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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对于“人少任务多”型指派问题的解法，人们已经提出了很多解法，如“加边补零”法［１］，“加边

补最小值”法［２］，只是前面提到的这些方法总体思路都是将其转化为标准指派问题来求解；对此，提出了一

种不同于传统解法的差额法，方法不必一开始就去用新的矩阵去代替原系数矩阵，而是可直接在原系数矩

阵上进行求解；方法简洁，直观，而且优于传统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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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预备知识

１．１　标准指派问题［３］

标准指派问题是经济计划工作中经常遇到的一个问题。当指派个人去完成项任务时，要求满足以下３

个前提假设：人数等于任务数；每个人必须且只需完成一项任务；每项任务必须且只需一人去完成。价值系

数Ｃｉｊ为第ｉ个人完成第ｊ项任务所消耗的资源（目标函数求极小）或所得到的利益（目标函数求极大）则其
数学模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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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上述最佳指派问题的线性规划问题，可用单纯形法求解。然而，由于指派问题的特殊性，用这种方
法求解要比匈牙利法复杂得多。匈牙利法是目前求解标准指派问题行之有效且比较简单的解法。

１．２　标准指派问题的匈牙利算法［４］

标准指派问题的匈牙利算法大致为４步骤：变换价值系数矩阵，使各行各列都出现０元素；进行试指派，

以寻求最优解；做最少的直线覆盖当前所有０元素；对上述所得矩阵进行变换，以增加其０元素。

１．３　非标准型指派问题

对于前述标准指派问题要求满足３个前提假设，但在实际应用中，大多的指派问题并不具备第一个假

设，而第二个假设又显然不符合当今引进竞争机制后的企业、部门及社会要求，在生活实际和生产安排中，



经常会遇到非标准指派问题。常见的有 ３种类型：系数矩阵中有空位置；“人少任务多”型；“人多任务
少”型。

在解决非标准指派问题时，常采用的方法是将其先转化为标准指派问题，然后再采用匈牙利算法求解，

文献［５－７］对于非标准指派问题均提出了转换方法，但是这种算法比较麻烦，而且不好理解，人们只能机械
的按照给出的算法步骤进行求解，并不能完全理解。因此尝试就第二种情形进一步分析讨论，提出了一种

新的算法，即差额法。方法简洁，易懂。对于另外两种情形也有新的算法，在此不作讨论。

２　主要结论

２．１　差额法的算法

第１步：列出价值系数矩阵，求出系数矩阵中任意两行对应元素之差，将其差额以矩阵的形式列于系数
矩阵右侧。

第２步：在差额矩阵中寻找最大元素，用符号标记出来，同时划去该元所在列的其他元素。
注意：若有几个元素同为最大，则需在原系数矩阵中查到产生这些最大差额的对应元素，选择最小元素

对应的那个最大差额。

第３步：在原系数矩阵中找出产生此最大差额的两个对应元素，在两者中选出较小者，用符号标出，同时
划去该元所在列的其他元素（目的是保证每项任务只能由一个人完成）。

注意：当系数矩阵中某行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元素被标出后，将该行在系数矩阵中划掉，同时将差额矩

阵中与该行元素有关的行也划掉（目的是保证此人已完成任务，不再分配任务给他）。

第４步：再在差额矩阵余下的行列中寻找最大元素，其余操作同上，以寻求最优解。

２．２　实例分析

下面将结合实际问题说明一下“人少任务多”型指派问题的新算法的算法实现步骤。

例１　分配甲、乙、丙３人去完成４项任务，每人完成各项任务时间如下所示，由于任务数多于人数，故
规定其中有一个人可兼完成两项任务，其余两人每人完成一项，试确定总花费时间为最少的指派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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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　这是一个非标准型的指派问题（目标为ｍｉｎ型，费用系数矩阵为非方阵）。
第１步：求出系数矩阵任意两行的对应元素之差，将其差额已矩阵的形式列于行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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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此处的列矩阵中的元素表示差额矩阵中对应行中元素是由原系数矩阵此两行作差所得。
第２步：在差额矩阵中寻找最大元素，如此处是一行三列元素１０，用标出，同时将其所在列的其他元素

划去，然后在系数矩阵中选出产生此最大差额的对应两个元素，在两者中选出最小元素，如此处是二行三列

元素５，用（５）１表示，同时划去其所在列的其他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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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３步：再在差额矩阵中剩余的列中寻找最大元素，如此处的是一行一列元素８，用标出，同时划去该元
所在列的其他元素，然后再在系数矩阵中找出产生此最大差额的对应的两个元素，在二者中选出最小元素，

此处是二行一列元素２，用（２）２表示，此时乙已经承担两项任务了，故不再给他分配任务了，因此划去该元
所在行列的其他元素（这样乙就可以不再被分配任务了）。同时将差额矩阵中与系数矩阵中有关的元素所

在的行也划掉。

第４步：同样再在差额矩阵剩余的列中寻找最大元素，此处是二行四列元素７，用标出，同时划去该元所
在列的其他元素，然后再在系数矩阵中找出产生此最大差额的对应两个元素，在二者中选出最小元素，此处

是三行四列元素１３，用（１３）３标出，同时划去其所在行列的其他元素（因为此人不能再承担两项任务了）。

第５步：对系数矩阵中未划去的行列进行操作，因为本题只剩一行二列元素５没被圈出，所以用（５）４表
示。至此得到了问题的最优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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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２　求解如下指派问题，规定其中有一个人可兼完成两项任务，其余３人每人完成一项，试确定总花
费时间为最少的指派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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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此题的最优解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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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总　结

总之，在解决非标准指派问题时，常采用的方法是将其先转化为标准指派问题，然后再采用匈牙利算法

求解，因此，对于“人少任务多”型指派问题的解法，提出了一种不同于传统解法的差额法，算例显示方法优

于其他算法，因为方法不必一开始就去用新的矩阵去代替原系数矩阵，而是可直接在原系数矩阵上进行求

解，但在求解时要注意一些特殊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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