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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把马尔可夫过程和目标规划结合起来
,

提出人才结构系统分析的单项 控制

并在单项控制模型的基础上发展成了多项控制模型
,

加强了模型的可信度 和通

结构
,

控制
,

马尔可夫过程
,

目标规划
,

单项控制
,

多项控制

0 2 2 1
.

3

在人才结构中
,

按照 某一 特征 (如 年龄
、

职务 ) 把 某一类 人员分为
。
个 组

,

令
: 、

(t )为第 t 年第 ` 组人员占该类人员的百分数
,

则该类人员的特征结构为

X ( t ) 二 〔劣
:

( t )
, 劣: ( t )

,

…
, 二 ,

( t ) ]
,

则初始状态 X “ 二 X ( 0)
,

理想状态为 X 苦二 X ( k)
,

其中 k 为计划期
。

定义参数如下
:

( l) 晋升率
, `

(才)
:

第 t 年系统内部由第 ` 状态进入第 i + 1状态的人数占第 ` 状态的

百分数
。

(2 ) 离去率 如 (t )
:

第 t 年系统内部第 落状态进入系统 外部的人数占第 ` 状态 未晋

升人数的百分数
。

( 3 ) 留存率
。 `

( t ) = [1
一 : `

( t ) ] [ 1 一 q`
( t ) ]

。

(4 ) 进入率 夕` (t )
:

第 t 年由系统外部进人系统第 云状态人数占第 ` 状态 人数 的百

分比
。

易知
:

: ` ( t + 一) = s `
( ` ) + p .

(` + 1 ) + 〔1 一 q
`一 : (` ) ]

: `一 ;

(` )

且p

X (名+ l ) = A ( t ) X (` ) + P ,

(云+ 1 )

其中
,

A (勺为状态转移矩阵
,

P ; (t 十 l) 为输人控制矩阵
。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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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

( t )

[ l 一 q
;

( t ) ] , ;

( t )

O

0

s :

( t )

[ z 一 , 2

(` )〕, 2 ( t ) \
\

.

\
\

、 .

、 .
、

\

............

……
A (名) =

\
O … [1

一 q卜 : ( t ) ]
, 卜 : (` )

P , ( t ) “ [尹
: (` )

, 夕: ( ` )
,

…
,

尹。

(` ) ]
,

假定系统的变化只与状态有关而与时间无关
,

则尹`
(幻

、
q` ( t )

、 s ` ( t )
、

A (分均可看

作是常量
,

分别记为尹
` ,

q` , s ` ,

A
.

由递推关系及边界条件
:

{
X ( t + 1 ) = A X (云) + P ,

X ( 0 ) = X “

X ( k ) = X
苦

易推知

X
, = A

七+ X
” + [ A卜

` + A舌一 2 + … + A + I ]
·

P
,

不难验证
,

对于足够大的正数 垂
,

有近似式

A “ 一 ’ + A卜 2 十 … + A + I去 ( I 一 A )
一 `

记又二 A “
.

决策者的目标是使系统达到理想状态
,

并且使人员的总流动率趋于最小
,

人 员总数

也趋于合理
。

令 T “
为初始人员总数

,
T 誉
为理想状态时的人员总数

。

根据目标规划的建

模思想
,

我们可得单项最优控制模型为

M主n p , D + p , :

( d
。
不: + d

。

丰: ) + p 。 : ( d
.

才: )

厂X 苦 一 五X ” 一 ( l 一 A )
一 `

p , + D = 0

…( p , 一 Q ) x + `
。

; 一 `
.

:
,

= 。尹 / f ( , o + 少 , ) /2 1

S
一

t l -

{三 ( , ` + ,
`

卜 `
。

: 2 一 。

(
1> , ` > 。

,

1 > , `
) o , `= z , 2 ,

…
, ,

其中
:

p , 〔 [尸
; , p Z ,

…
,

p :
]为优先等级向量

,

L 根据决策者需要多少个及如何 安排 优先

等级而定
。

D = [己左+ `丁,

己奋+ 己石
,

…
,

心言+ `石〕 ,

1 ( k
;

( L
,

1《 垂: 《 L

D 少二 (少甘 一 全。 ) /无

现在考虑两项特征结构同时进行最优控制
。

假设它们的维数均为
: ,

第一种特征结

构有
:

X
:

( o ) = X 全
,

X
,

( k ) = X亨
,

转移矩阵为 A ,
第二种 特征 结构有

.
X : ( o ) = X盆

,

X : (无) = X二
,

转移炬阵为 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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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这二种特征结构同是对于某一类人员而言的
,

因此要求它们的解要具有某种一

致性
,

即第一种特征结构中离去本系统的人数与第二种特征结构离去的人数要相等 ; 进

入数亦然
。

也即要求有下列一致性约束
:

口
,

( t ) X
l

( t ) = 口
:

( t ) X
:

(` ) t = 1
,

2
,

… k

P , ,

( t ) X
;

( t ) = P , : ( t ) X : ( t ) t = l , 2 ,

… k

同样
,

我们可以把 Q
,

( t )
、

Q
:

(恋)
、

P , ,

(名)
、

P , 2

( t )视为 常数
,

并定义下列辅助 参数
:

, .

l
..

ee
J

ùB

且
一.......L

一一
ùC

f A I
C 二 l

_

!
L B J

X 贯

X 蓄

一

!
..̀ r
..
..
.̀

一一一一

P I
P , -

P z :

一 !
` ’ 二 :

。 一

!盆;}
按单项最优控制的基本思路和建模思想

,

一方面要保证两种特征结构的比例
,

另一

方面要明确总人数的变化趋势
,

加上上述的一致性 约束
,

便可以 建立 多项 最优控制模

型
:

M i n P , D + p 七 1

( d右
, + l + d百

。 十 , + d喜
” + : + d万

。 * : ) + p 。 :

( d右
, + : + d省

。 + `
)

+ p * : ( d玄
。 + 5

+ d石
。 十。 + d省

, 、 。 + d牙
, 十 。

)

`Y 圣 一 。 Y O 一 ( I 一 C )
一 ` p , + D 一 O

次
:

{!套川::沐 :;二
,l ,J口尸

.护.......L

习 ( q l
,

:
+ 尹l `

) 一 d奋
。 + : = 0

` = 1

艺 ( q :
, `

+ 尹2
. `

) 一 d玄
。 + 。 = 0

l ( P , l 一 心
,

) X
: + d 万

, 十 ; 一 d 麦
: , ;

= Z D T / ( T 苦 + T ” )

} ( P , 2 一 Q
?

) X
,

+ d石
, 十 。 一 d ;

。 、 。
= Z D 少 / ( T 朴 + T O )

\ l > 尹
; 。 , 尹2

, ` ; q l ` ,

q :
, `

> O; 艺二 l
,

2
,

…
, .

其中 尸 J二 (尸
, ,

尸: ,

… 尸 :

) ; l ( k l ,

k Z , k 3

《 L ; D少 = ( T ` 一 T 。 )/ 无

多于二项的控制模型可按二项控制的模型进行类推
,

有关 目标 规划的 方法 可参见

〔1 ] f Z ]
,

参数的说明参见 [ 3 ]
。

[ 1 ]

[ 2 ]

[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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