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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双边匹配问题一直是经济管理等领域学者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 针对基于不完全序值

信息的双边匹配问题，从完全双边匹配的视角提出了一种新的决策方法． 首先描述了该双边匹

配问题，同时引入了完全双边匹配的概念，接着探讨了完全双边匹配的存在性，进一步给出了

完全双边匹配存在和不存在情形下的双边匹配决策方法; 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求解基于不完全

序值信息的双边匹配问题的算法，使用该算法可获得完全双边匹配结果． 实例分析说明了所提

方法的可行性和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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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由于现实生活存在着大量的双边匹配问题，

如婚姻匹配问题［1］、电子中介中的商品买卖问

题［2 － 3］、大学招生录取中的学生与学校的匹配问

题［4 － 6］、人力资源管理中的员工 /求职者与岗位匹

配问题［7 － 8］、二手房交易中的买方与卖方的匹配

问题［9］、风险投资活动中风险投资商与风险企业

匹配问题［10 － 11］等，因此，双边匹配问题具有广泛

的实际应用背景．
双边匹配问题研究最早起源于男女婚姻指派

与大学录取问题［12 － 13］． Gale 和 Shapley［12］最早研

究了稳定指派的概念、存在性和最优性，并给出了

延迟可接受算法用来获得男方最优稳定解和女方

最优稳定解． Ｒoth［14］通过对婚姻指派与大学录取

问题的提炼与分析，在研究中明确界定了双边匹

配的概念． 双边匹配要以满足双边主体的需求 /要
求为目标［14 － 15］，确定合理的匹配结果，使双边主

体的满意度都尽可能大．

目前，针对基于序值信息的双边匹配问题研

究受 到 了 学 者 们 的 广 泛 关 注． McVitie 和 Wil-
son［16］考虑了男女双边人数不等时的婚姻匹配问

题，界定了此种情形下稳定匹配的概念并给出了

求解算法． Teo 等［17］从最优欺骗策略的角度研究

了男女婚姻匹配问题，并应用在新加坡中学录取

时学生与学校的匹配问题中． Korkmaz 等［18］运用

AHP 法和改进的 G-S 算法将军事人员与工作任

务进行匹配，并构建了基于双边匹配的决策支持

系统． Vande Vate［19］使用图论方法研究了男女婚

姻匹配的特征，通过建立并求解线性规划模型来

获得匹配结果． Manlove 等［20］、Halldórsson 等［21］

和 Iwama 等［22］重点研究了双边主体序值信息不

完全和无差异情形下稳定匹配算法的复杂性． 近

年来，一些学者针对基于不同偏好序信息的双边

匹配问题，从累积前景理论的视角研究有针对性

的决策分析方法［23 － 24］．
已有研究丰富了双边匹配的相关理论与方

法，并扩大了双边匹配实际应用背景． 然而，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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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出的是，已有研究大多聚焦获得一方主体最优

的稳定匹配结果，而在一些现实问题中，主体可能

更关注匹配的满意程度，且在匹配决策过程中，并

不总是以一方主体为优先考虑对象． 此外，已有的

基于不完全序值信息的双边匹配问题研究，可能

获得的是不完全双边匹配结果． 这里需强调的是:

导致只能获得不完全双边匹配结果的根本原因是

双边主体给出的偏好信息较少，例如在一个 m × n
的双边匹配问题中，一边所有主体都仅给出另一边

一位主体的偏好，反之亦然，此时只能获得不完全双

边匹配结果． 因此，在只能获得不完全双边匹配结果

的情形下，探讨如何让双边主体给出更多的且尽可

能少的偏好信息，使得新双边匹配问题存在完全双

边匹配，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鉴于此，本文则从双

边主体的满意度角度出发，通过引入完全双边匹配

的概念，并探讨其存在性，进一步给出完全双边匹配

存在和不存在情形下的双边匹配决策方法．

1 问题描述

在考虑的基于不完全序值信息的双边匹配问

题中，设甲方主体集合为 A = { A1，A2，…，Am} ，

m≥2，其中 Ai 表示第 i 个甲方主体，i = 1，2，…，

m; 乙方主体集合为 B = { B1，B2，…，Bn} ，其中 Bj

表示第 j 个乙方主体，j = 1，2，…，n; 不妨设 m ≤
n，记 M = { 1，2，…，m} ，N = { 1，2，…，n} ． 设Ｒ =
［rij］m×n 为甲方到乙方的不完全序值矩阵，rij ∈
Pi ∪ ，其中 Pi = { 1，2，…，pi} ，pi 表示甲方主体

Ai 给出的排序位置数; 若 rij ∈ Pi，则 rij 表示甲方

主体 Ai 把乙方主体 Bj 排在第 rij 位，若 rij = ，则

rij ( 或 ) 表示甲方主体 Ai 没有给出乙方主体 Bj

的偏好; 设 T = ［tij］m×n 为乙方到甲方的不完全序

值矩阵，tij∈Qj∪，其中Qj = { 1，2，…，qj} ，qj 表

示乙方主体Bj 给出的排序位置数; 若 tij∈Qj，则 tij
表示乙方主体 Bj 把甲方主体 Ai 排在第 tij 位，若

tij = ，则 tij ( 或 ) 表示乙方主体 Bj 没有给出甲

方主体 Ai 的偏好．
注 1 排序位置数 pi ( qj ) 是指主体 Ai ( Bj ) 给

出多少个乙方主体( 甲方主体) 的偏好，例如在一

个 4 × 6 的双边匹配问题中，p2 = 4 表示主体 A2 仅

给出了 4 个乙方主体的偏好．
注 2 Pi = { 1，2，…，pi} 表示序值 1，序值 2，

…，序值 pi 组成的集合; rij ∈ Pi 并不表明当 j≠ j'

时，有 rij≠ rij'，即虽然 rij∈Pi，但{ rij | j = 1，2，…，

n} ≠Pi∪． 通常，{ rij | j = 1，2，…，n} Pi∪，

若 { rij | j = 1，2，…，n} = Pi∪，则表明主体Ai 给

出的为严格序值信息，即当 j≠ j' 时，有 rij≠ rij' ． 例

如在一个4 × 6的双边匹配问题中，若主体A2 仅给

出主体 B1，B2，B4，B6 的偏好，且序值分别为 1，1，

3，3，则 p2 = 4，P2 = { 1，2，3，4} ，且 r21 = r22 = 1，

r24 = r26 = 3，r23 = r25 = ; 此时{ r2 j | j = 1，2，…，

6} = { 1，3，} ≠ P2 ∪ ; 若主体 A3 仅给出主体

B1，B2，B3，B4，B6 的偏好，且序值都为 1，则 p3 =
5，P3 = { 1，2，3，4，5} ，且 r31 = r32 = r33 = r34 =
r36 =1，r35 =; 此时{ r3j j =1，2，…，6} = { 1，}≠P3∪
; 若主体 A4 仅给出主体 B2，B4，B5 的偏好，且序

值分别为 2，1，3，则 p4 = 3，P4 = { 1，2，3} ，且

r42 = 2，r44 = 1，r45 = 3，r41 = r43 = r46 = ; 此时

{ r4 j | j = 1，2，…，6} = { 1，2，3} = P4 ∪ ．
依据文献［25 － 27］，给出如下定义．
定义 1 双边匹配界定为关于甲乙双边主体

集合的映射 μ，即 μ: A∪ B→ A∪ B，且Ai∈ A，

Bj ∈ B 满足下列条件: 1) μ( Ai ) ∈B∪Ai ; 2)

μ( Bj ) ∈A∪ Bj ; 3) μ( Ai ) = Bj 当且仅当 μ( Bj ) =
Ai ; 4) 若μ( Ai ) = Bj，则μ( Ai ) ≠Bk，k∈N，k≠
j，其中 μ( Ai ) = Bj 表示 Ai 与 Bj 在 μ 中匹配，

μ( Ai ) = Ai 与 μ( Bj ) = Bj 分别表示 Ai 与Bj 在 μ中

未匹配，即单身．
在主体偏好信息不完全的情形下，若主体 Ai

给出主体 Bj 的序值偏好，同时主体 Bj 给出主体 Ai

的序值偏好，则主体对( Ai，Bj ) 或( Bj，Ai ) 是兼容

的［26］，否则主体对 ( Ai，Bj ) 或 ( Bj，Ai ) 是不兼容

的． 称 ( Ai，Bj ) 为 μ － 匹配主体对当且仅当 ( Ai，

Bj ) 是兼容的且 μ( Ai ) = Bj． 根据定义 1 中的条件

3) 可知，若( Ai，Bj ) 为 μ － 匹配主体对，则( Bj，Ai )

也为 μ － 匹配主体对．
注3 依据文献［26］，可知主体对( Ai，Bj ) 是

兼容的主体 Ai 和主体 Bj 都相互给出了对方的

序值偏好，进一步可知 ( Ai，Bj ) 为 μ － 匹配主体

对μ( Ai ) = Bj 且( Ai，Bj ) 是兼容的．
因此，双边匹配μ可表示为μ = μD∪μS，其中

μD 为匹配主体对的集合，μS 为单身主体对的集

合． 进一步，给出偏好信息不完全情形下完全双边

匹配的定义如下．

—42— 管 理 科 学 学 报 2015 年 2 月



定义 2 对于任意双边匹配 μ，μ = μD∪ μS，

若 μD 中包含 min{ m，n} 个匹配主体对，则称 μ 为

完全的，即称 μ 为完全双边匹配．
注 4 定义 2 中，由于 m≤ n，此时只要 μD 中

包含 m 个匹配主体对，则 μ 为完全双边匹配．
根据以上描述，主体偏好信息不完全的双边

匹配问题，如图1所示，其中Ai 与Bj 之间的有向虚

线的权值表示它们之间的偏好大小，Ai 与 Bj 之间

的无向实线表示 Ai 与 Bj 匹配，中介通常是指撮合

双边主体进行匹配的个人、机构或决策系统． 在图

1 中，主体 A1 没有给出主体 Bn 的序值偏好，主体

A2 没有给出主体 B2 的序值偏好，主体 B1 和 Bn 没

有给出主体 A1 的序值偏好，主体 Bn－1 没有给出主

体 A2 的序值偏好; 由无向实线连接形成的匹配主

体对集合表示 μD，Bn 在该匹配中是单身．
基于上面的论述，本文要解决的问题是: 依据

不完全序值矩阵Ｒ = ［rij］m×n 与T = ［tij］m×n，运用

某种决策分析方法获得完全双边匹配结果． 为方

便起见，给出如下求解具有不完全序值信息的双

边匹配问题的求解过程．

图 1 基于不完全序值信息的双边匹配问题

Fig． 1 Two-sided matching problem based on incomplete ordinal number information

图 2 基于不完全序值信息的双边匹配问题的求解过程

Fig． 2 Solution process for two-sided matching problems based on incomplete ordinal number in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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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完全双边匹配的存在性

由于每个主体都给出另一方部分或所有主

体集合的序值偏好，因此，完全双边匹配可能不

存在． 为了判断实际双边匹配问题是否存在完

全双边匹配结果，给出如下判断方法．
2． 1 满意度

不失一般性，若甲方主体 Ai 把乙方主体 Bj

排在第一位，则Ai 对Bj 的满意程度最高; 若甲方

主体 Ai 把乙方主体 Bj 排在最后一位，则 Ai 对 Bj

的满意程度最低． 这里，把一方主体对另一方主

体的满意程度称为满意度，满意度界定在［0，

1］区间上．
定义3 设 αij 为甲方主体 Ai 对乙方主体Bj

的满意度，βij 为乙方主体 Bj 对甲方主体 Ai 的满

意度，则满意度 αij 与 βij 分别表示为

αij =
pi + 1 － rij

pi
， rij ≠ ，

φ， rij = 
{

，

( 1)

i = 1，2，…，m; j = 1，2，…，n

βij =
qj + 1 － tij

qj
， tij ≠ ，

φ， tij = 
{

，

( 2)

i = 1，2，…，m; j = 1，2，…，n
注 5 定义 3 中，若 αij = φ，则 αij 表示甲方

主体 Ai 对乙方主体 Bj 的满意度不存在; 若 βij =
φ，则 βij 表示乙方主体 Bj 对甲方主体 Ai 的满意

度不存在．
依据式( 1) ，可得 αij ∈ ( 0，1］∪ φ，αij = 1

当且仅当 rij =1; 依据式( 2) ，可得 βij∈( 0，1］∪φ，

βij = 1 当且仅当 tij = 1．
2． 2 模型

依据式( 1) 和式( 2) ，不完全序值矩阵 Ｒ =
［rij］m×n 与 T = ［tij］m×n 转化为不完全满意度矩

阵 槇Α = ［αij］m×n 与 槇B = ［β ij］m×n，基于该不完全

满意度矩阵，分别建立 0 – 1 矩阵Ψ = ［ψij］m×n

与Ω = ［ωij］m×n，其中元素 ψij 与 ωij 分别表示为

ψij =
1， αij ≠ φ，

0， αij = φ{ ，
( 3)

i = 1，2，…，m; j = 1，2，…，n

ωij =
1， βij ≠ φ，

0， βij = φ{ ，
( 4)

i = 1，2，…，m; j = 1，2，…，n
基于矩阵Ψ = ［ψij］m×n 与Ω = ［ωij］m×n，建立综合

0 － 1 矩阵 Δ = ［δij］m×n，其中

δij = ψijωij =
1， ψij ≠ φ，ωij ≠ φ，

0， 其他
{ ，

( 5)

i = 1，2，…，m; j = 1，2，…，n
注 6 依据式( 1) － 式( 5) ，可知 δij 为0 － 1

变量，其中 δij = 1 表示 rij≠  且 tij≠ ，即主体

对( Ai，Bj ) 是兼容的，δij = 0 表示 rij =  或 tij =
，即主体对( Ai，Bj ) 是不兼容的．

进一步，基于综合 0 – 1 矩阵 Δ = ［δij］m×n，

构建判断完全双边匹配存在性的优化模型． 设

xij 为0–1变量，其中 xij = 0表示μ( Ai ) ≠Bj ( 即

Ai 与Bj 在 μ中不匹配) ，xij = 1 表示 μ( Ai ) = Bj，

则可构建如下优化模型( 6)

max F = ∑
m

i = 1
∑

n

j = 1
δij xij ( 6a)

s． t． ∑
n

j = 1
xij = 1， i = 1，2，…，m ( 6b)

∑
m

i = 1
xij ≤ 1， j = 1，2，…，n ( 6c)

xij = 0 或 1，i = 1，2，…，m; j = 1，2，…，n
( 6d)

模型( 6) 中，式( 6b) 的含义是每个甲方主体必

须且只能与 1 个乙方主体匹配; 式( 6c) 的含义

是每个乙方主体至多与 1 个甲方主体匹配．
2． 3 判定定理

定理 1 当且仅当 F* = m 时存在完全双

边匹配，其 中 F* 为 模 型 ( 6) 的 最 优 目 标 函

数值．
证明 首先证明必要性． 假设完全双边匹

配存 在，则 存 在 双 边 匹 配 μ = μD ∪ μS，其 中

μD = { ( Ai，Bf( i) ) i = 1，2，…，m} ，μ( Ai ) =
Bf( i) ，f( i) ∈ N，f( i) ≠ f( k) ，k∈ M，k≠ i． 令

X' = ［x'
ij］m×n，其中

x'ij =
1，j = f( i)
0，j≠ f( i{ )

i = 1，2，…，m; j = 1，2，…，n

则 X' = ［x'
ij］m×n 满足式( 6b) —式( 6d) ，且 F' =

∑
m

i = 1
∑

n

j = 1
δij x

'
ij = m． 由于 δij 为 0 – 1 变量，则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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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 6a) — 式 ( 6d) ，可知 F ≤ m． 因此 F* = F'

= m．
其 次 证 明 充 分 性． 设 F* = m，X* =

［x*ij ］m×n 为对应于 F* 的最优解． 依据式( 6b) —
式( 6d) ，可设

x*ij = 1， j = f* ( i)
0， j≠ f* ( i{ )

f* ( i) ∈ N，f* ( i) ≠ f* ( k) ，k∈M，k≠ i
设 μ* 为对应于 X* = ［x*ij ］m×n 的双边匹配，则

μ* = μ*
D ∪ μ*

S ，其中 μ*
T = { ( Ai，Bf* ( i) ) i = 1，

2，…，m} ．
下面用反证法证明 δi，f* ( i) = 1，i = 1，2，…，

m． 假设i0 ( i0∈M) ，使得 δi0，f* ( i0) = 0，则依据

式( 6a) ，可得F* ＜ m，这与F* = m矛盾． 因此，

δi，f* ( i) = 1，i = 1，2，…，m． 依据式( 3) —式( 5) ，

可得 αi，f* ( i) ≠ φ，β i，f* ( i) ≠ φ． 因此，μ* = μ*
D ∪

μ*
S 为完全双边匹配． 证毕．

3 完全双边匹配存在情形下的双

边匹配决策方法

针对考虑的双边匹配问题，若其存在完全

双边匹配，则给出下面的方法进行求解．
3． 1 模型建立

基于不完全满意度矩阵 槇A = ［αij］m×n 与

槇B = ［β ij］m×n，分别建立完全满意度矩阵 Ψ =

［ψ
－

ij］m×n 与 Ω = ［ω
－

ij］m×n，元素 ψ
－

ij 与 ω
－

ij 分别表

示为

ψ
－

ij =
αij， αij ≠ φ，

－ K， αij =φ
{ ，

i = 1，2，…，m;

j = 1，2，…，n

( 7)

ω－ ij = βij， βij ≠ φ，

－ K， βij = φ{ ，
i = 1，2，…，m;

j = 1，2，…，n

( 8)

其中 K 为足够大的正数．

依据完全满意度矩阵Ψ = ［ψ
－

ij］m×n 与Ω =

［ω－ ij］m×n，构造获得完全双边匹配结果的优化模

型． 设 yij 表示一个 0 － 1 变量，其中 yij = 0 表示

μ( Ai ) ≠Bj，yij = 1表示μ( Ai ) = Bj，则可构建如

下多目标优化模型( 9)

max ZA = ∑
m

i = 1
∑

n

j = 1
ψ
－

ijyij ( 9a)

max ZB = ∑
m

i = 1
∑

n

j = 1
ω
－

ijyij ( 9b)

s． t． ∑
n

j = 1
yij = 1，i = 1，2，…，m ( 9c)

∑
m

i = 1
yij ≤ 1，j = 1，2，…，n ( 9d)

yij = 0 或 1，i = 1，2，…，m; j = 1，2，…，n
( 9e)

模型( 9) 中，式( 9a) 和式( 9b) 是目标函数; 式

( 9a) 的含义是最大化所有甲方主体关于乙方主

体的满意度之和; 式( 9b) 的含义是最大化所有

乙方主体关于甲方主体的满意度之和; 式( 9c)

的含义是每个甲方主体必须且只能与 1 个乙方

主体匹配; 式( 9d) 的含义是每个乙方主体至多

与 1 个甲方主体匹配．
注 7 由于 m≤ n，因此要确定完全双边匹

配，式 ( 9c) 应取等号，式 ( 9d) 应取不等号． 因

而，式( 9c) 表示每个甲方主体必须且只能与 1
个乙方主体匹配，式( 9d) 表示每个乙方主体至

多与 1 个甲方主体匹配． 若 m ＞ n，则可通过互

换原问题中的甲乙双边主体，构建模型( 9) ，此

时约束条件表达式仍为式( 9c) 和式( 9d) ．
3． 2 模型求解

为了求解该模型，考虑到目标函数的量纲

可能不同，本文采用基于函数隶属度的加权方

法［28］． 设 Zmax
A 与 Zmax

B 分别为单独考虑目标 ZA 与

ZB 时所得的单目标函数最优值，Zmin
A 与Zmin

B 为相

应的单目标函数最劣值，则隶属度函数 μZA 与

μZB 可分别定义为

μZA =
Zmax

A － ZA

Zmax
A － Zmin

A
( 10)

μZB =
Zmax

B － ZB

Zmax
B － Zmin

B
( 11)

设 wA 和 wB 分别表示隶属度函数 μZA 和

μZB ( 即 ZA 和 ZB ) 的权重，满足 0 ＜ wA，wB ＜ 1，

wA + wB = 1． 在现实的双边匹配问题中，wA 和

wB 可被分别视为甲方主体和乙方主体的重要程

度，通常由中介依据双边主体的地位来考虑如

何确定权重． 若认为双边主体在匹配过程中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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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平等地位，则有 wA = wB ． 若认为双边主体在

匹配过程中的地位不同，即一方主体与另一方

主体相比在匹配过程中显得重要，则有 wA ≠
wB，在这种情况下，可以采取通过比较两个目标

的方式来确定权重． 例如，若目标 ZA 比目标 ZB

重要，且其重要程度为 θ，θ ＞ 0，则有 wA = θ
1 + θ

和 wB = 1
1 + θ

．

通过线性加权法建立新的目标函数为

min Z = wAμZA + wBμZB

进一步，若用式( 12a) 替代式( 9a) 和式( 9b) ，则

多目标优化模型( 9) 转化为单目标优化模型

min Z = wAμZA + wBμZB ( 12a)

s． t． ∑
n

j =1
yij = 1，i = 1，2，…，m ( 12b)

∑
m

i =1
yij ≤ 1，j = 1，2，…，n ( 12c)

yij =0 或1，i =1，2，…，m; j = 1，2，…，n
( 12d)

显然，模型 ( 12) 可转化为标准的指派问题模

型，这样可使用匈牙利法［29］ 进行求解． 当模型

( 12) 中的变量和约束条件个数较多时，可采用

Lingo11． 0、Cplex9． 0、WinQSB2． 0 等软件，或采

用启发式方法或智能优化算法． 根据模型求解

结果，可获得双边匹配结果．
注 8 在计算 Zmin

A 与 Zmin
B 时，由于考虑到的

是不完全序值信息，则式( 9a) 与式( 9b) 中的元

素应分别表示为

ψ
－

ij =
αij， αij ≠ φ
K， αij ={ φ

ω－ ij =
βij， βij ≠ φ
K， βij ={ φ

其中 K 为足够大的正数．
定理 2 模型( 12) 必存在最优解，目标函

数最优值 Z* ＞ 0．
证明 把单独考虑目标ZA 与ZB 的最大化优

化的模型分别记为模型( 12．1) 与模型( 12．2) ，把

单独考虑目标 ZA 与 ZB 的最小化优化模型分别

记为 模 型 ( 12． 3) 与 模 型 ( 12． 4) ． 根 据 模 型

( 12. 1) —模型 ( 12． 4) 及模型 ( 12) 的特征可

知，若 模 型 ( 12． 1) 存 在 最 优 解，则 模 型 ( 12．
2) —模型( 12． 4) 及模型( 12) 的最优解存在性

类似可证．
由于完全双边匹配存在，则存在 μ = μD ∪

μS，μD = { ( Ai，Bf( i) ) i = 1，2，…，m} ，μ( Ai ) =
Bf( i) ，f( i) ∈ N，f( i) ≠ f( k) ，k∈ M，k≠ i．
令 Y' = ［y'

ij］m×n，其中

y'
ij = 1， j = f( i)

0， j≠ f( i{ )

i = 1，2，…，m; j = 1，2，…，n
则 Y ' = ［y'

ij］m×n 满足式( 9c) —式( 9e) ，且 Z'
A =

∑
m

i = 1
∑

n

j = 1
ψ
－

ijy
'
ij ＞ 0． 由于模型( 12． 1) 是含有 m × n

个变量的 0 – 1 整数规划，则它最多产生 2mn 个

可行解． 进一步地可知，模型( 12． 1) 的可行域有

界且非空． 因此，模型( 12． 1) 必存在最优解，且

Zmax
A ≥ Z'

A ＞ 0，其中 Zmax
A 为模型( 12． 1) 的最优

值． 证毕．
根据多目标规划理论可知，模型( 12) 的最

优解是模型( 9) 的有效解． 通过求解模型( 12) ，

可获得完全双边匹配结果．

4 完全双边匹配不存在情形下的
双边匹配决策方法

针对考虑的双边匹配问题，若其不存在完

全双边匹配，则给出下面的交互式算法将原问

题进行转化，使得新问题存在完全双边匹配，然

后可使用第3 节的方法进行求解; 最后给出求解

基于不完全序值信息的双边匹配问题的算法．
算法 1
步骤 1 中介告知自身偏好信息量最少的

主体，该双边匹配问题不存在完全双边匹配，并

要求所有自身偏好信息量最少的主体给出更多

序值偏好( 即增加自身的序值信息) ，转步骤 2;

步骤 2 若所有自身偏好信息量最少的主

体都重新给出更多序值偏好，则重新整理序值

信息( 即重新整理所有自身偏好信息量最少的

主体的序值信息) ，建立新的双边匹配问题，转

步骤 3，否则转步骤 4;

步骤 3 依据式( 1) —式( 5) ，建立关于新

问题的模型( 6) ; 依据定理 1，判断该新问题是

否存在完全双边匹配，若存在，则转步骤 5，否则

转步骤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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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4 剔除自身偏好信息量最少的主体

中不同意给出更多序值偏好的那些主体，重新

整理序值信息 ( 即删除这些主体给出的序值信

息和关于这些主体的序值信息后，重新整理每

个主体的序值信息) ，建立新的双边匹配问题，

转步骤 3;

步骤 5 终止．
注 9 自身偏好信息量最少的主体是指主

体 Ak 或 Bk'，其中 pk = min{ p1，p2，…，pm，q1，q2，

…，qn} ，k ∈ M，或 qk' = min{ p1，p2，…，pm，q1，

q2，…，qn} ，k' ∈ N． 若 pi ＜ pk ( 或 pi ＜ qj ) ，则主

体 Ai 的偏好信息量小于主体 Ak ( 或主体 Bj ) 的

偏好信息量; 若 qj ＜ qk' ( 或 qj ＜ pi ) ，则主体Bj 的

偏好信息量小于主体 Bk' ( 或主体 Ai ) 的偏好信

息量．
注 10 算法 1 是基于自身偏好信息量最少

的主体是否给出更多序值偏好而提出的，此时

双边主体给出的是尽可能少的偏好信息，因而

新问题与原问题的初始序值信息的差异性也较

小; 因此，将新问题的完全双边匹配结果视为原

问题的双边匹配结果具有合理性．
定理 3 针对基于完全序值信息 / 偏好信

息量完全的双边匹配问题，完全双边匹配存在．
证明 针对基于完全序值信息的双边匹配

问题，设 Ｒ = ［rij］m×n 为甲方到乙方的完全序值

评价矩阵，其中 rij 表示甲方主体 Ai 把乙方主体

Bj 排在第 rij 位，rij∈N，设 T = ［tij］m×n 为乙方到

甲方的完全序值评价矩阵，其中 tij 表示乙方主

体 Bj 把甲方主体 Ai 排在第 tij 位，tij∈M，则完全

双边 匹 配 存 在 当 且 仅 当 下 列 不 等 式 组 ( 13)

有解

∑
n

j = 1
yij = 1，i = 1，2，…，m ( 13a)

∑
m

i = 1
yij ≤ 1，j = 1，2，…，n ( 13b)

yij = 0 或 1，i = 1，2，…，m; j = 1，2，…，n
( 13c)

显然

yij = 1， j = i
0， j≠{ i

，

i = 1，2，…，m; j = 1，2，…，n
为不 等 式 组 ( 13) 的 解，因 此 完 全 双 边 匹 配

存在． 证毕．
定理4 算法1 至多经过 m( n － 1) + ( m －

1) n 次迭代收敛．
证明 由于每个主体都给出另一方部分或

所有主体的序值，则总体偏好信息量最少的情

形是每个主体都给出另一方某个主体的序值．
在此情形下，依据算法 1 的收敛条件，易知经过

m( n － 1) + ( m － 1) n 次迭代后，原问题转化为

基于完全序值信息的双边匹配问题． 因此，依据

定理 3，可知完全双边匹配存在，此时算法 1 终

止． 进一步可知，针对总体偏好信息量介于最少

与完全之间的双边匹配问题，算法 1 至多经过

m( n － 1) + ( m － 1) n － 1 次迭代终止． 因此，

算法1 至多经过 m( n － 1) + ( m － 1) n 次迭代

收敛． 证毕．
综上，求解基于不完全序值信息的双边匹

配问题的算法及步骤如下:

算法 2
步骤 1 依据式( 1) 和式( 2) ，将不完全序

值矩阵 Ｒ = ［rij］m×n 与 T = ［tij］m×n 转化为不完

全满意度矩阵 槇A = ［αij］m×n 与 槇B = ［β ij］m×n ;

步骤2 依据式( 3) 和式( 4) ，建立0–1矩

阵 Ψ = ［ψij］m×n 与 Ω = ［ωij］m×n ;

步骤 3 依据式( 5) ，建立综合 0 － 1 矩阵

Δ = ［δij］m×n ;

步骤4 基于综合0 –1 矩阵Δ = ［δij］m×n，

构建优化模型( 6) ;

步骤 5 求解优化模型( 6) ，并依据定理 1，

判断是否存在完全双边匹配; 若存在，则转步骤

6，若不存在，则运用算法 1，建立新的双边匹配

问题，转步骤 5';
步骤 5' 依据式( 1) 和式( 2) ，构建新问题

的 不 完 全 满 意 度 矩 阵 槇A = ［αij］m×n 与

槇B = ［β ij］m×n ;

步骤 6 依据式( 7) 和式( 8) ，建立完全满

意度矩阵 Ψ = ［ψ
－

ij］m×n 与 Ω = ［ω
－

ij］m×n ;

步骤 7 依 据 完 全 满 意 度 矩 阵 Ψ =

［ψ
－

ij］m×n 与 Ω = ［ω
－

ij］m×n，建立多目标优化模

型( 9) ;

步骤 8 依据模型( 9) ，建立并求解优化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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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模型( 12．4) ，可得 Zmax
G ，Zmin

G ，G = A，B;

步骤9 依据式( 9a) —式( 12a) ，建立优化

模型( 12) ;

步骤 10 求解优化模型( 12) ，确定双边匹

配结果．

5 算例分析

例 1 广州某服装中介公司提供买卖双边

形成合理交易的匹配服务． 该服装中介公司在

某一时段收到 4 个甲方主体( 即买方 A1，A2，A3，

A4 ) 的需求信息和6 个乙方主体( 即卖方B1，B2，

…，B6 ) 的供给信息． 通过该中介公司，甲方主体

从服装价格、服装质量、服装款式及信誉等 4 个

指标对乙方主体进行评价，给出不完全序值矩

阵 Ｒ = ［rij］4×6，如表 1 所示; 乙方主体从出价、付
款方式及信誉等 3 个指标对甲方主体进行评价，给

出不完全序值矩阵 T = ［tij］4×6，如表 2 所示．
为了解决上述问题，下面给出使用该方法的

计算过程．
步骤 1 依据式( 1) 与式( 2) ，将不完全序值．

表1 甲方到乙方的不完全序值矩阵 Ｒ = ［rij］4×6

Table 1 Incomplete ordinal number matrix Ｒ = ［rij］4×6 from

side A to side B

甲方

主体

乙方主体

B1 B2 B3 B4 B5 B6

A1 3 1 5 2  4

A2 4 3  1 2 

A3  1 3 4 5 2

A4 2 4 1 3  

表2 乙方到甲方的不完全序值矩阵 T = ［tij］4×6

Table 2 Incomplete ordinal number matrix T = ［tij］4×6 from

side B to side A

甲方

主体

乙方主体

B1 B2 B3 B4 B5 B6

A1 1 3 2  3 1

A2 3  3 1 2 4

A3  2 1 3 1 2

A4 2 1 4 2  3

矩阵Ｒ =［rij］4×6 与T =［tij］4×6 转化为不完全满意

度矩阵 槇Α = ［αij］4×6 与 槇Β = ［βij］4×6，如表3 和表4

所示．

表3 不完全满意度矩阵 槇A = ［αij］4×6

Table 3 Incomplete satisfaction degree matrix 槇Α = ［αij］4×6

αij B1 B2 B3 B4 B5 B6

A1 0．6 1 0．2 0．8 φ 0．4
A2 0．25 0．5 φ 1 0．75 φ
A3 φ 1 0．6 0．4 0．2 0．8
A4 0．75 0．25 1 0．5 φ φ

表4 不完全满意度矩阵 槇Β = ［βij］4×6

Table 4 Incomplete satisfaction degree matrix 槇B = ［βij］4×6

βij B1 B2 B3 B4 B5 B6

A1 1 0．333 3 0．75 φ 0．333 3 1
A2 0．333 3 φ 0．5 1 0．666 7 0．25
A3 φ 0．666 7 1 0．333 3 1 0．75
A4 0．666 7 1 0．25 0．666 7 φ 0．5

步骤2 依据不完全满意度矩阵 槇Α =［αij］4×6

与 槇Β = ［βij］4×6，运用式( 3) 与式( 4) ，分别建立

0 － 1 矩阵Ψ = ［ψij］4×6 与Ω = ［ωij］4×6，如表5 和

表 6 所示．
表5 0 –1 矩阵Ψ = ［ψij］4×6

Table 5 0 –1 matrix Ψ = ［ψij］4×6

ψij B1 B2 B3 B4 B5 B6

A1 1 1 1 1 0 1
A2 1 1 0 1 1 0
A3 0 1 1 1 1 1
A4 1 1 1 1 0 0

表6 0 － 1 矩阵Ω = ［ωij］4×6

Table 6 0 － 1 matrix Ω = ［ωij］4×6

ωij B1 B2 B3 B4 B5 B6

A1 1 1 1 0 1 1
A2 1 0 1 1 1 1
A3 0 1 1 1 1 1
A4 1 1 1 1 0 1

步骤3 依据0 － 1 矩阵Ψ与Ω，运用式( 5) ，

建立综合 0 － 1 矩阵 Δ = ［δij］4×6，如表 7 所示．
步骤4 基于综合0–1矩阵Δ = ［δij］4×6，构

建优化模型( 6)
表7 综合0 － 1 矩阵 Δ = ［δij］4×6

Table 7 Compositive 0 － 1 matrix Δ = ［δij］4×6

δij B1 B2 B3 B4 B5 B6

A1 1 1 1 0 0 1
A2 1 0 0 1 1 0
A3 0 1 1 1 1 1
A4 1 1 1 1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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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x F =∑
4

i =1
∑

6

j =1
δij xij

s． t． ∑
6

j =1
xij = 1，i = 1，2，3，4

∑
4

i =1
xij ≤ 1，j = 1，2，…，6

xij = 0 或 1，i = 1，2，3，4; j = 1，2，…，6
步骤 5 求解优化模型( 6) ，可得 F* = 4，因

此，完全双边匹配存在．
步骤 6 依据式( 7) 和式( 8) ，不完全满意度

矩阵 槇A = ［αij］4×6 与 槇B = ［βij］4×6 转化为完全满意

度矩阵Ψ = ［ψ
－

ij］4×6 与Ω = ［ω－ ij］4×6，如表8和表9
所示．

表8 完全满意度矩阵Ψ = ［ψ
－

ij］4×6

Table 8 Complete satisfaction degree matrix Ψ = ［ψ
－

ij］4×6

ψ
－

ij
B1 B2 B3 B4 B5 B6

A1 0．6 1 0．2 0．8 － K 0．4

A2 0．25 0．5 － K 1 0．75 － K

A3 － K 1 0．6 0．4 0．2 0．8

A4 0．75 0．25 1 0．5 － K － K

表9 完全满意度矩阵Ω = ［ω
－

ij］4×6

Table 9 Complete satisfaction degree matrix Ω = ［ω
－

ij］4×6

ω
－

ij
B1 B2 B3 B4 B5 B6

A1 1 0．333 3 0．75 － K 0．333 3 1

A2 0．333 3 － K 0．5 1 0．666 7 0．25

A3 － K 0．666 7 1 0．333 3 1 0．75

A4 0．666 7 1 0．25 0．666 7 － K 0．5

步骤 7 依据完全满意度矩阵 Ψ = ［ψ
－

ij］4×6

与Ω = ［ω
－

ij］4×6，构建如下多目标优化模型( 9)

max ZA =∑
4

i =1
∑

6

j =1
ψ
－

ijyij

max ZB =∑
4

i =1
∑

6

j =1
ω
－

ijyij

s． t． ∑
6

j =1
yij = 1，i = 1，2，3，4

∑
4

i =1
yij ≤ 1，j = 1，2，…，6

yij = 0 或 1，i = 1，2，3，4; j = 1，2，…，6
步骤 8 依据模型 ( 9) ，建立并求解模型

( 12．1)— 模型 ( 12．4) ，可得 Zmax
A = 3．8，Zmin

A =
0. 9，Zmax

B = 4，Zmin
B = 1． 166 6．

步骤 9 不妨设 wA = wB = 0． 5，则依据式
( 9a) － 式( 12a) ，可构建如下优化模型( 12)

min Z = 1． 361 －∑
4

i = 1
∑
6

j = 1
cijxij

s． t． ∑
6

j = 1
yij = 1，i = 1，2，3，4

∑
4

i = 1
yij ≤ 1，j = 1，2，…，6

yij = 0 或 1，i = 1，2，3，4; j = 1，2，…，6
其中系数矩阵( cij ) 4×6，如表 10 所示．

表 10 系数矩阵( cij ) 4×6

Table 10 Coefficient matrix ( cij ) 4 ×6

cij B1 B2 B3 B4 B5 B6

A1 0． 279 9 0． 231 2 0． 166 8 － K' － K' 0． 245 5

A2 0． 101 9 － K' － K' 0． 348 9 0． 247 － K'

A3 － K' 0． 290 1 0． 279 9 0． 127 8 0． 211 0． 270 2

A4 0． 247 0． 219 6 0． 216 5 0． 203 9 － K' － K'

步骤10 通过 Lingo 11． 0 优化软件包编程

求解优化模型( 12) ，可得

X* = ［x*ij ］4×6 =

1 0 0 0 0 0
0 0 0 1 0 0
0 1 0 0 0 0











0 0 1 0 0 0

因此，双边匹配结果为 μ* = μ*
D ∪ μ*

S ，其

中 μ*
D = { ( A1，B1 ) ，( A2，B4 ) ，( A3，B2 ) ，( A4，

B3 ) } ，μ*
S = { ( B5，B5 ) ，( B6，B6 ) } ; 即A1 与B1 匹

配，A2 与B4 匹配，A3 与B2 匹配，A4 与B3 匹配，B5

和 B6 单身．
在本例中，若使用甲方最优或乙方最优的

G-S 算法，则可得匹配结果为 μ' * = μ'*
D ∪ μ'*

S ，

其中 μ'*
D = { ( A1，B1 ) ，( A2，B4 ) ，( A3，B2 ) ，( A4，

B3 ) } ，μ'*
S = { ( B5，B5 ) ，( B6，B6 ) } ． 此时 3 种方

法获得的匹配结果相同．
为阐明本文提出方法的意义，进一步给出

如下分析．
例 2 某软件公司拟在 6 个岗位 ( A1，A2，

…，A6 ) 招聘员工，该公司的人力资源部门经过

初步筛选让 9 个求职者( B1，B2，…，B9 ) 进入最

终的考核环节． 每个岗位所在部门的决策者从

性格、专业技能、创造力、责任心以及团队合作

等5 个指标对各个求职者进行主观评价，给出关

于求职者的不完全序值评价矩阵 Ｒ = ［rij］6×9，

如表11 所示; 每个求职者从薪水和福利、发展前

—13—第 2 期 乐 琦等: 基于不完全序值信息的双边匹配决策方法



景、性格爱好以及工作环境等4 个指标对各个岗

位进行主观评价，给出关于不同岗位的不完全

偏好序向量T = ［tij］6×9，如表12 所示; 最后由某

专门经营人力资源配置的中介公司进行决策．
为了解决该问题，下面简略说明使用所提

方法的计算过程．
表 11 不完全序值矩阵 Ｒ = ［rij］6×9

Table 11 Incomplete ordinal number matrix Ｒ = ［rij］6×9

岗位
求职者

B1 B2 B3 B4 B5 B6 B7 B8 B9

A1   1 4 3   2 

A2 3 7 4 2 1 5   6

A3  1   4   2 3

A4 2 3  6 1 7 4  5

A5 5 3 7 4 9 1 2 6 8

A6 4  2 1 3    

表 12 不完全序值矩阵 T = ［tij］6×9

Table 12 Incomplete ordinal number matrix T = ［tij］6×9

岗位
求职者

B1 B2 B3 B4 B5 B6 B7 B8 B9

A1 4 3   2 5 1  4

A2  4 2 3 5 2  3 

A3 3 1 4 1 3 3 4 2 1

A4 2 5 1 2 1 4 2 5 2

A5 1 6 3 4  1 5 4 3

A6 4 3   2 5 1  4

步骤 1 － 3 依据式( 1) 与式( 2) ，将不完

全序值矩阵 Ｒ = ［rij］6×9 与 T = ［tij］6×9 转化为

不完全满意度矩阵 槇A = ［αij］6×9 与 槇B = ［βij］6×9 ．
依据式( 3) 与式( 4) ，分别建立 0 － 1 矩阵 Ψ =
［ψij］6×9 与 Ω = ［ωij］6×9 ． 依据式( 5) ，建立综合

0 － 1 矩阵 Δ = ［δij］6×9，如表 13 所示．

表 13 综合 0 － 1 矩阵 Δ = ［δij］6×9

Table 13 Compositive 0 － 1 matrix Δ = ［δij］6×9

δij B1 B2 B3 B4 B5 B6 B7 B8 B9

A1 0 0 0 0 1 0 0 0 0

A2 0 1 1 1 1 1 0 0 0

A3 0 1 0 0 1 0 0 1 1

A4 1 1 0 1 1 1 1 0 1

A5 1 1 1 1 0 1 1 1 1

A6 0 0 0 0 1 0 0 0 0

步骤 4 － 5 依据综合 0 – 1 矩阵 Δ =
［δij］6×9，构建优化模型( 6) ． 求解模型( 6) ，可得

F* = 5，m = 6，F* ＜ m． 依据定理 1 可知，完

全双边匹配不存在． 因此，下面须运用算法 1．

1) 由于

min{ p1，p2，…，p6，q1，q2，…，q9 } = 4，

p1 = p3 = p6 = q1 = q3 = q4 = q9 = 4

因此，中介告知岗位 A1，A3，A6 的决策者和求职

者 B1，B3，B4，B9 给出更多偏好;

2) 不妨假定岗位 A1，A3，A6 的决策者和求

职者 B1，B3，B4，B9 都同意重新给出更多偏好，

新的序值向量信息分别给出如下

Ｒ'
1 = ［，，1，4，3，5，，2，］，

Ｒ'
3 = ［，1，，5，4，，，2，3］，

Ｒ'
6 = ［4，，2，1，3，6，5，，］，

T'
1 = ［4，，3，2，1，5］T，

T'
3 = ［6，2，4，1，3，5］T，

T'
4 = ［5，3，1，2，4，6］T，

T'
9 = ［4，，1，2，3，5］T

其中Ｒ'
i 表示岗位Ai 的决策者给出的关于求职者

的序值向量，T'
j 表示岗位求职者 Bj 给出的关于

岗位的序值向量．
3) 依据式( 1) —式( 5) ，重新构建关于新问

题的优化模型( 8) ． 求解模型( 6) ，可得 F* = 6．

因此，依据定理 1 可知，完全双边匹配存在．

步骤 5＇– 7 依据式( 1) 和式( 2) ，构建关

于新问题的不完全满意度矩阵 槇Α = ［αij］6×9 与

槇Β = ［βij］6×9 ． 依据式( 7) 和式( 8) ，构建完全满

意度矩阵Ψ = ［ψij］6×9 与Ω = ［ωij］6×9 ． 依据完

全满意度矩阵Ψ = ［ψij］6×9 与Ω = ［ωij］6×9，构

建多目标优化模型( 9) ．

步骤 8 － 9 依据模型( 9) ，建立并求解模

型( 12． 1) —模型( 12． 4) ，可得 Zmax
A = 5． 857 1，

Zmin
A = 1． 415 9，Zmax

B = 5． 833 3，Zmin
B = 1． 300 1．

不妨 设 wA = wB = 0． 5，则 依 据 式 ( 9a) — 式

( 12a) ，可构建优化模型 ( 12) ，其中系数矩阵

( cij ) 6×9，如表 1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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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4 系数矩阵( cij ) 6×9

Table 14 Coefficient matrix ( cij ) 6×9

cij B1 B2 B3 B4 B5 B6 B7 B8 B9

A1 － K' － K' 0． 131 0． 081 8 0． 155 8 0． 044 6 － K' － K' － K'

A2 － K' 0． 071 2 0． 156 2 0． 17 0． 134 6 0． 136 5 － K' － K' － K'

A3 － K' 0． 222 9 － K' 0． 132 8 0． 111 2 － K' － K' 0． 178 3 0． 177 8

A4 0． 184 7 0． 117 2 － K' 0． 124 1 0． 222 9 0． 060 2 0． 152 6 － K' 0． 136 5

A5 0． 172 8 0． 106 0． 111 1 0． 130 2 － K' 0． 222 9 0． 122 1 0． 094 2 0． 091 2

A6 0． 078 4 － K' 0． 130 6 0． 131 0． 119 2 － K' 0． 103 7 － K' － K'

步骤 10 通过求解优化模型( 12) ，可得双边

匹配结果为μ* = μ*
D ∪μ*

S ，其中μ*
D = { ( A1，B5) ，

( A2，B4) ，( A3，B2) ，( A4，B1) ，( A5，B6) ，( A6，B3) } ，

μ*
S = { ( B7，B7) ，( B8，B8) ，( B9，B9) } ．

在本例中，若使用甲方最优( 即岗位最优)

的 G-S 算法，则可得匹配结果为 μ' * = μ'*
D ∪

μ'*
S ，其中 μ'*

D = { ( A2，B4 ) ，( A3，B2 ) ，( A4，B5 ) ，

( A5，B6 ) } ，μ'*
S = { ( A1，A1 ) ， ( A6，A6 ) ， ( B1，

B1 ) ，( B3，B3 ) ，( B7，B7 ) ，( B8，B8 ) ，( B9，B9 ) } ．
若使用乙方最优( 即求职者最优) 的 G-S 算法，

则 可 得 匹 配 结 果 为 μ″* = μ″ *
D ∪ μ″*

S ，其 中

μ″*
D = { ( A2，B4 ) ，( A3，B2 ) ，( A4，B5 ) ，( A4，B5 ) ，

( A4，B5 ) } ，μ'*
S = { ( A1，A1 ) ，( B1，B1 ) ，( B3，

B3 ) ，( B8，B8 ) ，( B9，B9 ) } ．
表 15 给出了这 3 种决策方法的匹配结果，

表明用这3 种决策方法获得的匹配结果不相同．
针对原问题，其不存在完全双边匹配，此时通过

岗位最优的 G-S 算法只能获得由 4 个元素构成

的匹配主体对集合 μD，通过求职者最优的 G-S
算法只能获得由 5 个元素构成的匹配主体对集

合 μD ; 通过这两种方法获得的单身主体对集合

μS 既包含岗位主体，又包含求职者主体，因此双

边主体都会产生补充更多的序值偏好的动机．
使用本文提出的方法，则首先运用算法 1，将原

问题进行转化，使得新问题存在完全双边匹配，然

后通过求解新问题可获得完全双边匹配结果 μ* ．
这就说明了，对于不存在完全双边匹配的原问题，

使用G-S 等算法不能获得完全双边匹配结果，而使

用本文提出的方法可以获得完全双边匹配结果，这

就是本文提出方法的主要创新点所在．
表 15 三种决策方法的匹配结果 μ*

Table 15 Matching result μ* of the three decision methods

双边匹配

决策方法

匹配结果 μ* = μ*
D ∪ μ*

S

μ*
D μ*

S

本文提出

的方法
( A1，B5 ) ，( A2，B4 ) ，( A3，B2 ) ，( A4，B1 ) ，( A5，B6 ) ，( A6，B3 ) ( B7，B7 ) ，( B8，B8 ) ，( B9，B9 )

岗位最优的

G-S 算法
( A2，B4 ) ，( A3，B2 ) ，( A4，B5 ) ，( A5，B6 ) ( A1，A1 ) ，( A6，A6 ) ，( B1，B1 ) ，( B3，B3 ) ，( B7，B7 ) ，( B8，B8 ) ，( B9，B9 )

求职者最优的

G-S 算法
( A2，B4 ) ，( A3，B2 ) ，( A4，B5 ) ，( A5，B6 ) ，( A6，B7 ) ( A1，A1 ) ，( B1，B1 ) ，( B3，B3 ) ，( B8，B8 ) ，( B9，B9 )

6 结束语

本文基于双边主体满意度的视角，研究了

完全双边匹配的概念及存在性，构建了获得完

全双边匹配结果的优化模型，提出了求解基于

不完全序值信息的双边匹配问题的算法，主要

结论如下．
1) 给出的完全双边匹配的概念及存在性

分析，丰富并发展了双边匹配的相关理论，为进

一步开展双边匹配理论与方法的研究奠定了良

好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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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给出的完全双边匹配不存在情形下的

交互式算法能够有效将原问题进行转化使得新

问题存在完全双边匹配．
3) 对于不存在完全双边匹配的原问题，使

用已有的 G-S 等算法不能获得完全双边匹配结

果，而使用本文提出的方法可以获得完全双边

匹配结果，这也是本文方法的主要贡献所在．
4) 本方法能够有效地解决基于不完全序值

信息的双边匹配问题，丰富并发展了双边匹配

方法研究的相关成果，为进一步研究基于混合

序值信息的双边匹配问题提供了新思路和新

途径．
此外，本方法具有概念清晰、实用有效等特

点，有助于中介、企业或组织等对现实生活中的

双边匹配问题做出判断，对双边匹配理论与方

法等的实际应用具有较强的指导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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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cision method for two-sided matching based on incomplete ordinal number
information

YUE Qi1，2，FAN Zhi-ping1

1． School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Northeastern University，Shenyang 110819，China;
2． School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Jiangx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Nanchang 330013，China

Abstract: The two-sided matching problem has always been concerned by the scholars in the fields of econom-
ic management and so on． A novel decision method is proposed to solve the two-sided matching problem based
on incomplete ordinal number information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complete two-sided matching． In this pa-
per，the two-sided matching problem is firstly described，and the concept of complete two-sided matching is
introduced． Then，the existence of complete two-sided matching is investigated． Furthermore，the methods for
two-sided matching in the condition that complete two-sided matching exists and doesn’t exist are presented
respectively． On this basis，the algorithm for solving the two-sided matching problem based on incomplete or-
dinal numbers is developed． The result of complete two-sided matching can be obtained by using the algo-
rithm． The example analysis illustrates the feasibility and validity of the proposed method．
Key words: two-sided matching; incomplete ordinal number; complete two-sided matching; existence; opti-

mization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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