｐ｝，其中Ｕｋ表示第ｋ
个评价指标（ｋ＝１，２，…，ｐ），对应权重向量为 ｗ＝
｛ｗ１，ｗ２，…，ｗｐ｝。求职者对于岗位的评价矩阵为

ＸＫ＝（ｘ
ｋ
ｉｊ）ｍ×ｎ。定义岗位对求职者的语言评价指标

集为Ｖ＝｛Ｖ１，Ｖ２，…，Ｖｑ｝，其中 Ｖｈ表示第 ｈ个评价
指标（ｈ＝１，２，…，ｑ），对应的权重向量为 ｆ＝｛ｆ１，

ｆ２，…，ｆｑ｝。岗位对于求职者的评价矩阵为 Ｙｈ ＝

（ｙｈｉｊ）ｍ×ｎ。评价指标权重ｗｋ和ｆｈ是由专家通过层次
分析法等方式给出。用ｘｉｊ表示求职者Ｘｉ对岗位 Ｙｊ
的综合满意度，ｙｉｊ表示岗位 Ｙｊ对求职者 Ｘｉ的综合
满意度，ｘｉｊ，ｙｉｊ∈［０，１］。

本文需要研究的是：在考虑双边主体后悔心理

的情况下，针对不确定语言评价信息，如何构建人岗

双边匹配决策模型。

２　双边匹配决策模型

为了解决上述问题，下面拟将提出不确定语言

评价下考虑到后悔行为的人岗双边匹配决策方法。

２．１　确立双边匹配满意度
首先运用效用函数理论处理双边主体给出的语

言评价信息，根据双边匹配决策问题的实际意义选

取合适的效用函数，或者由专家直接给出效用函数，

通过效用函数将语言评价短语映射成 ［０，１］之间
的效用值，将双边主体的不确定语言评价转化为相

应的区间数形式 ｘｋｉｊ＝［ｘ
ｋｌ
ｉｊ，ｘ

ｋｕ
ｉｊ］，ｙ

ｈ
ｉｊ＝［ｙ

ｈｌ
ｉｊ，ｙ

ｈｕ
ｉｊ］，然

后根据区间数理论可以得出双边主体的综合评价区

间ｘｉｊ＝［ｘ
ｌ
ｉｊ，ｘ

ｕ
ｉｊ］，ｙｉｊ＝［ｙ

ｌ
ｉｊ，ｙ

ｕ
ｉｊ］，并分别通过数学公

式计算得到双方主体的综合评价区间。对此可做阐

述如下。

求职者Ｘｉ对岗位Ｙｊ的综合评价区间为：

ｘｉｊ＝∑
ｐ

ｋ＝１
ｗｋｘ

ｋ
ｉｊ，ｉ＝１，２，…，ｍ；ｊ＝１，２，…，ｎ，

（１）
求职者Ｘ对于岗位 Ｙ的综合评价区间矩阵记

为：ＸＹ＝（ｘｉｊ）ｍ×ｎ。
岗位Ｙｊ对求职者Ｘｉ的综合评价区间为：

ｙｉｊ＝∑
ｑ

ｈ＝１
ｆｈｙ

ｈ
ｉｊ，ｉ＝１，２，…，ｍ；ｊ＝１，２，…，ｎ，

（２）
岗位Ｙ对于求职者 Ｘ的综合评价区间矩阵记

为：ＹＸ＝（ｙｉｊ）ｍ×ｎ。
设求职者Ｘ对岗位Ｙ的正理想评价区间和负理

想评价区间分别为ｘ＋ｉｊ＝［ｘ
ｌ＋
ｉｊ，ｘ

ｕ＋
ｉｊ］、ｘ

－
ｉｊ＝［ｘ

ｌ－
ｉｊ，ｘ

ｕ－
ｉｊ］，

岗位Ｙ对求职者Ｘ的正理想评价区间和负理想评价
区间分别为ｙ＋ｉｊ＝［ｙ

ｌ＋
ｉｊ，ｙ

ｕ＋
ｉｊ］、ｙ

－
ｉｊ＝［ｙ

ｌ－
ｉｊ，ｙ

ｕ－
ｉｊ］，按公式

分别得出双边主体综合评价区间与各自分别的正、

负理想评价区间的距离，即：

ｄ＋ｘｉｊ＝
１
２［（ｘ

ｌ
ｉｊ－ｘ

ｌ＋
ｉｊ）

２＋（ｘｕｉｊ－ｘ
ｕ＋
ｉｊ）

２

槡
］，ｉ＝１，

２，…，ｍ；ｊ＝１，２，…，ｎ， （３）

ｄ－ｘｉｊ＝
１
２［（ｘ

ｌ
ｉｊ－ｘ

ｌ－
ｉｊ）

２＋（ｘｕｉｊ－ｘ
ｕ－
ｉｊ）

２

槡
］，ｉ＝１，

２，…，ｍ；ｊ＝１，２，…，ｎ， （４）

ｄ＋ｙｉｊ＝
１
２［（ｙ

ｌ
ｉｊ－ｙ

ｌ＋
ｉｊ）

２＋（ｙｕｉｊ－ｙ
ｕ＋
ｉｊ）

２

槡
］，ｉ＝１，

２，…，ｍ；ｊ＝１，２，…，ｎ， （５）

ｄ－ｙｉｊ＝
１
２［（ｙ

ｌ
ｉｊ－ｙ

ｌ－
ｉｊ）

２＋（ｙｕｉｊ－ｙ
ｕ－
ｉｊ）

２

槡
］，ｉ＝１，

２，…，ｍ；ｊ＝１，２，…，ｎ， （６）
再按照公式计算双边主体综合满意度 φｘｉｊ、

φｙｉｊ，即：

φｘｉｊ＝
ｄ－ｘｉｊ

ｄ－ｘｉｊ＋ｄ
＋
ｘｉｊ
，ｉ＝１，２，…，ｍ；ｊ＝１，２，…ｎ，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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φｙｉｊ＝
ｄ－ｙｉｊ

ｄ－ｙｉｊ＋ｄ
＋
ｙｉｊ
，ｉ＝１，２，…，ｍ；ｊ＝１，２，…ｎ，

（８）
相对贴近度φｉｊ值越大，表示评价越靠近最高评

价，远离最低评价，其满意度程度越高。所以得出，

双边主体的满意度矩阵分别为：

ＸＹ＝（φｘｉｊ）ｍ×ｎ，ｉ＝１，２，…，ｍ；ｊ＝１，２，…，ｎ，

（９）
ＹＸ＝（φｙｉｊ）ｍ×ｎ，ｉ＝１，２，…，ｍ；ｊ＝１，２，…ｎ．

（１０）
２．２　构建感知效用矩阵

１９８２年 Ｂｅｌｌ［１９］和 Ｌｏｏｍｅｓ等人［２０］分别提出了

后悔理论。后悔理论表明：在决策过程中，决策主体

不仅关注所选方案的结果，而且关注其他可能方案

的结果。如果选择其他选项的结果会更好，决策主

体会产生后悔心理，反之，则会欢喜。在决策过程

中，决策主体会努力避免做出让其后悔的选择。

设｛ａ１，ａ２，…，ａｎ｝是方案集，｛ｘ１，ｘ２，…，ｘｎ｝是
方案集对应的结果集，ｘｉ是方案ａｉ的结果。设决策
者关于方案 ａｉ的感知效用为 ｕ（ａｉ），其计算公式
为：

ｕ（ａｉ）＝ｖ（ｘｉ）＋Ｒ?ｖ（ｘｉ）－ｖ（ｘ）」， （１１）
其中，ｘ ＝ｍａｘ｛ｘ０，ｘ１，…，ｘｎ｝，ｖ（ｘｉ）是决策

主体所获得的效用值；Ｒ表示后悔－欣喜函数，
Ｒ?ｖ（ｘｉ）－ｖ（ｘ）」!０表示选择方案ａｉ获得的后悔
值。

考虑到双边主体会尽力避免产生后悔行为的心

理特征，采用指数函数作为后悔－欣喜函数［１９－２０］。

对应的数学公式可写为：

Ｒ（Δｖ）＝１－ｅｘｐ（－σΔｖ），σ＞０， （１２）
其中，Δｖ表示效用值的差值，参数 σ是主体的

后悔规避系数，σ越大，表明后悔规避程度越大。
感知效用［２１］由后悔－欣喜函数和效用函数构

成，本文采用幂函数作为效用函数［２２］，即ｖ（ｘ）＝ｘβ，
其中β为决策者风险规避系数，０＜β＜１，且 β越小，
决策者规避风险程度越大。

求职者Ｘｉ对岗位 Ｙｊ匹配时，求职者 Ｘｉ获得的
感知效用为ｕｉｊ＝ｖｉｊ＋Ｒｉｊ，即：

ｕｉｊ＝ｖｉｊ＋１－ｅｘｐ（－σΔｖｉｊ），ｉ＝１，２，…，ｍ；ｊ＝
１，２，…，ｎ， （１３）

其中，Δｖｉｊ＝ｖｉｊ－ｖｉｊ，ｖｉｊ ＝ｍａｘ｛ｖｉｊ｜ｉ＝１，２，…，
ｍ；ｊ＝１，２，…，ｎ｝是选择所有岗位中最佳的匹配主
体所获的效用。ｖｉｊ是求职者Ｘｉ对岗位Ｙｊ匹配所获得

的效用，公式为：

ｖｉｊ＝ｘβ， （１４）
ｕ′ｉｊ表示岗位Ｙｊ对求职者Ｘｉ的感知效用，ｖ′ｉｊ是

岗位Ｙｊ对求职者Ｘｉ匹配时所获得的效用，公式为：
ｖ′ｉｊ＝ｙβ， （１５）

研究中，可求得岗位Ｙｊ对求职者Ｘｉ的感知效用
ｕ′ｉｊ，ｕ′ｉｊ＝ｖ′ｉｊ＋Ｒ′ｉｊ，即：

ｕ′ｉｊ＝ｖ′ｉｊ＋１－ｅｘｐ（－σΔｖ′ｉｊ），ｉ＝１，２，…，ｍ；
ｊ＝１，２，…，ｎ． （１６）

其中，Δｖ′ｉｊ＝ｖ′ｉｊ－ｖ′ｉｊ，ｖ′ｉｊ＝ｍａｘ｛ｖ′ｉｊ｜ｉ＝１，２，
…，ｍ；ｊ＝１，２，…，ｎ｝，是选择所有求职者中最佳的
匹配主体所获的效用。

２．３　双边匹配模型
设ｘｉｊ为０－１变量，当 ｘｉｊ＝１时，表示求职者 Ｘｉ

对岗位Ｙｊ匹配成功；当ｘｉｊ＝０时，说明求职者 Ｘｉ对
岗位 Ｙｊ匹配失败。以双边主体的感知效用最大化
为目的，建立双边匹配模型为：

ｍａｘＺ１＝∑
ｍ

ｉ＝１
∑
ｎ

ｊ＝１
ｕｉｊｘｉｊ， （１７）

ｍａｘＺ２＝∑
ｍ

ｉ＝１
∑
ｎ

ｊ＝１
ｕ′ｉｊｘｉｊ， （１８）

ｓ．ｔ．

∑
ｎ

ｊ＝１
ｘｉｊ!１，ｉ＝１，２，…，ｍ， （１９）

∑
ｍ

ｉ＝１
ｘｉｊ!１，ｊ＝１，２，…，ｎ， （２０）

∑
ｍ

ｉ＝１
∑
ｎ

ｊ＝１
ｘｉｊ＝ｍｉｎ｛ｍ，ｎ｝，ｘｉｊ∈｛０，１｝；ｉ∈Ｍ；

ｊ∈Ｎ． （２１）
综上可知，公式（１７）表示Ｘ方的感知效用最大

化；公式（１８）表示 Ｙ方的感知效用最大化；公式
（１９）和公式（２０）表示一对一双边匹配约束条件；公
式（２１）表示双边匹配数量约束，其中，当ｘｉｊ＝１时表
示双方匹配成功；当ｘｉｊ＝０时说明双方不匹配。
２．４　模型求解

通过使用线性加权的方法［２３］，设定权重参数

ω１、ω２，可将上述多目标模型求解转化为如下的单
目标线性规划模型：

ｍａｘＺ＝ω１∑
ｍ

ｉ＝１
∑
ｎ

ｊ＝１
ｕｉｊｘｉｊ＋ω２∑

ｍ

ｉ＝１
∑
ｎ

ｊ＝１
ｕ′ｉｊｘｉｊ，

（２２）
ｓ．ｔ．

∑
ｎ

ｊ＝１
ｘｉｊ!１，ｉ＝１，２，…，ｍ， （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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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ｍ

ｉ＝１
ｘｉｊ!１，ｊ＝１，２，…，ｎ， （２４）

∑
ｍ

ｉ＝１
∑
ｎ

ｊ＝１
ｘｉｊ＝ｍｉｎ｛ｍ，ｎ｝，ｘｉｊ∈｛０，１｝；ｉ∈Ｍ；

ｊ∈Ｎ． （２５）
其中，ω１，ω２分别表示目标函数 Ｚ１，Ｚ２的权

重，且满足ω１＋ω２＝１，０!ω１，ω２!１。
至此，研究给出上文方法的流程操作步骤具体

如下：

Ｓｔｅｐ　１利用公式（１）～（１０）计算出双边主体
的综合满意度矩阵。

Ｓｔｅｐ　２构造效用函数，基于Ｓｔｅｐ１的结果，利
用公式（１４）～（１５）建立双边匹配的效用矩阵 ｖｉｊ，
ｖ′ｉｊ。

Ｓｔｅｐ　３利用公式（１３）、（１６）后悔－欣喜函数
和上述得出的效用矩阵，构建感知效用矩阵 ｕｉｊ，
ｕ′ｉｊ。

Ｓｔｅｐ　４建立双边匹配模型（１７）～（２１），将模
型转化为式（２２）～（２５）进行求解，获得双边匹配方
案。

３　算例分析

某公司拟在４个岗位准备招聘工作人员，公司
的人力资源部门经过筛选决定让６名求职者参加最
终的面试。不同岗位所在部门的负责人及公司决策

者，根据岗位需求给出了相应的语言评价信息指标

以及相应的权重。同样，求职者也依据自己的需求

给出了语言评价信息指标和对应的权重，参见表１。
求职者对岗位的语言评价信息见表２；岗位对求职
者的语言评价信息见表３。

表１　求职者－岗位匹配需求信息

Ｔａｂ．１　Ｊｏｂｓｅｅｋｅｒｓ－ｊｏｂｍａｔｃｈｉｎｇｎｅｅｄｓ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双边

主体

求职者

（Ｘ１，Ｘ２，Ｘ３，Ｘ４，Ｘ５，Ｘ６）

招聘岗位

（Ｙ１，Ｙ２，Ｙ３）

评价指

标体系

福利待遇（Ｐ１），λ１＝０．４

发展前景（Ｐ２），λ２＝０．３

工作环境（Ｐ３），λ３＝０．３

学历（ｑ１），θ１＝０．２

工作经验（ｑ２），θ２＝０．３

能力（ｑ３），θ３＝０．５

七粒度

语言评价集

｛非常不满意ｓ０、很不满意 ｓ１、不满意 ｓ２、基本满意

ｓ３、满意ｓ４、很满意ｓ５、非常满意ｓ６｝

　　本文根据文献［２４］采用柯西分布函数作为效
用函数的方法，将语言短语转化为对应的效用值分

别为｛０，０．１，０．１，０．６，０．７，０．９，１｝，并确定 ［１，１］
为正理想评价区间和［０，０］为负理想评价区间。

表２　求职者对岗位的评价信息

Ｔａｂ．２Ａｐｐｒａｉｓａｌ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ｏｆｊｏｂａｐｐｌｉｃａｎｔｓ

Ｘｉ
Ｐ１ Ｐ２ Ｐ３

Ｙ１ Ｙ２ Ｙ３ Ｙ１ Ｙ２ Ｙ３ Ｙ１ Ｙ２ Ｙ３

Ｘ１ （ｓ，ｓ４）（ｓ，ｓ４）（ｓ，ｓ４）（ｓ，ｓ４）（ｓ，ｓ５）（ｓ，ｓ６）（ｓ，ｓ１）（ｓ，ｓ３）（ｓ，ｓ５）

Ｘ２ （ｓ，ｓ３）（ｓ，ｓ２）（ｓ，ｓ５）（ｓ，ｓ４）（ｓ，ｓ２）（ｓ，ｓ６）（ｓ，ｓ６）（ｓ，ｓ５）（ｓ，ｓ４）

Ｘ３ （ｓ，ｓ４）（ｓ，ｓ２）（ｓ，ｓ６）（ｓ，ｓ６）（ｓ，ｓ４）（ｓ，ｓ１）（ｓ，ｓ３）（ｓ，ｓ２）（ｓ，ｓ３）

Ｘ４ （ｓ，ｓ３）（ｓ，ｓ２）（ｓ，ｓ５）（ｓ，ｓ３）（ｓ，ｓ４）（ｓ，ｓ３）（ｓ，ｓ１）（ｓ，ｓ５）（ｓ，ｓ５）

Ｘ５ （ｓ，ｓ５）（ｓ，ｓ２）（ｓ，ｓ５）（ｓ，ｓ４）（ｓ，ｓ４）（ｓ，ｓ６）（ｓ，ｓ６）（ｓ，ｓ４）（ｓ，ｓ６）

Ｘ６ （ｓ，ｓ３）（ｓ，ｓ２）（ｓ，ｓ３）（ｓ，ｓ４）（ｓ，ｓ５）（ｓ，ｓ６）（ｓ，ｓ６）（ｓ，ｓ６）（ｓ，ｓ５）

表３　岗位对求职者的评价信息

Ｔａｂ．３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ｏｆｊｏｂａｐｐｌｉｃａｎｔｓ

Ｘｉ
ｑ１ ｑ２ ｑ３

Ｙ１ Ｙ２ Ｙ３ Ｙ１ Ｙ２ Ｙ３ Ｙ１ Ｙ２ Ｙ３

Ｘ１ ｓ２ ｓ３ ｓ１ （ｓ，ｓ３）（ｓ，ｓ５）（ｓ，ｓ２）（ｓ，ｓ１）（ｓ，ｓ４）（ｓ，ｓ３）

Ｘ２ ｓ３ ｓ４ ｓ２ （ｓ，ｓ１）（ｓ，ｓ３）（ｓ，ｓ５）（ｓ，ｓ４）（ｓ，ｓ５）（ｓ，ｓ６）

Ｘ３ ｓ３ ｓ３ ｓ１ （ｓ，ｓ１）（ｓ，ｓ４）（ｓ，ｓ１）（ｓ，ｓ３）（ｓ，ｓ４）（ｓ，ｓ３）

Ｘ４ ｓ０ ｓ２ ｓ４ （ｓ，ｓ３）（ｓ，ｓ４）（ｓ，ｓ６）（ｓ，ｓ１）（ｓ，ｓ５）（ｓ，ｓ３）

Ｘ５ ｓ４ ｓ６ ｓ５ （ｓ，ｓ３）（ｓ，ｓ６）（ｓ，ｓ５）（ｓ，ｓ３）（ｓ，ｓ２）（ｓ，ｓ４）

Ｘ６ ｓ２ ｓ２ ｓ０ （ｓ，ｓ４）（ｓ，ｓ５）（ｓ，ｓ６）（ｓ，ｓ６）（ｓ，ｓ６）（ｓ，ｓ５）

　　依据公式（１）～（２）得出双边主体综合评价区
间矩阵为：

ＸＹ ＝

（０．３，０．５２） （０．６，０．７３） （０．６７，０．８５）
（０．５１，０．７５） （０．２４，０．４８） （０．７２，０．８７）
（０．６３，０．７６） （０．２５，０．４２） （０．４６，０．６１）
（０．０７，０．４５） （０．３６，０．６） （０．５５，０．８１）
（０．７３，０．８７） （０．４２，０．５４） （０．７８，０．９６）
（０．５７，０．７５） （０．４８，０．６９） （０．６３，０．８１

















）

ＹＸ ＝

（０．２４，０．２９） （０．６，０．７４） （０．４１，０．４１）
（０．４２，０．５） （０．５２，０．７７） （０．８３，０．８３）
（０．２７，０．４５） （０．４５，０．６８） （０．３２，０．３５）
（０．０９，０．２３） （０．６９，０．７２） （０．６５，０．７４）
（０．３７，０．６２） （０．４７，０．６５） （０．７１，０．８）
（０．６９，０．７７） （０．６８，０．８３） （０．５１，０．７５

















）

再按照公式（３）～（６）得出主体综合评价区间
与正、负理想评价区间的距离，得到距离矩阵为：

Ｄ＋Ｘ ＝

０．６００２ ０．３４１２ ０．２５６３
０．３８９０ ０．６５１２ ０．２１８３
０．３１１８ ０．６７０４ ０．４７１０
０．７６４０ ０．５３３７ ０．３４５４
０．２１１９ ０．５２３５ ０．１５８１
０．３５１７ ０．４２８１ 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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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Ｘ ＝

０．４２５０ ０．６６８２ ０．７６５３
０．６４１３ ０．３７９５ ０．７９８５
０．６９８０ ０．３４５６ ０．５４０２
０．３２２０ ０．４９４８ ０．６９２３
０．８０３１ ０．４８３７ ０．８７４６
０．６６６１ ０．５９４３ ０．

















７２００

Ｄ＋Ｙ ＝

０．７３５４ ０．３３７３ ０．５９００
０．５４１５ ０．３７６４ ０．１７００
０．６４６３ ０．４４５０ ０．６６５２
０．８４２９ ０．２９５４ ０．３０８３
０．５２０２ ０．４４９１ ０．２４９１
０．２７２９ ０．２５６２ ０．

















３８９０

Ｄ－Ｙ ＝

０．２６６２ ０．６７３６ ０．４１００
０．４６１７ ０．６５７０ ０．８３００
０．３７１１ ０．５７６６ ０．３３５３
０．１７４６ ０．７０５２ ０．６９６５
０．５１０５ ０．５６７２ ０．７５６３
０．７３１１ ０．７５８７ ０．

















６４１３

根据公式（７）～（１０）计算得出主体满意度矩阵
为：

ＸＹ＝

０．４１４６ ０．６６２０ ０．７４９１
０．６２２４ ０．３６８２ ０．７８５３
０．６９１２ ０．３４０２ ０．５３４２
０．２９６５ ０．４８１１ ０．６６７１
０．７９１２ ０．４８０２ ０．８４６９
０．６５４５ ０．５８１３ ０．

















７０７７

ＹＸ＝

０．２６５７ ０．６６６３ ０．４１００
０．４６０２ ０．６３５８ ０．８３００
０．３６４８ ０．５６４４ ０．３３５１
０．１７１６ ０．７０４８ ０．６９３２
０．４９５３ ０．５５８１ ０．７５２２
０．７２８２ ０．７４７６ ０．

















６２２４

本文根据文献［２２］得出的 β取值，即 β＝
０．８８，根据公式（１４）～（１５）得出双边主体的效用矩
阵为：

ｖｉｊ＝

０．４６０８ ０．６９５６ ０．７７５５
０．６５８８ ０．４１５１ ０．８０８４
０．７２２５ ０．３８７２ ０．５７５９
０．３４３１ ０．５２５３ ０．７００３
０．８１３８ ０．５２４４ ０．８６４０
０．６８８７ ０．６２０４ ０．

















７３７７

ｖ′ｉｊ＝

０．３１１５ ０．６９９６ ０．４５６３
０．５０５１ ０．６７１３ ０．８４８８
０．４１１７ ０．６０４５ ０．３８２１
０．２１２０ ０．７３５０ ０．７２４４
０．５３８９ ０．５９８６ ０．７７８３
０．７５６５ ０．７７４２ ０．

















６５８８

根据公式（１３）、（１６），计算双方主体的感知效
值，这里σ＝０．３［２１］，得出感知效用矩阵为：

Ｕｉｊ＝

０．３３２２ ０．６４３８ ０．７４８６
０．５９５３ ０．２７０９ ０．７９１６
０．６７９１ ０．２３３４ ０．４８５６
０．１７４０ ０．４１８３ ０．６５００
０．７９８６ ０．４１７１ ０．８６４０
０．６３４７ ０．５４４６ ０．

















６９４８

Ｕ′ｉｊ＝

０．１３６６ ０．６５３８ ０．３３１３
０．３９６５ ０．６１６６ ０．８４８８
０．２７１６ ０．５２８５ ０．２３１８
０．００１５ ０．７００３ ０．７０９７
０．４４１５ ０．５２０７ ０．７５６９
０．７２８４ ０．７５１６ ０．

















６００１

建立多目标双边匹配优化模型（１７）～（２１），
使用线性加权方法将多目标模型转化为单目标优化

模型（２２）～（２５）。设定权重参数 ω１＝０．５，ω２＝
０．５，使用 ＬＩＮＧＯ１１．０对模型进行求解，求得的结
果为：

ｘ１２＝１，ｘ２３＝１，ｘ６１＝１；其余ｘｉｊ＝０
即求职者Ｘ１与岗位Ｙ２匹配成功，求职者Ｘ２与

岗位Ｙ３匹配成功，求职者Ｘ６与岗位Ｙ１匹配成功，求
职者Ｘ３、Ｘ４、Ｘ５匹配失败。

４　结束语

本文针对不确定语言评价下的人岗双边匹配问

题，考虑匹配主体存在决策后会与其他方案进行对

比后可能出现后悔心理，提出一种人岗双边匹配决

策方法。通过构造效用函数计算出每个主体的效用

值，再依据后悔理论，计算主体的后悔值，得出主体

的感知效用。最后，本文以决策者是有限理性的为

基点提出人岗双边匹配优化模型，并通过实例验证

了模型的可行性和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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