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硕士研究生与导师的双向选择的最优匹配

向 冰 刘文君
（南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湖南 衡阳 421001）

【摘 要】针对硕士研究生与导师之间的双向选择的匹配问题，分析在单一导师制，信息充

分且每个导师带的研究生数确定的情况下， 运用 Gale-Shapley 算法以研究生先选的方式
对 N大学 Y专业的研究生与导师双向选择进行最优匹配。 总结并在此基础上提出 Gale-
Shapley算法对研究生与导师双向选择的实际运用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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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的提出

研究生教育属于高等教育， 学校予以高度重

视。 根据调查表明：研究生与导师的相互满意度并

不高。 造成这种后果的主要原因是入校时研究生与

导师的双向选择的匹配没有达到最优。 研究生与导

师的相互选择结果对研究生的研究生涯至关重要，
同时也对导师的学术进展有一定的影响。 我国众多

高校采取研究生先联系选择导师，然后导师再反选

学生的政策。 这种政策是一种双向选择，但实行过

程中却存在一些问题使双向匹配没有达到最优。 如

时间问题：有的研究生选择得比较早，这时导师可

能在这一批人中确定了自己学生，导致选择迟的研

究生会因为该导师已经选择了学生而被拒，而这些

选择迟的学生中可能有该导师的偏好，匹配没有达

到最优。 面子问题：导师知道该研究生先去找其他

导师被拒后来找自己，可能会因为面子问题而不能

理性的选择，匹配没有达到最优。 研究生之间问题：

部分研究生可能因为他人的出色，怕得罪人或出于

对朋友的谦让而不选择同一导师。 除此之外，最后

剩下的导师和研究生学校自主分配，这之间的匹配

也没有达到最优。
关于导师和研究生的研究，对于导师与研究生

之间的关系研究居多。 如：周文辉等[1]7-14、朱莉[2]、
蔡茂华[3]等研究结果表明，研究生与导师之间关系

大多较好，但也存在一定的问题，表现为师生之间

导学关系弱化，冲突与矛盾凸显等。 对导师与研

究生的满意度及影响因素的研究有：常正霞和狄

美琳[4]研究结果表明，研究生与导师之间整体来说

是满意的，范艳萍和朱艳[5]研究结果表明，八成的研

究生对导师感觉满意。 研究研究生与导师的双向选

择方面的不多，沈栓林[6]研究了影响研究生选择导

师的因素，得出影响因素有：导师的学术造诣、指导

水平、管理风格，研究生的研究意向、风格偏好以及

双方所处环境的信息丰裕度、双方信任度、需求热

度，并相应提出导师吸引合适研究生的基本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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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志栋[7]研究了影响硕士研究生与导师双向选择的

因素，得出影响研究生选择导师的因素有：导师的

学术造诣、指导水平、研究方向、门风以及研究生自

身因素，影响导师选择研究生的因素有研究生的知

识修养、兴趣趋向、性格与情商，影响研究生与导师

双向选择的客观环境因素有信息通达环境和社会

环境因素， 并从导师吸引研究生方面提出相应对

策。 对于研究生与导师的双向选择的最优匹配问题

的研究有：徐豪华等[8]115-119通过建立指标体系得出

研究生对各导师的满意度和导师对各研究生的满

意度，并用满意度矩阵相乘的值来比较研究生与导

师匹配的好坏。 王红霞等运用层次分析法对研究

生与导师的匹配进行分析。 徐豪华等[8]115-119和王

红霞等[9]467-470的方法对于研究生与导师匹配的优化

均有一定的作用，但是他们都要通过人工赋值把各

指标体系量化而使结果带有一定的主观性且让研

究生与导师在每一项上进行打分， 操作较复杂；因

此，本文以 N大学的 Y专业研究生与导师的双向选
择为例把不需要赋值量化的盖尔-沙普利 （Gale-
Shapley） 算法运用于研究生与导师的双向选择，得

到符合帕累托最优的稳定匹配。 盖尔-沙普利
（Gale-Shapley）算法只需在信息完全且充分的情况
下，选择的双方按照自己的偏好进行排序，且一方

先进行选择即可得出最优稳定匹配。

2 Gale-Shapley算法介绍

Gale-Shapley算法简称 G-S算法，也被称为延

迟接受算法。 G-S算法由 Gale和 Shapley[10]提出，他

们研究学校申请与婚姻稳定的匹配问题，并用 G-S
算法得到了稳定的匹配， 这种匹配是帕累托最优。

Roth[11]在此基础上着重把该理论运用于实际的机制

设计，并研究双边匹配的影响因素。 Shapley和 Roth
也因为在市场稳定匹配理论与市场机制设计做出

的杰出贡献而获得 201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G-S算法的核心思想：在信息对称且完全的情

况下， 存在需要相互选择的集合 T={T1,T2……Tm}与
S={S1,S2……Sn}， 集合 S中的个体 Si对 T中的个体
存在偏好如 Si(T2,T1,T5……Tm)，表示对于 Si 的第一
选择为 T2，第二选择为 T1，第三选择为 T5，依次类

推。 T中个体 Tr对 S中的个体存在偏好 T1(S6,S3……

Sn)。 让 S对 T做出选择，即发出信息（如申请学校或

求婚 0）。当 T接收信息的容量低于自己的需求量 K
时，全部暂时接受。 当 T的接收信息容量超过自己
需求量 K时，T根据自己的偏好从中进行选择，暂

时接受其中处于偏好前面的 K个，拒绝其他。 被拒

绝个体根据自己的第二偏好进行选择， 并发出信

息。若第二偏好的 Tr未饱和，则暂时接受。若第二偏

好的 Tr饱和， 则 Tr对包括上次选择的所有给自己

发出信息的人按照偏好再次进行选择，并确定暂时

接受的人和拒接的人。 被拒绝的人按照偏好顺序

再次选择下一个偏好，依次类推……直到没有人

剩下，整个市场匹配结束[12]。作为发出信息选择的

一方占相对优势，被选择的一方占相对劣势。 但

是随着选择次数的增多，稳定匹配时发出信息的

一方会越处于偏好后方，而被选择的一方会越处

于偏好前方。
例如：在一个信息对称且完全的婚姻市场上有

四名男性（1,2,3,4），四名女性（A,B,C,D），他们要在这
里进行配对，且没有人剩下。 男性对于女性的偏好

如下：

1：A＞B＞C＞D
2：A＞C＞B＞D
3：A＞B＞D＞C
4：C＞D＞B＞A
从上面偏好可以看出 A最受欢迎而 D最不受

欢迎， 这样 A最后与偏好排前的人配对的概率大，
且三名男性第一偏好是 A，表明 A至少可以和偏好
第二的配对。 而 D与偏好排后的人配对的概率大。
每名女性对男性的偏好如下：

A：4＞3＞2＞1
B：4＞1＞3＞2
C：1＞2＞4＞3
D：2＞1＞4＞3
由男性对女性进行求婚： 第一轮： 男性 1，2，3

都对 A进行求婚， 根据 A偏好，A暂时接受 3；4对
C进行求婚，C暂时接受 4。 所以第一轮求婚结果是
3-A，4-C。 第二轮：1对 B，2对 C进行求婚，B暂时
接受 1，而此时求婚 C的有 4和 2，根据偏好选择 2。
则第二轮求婚的结果是 1-B，2-C，3-A。第三轮：4对
D进行求婚，D接受求婚，匹配完成。最终结果为 1-
B，2-C，3-A，4-D。 1，2和 4共进行了两次选择，稳定

匹配时是第二偏好。3选择了一次，稳定匹配时是第

一偏好。 由此可知选择次数越多，对于选择者越不

利。 而 A被选择三次，稳定匹配时 A最坏情况可以
和倒数第三偏好的在一起，B和 D被选择一次，稳

定匹配时 B最坏情况会和排于偏好最后面的在一
起。 C被选择两次，稳定匹配时 C最坏情况可以和
倒数第二偏好的在一起。 由此可知被选择的越多对

于被选择者越有利。

3 问题的解决：以N大学Y专业为例

3.1 前提假设
假设 1：每个研究生只有一个导师。
因为我国高校现状是每年招收的研究生多于

导师数，且周文辉等[1]7-14的研究结果表明：虽然我国

正在朝着一个学生几个导师制发展，但是单个导师

仍是处于多数。 且每个研究生只有一个导师能使问

题简化，所以这里研究每个研究生只有一个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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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 2： 导师在选择前已经确定了要带的研究

生数，所有导师要带的研究生总数等于招收的研究

生数。

假设 3：选择的双方能对对方进行准确排序。

信息对称与信息完全是正确偏好排序的基础。

但是暴露全部信息的成本太高，所以应该暴露影响

双方做出选择的主要因素。

3.2 N大学 Y专业具体实施过程

N大学 Y专业共有 7名老师，10名学生，分别

编号为 T1，T2，T3，T4，T5，T6，T7， 十名研究生分别编号

为 S1，S2，S3，S4，S5，S6，S7，S8，S9，S10，在一个导师带一个

研究生的前提下， 就会有导师带超过一名研究生。

学校应该告知这些导师可多带学生的信息，让这些

导师根据自己的能力与时间进行申请，然后学校综

合各因素最终确定各导师带的研究生数。以 N大学

Y专业为例，N大学 Y专业有 3名导师带 2名研究

生，其余导师各带一名研究生。 经过综合各因素，最

终确定 T1，T6，T7老师带两名研究生，为了区别起见，

这几名老师标为 T1'，T6'，T7'。 由于研究生选择导师

的影响因素包括：导师的学术造诣（如导师发表论

文数、编或译著作数和科研项目数）、导师的指导水

平（导师可用于指导的时间长短以及传教能力）、研

究方向、导师门风（即管理风格，导师是管得比较严

还是比较松，是活泼的门风还是严肃的门风）及导

师的基本信息（年龄，性别，籍贯，爱好等，因为这些

基本信息对研究生选导师的偏好也会有很大的影

响）等。 导师选择研究生的影响因素包括：学生的知

识修养（包括专业知识及知识面，外语能力、计算机

操作能力、写作能力和科研能力）、研究生的兴趣趋

向（学生想从事哪方面的研究）、研究生性格与情商

（学生的表达能力、灵活与创造性）及研究生基本信

息（年龄，性别，籍贯，爱好等）等。 这些信息必须能

使双方充分获知， 只有在信息充分且对称的情况

下，导师与研究生对偏好的排序才是正确的。 所以

要进行研究生与导师的双向选择，就要使双方都掌

握信息。 学校促使导师公布：基本信息、发表论文

数、编或译著作数、科研项目数、导师工作忙碌程

度、研究方向、管理风格等信息。 研究生信息公布：

研究生基本信息、 研究生考研初试和复试成绩、英

语面试成绩、专业面试成绩、曾考得的各证明其专

业及其他方面能力的证件、 已做的科研与写作成

果、 研究生的性格以及研究生研究的兴趣倾向等。

在 N大学 Y专业公布了以上信息后，导师对学生的

偏好由高到低进行排序的结果与研究生对导师的

偏好由高到低的顺序分别为：

T1'(S6,S4,S10,S9,S5,S2,S3,S1,S8,S7)
T2(S7,S9,S4,S3,S6,S5,S2,S10,S1,S8)
T3(S6,S5,S10,S4,S2,S3,S8,S9,S1,S7)
T4(S9,S3,S8,S7,S2,S4,S6,S5,S10,S1)
T5(S6,S4,S10,S5,S2,S1,S9,S8,S3,S7)
T6'(S9,S2,S6,S10,S3,S4,S5,S1,S8,S7)
T7'(S1,S4,S9,S3,S6,S5,S2,S8,S7,S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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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 Gale-Shapley算法进行匹配。让研究生对

导师进行选择：第一轮：选择的 T1' 只有 S8，故（T1',
S8）；选择的 T2只有 S7，故（T2,S7）；选择的 T3只有 S3，

故（T3,S3）；T4在第一轮中没有人选择；选择的 T5只

有 S5，故（T5,S5）；选择的 T6' 只有 S2 和 S9，故（T6',S2,
S9）；选择的 T7'只有 S1，S4，S6，S10，按 T7'的偏好顺序
选择 S1，S4，故（T7',S1,S4）；综上，该轮选择结果为：

（T1',S8）（T2,S7）（T3,S3）（T5,S5）（T6',S2,S9）（T7',S1,S4），剩下

了 S6，S10。 第二轮：剩下的 S6按偏好顺序选择的 T1'，
T1'正好缺一名研究生，故（T1',S6,S8）；剩下的 S10按偏

好顺序选择的 T6'，则加第一轮共选择 T6'的有 S2，S9

和 S10，按照 T6'的偏好顺序仍旧选择 S2，S9，剩下了

S10。 第三轮：剩下的 S10按偏好顺序选择 T5，则加第

一轮共选择 T5的有 S5和 S10，按照 T5的偏好顺序会

选择 S10，故（T5,S10），剩下了 S5。 第四轮：S5按偏好顺

序选择 T3，则选择 T3的共有 S3和 S5，按照 T3的偏

好顺序选择 S5，故（T3,S5），剩下了 S3。 第五轮 S3进行

选择……按照这个规律一直选择下去，直到全部研

究生与导师匹配完成。 结果如下：（T1',S3,S6）（T2,S7）

（T3,S5）（T4,S8）（T5,S10）（T6',S2,S9）（T7',S1,S4）。 这样 N 大
学 Y专业就获得了以研究生先选择为前提的导师
与研究生双向选择匹配的最优。

4 结论与运用建议

在每个研究生只有一个导师，导师在选择前已

经确定了要带的研究生数，所有导师要带的研究生

总数等于招收的研究生数，选择的双方信息对称与

信息完全的前提下，Gale-Shapley算法能很好地解
决研究生与导师进行匹配问题，得到符合帕累托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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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的稳定匹配。

实际运用方面， 在已经满足上述前提的条件

下，学校可运用计算机设计系统给导师与研究生编

号，让每个导师与研究生在指定的时间前，导师公

布：个人基本信息、发表论文数、编或译著作数、科

研项目数、导师工作忙碌程度、研究方向、管理风格

等信息。 研究生信息公布：个人基本信息、研究生考

研初试和复试成绩、英语面试成绩、专业面试成绩、

曾考得的各证明其专业及其他方面能力的证件、已

做的科研与写作成果、研究生的性格以及研究生研

究的兴趣倾向等信息，指定一段时间让每个导师了

解每个编号的信息（匿名）并把编号按照偏好进行

排序并提交。 每个研究生了解各编号的信息（匿名）

并按照偏好进行排序并提交，编程使计算机系统自

动运用 Gale-Shapley算法按研究生对导师进行选
择对其进行匹配， 匹配的结果把编号翻译成名字，

系统显示出来。 这样研究生与导师可从计算机上得

到自己匹配的结果从而实现研究生先选情况下的

研究生与导师的双向选择匹配的最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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