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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数据包络分析的企业招聘决策管理研究 

黄 辰，陆 清 

云南工商学院  云南昆明 

【摘要】通常在企业招聘决策中，多用人工方式进行管理，这导致人才筛选的精确度低下，为此，提

出了基于数据包络分析的企业招聘决策管理方法。通过完成对于职位招聘人数的计划，明确企业内部职位

供需关系，设计企业招聘决策数据指标，利用数据包络分析建立人才筛选模型，进一步完成基于行业用人

标准的招聘决策管理、人才输送决策管理体系的构建。实验结果表明：本次研究所得出的方法，在面对企

业职位匹配精确度测试时，平均精确度高达 97.74%，能够有效提升企业招聘决策管理情况，提升人才筛选

的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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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Usually, in the enterprise recruitment decision-making, manual management is often used, which 
leads to the low accuracy of talent screening. For this reason, a management method for enterprise recruit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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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数据包络分析作为被作用于评价决策单元的有

效方法，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被提出后，就已经广

泛应用于商业、医疗等行业绩效的评价与分析当中。

其中，又以对行业的决策部门生产效率方面的评价

和分析为重点，为相关决策的确定提供运筹学、管

理科学等方面的理论支持。数据包络分析，本身就

是一个十分综合的概念，是将经济、管理的概念和

方法，与数学思维相结合，并充分考虑该方法对于

理论模型的应用情况，以便完成对于各行业决策、

绩效的管理和辅助工作。该分析方法的本质是结合

数据统计模型来开展研究的一种方法。而能在实际

生活当中运用该方法的各个企业，同样需要依照企

业的实际情况，来对现有的计算模型进行有效的分

析和构建。本文根据数据模型来研究企业内部的招

聘决策，帮助企业反向推导出最优模型，再通过对

决策单元间的关系进行预测，得出对决策单元的有

效评价，充分发挥数据包络分析法在招聘评估方面

的极佳优势，利用客观的数据模型，来对企业招聘

员工和管理层敲定最终的人，给予及其客观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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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评估，有效摒弃了招聘者因主观因素影响判断的

情况出现。当前，数据包络技术的常用模型主要分

为两种，通常被用来分析决策单元的整体有效性和

技术有效性。同时在结合现实中企业的投入情况后，

会出现投入要素种类繁多，各部门收益也日趋饱和

的情况出现，基于这样的情况，就需要审慎地对所

需模型进行选择，从而得到最优的企业招聘决策结

果。 
1 基于数据包络分析的企业招聘决策管理策略 
1.1 明确企业内部职位供需关系 
关于数据包络分析法的实际应用，均是基于线

性规划来完成有关构建的。而在落实到企业招聘决

策管理的问题上时，则需要通过结合企业实际的发

展情况来进行有效的规划和研究。基于企业自身的

经营特性，这样的规划和研究注定不是单一的，而

是需要通过对市场供给侧关系、企业内部情况等相

关因素，来开展极具综合性的解构工作，在这样的

思路之下，最先需要得到考虑的，当属一个企业内

部对于人才招聘，和职位需求之间的关系问题。供

给侧结构性问题，作为当前企业改革形势下的突出

重点，也被广泛体现在国有和私有企业的人员招聘

问题上。供需关系能稳定的关键，就是达到一个供

给与需求间的动态平衡。企业招聘的决策问题，必

须要以企业的战略目标为导向，并以提高员工的甄

选标准，以及招聘人才渠道的选择为核心。在招聘

工作开始前，就对空缺职位所需要开展的工作进行

工作分析，并提前完成对职位招聘人数的计划。同

时，为了更好地对招聘工作进行控制和管理，在企

业在开展招聘工作以前，就要对职位供需关系情况

进行分析，如果没能在招聘工作开始前，就制定好

相应的工作流程，在招聘开始后，就会导致招聘工

作陷入不必要的决策环节，降低了招聘的工作效率，

也无法更好地对企业的发展战略进行进一步的部

署，并且也会直接导致各部门间的协作能力下降，

致使企业出现更为严重的管理问题。。这些问题一

旦产生，反过来还会严重影响企业的招聘纳新工作，

乃至于导致后续新员工入职后的定岗、新员工培训、

新员工试用期稳岗情况不佳的出现，打破职位的供

需关系平衡[1]。根据这些可能发生的问题，应着眼

于招聘的前期准备工作，完善企业的招聘决策管理

流程，其中最值得关注的就是每个企业的年度招聘

情况盘点。年度盘点存在的意义，除了回顾过去和

展望未来，更多的是对过去一段时间内，企业发展

的情况进行复盘。企业的发展离不开每个独立个体

的贡献，企业的年度人才盘点工作，也就需要企业

依据各个现有的职位说明书，以及组织结构图来对

内部的人员变动情况进行合理规划，依据产能情况

来计算公司当前的人员结构，以帮助人力资源管理

部门及时确定其他部门的人才需求，以及日后招聘

工作需要达到的规模和数量，完善供需间的平衡关

系。 
1.2 设计企业招聘决策数据指标 
数据包络分析作为一种具备极佳性能的，能够

同时处理多项投入与产出的分析方法，是一个十分

具备实用性的运筹学原理，当前已经被广泛应用于

各个行业的绩效、决策的评价与制定当中。在与传

统的一些决策评价方法进行比较后，也能够清晰地

感受到数据包络分析法，是能够完善传统方法所带

来的单向输入数据的弊端的，并且该方法能够在对

需要作出决策的单元展开有效评价的同时，还能不

断开展自适应的工作，训练出一个合适的、效率改

进方案。利用数据包络分析方法改进方案。同样地，

这样的改进也作用于企业招聘决策的管理问题上。

企业招聘决策管理，作为企业人力资源管理调度模

块的重要组成部分，一直都需要以新兴的科学技术

为依托，最明显的一点就是借助算法模型来对相关

的任务予以优化，以期达到设计招聘工作的相关指

标的目的。而在实际的企业招聘工作开展的过程当

中，应结合各企业自身的性质，以及所属行业的实

际情况来开展对人员的筛选活动[2]。当前，企业的

人力资源管理工作，以及在企业招聘方面所容易遇

到的决策类问题，已经成了各企业内部所重点关注

的问题。企业战略性决策的数据化程度，是决定着

其本身是否能够完全契合当下时代的脉搏。依照这

一逻辑，就需要通过企业管理者与各部门间展开沟

通，尤其是与人事部门的沟通，来实现对招聘指标

的掌控以及决策的制定。并且随着时代的进步，有

学者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就提出了一套较为完整

的，用于评价企业决策管理能力的指标体系。主要

内容包括但不限于企业对于社会贡献、财务政策，

以及对于人事变动的相关体系的构建。在通过对企

业管理者的管理策略进行解构过后，可以发现，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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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策略是在数据包络分析后制定的，有关于企业管

理者的执行效率和运行效率的问题。由此，完成对

企业招聘工作相关的决策数据指标的设计。 
1.3 基于数据包络分析建立人才筛选模型 
在针对企业招聘决策流程，以及相关数据指标

展开一定程度的解析后，关键仍在于利用数据包络

分析法来对企业的招聘工作进行有效的指导。要运

用数据包络分析法，首先就需要对其自身的原理进

行有效分析，作为一种数据导向方法，其主要被运

用于在多组数据的输入和输出（也称投入和产出）

后，在决策单元间的与决策支持、效率评估相关的

评价[3]。与数据包络分析相关的评价决策单元，其

原理就是依照制定好的规则，向前沿面开展投影动

作，以便寻找最优的参照点，再根据决策单元与最

优参照点之间的差距，来推算出效率值。基于这样

的情况，就需要利用该方法来建立更加实用的人才

筛选模型，来完成对于人才筛选相关的最终决策管

理。由于模型的种类各不相同，所侧重的关键方向

也不一样，本文在纵向比较后，选取了 BCC(Block 
Check Character/信息组校验码)校验算法，来构建针

对于企业用人决策的相关模型，具体如公式（1）所

示。 

1

n

i i
i

W Min r x p
=

= +∑           （1） 

式中， r 表示决策的投入产出比， x 表示决策效率，

i 表示决策模型种类， p表示移动倍数，能够发现，

该公式能够完成对于 BCC 数据包络分析算法的解

构，并且依据模型公式原理，需对已知的定理进行

说明。其中，若 0r 为最优值，那么决策单元当中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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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当中的参照点和前沿面，移动倍数 p就为有效，

证明模型能够具备完成企业人才的筛选的能力。这

部分能力的相关决策单元的构建，关键仍在于设定

科学的约束条件，最终目的是得到满足招聘计划和

收益的非限制性假设。基于帕累托有效性的最优理

论，有效性特指在输出情况保持不变的情况下，任

何的输入动作都不需要得到减少，亦或者在输出不

变的情况下，输入的量也不能够继续进行增加。这

样就可以利用该筛选模型，在面对企业招聘决策管

理活动开展的过程当中，充分对所需输入的数据展

开有效分析，通过决策单元的数据导向情况，来对

最终的决策结果产生影响，并通过对岗位供需情况

的盘点，以及对应聘人数的数据指标分析，结合前

文提出的筛选模型，开展对企业的招聘决策管理流

程的优化，完成针对招聘管理工作的决策优化。 
1.4 基于行业用人标准优化招聘决策 
在经过对人才筛选模型的构建后，应继续将目

光转回企业招聘决策本身上来。并通过开展对行业

用人标准的研究，来进一步完善对企业招聘工作相

关任务的合理构建。而构建方式等这样的关键问题，

仍需要将指向性作为突出重点。“指向性”这一具

有较大包含性的概念，基本可以通过对企业所涉及

的行业标杆进行构建，进一步对某些领域针对相关

用人的标准，开展有效的决策总结活动。根据行业

标杆的用人要求，量化行业用人标准，结合人才科

学培养的规律，实现行业用人标准的制定。基于此，

企业招聘工作的开展，只需要限定招聘人才应满足

的要求，可有效地筛选出适宜的人才[4]。 
各行业标杆的确立，首先必须是一个持续不断

的过程，标杆企业经过长期的、持续性的发展，其

用人要求、聘用标准都经过长时间的市场考验，具

备极佳的指向性和先导作用。因此，参考行业标杆

企业的用人要求，建立全行业的用人标准，对企业

的人才招聘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在基于行业的用

人标准下，对企业招聘流程进行优化，提高企业招

聘决策的适用性。在基于行业用人标准优化的招聘

决策下，对所遇到的人才招聘问题以及障碍进行适

应和调整，通过对现实情况的不断跟进，及时通过

对外部环境的考量，不断开展革新活动以保证企业

内部的核心竞争力，为关注企业绩效评价管理的相

关问题提供方法指导，为不断优化各领域的招聘标

准化程度作出努力。并且在行业用人标准设定的过

程中，应注意是否出现本末倒置的情况。即单纯地

认为行业用人标准的运用，等同于将投入资源大幅

度削弱的机制，实际上该问题并不具备逆向逻辑，

尽管在企业实践活动当中的确会可能出现减少投入

的情况出现，但这并不意味着减少投资，而是与效

仿标杆企业的人才招聘最优实践产生直接联系的。 
1.5 完善人才输送决策管理体系 
综合前文所展开的研究以及分析，能够发现针

对整体的企业决策招聘管理研究活动，其具体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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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旧要通过基于数据包络分析法，来进行针对于人

才筛选准确度的相关问题的完成。但实际上，在商

业领域的团队构建问题上，最终的落脚点仍在于对

整个企业招聘管理体系的完善。通过完善人才输送

相关的决策管理体系，进一步反向证实人才筛选模

型的性能优越程度。实际上，在整个企业招聘工作

开展的期间，必须结合前文所提到的用人标准量化

的问题，来对整个企业乃至社会的人才输送体系的

完善程度进行有效地优化。当前，人才输送的概念

不应该仅仅被局限在企业内部，而是要与社会情况

以及各高校的人才培养目标进行有机结合。从时间

维度上来看，企业想在新一年度得到更加优异的进

展，需要提前做好面向学校以及社会开展人员招聘

的准备。而在空间维度上来展开分析，就需要对招

聘的方式方法予以拓展。除了线下的招聘双选活动，

还应将目光投向互联网，利用大数据背景下所蓬勃

兴起的新型招聘管理方式来对待业人才进行精准锁

定[5]。企业在开展招聘工作的过程中，可以与种类

丰富的招聘类 APP 展开深度合作，通过线上的沟通

交流，来达到应聘者与招聘方完成双向选择的目的。

同时，在招聘的内容上，需通过对企业职位需求的

盘点，来进一步组建能够更加具备针对性的人才招

聘团队，加之与社会需求的有效结合，目的是完成

对人才库的实时更新，以便防止对人才产生遗漏问

题，筛选的同时不断优化对社会人才的甄别能力，

协助有关部门完成各行业、各领域间的人才输送计

划，完善人才输送决策管理体系。 
2 实验与分析 
通过提出对比实验，将某企业的本年度预招聘

数据作为此次实验的实验对象，利用这部分数据来

对传统人才筛选方法和文中提到的人才筛选方法代

入，通过对最终的职位匹配精准度展开对比，来完

成本次实验。其中招聘的岗位为 20 个，每个岗位对

于人才的要求不同，包括综合素质、管理能力、实

践能力、学习能力等。通过多维度信息的模糊综合

评价，选定招聘人选。实验过程当中所用的两台计

算机，在配置、内存、型号、使用时间等变量上，

都是完全一致的。在控制了实验环境的变量后，利

用这两台计算机，将数据代入到精确度计算公式当

中，公式为： 

/ 100%D SD X= ×          （2） 

在公式（2）当中， D 代表精确度，S 代表标准

偏差， X 代表着计算结果的算术平均值。在得知这

一系列数据之后，就可以利用得到的数据以及两台

相同规格的计算机，开展对于两种方法的精确度计

算。其中筛选方法为实验组，传统的筛选方法为对

照组，具体对筛选人才的综合评分和精确度的对比

结果如表 1 所示。 

表 1 两种方法实验对比结果/% 

实验次数 
实验组 对照组 

综合评分 精确度 综合评分 精确度 

1 4.746 94.92 4.167 83.34 

2 4.7535 95.07 3.757 75.14 

3 4.842 96.84 3.4885 69.77 

4 4.8975 97.95 4.0755 81.51 

5 4.899 97.98 4.0835 81.67 

6 4.932 98.64 4.123 82.46 

7 4.941 98.82 4.1985 83.97 

8 4.9685 99.37 3.6195 72.39 

9 4.9855 99.71 3.342 66.84 

10 4.7945 95.89 4.4085 88.17 

11 4.8745 97.49 3.9815 79.63 

12 4.814 96.28 4.129 82.58 

13 4.9315 98.63 4.5805 91.61 

14 4.8725 97.45 4.476 89.52 

15 4.944 98.88 4.3845 87.69 

16 4.953 99.06 3.844 76.88 

17 4.8675 97.35 4.226 84.52 

18 4.824 96.48 4.584 91.68 

19 4.9165 98.33 4.7435 94.87 

20 4.9905 99.81 4.373 87.46 

依据表 1 所示，本文提出的人才筛选方法，在

数据筛选准确度的对比上，实验组的结果要明显优

于对照组，实验组数据的精准度平均值要高于对照

组 15.2%，且实验组的平均精准度高达 97.74%。这

样的对比之下，很容易得出结论：本文所提出的方

法在企业筛选人才和招聘决策管理上更具优势，精

确度和职位匹配程度都更高。 
4 结束语 
本文通过对数据包络分析法这一线性规划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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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对企业招聘决策管理相关流程展开了进一步的

研究，综合了供需关系、数据指标，以及筛选模型

构建的问题，完成了对企业招聘工作的人才甄别与

选拔工作。利用算法和模型来帮助企业在运转过程

中开展决策管理工作，有助于解决企业招聘工作中，

经常出现的人才与职位匹配精确度不高的问题，为

完善企业招聘决策工作提供有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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