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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招生调剂录取中的选择与效率

宋朝阳!崔晓娟!王夏慧!周珊
"武汉大学 研究生院#湖北 武汉 "#%%2$$

摘4要"研究生招生调剂录取中"招生单位和考生在统一的招考平台上"通过生源市场进行选择和匹配"这是一种与

传统研究生招生方式不同的选拔模式! 考生报考成为招生单位的内生因素"考生分布#各招生单位的调剂行为共同影响

生源市场的结构和表现! 对招生单位之间以及招生单位与考生之间的博弈模型分析表明"调剂录取中"招生单位具有先

行优势"及早开始调剂将获得更好的生源"而更有,优势-的招生单位在其他单位独占市场不足够长的情况下"则具有后

发优势$相对同质化的招生单位开通调剂系统应尽可能接近"差异相对较大的招生单位则应分散$政策上"应营造统一平

台的制度环境"通过必要的过程达成市场均衡!

关键词"研究生招生$调剂录取$博弈行为$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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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近年来#硕士研究生报考人数迅速增长#$%$%

年报考人数 #"! 万人#比上年度增长 &% 余万人#

增幅超过 !2_

)!*

,$%$!年报考人数又激增 #1 万#

达到 #22 万人#增幅约 !%*1_

)$*

,$%$$ 年报考人

数再次大幅增加至 "&2万人)#*

' 随着报考规模的

扩大#调剂录取在硕士研究生招生录取中的作用

也日渐突出' 每年都有不少考生未录取至第一志

愿报考单位#通过调剂被其他招生单位录取#实现

资源流动和有效配置' 有文献指出#当前#大多数

普通院校硕士研究生调剂录取数量占到了总招生

比例的 #%_#甚至更多)"*

'

在研究生招生工作中#虽然作为政策的调剂

早已有之#但无论是对招生单位还是对考生来说#

随着调剂规模逐渐扩大#调剂政策逐步规范和细

化#出现了一些与以往不同的新情况和新问题'

例如#调剂系统开放时间的调整#会对各招生单位

复试录取的习惯性安排造成一定影响#有的招生

单位遇到了第一志愿报考考生在参加复试前已调

剂录取至其他单位的情况#从而产生一些困扰'

事实上#国家关于研究生招生的调剂政策#总的来

说还是在公平性的层面上持续进行设计与安排#

如关于调剂志愿的填报条件&志愿填报的平台完

善&调剂系统开放的时间下限&调剂复试考生的遴

选原则等等' 在报考状况&考生需求&制度环境等

因素变化的背景下#招生单位和考生对调剂政策

的利用也处在由不熟悉到熟悉&由不习惯到适应

的转变中' 招生单位如何用好调剂录取这一措

施#发挥制度效率#提高招录质量#是需要认真分

析和对待的问题' 近年来#也有一些文献对研招

中的调剂录取进行过研究#但总的来说#研究文献

还相对较少#尤其是关于调剂录取的效率方面#本

文拟就此展开讨论#以就教于广大同仁'

!4问题的提出

传统研招模式中#考生填报志愿后参加招生

考试#招生单位根据第一志愿考生的初试成绩情

况提出进入复试的成绩要求#进行复试录取' 考

生志愿填报完毕后#面临的问题就是能否进入报

考单位的复试并被录取#竞争对象主要是报考同

一单位的考生' 招生单位选择的范围也主要是报

考本单位的考生#面临的问题是如何安排复试录

取#基本上着眼于本单位来考虑#考生的报考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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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于招生单位的%外生(因素#其他招生单位和考

生的行为影响相对较小' 而调剂录取则是招生单

位和考生在统一的招考平台上#面向统一的生源

市场进行选择和匹配的招生录取模式#在一定程

度上使考生报考成为招生单位的%内生(因素#其

他招生单位和考生的选择也会较为直接地影响到

本单位的录取结果' 也就是说#调剂录取使招生

单位和考生都面对统一的生源和录取市场#这些

差异客观上要求招生单位和考生以与传统模式不

同的方式来谋划和实施或参与调剂'

实际工作中#招生单位在计划出现缺额时发

布调剂公告#考生根据调剂公告再次填报志愿'

考生可以填报多个调剂志愿&接受多个复试通知

并参加多个招生单位的复试#收到多个待录取通

知但最终只能接受一个' 为了有利于考生和招生

单位通过多次探索匹配实现有效率的配置#调剂

录取工作的时间安排必须设置为一个时期#而不

是瞬间的一次性行为' 于是#对需要进行调剂录

取的招生单位来说#调剂录取事实上涉及两个方

面的问题!一是公平性#二是效率性' 前者如接受

调剂的条件&程序等#应符合国家有关政策#符合

公平原则,后者则在一定程度上关系到录取结果

和选拔质量#如何时开启调剂系统&如何选择调剂

行为等' 有的招生单位就会面临这样的两难选

择!及早开始调剂工作#其他招生单位的一志愿复

试没有结束#不少考生还未%释放(至生源市场

中#可选择范围较小#不利于择优录取,而如果延

迟启动调剂工作#有一些考生已经被调剂录取至

其他单位#错失优秀生源' 再如#早一些开展调剂

工作#会有更大概率出现考生迟迟不接受待录取

通知的情形,而在调剂工作窗口的后期进行调剂#

考生的落实率理论上会提高' 进一步地#传统招

生录取模式中#考生在填报志愿时#招生单位之间

不存在直接的竞争和博弈#而在调剂录取时#招生

单位必然要面临的问题是#面向同类考生的招生

单位是相对集中地进行调剂更好#还是相对分散

更好3 前者便于共同吸引考生#但会形成较为集

中的生源竞争,后者相对避免了直接竞争#但又分

散了生源' 也就是说#招生单位在考虑调剂安排

的时候#其他招生单位和考生反应将成为影响因

素#这些都是传统研招模式所不涉及的问题#本文

将其归入调剂录取的效率范畴#通过一个简单模

型)&

3

!%*来进行粗略的讨论分析'

调剂录取%市场(中有两类主体!一是需要进

行调剂录取的招生单位#二是已经有初试成绩的

考生'

对需要开展调剂的招生单位来说#面临的问题

是在生源市场上如何选择调剂行为以及不同选择

的结果' 假设有两个招生单位 ! 和 $#以下标 (

+

!#$表示#具有不同特征#调剂的持续时间分别为

$

!

#$

$

#$

(

$

d

,

#$

(

%

!' 如果$

!

2$

$

#即招生单位 !

先开始调剂#招生单位 $在其后开展调剂工作#可

将招生单位 !称为先行者"W>U'>?$#招生单位 $称

为跟随者"A(WW(O>?$' 显然#若只有一家招生单位

接受调剂#则类似于市场%垄断(的状况#该招生

单位获得的收益不受其他单位影响#这种情况下

招生单位的效用收益以 "

3

表示' 跟随者"其他

招生单位$进入市场后#不同单位招录行为将会

相互影响#将单位时间内双方的效用流表示为

"

!

"$

!

#$

$

$ 和 "

$

"$

!

#$

$

$# 招生单位在整个调剂期

内的总效用记为
"

(

' 假设招生单位的效用为

!

(

4

(

#其中4

(

为数量要素#可以理解为完成的招生

计划数, !

(

为质量要素#可以理解为生源质量如

考生的初试成绩等#

'

对考生来说#面临的问题是根据自己的偏好&

成绩选择报考单位' 在调剂周期内#每位考生可

以多次填报志愿#但最终只能选择一个待录取结

果' 若将招生单位视为企业#考生视为消费者#则

相当于考生"消费者$%货比三家(#最多可向招生

单位"企业$%购买(! 个单位的产品"录取$' 不

同考生具有不同偏好#记为考生的特征参数
"

,不

同招生单位的录取条件不同#可视为对考生的要

求!

(

,不同招生单位 (具有不同的特征#记作 5

(

#

包括招生单位的质量参数和调剂行为参数#如学

科专业水平&调剂时间安排等#令5

(

+

6

(

$

(

#其中6

(

为招生单位的质量因素# $

(

为调剂时间因素' 考

生的净效用为7

+

5

(

"

8

!

(

#即考生的报考及录取

意愿#与招生单位的特征&分数要求等因素相关'

考生向招生单位 (提出申请并被录取#得到效用

7

+

5

(

"

8

!

(

,向招生单位1提出申请并被录取#得

77

#招生单位录取工作的成效暂时没有统一的衡量标准#除了执行政策的公平性&操作过程的平稳性&师生满意度等#在效率层面#有

的单位以完成招生计划 "4

(

$ 为标准#有的单位以考生成绩如复试分数线 "!

(

$ 为标准#本文以二者兼顾为衡量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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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效用7

+

5

1

"

8

!

1

,若未被录取#则净效用为 %'

考生的追求是最大化效用#在同等价格"分数线$

情况下选择更高质量的招生单位'

假设调剂市场中考生的特征在区间)0#9*"9n

$0

%

%$上均匀分布' 招生单位根据自身的质量

特点#进行适当的调剂安排#考生向自己偏好的招

生单位提出申请#双方的目标都是最大化自身效

用' 至此#建立起了一个基本模型'

$4一个招生单位和两个同质招生单位的

情形

若某个招生单位率先开启调剂工作#在其他

单位未进入调剂市场之前#该招生单位作为先行

者#将会得到垄断收益' 给定招生单位 "5

(

#!

(

$#

5

"

+

!是相对于考生的分割点#

#

"

+

!:5时#考生

是否报考该招生单位无差异' 于是#偏好不小于

"

+

!:5的考生将会报考#报考的总量为9

8

!

5

'

招生单位的效用 "

3

+

!"9

8

!

5

$# 问题为

305"

3

+

!"9

8

!

5

$'

由
&

"

3

&

!

+

9

8

!

5

8

!

5

+

%的最优条件#可得均

衡状态!

!

+

96

$

$&4

!

+

9

$

#从而

;

"

3

+

6$

"

9

$

' "!$

"!$式表明!只有一个招生单位进行调剂时#

市场中只有位于分布区间上限部分的考生符合条

件#可以理解为初试成绩较高的那部分考生' 基

本模型中并未对招生单位的计划进行限定#如果

只有一个招生计划#符合条件的考生将是
!

5

的最

大者' 由
"

+

!:5可知#招生单位的质量越高&调

剂时间越长#即 5

+

6$越大#对考生质量的要求

"!$ 也越高#可简单理解为只有一个招生单位时#

开放调剂系统的时间越长&接受调剂的时间越充

分#调剂录取到的考生质量&成绩也就越高'

若有两个同质的招生单位进入调剂市场---

可以理解为学科水平&招生计划&对考生的吸引力

等要素相当#当然这是一种理想状况#但对分析是

有帮助的---可以将他们合并视为一个单位#显

然两家单位将会平分"!$式所示的效用' 如果两

家同质的招生单位分别独立选择开始调剂的时

间#最优选择应该是同时' 因为#任一家招生单位

作为先行者在时间$

!

进入市场#另一个招生单位

作为跟随者随后进入#会分流先行者在市场中的

独家生源#于是跟随者将尽量把进入市场的时间

前移#缩短先行者垄断市场的时段,反过来#任何

一家招生单位如果能够作为先行者在时间$

!

进入

市场#跟随者在时间$

$

进入市场#那么先行者就可

以在$

!

至$

$

之间的时段获得额外效用#于是先行

者将尽量争取独立占有市场' 博弈结果将是$

!

8

$

$

+

%#即两个招生单位同时开始调剂'

#4两个异质招生单位的情形

假设市场中有两个质量不同的招生单位 ! 和

$#招生单位 !相对具有优势# 6

!

26

$

' 对于考生

来说#若5

!

"

8

!

!

+

5

$

"

8

!

$

#即
"

+

!

!

8

!

$

5

!

8

5

$

#则报考

招生单位 ! 或者招生单位 $ 无差异#

"%

!

!

8

!

$

5

!

8

5

$

的考生将选择报考招生单位 !#

"

<

!

!

8

!

$

5

!

8

5

$

的考

生将选择报考招生单位 $' 招生单位 ! 的潜在需

求为4

!

+

9

8

"

+

9

8

!

!

8

!

$

5

!

8

5

$

#招生单位 $的潜在需

求为4

$

+

"

8

0

+

!

!

8

!

$

5

!

8

5

$

8

0'

由 "

!

+

!

!

"9

8

!

!

8

!

$

5

!

8

5

$

$#"

$

+

!

$

"

!

!

8

!

$

5

!

8

5

$

8

0$

的最大化条件

&

"

!

&

!

!

+

9

8

!

!

8

!

$

5

!

8

5

$

8

!

!

5

!

8

5

$

+

%#

&

"

$

&

!

$

+

!

!

8

!

$

5

!

8

5

$

8

0

8

!

$

5

!

8

5

$

+

%#可得均衡状态下#

!

!

h

!

$

)9"5

!

3

5

$

$

^

!

$

*#!

$

h

!

$

)!

!

3

0 "5

!

3

5

$

$*#

解得

%%!

#不引起混淆情况下#暂时省略下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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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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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9

3

$0$"5

!

3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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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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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有

4

!

+

!

#

"$9

8

0$#4

$

+

!

#

"9

8

$0$# "#$

从而

;

"

!

h

"

$9

3

0

#

$

$

"5

!

3

5

$

$#

;

"

$

h

"

9

3

$0

#

$

$

"5

!

3

5

$

$'

""$

根据假设5

(

+

6

(

$

(

#也可以写作

;

"

!

+

"

$9

8

0

#

$

$

"6

!

$

!

8

6

$

$

$

$#

;

"

$

+

"

9

8

$0

#

$

$

"6

!

$

!

8

6

$

$

$

$'

"$$e""$式表明!

若$

!

+

$

$

#两个招生单位同时开始进行调剂#

则5

!

8

5

$

化简为6

!

8

6

$

#即招生单位的质量差异

成为影响调剂录取效用的主要因素#可以理解为

不同招生单位学位点建设水平&学术声誉&导师队

伍&科研实力&培养质量&就业前景等方面的不同'

考生将根据
!

!

8

!

$

6

!

8

6

$

进行报考选择#可以理解为对

于考生来说不同招生单位的%性价比(' 6

!

26

$

时#很明显有 ;

!

!

2

;

!

$

&4

!

24

$

&

;

"

!

2

;

"

$

# 也就是

说#若同时开始调剂#%质量(较高的招生单位在

录取条件&对考生的吸引力等方面都占据一定的

优势#从而带来更大效用'

若两个招生单位%质量(接近#

$

6

+

6

!

8

6

$

的

差异越小#影响考生报考选择的因素"

!

!

8

!

$

5

!

8

5

$

$中#

$

$

+

$

!

8

$

$

的作用就越大' 如果6

!

<6

$

#但$

!

2$

$

且5

!

25

$

#则会有;

!

!

2

;

!

$

#即在质量上存在一定

劣势的招生单位可以通过延长相对其他招生单位

的调剂时间从而吸引到质量较好&成绩较高的考

生' 若6

!

+

6

$

#两个招生单位的调剂效用将完全

由
$

$

+

$

!

8

$

$

决定#双方的博弈会使开始调剂的

时间趋近#直至$

!

+

$

$

#

;

!

!

+

;

!

$

&

;

"

!

+

;

"

$

#也即上述

两个同质招生单位的情形'

"4考生分布状况对调剂录取的影响

尚未被录取的考生群体构成了调剂录取的生

源市场#上述分析中假设考生的分布区间为 )0#

9* #显然有920 # 0#9是考生市场的特征参数#

决定考生与招生单位调剂录取形成匹配的可能

性#也可以简单理解为代表了考生的初试成绩等

状况' 调剂录取中的生源市场是统一的#其中考

生的分布状况也将对调剂录取的效用产生影响'

首先#前述分析可知#在有两个招生单位接受

调剂的情况下#考生对不同招生单位产生不同报

考意向#从而形成市场分割和均衡结果' 由"$$

式可得#

"

h

;

!

!

3

;

!

$

5

!

3

5

$

h

!

#

" 0

^

9$#也就是说#若 9<

$0#则有
"

<0#即有效的报考意向分割点在考生

分布范围之外#于是所有考生都将同时报考两个

招生单位#也可称之为盲目报考' 因此#调剂录取

市场中#考生的分布区间应满足92$0'

继续市场中两个招生单位 !和 $&6

!

26

$

的假

设#若考生的分布区间有
!

$

5

$

20#则只有偏好
"$

)

!

!

8

!

$

5

!

8

5

$

#

!

$

5

$

* 的考生会选择报考招生单位 $#

"$

)0#

!

$

5

$

*的考生将不会报考#净效用为 %' 这种情况

下#招生单位 !的有效需求不变#招生单位 $ 的有

效需求变为4

$

+

!

!

8

!

$

5

!

8

5

$

8

!

$

5

$

#均衡结果为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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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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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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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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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 "2$

由均衡结果中招生单位 $ 的效用"2$式#其

效用最大化条件IU]

5

$

;

"

$

为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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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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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得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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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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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由"&$式#此时 !

$

+

!

!"

95

!

# 从而
"

+

!

$

5

$

+

!

+

9' 也就是说#如果考生分布区间满足条件 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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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9#则在区间 )0#

!

+

9* 之间的考生实际上将没

有被调剂录取的机会#这种情况下两家招生单位

的调剂录取结果为"&$至"2$式' 而如果考生分

布区间满足 0

%

!

+

9# 这种情况下两家招生单位

的调剂录取结果为"$$至""$式#形成较为充分的

效用结果' 这也再次说明#考生分布情况会影响

录取质量#即在一定范围内选拔才会形成择优录

取的结果#而有效生源不足必将导致录取质量不

高#对考生和招生单位来说是双重的低效率'

&4简要结论

为增强直观性#下面给出一个数量化的例子'

假设考生均匀分布#招生单位的效用函数为单位

时间内的收益流#招生单位的总效用即为整个时

期内的收益之和#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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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招生单位 !对考生更具吸引力#6

$

+

!#6

!

+

$' 调剂总时限至>

+

&#贴现率=为 !#成本函数

*"$$

+

$#不同招生单位的效用由""$式给出'

第一种情况#两个异质招生单位同时开始

调剂'

若两个招生单位同时开始调剂#则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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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说明培养质量

高&对考生吸引力强的招生单位效用更高'

第二种情况#两个异质招生单位先后开始调

剂!后发优势'

若招生单位 $先进入市场#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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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生单位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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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开始调剂#则招生单位 $的总收益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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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若两

个招生单位先后进入市场#质量较好&对考生吸引

力强的招生单位即使并不是先行者#也会具有一

定的后发优势' 但是#这种优势并非不可逆转'

第三种情况#两个异质招生单位先后开始调

剂!先行优势'

若招生单位 $先进入市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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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这种情况下

招生单位 $的调剂录取效用将远远大于招生单位

!的效用' 实际上#若质量上不占优势的招生单

位 $作为先行者先进入市场#招生单位 ! 间隔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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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后开始调剂#总的调剂时期为>#在满足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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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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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招生单位 $作为先行者在

调剂市场中的时长$继续增加#则有
"

$

2

"

!

#招

生单位 $将获得更大的调剂录取效用'

基于基本模型分析#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第一#招生单位调剂录取明显存在先行优势#

对考生吸引力相对较弱的招生单位如果及早开始

接受调剂#将会在一定程度上弥补%质量(不足的

影响#通过主动竞争得到优秀生源' 类似地#若接

受调剂招生单位数量较少#相对接受调剂招生单

位较多的情况下#调剂接收的考生质量更高' 同

时#在质量上具有优势的招生单位#若质量相对较

低的招生单位作为先行者独占市场的时期不足够

长#即使随后开始调剂#也具有后发优势,但若开

始调剂的时间较迟#死守%酒香不怕巷子深(的观

念#也将会失去后发优势'

第二#在开始调剂的时机选择方面#质量差异

不大的招生单位开通调剂系统应尽可能接近#质

量差异较大的招生单位则应尽可能地分散' 即更

趋向于同质的招生单位#开始调剂的时间应选择

更为接近,更趋向于异质的招生单位#开始调剂的

时间应选择更为疏离' 实际上#"+$式也对后一

种情况给出了数量化的参考#可作为某个招生单

位相对于其他招生单位的调剂行为做出选择的一

个依据#可以理解为#若某个招生单位已经存在于

市场并且开始接受调剂#与其差异为 ",2

(

&2_

的招生单位进入市场可得到相对最优结果'

第三#管理部门近年来调剂政策的不断调整

规范#主要是针对传统的调剂录取工作中呈现出

招生单位&地区&学科之间的不平衡)!$*以及考生

填报调剂志愿的盲目性)!#*

&考生无序流动)!"*和

其他突出问题)!&

3

!2*

#从实践来看#当前关于调剂

的各项规定在服务考生&维护调剂秩序&保障考生

自主报考&促进招生单位有序竞争&实现资源更充

分流动等方面发挥了明显的作用#一些问题正在

逐步得到解决或缓解' 同时#随着研究生报考人

数的增加#仍需要继续完善调剂录取政策体系'

第四#统一的生源市场是形成博弈和匹配的

基础#生源分布的状况将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选

拔结果#应继续完善调剂系统#形成统一的选拔平

台' 更多异质化的招生单位进入调剂市场#更加

多样化地满足考生需求#将会满足不同考生的报

考意愿#更有效地分流考生志愿#促进调剂录取的

匹配效率#优化选拔结果' 在调剂录取政策上#应

继续拓展统一的选拔平台#形成统一市场的制度

环境和招录习惯#杜绝%小循环(' 市场达成均衡

状态需要一定过程#在可能的情况下延长用于调

剂录取工作的周期#也将有利于提高招生单位和

考生调剂录取的最终效用'

第五#对于考生来说#调剂录取是再次明确和

表达报考意向的过程#既是挑战也是机遇#市场并

不保障所有考生都得到满意的调剂结果#特别是

接近分布区间下限部分的考生' 应了解和掌握调

剂相关规定和信息#立足初试成绩#端正心态#拓

宽视野#调整预期#理性地选择报考单位#利用好

多次填报志愿的机会#合理设置志愿的层次结构#

布局不同的意向表达#增强被意向招生单位录取

的可能性'

14结语

调剂录取与传统的招生录取模式有所不同#

招生单位和考生都需要逐渐适应#善于利用这类

政策工具#才能推动考生更有效率地进入满意的

招生单位#招生单位也才能在更广阔的生源市场

内选择和录取更高质量的考生' 制定政策时#要

考虑各类主体的反应与行为选择以及由此所影响

和决定的政策实施效率' 市场规模足够大&考生

分布范围较广是招生单位和考生都能在调剂录取

市场中充分表达意愿的前提和基础' 各单位的特

征不同#必要的差异化有利于考生和招生单位的

多元选择' 在健康&规范的市场中#招生单位的质

量是吸引考生&决定选拔质量的关键要素' 恰当

地选择调剂行为#科学安排调剂工作#统筹发挥先

行优势和后发优势#也有利于实现调剂录取的效

率#提高选拔质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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