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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优化教师队伍结构的 目标管理系统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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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根据教师队伍发展规划的总目标
，

运用数学模型理论
，

建立优化教师队伍结构的目标管理

系统
，

寻求一种使教师队伍达到规划 目标的数量化控制方法
，

并提出相应的措施
，

促使教师队伍

的管理逐步科学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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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学校教师队伍管理需要有一个明确的 目标
，

并根据总 目标进行分层的动态管理
�

在

教师队伍的规模
、

结构上
，

大多数院校都有 自己的规划
，

如
“
���

”

发展规划
、

教师队伍
“

九五
”

规

划等
，

而要实现规划的总 目标
，

在 目前及今后的各年中的人员调整上应有一定程度的数量化

决策
，
以减少人员调整的盲 目性和随意性

�

本文结合当前学校人事管理的特点
，

根据教师队伍

目标年的规模结构情况
，

通过建立数学模型
，

对需求年人员调整量进行控制
，

实现到 目标年间

各年教师的补充和职务晋升的数量决策
，

促使教师队伍的管理逐步科学化
�

� 数学模型

�� 研究方法

本课题所采用的模型理论是一个等级结构系统问题
，

即根据已知的条件和当前结构来预

测所需的数据
，

以寻求为了达到某一理想的等级结构而应采取的对策
�

具体来说�根据学校
“

九五
”

规划或
“
��� 工程

”

发展计划的师资队伍建设的总 目标及 目标年�如 ����年�的教师队

伍结构及规模情况
，

分析和找出中间年段的人员变动�离退休
、

其他减员或增员�情况
，

按照等

级结构分布基本方程来实现测算 目标
�

主要包括����人员补充测算
，

即根据 目标年的规模及

学历结构的要求
，

来测算出目标年前各年应补充 �调人
、

引进
、

选留毕业生等�教师的总量和其

相应的学历结构数�学士
、

硕士及博士生分量�����职务晋升预测
，

即根据 目标年的职务结构

要求
，

来测算 目标年前各年应晋升的教师职务总量及相应的高
、

中
、

初级职务结构数�教授
、

副

教授
、

讲师
、

助教分量�
�

�� 模型理论

根据已知条件和 当前的结构来预测未来的需求结构以寻求为了达到某一理想等级结构

应采取的对策一个等级结构人数对系统问题引起等级变化的因素有 �个 �一是系统内部等

����
一

��
一

�� 收稿 第一作者 男 ��岁 助理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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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间的转移
，

即提升或降级 �二是系统内外的交流即调人或调出
�

规定系统各个等级的人员需

求按一定的比例或者按均匀的速度变化
�

设某系统由低到高分为 �个等级
，

时间以年为单位
，

即每年进行且只进行一次调级
，

等级

记作 �� �
，
�

，

��
· ·

… ，

乞 时间记作 ���
，
�

，

��……

���成员按等级分布向量 �

����� � ，
���

， �����
， ” ” ” ， �、

�小
其中 �，��为第 �年属于等级 �的人数

，

系统 第�年的总人数为 �

����� 工
�，

���

���成员按等级的比例分布 �

����二 。 ����
， “ ����

， ” “ ’ ‘ ， �
仄��，

�

其电
“ 刃

一 ”
���� ‘州��，�，��� 之 �且

‘

粤
�

�����
一 ‘ ，

���� 又称为等级结构
·

���转移矩阵�

。���一 �只
，
���火

、 、 ，

其中
，
尸 ，�
��� 为第 �年从等级 �转移至等级�的成员在等级 �中所 占比例

�

���退出人员等级向量 �

���� 二 城���
，

飞���
， ” 二 ’

一

叮��，
其中

，

呵��为第
�年从等级 �退出系统的人数

，

则第 �年退出系统总人数为

政��
二 艺叮�

���退出比例向量 �

城�二 戈���
，

弋���
， ” · ” · ，

�����，
其中

，
�丈��为第 �年从等级 �退出系统的�在等级 �中所占�比例

，

则第 �年退出系统总人数为
�

而��� 一 ，

菩
，
蒸���

�
不��一 ����六�� ���

���调人比例向量 �

���二 ��
���

，

�����，
’ ‘ ’ ‘ ” ，

�����，
其中

， � ‘

��� 为第 �年调人等级 �的成员 �在总调人人数中所占�比例�

�功 � �，��� 城��
，

这里 域��为第 �年调人总人数
�

由此可得 �

总人数方程

���� ��� ����� ����一 � ���

每个等级人数的转移方程 �

第 �年调入等级 �的人数
，

��������

�

���‘ � ‘�一
，

各
，
只

，
����

‘

���� �����“ ��� 。 一 ’ ，
么 ” ” ’ ‘ ，

��

其矩阵形式为 �

��� � ��� � ������� � ��������

从 �年到 ��� 年总人数的增长量记为 ����
，

于是有 �

尺 ��� � 而��� � 材���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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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式 ���得 �

� ��� ��� � �������� �����
�
���� ����

’ ����

式 ���称为等级结构分布基本方程
，

通过式 ���一 ���来实现需求的测算
�

���

�� 模型实现

���人员补充测算
�

等学历级分为学士
、

硕士
、

博士 �级
，

即 脸�
�

学历等级由国家确认
，

一

般为固定
，

学校无权做出升降决定
�

假定第 �、年 目标已定
，

即 ���、
�

，

���
，
�已知

，

则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考虑到为防止教师人员变化起伏过大
，

希望每年补充人数的量相等
，

且将来退出的人数

在理论上也一样多
�

由式 ���可得 �

， 气

二 �����十 艺���� 一 艺而���
才 � ，� �， 心

所以
，

每年进人人数为

了

‘
、

一�

����

一 【���，�
一 、 � ，�，
�
��才

】
�一 � ‘、，

同理可得 �

八勺斌

。艺���������‘

�
��

尺， 一 ����
‘，一 ��� ��� ���

�
�一 ������

�

凡 一
����

‘，一 ��� �������
�
�一 �������

。 一
�，‘ �‘

�一 、 � ，，，
�
一�。�一�、�

�

举叶

纳
。
�

·

其中 ���
。
�� �

� �
��

。
�

， � �
��

。
�

， � �
��

。
��和 ���。�� 儿 ，

��
。
�� � �

��
�
�� � �

��
。
�为教师当前状态

�

���职务晋升测算
�

职务等级分为助教
、

讲师
、

副教授
、

教授 �级
，

即 �� �
�

现有教师状态

�����
， ���

。
�为已知

�

假定第 �，
年 目标 已定

，

即 ���
�

�
， �
��
�
�已知

·

由于 域���
，

而����已知
，

由式 ���可算出 � ��
。
�

���
�
�

，

考虑到每年以均匀的速度晋升
，

到 目标年达到 目标结构
�

取����
�
�一 ���

。
�����

，一 ���� �
，

则有 �

����� ��� ������ �
， ����� ��� ����� ������� �� ���

而 ����� �� 二 ������ 拭���一 而����
，

由式���知 �

����� ��� �。
����代���� 域���

�
����

，

代���一 ������ 尹����
�
����

·

通过上述两式可计算出�����
，

进而计算出晋升人数和各个职务结构分量
·

� 系统功能

��� 目标测算

���人员补充测算
�

在给出教师队伍 目标规模及学历结构的情况下
，

对新输人的有关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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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据
，

根据测算准则 �由数学模型确定�
，

由计算机给出未来 �年内博士
、

硕士
、

学士的需求量报

月二

口
。

���职务晋升测算
�

在给出教师队伍 目标年职务结构的情况下
，

对新输人的有关数据
，

根

据测算准则
，

由计算机给出未来 �年内教授
、

副教授
、

讲师
、

助教的需求量报告
�

��� 数据统计

主要对目标测算得到的有关信息进行归类保存
，

以便与实际执行情况进行对比
，

达到及

时调整的目的
�

该系统具有以下 �个显著特点 ����可使教师队伍合理结构的 目标管理实现数量化的动

态控制
，

即在需求年末通过数据统计进行对比
，

找出当年执行情况所存在的差距
，

同时在需求

年又可进行下一年度的需求预测
，

提出新的需求值
，

以达到及时调整的 目的
�

���本系统不仅

适应全校教师队伍 目标管理
，

而且适应于各院系的 目标管理
，

即可将各院系视为一个分系统
，

根据其本单位的发展规划和人员现状进行需求预测
�

� 测算结果与讨论

以 ����年为 目标年
，

根据我校教师队伍
“

九五
”

规划和
“
��� 工程

”

教师队伍发展规划
，

����年教师队伍总数为 ����人
，

学历结构为博士 �硕士 �学士为 �� ��� ����职务结构为教授 �副

教授�讲师
�助教为 �� ��� ������

�

以 ��� 年为需求年
，

测算结果见表 �和表 �
�

表� 人员补充人数测算 人 表� 职务晋升人数测算 人

需求年 博士 需求年 教授 副教授 讲师 助教

���� �� ���� �� �� ��

表 �表明从��� 年起每年需进博士 �� 人
、

硕士 ��� 人
、

退学士 �� 人
�

但是
，

我们不可能每

年辞退 �� 名有本科学历的人员
，

而只能采取将学士学位上调至硕士学位或通过本科学历的

教师退休减员的措施
�

这样
，

每年可进 �� 名博士
、

�� ���� 人一�� 人�名硕士
、

�� 名教师通过在

职学习将学士学位提高到硕士学位
�

同时
，

到 ��� 年底
，

根据 当年教师队伍的变动情况
，

预测

出 ����年起每年应补充的教师总量及学历结构分量
，

并以此类推
�

由表 �可以看出
，

在 ����年度的教师职务晋升中
，

应晋升教授 �� 人
、

副教授 �� 人
、

讲师

��人
，

助教数只根据现有人员数相应晋升即可
，

故未做测算
�

通过建立教师队伍合理结构 目标管理数学模型
，

经计算机运算
，

给出的需求量报告可 以

直观地反映出教师队伍建设的数量化需求
，

因而 比以往的经验预测或手工运算更为准确
，

更

为科学
�

首先
，

对人员补充测算
，

其结果所显示出的对学士学位的需求量为负数
，

这在以往的

师资队伍 目标管理的概念中是模糊的
，

或者难以准确地量化出来
�

因此
，

该预测结果不仅仅是

只从教师队伍中减掉学历为本科的多少人
，

而对管理者来说
，

它预示着每年要将本科学历的

��名教师提高学历层次
�

同时
，

在人员补充时要根据预测的结果做为补充 目标
，

如果因多种

原因难以实现
，

也应注意比例的平衡
�

其次
，

在以往的职务晋升时
，

一般强调教师职务的设岗
，

即按岗位余缺情况和人员现状确定 当年晋升数额
，

而要实现 目标年的要求
，

中间年段如何按

比例晋升缺乏依据
，

也很难通过手工测算出来
，

该系统解决了此问题
�

它表示在 ��� 年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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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职务晋升时
，

在考虑岗位余缺及人员现状的情况下
，

应晋升的最大数量是多少人
，

这样可

给管理者的决策提供了可靠的依据
�

� 结束语

教师队伍合理结构 目标管理系统是对师资队伍 目标管理进行数量决策的尝试
，

从理论上

讲
，

可 以通过提供给管理者的需求报告而实现教师队伍的管理 目标
�

但由于在实际工作中往

往因各种因素的影响难以实现需求预测值
，

同时目标年的目标值如不经严格的论证也会影响

需求预测而错误地指导实际运行
�

尽管如此
，

它也 比靠单纯的经验管理和预测进步的多
�

而根

据实际情况
，

提出经过论证的明确 目标并克服各种困难实现需求预测值
，

对管理者来说是至

关重要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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