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３２卷第４期
Ｖｏｌ３２　ＮＯ．４

　　　　　　　　
重庆工商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ＪＣｈｏｎｇｑｉｎｇＴｅｃｈｎｏｌ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Ｕｎｉｖ（ＮａｔＳｃｉＥｄ）
　 　　　　　　　

２０１５年４月
Ａｐｒ．２０１５

ｄｏｉ：１０．１６０５５／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２－０５８Ｘ．２０１５．０００４．０１２

一种奖金按等级分配的模型

张 学 霞

（西南大学 数学与统计学院，重庆 ４００７１５）

　　收稿日期：２０１４－０８－１５；修回日期：２０１４－０９－２８．

　　作者简介：张学霞（１９８９），女，甘肃会宁人，硕士研究生，从事优化决策研究．

　　摘　要：按先设定初始等级，再动态分配名额到各初始等级，最后确定等级分配奖金的步骤，提出了基
于约束极值的奖金按等级分配模型，并给出了相应的算法．

关键词：奖金分配；等级；约束极值问题

中图分类号：Ｏ２２１．３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２－０５８Ｘ（２０１５）０４－００４６－０３

奖金按等级分配是现阶段很多企业及单位奖励员工的一种方式，但都是硬性规定等级或各等级的奖励

金额，并没有具体的分配步骤及方法．常见的奖金按等级分配过程为公司拨款奖励某项目的优秀员工，规定

一等奖２名，二等奖３名，三等奖５名，其中一等奖５００元，二等奖３００元，三等奖２００元，团队领导根据相关

标准选出排名前１０的员工，前２名是一等奖，每人５００元，第３，４，５名是二等奖，每人３００元，最后５名是三

等奖，每人２００元．这样的奖金分配不符合奖励的意图，员工不知道自己此次的表现与所得奖金之间的相关

程度．奖金等级也应由项目自身的结构决定，可在一定范围内取值．针对以上不足，提出了一种基于约束极值

问题的奖金按等级分配模型．此处不讨论各环节的评选标准和过程，重在研究具体的分配方法及步骤．假定

各评选过程得到的是理想结果．

１　奖金按等级分配问题

企业奖金分配问题是企业员工及领导关注的主要问题之一，奖金不仅能激励员工提高生产效率还能作

为成本的一部分在缴纳公司所得税时抵减一部分税款，所以不少公司不惜以降低公司的ＥＰＳＩ（每股盈利率）

为代价保证员工的奖金［１］．项目奖金总额的确定很关键，总额过高，会增加员工的人工成本；奖金总额过低，

会影响团队成员的工作积极性．项目奖金总额应与项目的收益正相关，一般为项目净收入的一定比例或超出

利润指标的一定金额［２］．决策者需根据项目团队人数及总奖金金额ａ，确定适当的奖励名额ｎ．

１．１　确定初始等级

决策者根据经验及相关的判断将总奖金金额分成连续的区间段，称为初始等级，等级距为等级的最高

金额与最低金额的差距，如一等奖为８００～１０００元，则此一等奖的等级距为２００元．初始等级的确定参照文

献［３］设定主观概率的方法，即用对话访谈的方式得到（０，ａ）内的若干个临界点．先从决策者认为有明显差

距的金额开始，依次确定等级距及临界点，直到决策者认为不能再添加临界点为止．最后将（０，ａ）分成了 ｍ′



个区间段，即得到 ｍ′－１个临界点，按从大到小的顺序依次记为 ｅ１，ｅ２，…，ｅｍ′－１，为方便讨论起见，记 ａ点为

ｅ０，记０点为ｅｍ′．最后需要确定ｍ′－１个临界点所属的等级，确定的初始等级记为 Ｅ１，Ｅ２，…，Ｅｍ′．图１是某决

策者对６００元的奖金确定的５个临界点．

图１　某决策者对６００元的奖金确定的５个临界点

则初始等级为

Ｅ１＝（ｅ１，ｅ０）＝（５００，６００），Ｅ２＝ ｅ２，ｅ１( ] ＝ ４００，５００( ] ，…，Ｅｍ′＝ ｅｍ′，ｅｍ′－１( ] ＝ ０，５０( ]

　　在确定初始等级时要注意以下几点：按照习惯，奖金最高的区间为一等奖，然后是二等奖，依次下去；初
始等级只是决策者根据经验及相关判断对奖励总金额的一个划分，在之后的分配过程中是需要调整的；若

所需最终奖金等级数目较多，初始等级要尽量细化；在计算初始等级的等级距时，不管临界点被确定为高等

级还是低等级，等级距δｉ都为δｉ＝ｅｉ－ｅｉ－１．

１．２　确定各初始等级的名额

确定各等级的名额是一种特殊的资源分配问题，即在ｍ′个初始等级中分配ｎ个名额，记第ｉ个等级的名
额为Ｎｉ．此时的分配不要求“公平”，即各等级间不需要“平分”总名额，所以不能用传统资源分配的方法，用
逐次分配ｎ个名额的方法确定各初始等级的名额．首先需对每个等级选取一个代表值，第 ｉ个等级的代表值

记为ωｉ．比较简单且直观的方法为取等级距的平均值
δｉ
２
＝
ｅｉ－１－ｅｉ
２
或取等级的下界ｅｉ－１，也可选用等级距的黄金

比例值即０．６１８δｉ．决策者根据需要选择适当的代表值ωｉ，此代表值是“临时”代表各等级的值，在分配名额时
会做适当调整．

分配第１个名额：计算人均奖励金额，该值落在第几个等级，则将第１个名额分给第几个等级；分配第２
个名额：总名额减少一个，总金额减去第１个名额所在等级的代表值后，再次计算人均奖励金额，同样的，该
值落在第几个等级，则将第２个名额分给第几个等级；依次下去，直到分完所有名额．若在分配过程中出现人
均金额为为非正数的情况，则需调整总奖励名额或初始等级．

具体算法如下：

１）初始化．输入ａ，ｎ，ｍ′的值，确定Ｅｊ，ωｊ，ｊ＝１，２，…，ｍ′；令ｉ＝１，Ｎｊ＝０（ｊ＝１，２，…，ｍ′），ｔ＝０，ｍ＝ｍ′；

２）计算ｑｉ，ｑｉ＝
ａ

ｎ－ｉ＋１
，若有ｑｉ∈Ｅｋ，令Ｎｋ＝Ｎｋ＋１，ｔ＝ｋ，否则转４）；若ｉ＝ｎ，结束，否则转３）；

３）令ｉ＝ｉ＋１，ａ＝ａ－ωｔ，若ａ＞０，转２），否则转４）；
４）调整ｎ或Ｅｊ，ｊ＝１，２，…，ｍ，转１）．
若出现ａ≤０的情况，则说明已确定的初始等级与总名额、总金额不相符，须调整奖励总名额或初始等

级．通常先对Ｅｔ做更细的划分，还不能完成分配时，再考虑调整整个初始等级．此过程可能会出现循环，初始
等级在合理的前提下尽量细化会减少调整的步骤，避免循环的产生．分配完成时得到 ｍ个初始等级 Ｅ１，

Ｅ２，…，Ｅｍ，各等级所分名额数为Ｎ１，Ｎ２，…，Ｎｍ，有
ｍ

ｉ＝１
Ｎｉ＝ｎ，令Ｉ＝ ｉＮｉ≠０，ｉ＝１，２，…，ｍ{ }．

１．３　确定等级分配奖金

将分配到名额的那些等级按奖金高低排序，重新确定等级（即将未得到名额的等级视为无效等级），等

级的各项指标仍为原来的值，则确定等级的算法为

１）令ｉ＝１，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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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若ｉ＝ｍ，结束；若Ｎｉ≠０，令Ｅｒ＝Ｅｉ，Ｎｒ＝Ｎｉ，ωｒ＝ωｉ，转３），否则转４）；
３）ｉ＝ｉ＋１，ｒ＝ｒ＋１，转２）；
４）ｉ＝ｉ＋１，转２）；
此处用到的原始值Ｅｉ，Ｎｉ，ωｉ都为完成各初始等级名额分配时确定的值，ωｉ能基本代表此等级的奖金

值．以各等级奖金与代表值差距的平方和为目标值，将各等级分配到的奖金分别记为ｘ１，ｘ２，…，ｘｒ，同时记ｘ＝

（ｘ１，ｘ２，…，ｘｒ）
Ｔ，Ｎ＝（Ｎ１，Ｎ２，…，Ｎｒ）

Ｔ，则此类奖金分配问题可描述为如下约束极值问题（１）：

ｍｉｎ
ｒ

ｉ＝１
ｘｉ－ωｉ( ) ２

ｓ．ｔ．ＮＴｘ＝ａ
ｘｉ∈Ｅｉ，ｉ＝１，２，…，ｒ{

（１）

需注意的是，奖金分配时同等级的各名额是平等的，即所分得的奖金一样．

２　求解奖金分配模型

文献［４，５］对一般约束极值问题做了广泛研究，首先需对式（１）进行变形转化，将其化为约束极值问题
的标准型式．区间Ｅｉ的开闭性需分情况讨论．根据区间Ｅｉ的两个端点可将式（１）第２式的约束条件转化为两
个约束条件．以Ｅｉ＝［ｅｉ，ｅｉ－１）为例，即ｅｉ≤ｘｉ＜ｅｉ－１，则可将式（１）化为如下形式：

ｍｉｎ
ｒ

ｉ＝１
ｘｉ－ωｉ( ) ２

ｓ．ｔ．ＮＴｘ＝ａ
ｅｉ－ｘｉ≤０，ｉ＝１，２，…，ｒ

ｘｉ－ｅｉ－１ ＜０，ｉ＝１，２，…，ｒ
{ （２）

　　此约束极值问题的求解可参考文献［４，５］，也可用ｅｘｃｅｌ或ｌｉｎｄｏ软件方便求解．求得的最优解即为奖金
按等级分配的结果．

３　结束语

给出了奖金按等级分配问题的具体模型，过程中确定初始等级等具体环节也可用其他合理的方法代

替，此处旨在给出完整的分配过程及步骤．在确定初始等级时加入模糊元素及分配过程在计算机上操作是文
章的后续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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