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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军队院校招生计划确定了各院校、各专业、各生源地的招生数量，对军队人才建
设的总体发展水平有重要的影响。为实现精确化拟制军校招生计划，提出了运用求解线性规划

模型拟制招生计划的方法。在综合分析考虑约束计划拟制各种因素的基础上，建立了院校 －专
业招生计划模型和分生源地招生计划模型，分别描述了确定各院校各专业招生数量和各生源地

招生数量应满足的目标与约束条件，然后给出模型的求解方法，求解模型的结果就形成了招生

计划方案。最后以拟制２０１３年青年学生招生计划为背景，进行了应用案例研究。该方法为实现
科学制定招生计划、军事人才计划精确管理探索了技术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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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１世纪，我军建设的历史条件和客观环境发
生了深刻变化。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高新技术迅速

发展，有力地促进了世界新军事变革，现代战争形

态由机械化向信息化转变，知识和技术已成为战斗

力主导因素，军事较量更加突出地表现为高素质人

才的较量。军队院校担负着为我军输送指挥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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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技术干部等各类高素质人才的重任，是我军军

官的重要来源。军队院校招生计划确定了全军各高

校、各专业的招生名额，决定了军队院校未来为我

军输送人才的数量和其接受教育的内容［１］，对军

队人才建设的总体发展水平有重要的影响。如果招

生计划的拟制并不能完全反映部队的需求，造成院

校培养的学员部队不满意，部队需要的学员院校不

培养的不良状况。例如，若某些专业的招生规模不

够，培养的毕业生不能满足军队的需求，就可能会

对军队建设带来不利影响。而如果某些专业的招生

规模超出了实际需求，这些毕业生可能就会被安排

到与所学专业不相匹配的岗位，从而带来工作效率

不高、不安心本职岗位、容易流失等问题。因此军

队生长干部招生不能只进行宏观调控，而要做到精

确化管理。

军队生长干部招生计划拟制的目的是依据军队

未来岗位需求和各类来源渠道生源招生计划总量，

合理划分军队各院校、各专业、各生源地的招生计

划数量。这本质上是线性规划问题，即在各种约束

条件下，为了达到最优的决策目标，合理确定决策

变量值的问题。各院校、各专业、各生源地的招生

计划数量为招生计划拟制中的决策变量，这组决策

变量的值就代表了一个具体的招生计划方案；岗位

需求、院校培养能力等即为在招生计划拟制中需考

虑的各种约束条件。

一、问题描述

目前军队院校招生计划拟制工作基本以人工拟

制为主，主要过程为根据相关部门提供的人才补充

需求数据确定当年招生总量，依据上年的划分情况

人工将招生总量分解到各个招生渠道，针对每个招

生渠道的招生数量，参考相关政策、制度以及历年

情况再人工分解到各个院校、专业和生源地，形成

各个渠道的招生计划。由描述可知，目前招生计划

拟制存在以下问题：

第一，缺乏科学定量的拟制规则。招生计划的

拟制基本是靠人工完成，大部分是从定性角度给出

招生数量，存在 “拍脑袋”的情况，数量的拟定

程序缺乏科学严谨的定量分析。

第二，存在人为因素干扰。人工作业存在随意

性，人为干扰因素多，受主观偏好、个体驱动影

响。

第三，拟制效率低。人工拟制需要参考大量

材料，每个数量都需要人工分解填写，出错率高，

拟制周期长。

本文主要致力于提高军队院校招生计划拟制的

科学水平，改善目前拟制计划工作的不足，提出采

用线性规划的方法进行招生计划拟制。首先将招生

计划拟制问题进行了分析并分拟制阶段建立两个模

型，然后参考线性规划方法对模型进行求解，最后

以应用案例验证所提方法的可行性。所提方法利用

求解方程的定量方法辅助人工完成计划拟制，可以

自动预先形成计划以供人工改正，在实际应用中很

大程度上提高了计划拟制的科学性和工作效率。

二、问题分析与约束条件建立

为了实现军校招生工作的精确化管理，在进行

招生计划拟制时，我们要充分考虑军队对人才培养

的需求，为此我们把部队对人才的需求细化到具体

岗位的人才需求。将全军干部从事的工作划分为若

干个岗位，如步兵、通信、教学科研等。在拟制招

生计划之前，首先通过广泛征求各用人单位、总部

有关业务部门和各军队院校意见，确定每个岗位的

招生数量。每个岗位的招生数量用Ｎｇ，ｇ＝１，２，…ｌ
表示。

（一）岗位－院校－专业约束
招生计划需要明确各院校、各专业的招生名

额，为了确定这些决策变量，我们要掌握各院校有

哪些专业，这些专业培养的学员接受教育的内容，

院校专业对学员的培养目标是什么。为此，我们在

对各院校、专业的培养方案详细分析的基础上，归

纳出了院校－专业－培养目标的对应关系。如表１
所示：

表１　院校－培养目标－专业对应关系

院校名称 专业名称 培养目标名称

国防科学

技术大学

应用物理学

应用化学

应用物理××××干部

××××干部

化学××××干部

…… …… ……

　　院校培养能力约束可用院校总的最小培养规
模和最大培养能力以及院校各专业、各培养目标

的最小培养规模和最大培养能力表示。这些约束

可根据军训部门颁发的训练任务规划、各院校的

师资队伍水平、教学科研场地条件、学科专业发

５６



　
高等教育研究学报

　
２０１５年第１期 （总第１７８期）

展需求等确定。

接下来明确各院校各专业培养目标培养出来的

生长干部能胜任什么岗位的需求，把院校的培养能

力和岗位需求结合起来，这样才能保证精确拟制招

生计划。将培养目标和岗位对应起来，形成一个岗

位对应多个培养目标的１：ｎ关系，这样对每个军
队院校，我们就可以构建如图１所示的军队院校培
训能力树。

图１　军队院校培训能力树

通过军队院校培训能力树，我们能很清楚地知

道某院校、某专业所培养的学生能胜任军队需求的

什么岗位，大大加强军队院校招生专业的指向性、

明确性，使招生计划的拟制工作更加清晰明了。

（二）生源地约束

在招生计划拟制的过程中，我们不仅要完成各

院校专业各培养目标招生计划的拟制，还需要把招

生计划分解到各生源地，制定分生源地招生计划。

首先，各院校专业各培养目标招生计划数应与该院

校专业培养目标分生源地招生计划之和应该相等。

其次，军队生长干部院校是受部队领导与管理的高

等教育机构，是考生们竞争的资源。因此，院校招

生名额在各生源地的分配应该尽可能公平，使每个

人都可以平等竞争，保证每个人在资源的分配中具

有公平的份额。分生源地计划约束可用某院校在各

生源地的最小招生数、最大招生数以及院校在各生

源地招生总数的限制来表示。

三、模型建立与求解

模型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为院校－专业招
生计划模型，第二部分为分生源地招生计划模型。

（一）院校－专业招生计划模型
在拟制招生计划的过程中，需要明确每个院

校、每个专业的招生计划数，用 Ｎｙｚ，ｙ＝１，２，…，
ｍ，ｚ＝１，２，…，ｎ表示每个专业的招生计划数。由于

一个专业培养的学生可能胜任多个岗位需求，因此

我们还需要把每个专业的招生计划数细化到所对应

的岗位，用Ｎｙｚｇ，ｙ＝１，２，…，ｍ，ｚ＝１，２，…，ｎ，ｇ＝１，
２，…，ｌ表示某院校某专业针对某岗位需求的招生计
划数。

这样，招生计划拟制问题的约束条件之一可以

表述为针对某岗位拟制的招生计划数量要与该岗位

的需求数量一致。在有些情况下，由于该条件过于严

格，因此需要进行调整为招生计划总数量与岗位需

求总量相一致，即不要求招生计划能精确满足所有

的岗位需求，只要求总的招生计划数和岗位需求数

一致。

另外，在招生计划拟制中还要考虑院校在某专

业的培养能力和为了学科专业发展所需的培养规

模，可以用Ｌｙｚ、Ｈｙｚ分别为各院校各专业的最小培养
规模和最大培养能力，Ｓｙ、Ｂｙ分别为各院校的最小
培养规模和最大培养能力，那么对于某院校某专业

的招生计划数量总和不能小于 Ｌｙｚ且不能多于 Ｈｙｚ，
对于某院校，所有专业的招生计划总数量不能小于

Ｓｙ且不能多于Ｂｙ。
以上为考虑方程求解的约束条件，目标函数可

以从培养效益最大化入手，引入变量 Ｃｙｚｇ，ｙ＝１，２，
…，ｍ，ｚ＝１，２，…，ｎ，ｇ＝１，２，…，ｌ，表示院校专业培
养针对某岗位需求的学生所产生的效益，另外在保

证培养效益最大化的同时也要使得岗位不匹配程度

降至最小，引入λｇ，ｇ＝１，２，…，ｌ表示招生计划未能
满足某岗位需求时的影响系数，同时引入 α，β权重
系数，分别体现培养效益和岗位需求满足程度在目

标函数中所占比重。

综上所述，院校 －专业招生计划模型可以表示
为求解方程：

（１）

（二）分生源地招生计划模型

在完成各院校专业招生计划拟制后，还需要把

招生计划分解到各省市，制定分省招生计划。用

Ｎｙｚｓ，ｙ＝１，２，…，ｍ，ｚ＝１，２，…，ｎ，ｓ＝１，２，…，ｋ表
示某院校某专业在某省市的招生计划数，分省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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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数应满足：第一，分省招生计划数的总量和岗位

需求数相等，第二，某院校专业的分省招生计划数之

和与该院校专业招生计划数相等，第三，某院校的分

省招生计划数之和与该院校的招生计划数相等。

除此以外，为了较公平的在各省市分配军校招

生名额，在招生计划拟制中还要考虑每个院校在各

省市的最小招生数Ｉｙｓ、最大招生数Ｊｙｓ以及各省市的
最小招生数Ｖｓ和最大招生数Ｗｓ。

在满足以上约束条件的情况下，我们希望尽可

能招收生源质量高的学生，可以引入Ｅｓ表示生源质
量，可根据上年度分省入学新生综合质量指数和各

省市在校生综合质量指数等确定。

综上所示，可得分省市招生计划拟制的数学模

型：

（２）

（三）模型求解

可按照引入松弛变量再进行单纯型法的思路进

行模型求解。

首先，引入松弛变量，式 （１）和式 （２）转
化为标准型，然后找出初始可行基，确定初始基可

行解，建立初始单纯形表。检验各非基变量的检验

数，若检验数小于等于０，则已得到最优解，停止
计算；否则，进行列向量变换，重新建立单纯型

表，再次进行判断，反复迭代，然后利用单纯型法

求解，所得结果为招生计划的初步拟制数量。图２
为模型求解过程的基本描述。

图２　模型求解过程示意

四、应用案例研究

利用所提方法支撑了２０１２年至２０１４年的军队
院校招生计划拟制工作，下面以拟制２０１３年青年
学生招生计划为应用背景，利用相关数据生成模型

并求解进行计划拟制分析。

（一）模型输入

岗位需求数量由相关部门测算以及各大单位上

报汇总综合得到，表２为示例样表。
各院校专业培养目标的最大培养能力根据

“训练任务规划”获得，表３以国防科技大学部分
专业为例，给出了部分专业、培养目标的培养能力

示例样表。

以某年份军队院校招生各生源地的数质量数据

为参考，将重点率 （表４）作为生源地招生质量系
数。

（二）实验结果

建立模型公式并求解，首先算出院校－专业招
生计划方案，如表５所示。

表２　岗位需求数量

岗位名称 需求数量 岗位名称 需求数量 岗位名称 需求数量

××指挥 ××防御 ××工程

××技术 ××技术 ××信息

××工程 ××工程 ××技术

教学科研 ××指挥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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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院校－专业最大最小培养数量

院校 专业 培养目标 最大招生数 最小招生数

国
防
科
学
技
术
大
学

应用物理学

应用化学

光信息科学与技术

机械工程及其自动化

测控技术与仪器

自动化

通信工程

××军官

应用物理××干部

应用化学××干部

光信息科学与技术××干部

××军官

××军官

机械工程××干部

测控技术与仪器××干部

自动化××干部

通信××干部

通信工程××干部

表４　生源地招生数量与重点率　　　　　　　　　　　　表５　院校－专业招生计划方案

省份 招生数量 重点线以上人数 重点率

北京市 ３４３ ２８６ ８３．３８％

天津市 ２２１ ２２０ ９９．５５％

河北省 ８１６ ８０５ ９８．６５％

山西省 ４７３ ４１１ ８６．８９％

内蒙古 ３６０ ３５７ ９９．１７％

辽宁省 ８０２ ７７６ ９６．７６％

吉林省 ４８６ ４８３ ９９．３８％

黑龙江 ４８７ ４６４ ９５．２８％

上海市 ６４ ５５ ８５．９４％

江苏省 ９６６ ８８２ ９１．３０％

浙江省 ３９８ ３９２ ９８．４９％

…… …… …… ……

院校 专业 培养目标
招生

数量

国
防
科
学
技
术
大
学

应用物理学 应用物理学××干部 ２０

应用化学 应用化学××干部 １０

光信息科学与技术 光信息××干部 ２５

机械工程及其自动化 机械工程××干部 ２０

测控技术与仪器 测控××干部 ３０

自动化 自动化××干部 ３０

通信工程 通信××干部 ２８

　　再根据各生源地招生质量系数进行求解，得
到分生源地计划方案，从而最终形成招生计划，

如表６所示。

表６　招生计划蓝本

院
　
校

专业 培养目标
合
　
计

北
京
市

天
津
市

河
北
省

山
西
省

内
蒙
古

辽
宁
省

吉
林
省

黑
龙
江

上
海
市

江
苏
省

浙
江
省

安
徽
省

福
建
省

…

…

国
防
科
学
技
术
大
学

应用物理学 应用物理××干部 ２０ １ １ １ １ １

应用化学 应用化学××干部 １０ １ １ １

光信息科学与技术 光信息××干部 ２５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机械工程及其自动化 机械工程××干部 ２０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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