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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实践与建模对就业选择问题的分析
公　丽

（华北水利水电大学，河南 郑州 450046）

摘　要　随着就业形势的日益严峻，越来越多的求职者面临就业时选择困难的问题，故如何权衡兴趣专长、工资待遇、发

展前途、工作环境等问题成为很多人的困扰。因此本文就通过利用层次分析法来建立数学模型，对如何在就业问题上做出

科学的、较准确的选择进行了分析。对于此问题，首先建立层次结构，然后构造各层次所有判断矩阵、单排序及一致性检验，

最后通过进行层次总排序得到最低层中各方案对目标排序的权重，从而将难以直接量化的难题变得更加直观。最后对建立

的模型进行了评价，提出了改进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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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重述

随着就业形势的日益严峻，越来越多的求职者面临就

业时选择困难的问题，如何权衡兴趣专长、工资待遇、发

展前途、工作环境等问题成为很多人的困扰，本文通过利

用层次分析法建立数学模型，对如何在就业问题上做出科

学的选择进行了分析。而层次分析法可以对就业的选择提

供一定的依据。层次分析法简称 AHP, 是将与决策总是有关

的元素分解成目标、准则、方案等层次，在此基础上进行

定性和定量分析的决策方法，适合于目标值受很多因素影

响的，难以定量描述的决策问题 [1]。

对于此问题，首先建立层次结构，将决策问题分为总

目标、各层目标、评价准则，然后构造各层次所有判断矩阵、

单排序及一致性检验，最后通过进行层次总排序得到最低

层中各方案对目标排序的权重，此最终权重最大者即为最

优的方案，从而将难以直接量化的难题变得更加直观。

最后对建立的模型进行了评价，提出了该模型的改进

方法。

2 模型假设

（1）假设求职者的能力都符合公司招聘的要求；

（2）假设求职者的性别、年龄以及婚姻状况对于决策

没有影响；

（3）假设有 C1、C2、C3 三个公司可以供求职者选择；

（4）假设 B1、B2、B3、B4、B5、B6 分别代表专长发挥、

工资待遇、发展前途、单位声誉、工作环境、生活环境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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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准则 专长发挥 工资待遇 发展前途 单位声誉 工作环境 生活环境 总序

准则层权重 0.0645 0.3896 0.1498 0.0417 0.2728 0.0817

公司 C1 0.1220 0.2797 0.2255 0.5396 0.5396 0.2500 0.3407

公司 C2 0.3196 0.0936 0.1007 0.1634 0.2970 0.5000 0.2009

公司 C3 0.5584 0.6267 0.6738 0.2970 0.1634 0.2500 0.45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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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影响因素，且就业者在就业时只考虑这六种因素；

（5）假设 A 代表求职者的就业满意度。

3 模型的建立与求解

3.1 构建层次结构

将此决策的目标值、需要考虑的因素以及决策对象按思

维过程分为最高层、中间层，绘出层次结构图，如图 1 所示。

3.2 构造成对比较矩阵

不把所有的因素放在一起进行比较，而是两两进行比

较，以减少不同性质的因素相互比较的困难，来提高比较

结果的准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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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比较规则和综合意见，准则层 B 和目标层 A 的比

较判断矩阵如图 2 所示。

3.3 方案层 C对准则层 B 的比较判断矩阵

如上图 3~8 所示。

3.4 层次总排序

通过 MATLAB 软件的计算，判断矩阵均通过一致性检

验，因此进行总排序即可得到最低层对于目标的排序权重。

由上表 1 可以看出，三个待选公司的排序为：公司 C3

（0.4585）、公司 C1（0.3407）、公司 C2（0.2009）。

4 结论与分析

近年来我国的就业形势十分严峻，求职的竞争压力的

增加使他们在就业的时候不得不对一些条件做出舍取，面

对能否在就业时找到适合自己发挥专长的岗位，工作单位

的福利待遇如何，自己或者单位未来的发展状况如何，单

位在社会的影响力怎样，工作条件，城市位置如何等问题

都是影响求职者选择的因素。很多时候，对于不同的人来

说这些因素的重要性是不同的，而且这些影响因素很难直

接量化，众多因素相互交错影响又给人们的判断提高了难

度，如何在就业时综合考虑以上影响因素的影响从而做出

科学的决策是我们面临的一个问题。

本文运用层次分析法将难以直接量化的问题通过科学

的计算得出相对可靠的量化结果，同时该方法不单纯追求

高深的数学知识，而是把定性方法与定量方法有机的结合

起来，使复杂的系统分解为一层又一层，在这个过程中，

使人们的思维变得更加系统化，更加数学化，而且在计算

过程中，运用 MATLAB 编程使复杂的计算过程变得简洁、

准确、高效。在计算过程中对判断矩阵进行了一致性检验，

保证了误差在可控制的范围内。

在改进方面，该模型没有考虑到求职者性别、年龄对

决策的影响。其次，层次分析法本身也具有以下不足：（1）

判断矩阵中的各个标度的赋值有很大的随意性，同时，这

种赋值方式对于单人决策是可行的，对于多人决策，可能

会出现冲突。（2）判断矩阵的赋值方式有待斟酌，即矩阵

中对称位置权数取倒数关系。（3）正反矩阵的这种“倒数”

赋值会在后面的计算标准权重和相对权重中产生“意见放

大”现象。因此，我们应当有一种方法，一方面清楚明了

地用来确定多人决策过程中对相关要素的赋权问题；另一

方面解决“意见放大”问题。对此，我们可以借鉴穆迪优

先图表法来解决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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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覆盖面，提高顶岗实习的有效性，可很好的提高教学效果，

增强学生的实训能力培养。

考核作为评价教学质量的一种重要手段，是培训质量

保证的重要环节。考核方式宜向多样化评定转变，考核内

容宜向综合能力评定转变，成绩评定宜向阶段性评定转变，

规避终结性考核方式。在考核方式上，将文本试卷、报告

或论文等考核，转变为注重学生实际能力和技能的考核，

以企业考核、过程考核、实操考核、或项目考核为主。

学生学习相关内容时，反馈机制要根据学生学习的具

体情况进行科学的检验和评价，为教师提供更加科学合理的

数据信息，以便于教师可以对学生的学习情况进行系统的反

馈和评价，让学生对自己的学习情况更加深入地了解。[4] 比

如，利用信息技术采集和反馈学生学习全过程，也是提升

高技术技能型人才培养质量的有效手段。

3.6 政府发挥服务、协调和监管作用

长期以来，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职业教育政策的主

导，充分发挥政府职能导向，职业教育发展也离不开中央

政府和地方政府的管理与合作。政府部门搭建职业培训领

域的公共服务平台，为培训机构、企业和学生提供所需的

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同时除了要加强对院校和企业的监

管、考核外，还应该出台有关政策，鼓励企业参加培训。

4 结语

总而言之，中高职学校作为培养专业技能人才的重要

场所，其实训培训的教学方式和教学质量对人才的培养起

到重要的决定作用。产教融合、校企合作主要是指将学校

的教育和企业的用人需求相结合，在教授学生专业知识的

同时为其提供有效的实训场所，将理论和实训相结合，在

帮助学校提高自身教学质量、扩大教学知名度的同时为社

会提供更多的技术型人才，提高我国的就业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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