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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plan-making process, in order to achieve program objectives, this paper used the reverse 
analysis model to determine the management plan target weight, and then developed the appropriate policies 
according to the different types of the weights. Second, in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plan control process, 
thought the reverse analysis model this paper introduced the external environment changes to the imple- 
mentation process to ensure program goals. Finally, the method is applied to a teaching quality assessment of 
the actual planning of the operation.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use of reverse analysis model could 
determine the importance of the factors affecting programs to make program development more scientific, 
and also could control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plan for managers to develop a more realistic plan based on 
reliable the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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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了达到计划目标，本文在计划的制定过程中，运用逆向分析模型，以确定计划中行为因素

的权重，以利于管理者根据权重值的不同类型制定相应的政策；其次在计划的实施控制过程中，通过

逆向分析模型，将外部环境改变引入到执行过程中，以保证计划目标的实现。最后将该方法应用于某

课程教学质量控制目标的计划制定的实际运作中。结果表明：运用本文所述的逆向分析模型既能够确

定影响计划的各因素的重要性，又得计划的制定更加科学，且能够将计划的实施掌握在控制范围内，

为管理者制定较符合实际的计划提出了可靠的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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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美国管理学大师彼得·德鲁克[1]认为：一个管理

者的首要任务是制定目标和计划，管理者先要确定目

标是什么和为了实现这些目标应该做些什么以及实现

目标过程中要考核的具体指标是什么。管理者的这项 

任务就是计划工作。在一个组织中，计划工作是管理

的首要职能，其他工作都只有在确定了目标、制订了

计划以后才能展开，并将围绕着计划的变化而变化。 

计划是指管理者根据组织内外部的实际情况，通

过科学地预测，确定在未来一定时期内组织所要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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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目标以及实现目标的行动方案的过程[2]。通常把计

划的任务和内容概括为六个方面，简称“5W1H”：为

什么做(why)、做什么(what)、何地做(where)、何时做

(when)、谁去做(who)和怎么做(how)[3,4]。 

但在我国的管理实践中，计划工作普遍不受重

视，致使各项工作缺乏明确的目标，短期行为严重，

结果不确定程度较大[5]。随着管理科学的发展，对于

计划的研究逐渐增多，在这“5W1H”中，众多的专

家学者主要研究的是：“为什么做”和“做什么”。且

主要是从专业的定性的角度[6]进行分析，这种分析主

要是凭借经验，主观性太强。部分专家采用定量分析

的方法研究“为什么做”，如采用综合评价方法[7-9]强

调计划的宗旨、目标等，这种分析主要是对现有状况

和结果的描述与评价，只是表面的、浅层次的分析。

实际上，在计划制定中，最重要的是“怎么做”。即：

制定实施计划的措施及其相应的政策和规划，对资源

进行合理分配和集中使用，对人力、物力和财力进行

平衡，对各种派生计划进行综合平衡等。“怎么做”

在现实生活中的表现形式是：政策。政策是包括在计

划之内的一系列规定性文字说明，这些文字说明告诉

人们，哪些行动和行为是提倡的、鼓励的，哪些行动

和行为是受到反对的。 

本文在计划目标明确的前提下，为达成计划目

标，将逆向分析模型引入到计划的制定过程，确定影

响计划的各因素的重要性，使管理者能够根据权重值

的不同类型制定相应的政策，使得计划的制定更加科

学；将逆向分析模型引入到计划的实施控制过程中，

使管理者在动态过程中将计划的实施掌握在控制范

围内，不会因环境改变、执行者差错偏离计划目标。

这将为管理者制定较符合实际的计划提出了可靠的

理论依据。 

2. 逆向分析模型 

2.1. 在计划的制定过程中 

逆向分析概念来自于计算机的软件程序分析中，是

一种逆向的思维方式[10]。将这种思维方式运用到计划制

定过程中，形成逆向分析的思路。逆向分析思路是：确

定计划目标，根据计划目标设定需采取的行动为行为

因素，建立逆向分析模型，从模型得到衡量行为因素

重要性的数据，根据各相关数据制定相应的政策。 

逆向分析过程是： 

1) 在已知计划的目标是什么的情况下，将目标数

量化。可以将目标分解成若干个小目标，将各小目标

需要达成的结果设定为目标特征向量： 

 1 2, , , mb b b B 。 

2) 确定实现目标所采取的行动，将各项行动设定

为行为因素，将行为因素指标化。即将各项行为因素

定义为指标或变量，给出各行为因素关于各小目标的

现状描述矩阵：  ij n m
r


R 。 

3) 设定各行为因素的重要性矩阵为： 

 1 2, , , nx x x X ，建立目标特征向量 B、行为因素

描述矩阵 R 和行为因素重要性矩阵 X 的模糊关系，

即逆向分析模型： X R B 。从模型中得到 

 1 2, , , nx x x X 的解[11]，该解即为计划中各项行为

因素的权重，根据权重值的不同类型提出相应的政

策： 

①各行为因素的权重值的大小表明各项行动的

重要程度。在计划制定中各项行为的安排有主有次。 

②若某一行为因素的权重值是唯一的，表明该项

行动是硬性(刚性)指标。在计划制定过程中，该行动

可作为硬性标准或准入门槛，不能进行丝毫的改变。 

③若某一行为因素的权重值不是唯一的、在某个

范围内取值，表明该项行动是软性(弹性)指标。在计

划制定过程中，该行动可以作为软性标准，或者对该

行动设定可以接受的范围，允许该行动在某个范围内

进行调整。 

2.2. 在计划的实施控制过程中 

逆向分析思路是：在计划的实施过程中，可以运

用逆向分析模型进行控制。在计划的实施过程中，由

于外部环境的复杂多变性会使得各项行动因素的现

状发生变化，则此时可以根据具体情况，更改逆向分

析模型中行动因素的描述矩阵指标 为 ，在目标特

征向量 B 不变的情况下，重新计算得到新的行为因素

重要性矩阵 X 为

R *R

*X ，根据 *X 的解值的变化对计划的

实施过程进行调整，以保证目标的实现。 

2.3. 逆向分析流程图 

将逆向分析模型引入计划制定与实施中的流程

图如图 1。 

Copyright © 2013 Hanspub 31 



计划行为因素重要性的逆向分析模型及应用 

Copyright © 2013 Hanspub 32 

 

确

定

目

标 

B 

选

择

行

为 

R 

建

立

逆

向

分

析

模

型 

制

定

计

划 

实

施

控

制 

实

现

目

标 

 

是否 
符合计划 

是 

否 

重新设置 R 

 

Figure 1. The flow chart of the reverse analysis 
图 1. 逆向分析流程图 

 

3. 逆向分析模型应用实例 即有六个行动因素，根据专家调查法[12]，给出这六个

行动因素的现状描述矩阵： 
将逆向分析模型应用于某学校的课程教学质量

控制目标的计划制定与实施过程中。 

3.1. 在计划的制定过程中 

首先，明确该校的课程教学质量目标，将该目标分

解成 7 个小目标，将这 7 个小目标需达到的结果设定为

目标特征向量： 。  0.6, 0.9, 0.5, 0.7, 0.8, 0.7, 0.6B

 

0.7 0.9 0.3 0.1 0.3 0.7 0.8

0.2 0.4 0.6 0.7 0.6 0.9 0.1

0.4 0.5 0.4 0.4 0.4 0.6 0.6

0.6 1 0.5 0.7 0.8 0.1 0.5

0.3 0.7 0.2 0.7 0.2 0.7 0.4

0.8 0 0.9 0.7 0.4 0.4 0.3

ij n m
r



 
 
 
 

   
 
 
  
 

R  

再次，设定因素重要性矩阵  1 2, , , nx x x X ，

立逆向分析模型：

其次，确定从师资队伍、工作规范、教学环境、

教学理念、教学环节、教学效果六个方面采取行动， X R B 。 建 

   1 2 6

0.7 0.9 0.3 0.1 0.3 0.7 0.8

0.2 0.4 0.6 0.7 0.6 0.9 0.1

0.4 0.5 0.4 0.4 0.4 0.6 0.6
, , , 0.6, 0.9, 0.5, 0.7, 0.8, 0.7, 0.6

0.6 1 0.5 0.7 0.8 0.1 0.5

0.3 0.7 0.2 0.7 0.2 0.7 0.4

0.8 0 0.9 0.7 0.4 0.4 0.3

x x x

 
 
 
 

 
 
 
  
 

   

最后，从中解出  1 2 6, , ,x x x 。 

                    0.6, 0,0.5 , 0,1 , 0.9, 0.7,1 , 0,0.5 , 0,0.6 , 0,0.5 , 0.6,1 , 0.9, 0.7,1 , 0,0.5x   
 

2) 在 X 中第四项的值是唯一的，为 0.9，即表明

“教学理念”这一指标是硬性(刚性指标)，是不可动

摇的，在计划制定过程中，该指标可作为硬性标准或

准入门槛，不能进行丝毫的改变。 

该解即为计划中六项指标的权重，根据权重值的不同

类型提出相应的政策： 

1) 六项的权重值的大小表明六项指标的重要程

度。在 X 中第四项的值最大为 0.9，即表明“教学理

念”这一方面是最重要的，在计划制定中要重点突出

“教学理念”；在 X 中第五项的值是次大的，即表明

“教学环节”这一方面在这六方面中是第二重要的，

在计划制定中要也要突出“教学理念”；其他各方面

的重要性依次类推，在计划的安排中也会有主有次。 

3) 在 X 中，其他五项的值在某个区间内，是不

唯一的。相应的这五个指标是软性(弹性)指标，是可

调整的。在计划制定过程中，这五项可以作为软性标

准，或者对这五项设定可以接受的范围，允许这五项

在某个范围内进行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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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在计划的实施控制过程中 

若在计划的实施过程中，由于外界环境的改变，

会使得各项行动因素发生变化。例如：其他行为因素

的现状描述没有发生变化，只有“师资队伍”这一行

为因素关于第一个小目标的现状描述发生了变化，即

发生变化成 ，其他 不变。则行动因

素的描述矩阵指标

11 0.7r  *
11 0.6r  ijr

R 更改为 ，在目标特征向量 B

不变的情况下，逆向分析模型为：

*R
* *X R  B ，计算

得到行为因素重要性矩阵 *X 没有发生变化，即
*X  X 。这一结果说明：即使外部环境使得“师资

队伍”这一行为因素关于第一个小目标的现状描述值

发生了变化，但“师资队伍”该项行为因素的重要

性没有发生变化，则相应的政策不应有所改变，对于

计划目标的实现没有任何影响。则计划实施的控制

中，不需要因为环境变化对相应政策进行调整。 

11r

4. 结论 

在计划研究中，本文针对计划目标已定的情况，

将逆向分析模型引入到计划的制定和实施控制中。通

过实例表明：逆向分析模型既能够确定影响计划的各

行动因素的重要性，使得计划的制定更加科学；逆向

分析模型还能够将计划的实施掌握在控制范围内，为

管理者制定较符合实际的计划提出了可靠的理论依

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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