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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体决策支持系统述评 

沈锦涛 (杭州电子工业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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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体决策支持系统‘GI)ss>是当前计算机、通讯和决策率}学的一个新的前措。它能增加第 一告r蠹 

箍，提高决策质量，加快决策过程，在各种组织的决策活动中有着广泛的应用前景．奉吏对G Dl嚣的喜 

定义、分类和设计方法作了简要的述评．最后指出，GDS,S在推广应用申遇到阻力是餐时现象 改进鹭 
系统分析和设计方陆以及补充一些真实的决策模型是当前消除阻力应做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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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年代初，在计算机 遥讯和决策三 

门学科的交叉点上，延伴出一个新畴前器， 

这就是集体决策支持系 统《o柏llp De'oisi~n 

Suppot|Syster~，~DSS)d由于它集 成 了 

当代多种新技术，以及人们对它潜在能力的 

斟望，在工业和政府部门最裙被安装时，曾 

被誊为如闪耀的啊星。⋯ 

人们之所 把兴 趣投射NGDSS,有内、 

外两方面的原因。外匿是f@耐皇s只支持 个 

人作决策 而现代的各种蟹织1凡乎都由集体 

来作决策}②由子集体决策会议 的 效 率 太 

低，许多时间都浪费在 非决策的伺题上。内 

因是计算机和通讯技术的发展，为 G】DsS的 

实现在技术上提供了可能。【 l 

)ss是美国国防部先 进 技 术 研 究 署 

(DARPA)一直支持研究的一 个课 题。过 去 

十年里r在美国开发姆决策室就有近20个，公 

开堀表的论文至少已宥酾余 其中黜年以 

后占了60多篇。现在由于在向民甩转移过程 

中遇到一些阻力 发展势头咯宥减缓r但普 

遍认为这是一项极有希望的按术，困难只是 

表明有些问艇等待着要击解癣。i。】 

本文是一篇综合性述评，主 要 ~ODSS 

的分类和设计作一介绍，另外对如何消除 当 

前遇到的阻力提出一些看法。 

一

、 G S的定义 

对GDSS已有多种解释，但至今 还 无一 

· BO · 

个公认完备的定义， 相对而言，瑚s1 ftfs 

和Gal'lupe(简称咖 台，的定义比较筒朗概 

括．在文献上常为其它作者所 }f甩。D釉G 

认 为： 

“GDSS是一个人机对话的计算机系统， 

一 个作决策的集体用它可以有利于解决非结 

构化的问题 。 

这里的关 是它的用户是集体，这也正 

是G-DSS与DSS的区别。由于它主要用于支 持 

集体作决策，因此带来三方面蚵问题：④集 

体成员之问的信息传递}②集 体成员不同意 

见的协调J@集体成员中异常心理 行为韵利 

用和抑制。这三方面问题罡卧不同台辱集体大 

小，成员间不同的距 离和不同的决策任务而 

有所不同，这导致产生种种不同的G-DSS类型 

和不同予Dss的框架结构及系统功能。 

二、6 SS的羹璧  

G-DSS的分类也是多种多样，例 如 可 

按专用或通用来分，也可 以按固定式或可携 

带式来分，但这样的分类似太粗浅，对GDss 

的设计和开发无太多裨益。近年来撼出了两 

种新的分类方法，·下面分别作一介绍。 

1．D和G的分类 

他们认为在决定 D66．物理配置 设 计 的 

诸多因素中，集体成员的多少和成贾之衙的 

空间距 离是两个关键因素，据此口J。 将曲 Ss 

分成 四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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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决篱宣<Decision Room) 这属于面 

对面的小集体类型(3~20人)。当不多的成员 

在一个固定的时间和地点对同一个问题作决 

策时适宜于这种类型。典型的配置是室内放 

置一个大的公共显示屏幕，每个成员都拥有 
一

个终端或一个工作站而面对面坐在一起， 

成员之间可 以口头交换也可通过电子传送信 

息。目前开发的GDSS~多属于 这一娄，市 

场上也有出租或出售。 

③立法 会设 厅(Legisla!ive Session) 

这属于面对面的大集体类型。当决策室窖不 

下太多成员时可 以用这种形式。每个成员同 

样通过输八和控制设备来表达意见，但可以 

是z～3人共用一套设备 当成员太多时，也 

可以分层次的表达意见。 

@决策局域网(The LocaI Area Deeis- 

ion Network) 这属于分散的小集体类 型。 

它不要求每个成员面对面坐在一起，甚至不 

要术在同一个时同，只要术在某个时期内参 

加决策讨论。每个成员可坐在自己办公室的 

工作站前 ，通过局域网相互传递信息，也可以 

将几个决策室通过远程网络联在一起。会议 

议程由协调员来操纵，或者由计算机自动操 

纵。 

④计算机协谭会议(Computer—Mediated 

Conference) 这属于分散的大集 体 类 型。 

当地处不同的很多成员需要共同来进行一次 

决策会议时可 以用这种形式。技术上它要求 

远程通讯网络支持 它的一个很大优点是可 

以免去每个成员旅途所花时间。目前这种形 

式还较少见，以后可能会变得很寻常。 

2．Kraemer和KIng(简称K和K)的分 类 

他们完全从技术上来进行分类，列出 了 

目前已开发的6种各具技术特 征 的 GDSS类 

型 。 

①电子会议赢(The Electronic Boar~一 

oom) 这是早期较简单的一类QDSS。其特 

点是所有图像显示和视听设备全由计算机控 

制。计算机的另一作用是存贮和检索数据。 

这类GDSS对集体决策只作间接支 持，现 已 

开始消失。 

②电话会议设备(The Telecon／ereneln— 

g Facility) 这类GDSS主要用于分处 在 不 

同地方的集体成员召开会议。会议室配有各 

种声、像传送装置。计算机对决策也仅起间 

接支持作用。一种现代的两路视听电话会议 

设备一路放在有6～12人参加的主会议室，男 
一 路放在有12~24人参加的副会议室。在主 

会议室里，每个成员发言时摄像机会 自动对 

准发言人，会议主席通过一个控制器掌握整 

个会场。软件主要要将声音、数据和图象进 

行数字变换的一些通讯软件。 

@信息中心(The Information Center) 
一 个组织开发信息中心的 目的是要求快 

速变换及灵活的数据处理能力，而现有的信 

息系统不适宜于这样的决镱环境， 因此信息 

中心要向用户提供计算机、数据库、软件及各 

种能使他们直接控制信息环境的技术。信息 

中心的设备包括一个有若干终端的公用区， 

供单个用户工作的小房阊及一个可供中小规 

模集体使用的会议室。会议室里安装有大屏 

幕显示器及多个终端。配置的软件有各种程 

序包，可用于数据管理、报表产生、数据检 

索租查询、文本处理及统计分析，另外还有 

多种数学和仿真模型。 ， 

④ 决簟会议赢(The Decision Con／ere 

nee) 目前文献上讨论~GDSS常指这 种 类 

型。它与其它类型的oDss的区别在 于 它 着 

重在改进集体作决策并强调使用结构化决策 

过程，因此主要应用各种集体过程模型。它 

的设备包括一个中等太小的会议室，_台大 

屏幕显示器及一个微机局域网 (或一个多用 

户系统)。软件为一些决策分析技术，如决策 

树、影响树、单阶段决策的多属性期望效用模 

型、多属性效用分析的层次评估结构、Pareto 

算法、资源配置的成本一效益模型及电子表格 

软件。 

@台作实验赢(The Collaboration La— 

boratory) 合作实验室类似于决策会议 室， 

它也是用计算机支持面对面的集体作决策，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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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不采用公式化的决策模型和定量方法。它 

是通过对数据和图象的操纵进行 口 述 和 辩 

论。物理上合作实验室由多个工作站组成。 

集体成员彼此看见，各方可直接交换意见或 

通过一块共 享 的 电 子黑板 (Electronic 

Chalkboard)进行通讯。软件是一些面向文 

本的工具，包括常用的人一机接口、WYSIW— 

IS (你看到的就是我看到的)、工作 站 上 的 

公共和私人窗 口、以及一些辅助集体合作的 

应用程 序。 

@集体网络 (The Group Network) 

集体网络起源于计算机会议但多一些限制。 

计算机会议容许不同时，即在某个时间范围 

内 (常为1～2周)参加者可以自由进入或退 

出，可以随时查看会议主席的发言或其它人 

的意见，也可以随时发表自己的意见。集体 

网络则是实时的和交互式的。在一个不大的 

区域 内，成员们各坐在 自己办公室的微机工 

作站前，通过键盘或麦克风与别的成员直接 

通讯。工作站上设有公共的共享空间、会议计 

划、位图共享及一些应用程序。会议主席确 

定会议议程后，会议计划程序会 自动在每个 

工作站上显示各阶段的会议安排，谈程序还 

有投票选举、结果显示及自动告示会议时间 

等功能。 ． 

从上述介绍可见，按蓝和K所列 出 的 六 

类，实际上真正对集体决策作直接支持的只 

有后三类。其中决策会议室和合作实验室应 

属于D和G的第一类决策室，集体网络 即 为 

第三类决策局域网，所以K和薮划分的 类 型 

可看作是D和G分类的具体化，并来抓 住 区 

分GDss的关键因素。D和G提出集体成员多 

少和成员间距离作为区分GⅨs类型的 二 个 

变量具有一定意义，但仅用这二个变量是否 

能概括6旧ss的垒部技术特征目前还难 以 下 

结论，随着今后开发出更多的系统，或许会 

有进一步的认识。 

三、GDSS的设计 

1986年IFIP在荷兰召开的DSS国际会议 

上，P．Gray在所作的题为“Group Decision 

· 62 、 

Support Systems”报告中，谈到GD8S尚 待 

研究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关于G．DSS的 设 计。 

它包括：人的因素设计、数据库设计、用户 

接 口设计 、与DSS的接 口设计 以及设计 方 法 

学等等。至今发表的论文和开发的系统巳不 

少，但具体讨论设计问题的却很少。近年来 

D和G、R．A．Beau~tair和M．T．Jelessi(简 

称B和J) 以及M．Jarke分别从不同方面提出 

了一些观点，对GDss的设计有一定的意义。 

1．D和G的初步设计通用模式 

他们认为集体作决策过程是一个信息交 

换过程，因此 集 体 大 小、成 员 间 距 离以 

及任务类型是三个决定GDss设计的 要 素。 

前二个要素确定了G-DSS的物理环境 设 计， 

后一个要素决定了GDss的功能设 计．他 们 

将 的功能分成三个层次：第_个 最 基 

本的层次是消除成员之间的通讯障碍}第二 

个层次是提供决策建模和集体决策技术J第 

三个最高层次是要使得会议的议程、集体决 

策技术都在专家知识引导下 自动进行。任务 

按类型分成6类：计戈U型、创造型、智能型、 

偏好型、认识冲突型及混合动机型。在作具 

体设计时，按不同的任务类型根据不同的需 

求确定支持的层次，因而也就确定了所需支 

持的功能。D和G的方法具有一定通。用 性， 

可作为系统初步功能设计的指南。 

2．考虑心理行为的一体化设计⋯ 

心理行为对决策过程会产生一定影响， 

例如在巨大压力下的个人常会作出反常的决 

策。集体决策中的每个成员除了受到问题严 

重性和决策后果所造成的心理压力外，还受 

到集体其它成员的影响。B和J分析了四种可 

能有的不正常消极行为：不 负 责 任、乱 起 

哄、届服于压力及稀里糊涂。这四种行为对 

决策质量都会产生不利影响，但 若 加 以 引 

导，可以将这些消极行为转化为有利因素。 

在作GDss具体设计时，应该根据不同 情 况 

和不同的需要进行一体化考虑，通过技术上 

的干予去实现转化。侧如在方案讨论阶段， 

系统若能提供匿名输入功能，使一些周服予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压力的胆小成员就可以消除顾虑大胆提出意 

见。 

3．GDSS的框架结构 

对于DSS系统，已有所谓三库、四 库等 

等比较明确的框架结构，对GDSS几乎 还 无 

人进行过专门讨论。M．Jarke曾简略地介 绍 

了他在MI~IATOR中设计的框 架。 ·(见 图) 

『 I ／ 教̂据＼l一 一 2 拳̂撤据 
和工具 ＼：题表示 t／ 和工具 

他将用户分成二类，一类(实际上只有一位) 

是会议主持人(或称协调员)，另一类是任意 

数目的集体成员。系统结构被分成三个区； 
一 个是用户区，实际上相当于任意数目的专 

用Dss子系统，在每个子系统里，有私人 的 

数据和工具，它只容许私人取用J一个是协 

调员专用区，它也有只供协调员取用的数据 

和工具j再一个是公共通讯区，它包含三部 

份，一部份存贮每个成员表示的意见，一部 

份存贮共 同的问题 (或一致的意见)，还有一 

部份是共享数据库。每个成员和协调员对共 

享数据库都有读取权J每个成员只能对自己 

表示的息见有读写权；协谪员对每个成员表 

示的意见亦有读取权}对共同的问题 <或意 

见)，每个成员只有读取权，而协调 员有 
L  

读写权。 

四、对GDSS的评估 

如前所述，DARPA对GDSS已投八 r大 

量财力。若对DARPA所支持的项 目按 商 业 

应用排一下队，GDSS是属于至今尚未 在 企 

业部门打开局面的那一类，为什么原因还没 

有人能说得清。从技术上来讲，GDSS提 供 

的通讯技术， 以及它的结构化决策工具应该 

受到企业部门的欢迎，但期望和结果存在明 

显差异，这只能说 明，一个实验室的高新技 

术产品要获得社会经济效益不是那么容易， 

必须将中间的堵塞环节疏通才能 发 挥 出 作 

用 

不管实际情况怎样，一些GDSS的 应 用 

实践却表明，它对集体决策确实能起到正面 

的积极作用。主要有这样一些： 

1)它能增加策略的数量，提高决 策 质 

量，特别对此较困难的任务，【 】 

2)它能使决策会议变得生动活泼，使每 

个成员的注意力都能集中到要决策的问题上 

来j 

3)使每个成员对决策过程及决策 结 果 

都会感到此较满意 (因为是在计算机协调下 

作出的) ，因此能增加集体的团结； 

4)能加快决策过程。 

在GDSS中尚待研究的问题也 不 少，P． 

Gray曾列出了一张清单，指出有五 娄问题需 

要研究，它们是 ：①GDSS的 设计 ；②GDSS的 

应用时机}⑤GDSS成功的因素；④GDss的影 

响；⑤GDSS的管理。D和GⅢ 对应用GDSS的 

影响特别强调，提出对信息交换的模式、参加 

者的心理、。成员间关系和对权力及其影响问 

题要进行研究。作者认为首要的问题应解决 

GDSS在向企业组织推广应用中存在的障碍。 

K和K曾提出一些技术问题和对决策过 程 的 

不完全了解阻碍了GDSS的成功应用，作者认 

为这可能和开发方法有关，为此提出： 

1)要深八作需求分析。因为至今 在 美 

国开发GDss的姐织大多为DARPA的T属或 

受到DARPA资助的天学，用户对象是军事 

部门，在将实验室产品转向民用时，未对企 

业用户作真正的需求分析，因此企业部门对 

这些GDSS~感兴趣。只有作深八的调 研 耜 

需求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开发的GDSS才 会 

迎合企业的需要J 

2)采用演进式的开发方 法。像 DSS一 

样，GDSS要解决的是半结构化或非结 构 化 

的决策问题。决策者在认识 问题，提 出策略 

和选择策略过程中都有自己习惯的逻辑思维 

方式，开发者对这些思 维方式的理解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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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仅通过调研获得，所以采用生存期法难以 

达到目标。应该用基于原型技术的演进横式 

才能逐步适应用户的要求 

3)增加实际的决策模型。现在 开 发的 

各种决策支持系统，几乎都是支持这样一种 

决策模式：认识问题，提出 方 案 、评 估 方 

案、选择及实施方案。这种模式实际上将事 

物看成为一个封闭系统，不考虑决策者本人 

和环境的复杂性对决策的影响，圆此是一种 

理想化的模 型。实际的决策过 程往往不 这么 

简单，例如在集体决策过程中，每个成员在考 

虑或选择策略时，常会把自己的利害得失关 

系也作为一个重要因素考虑}有时对同一个 

策略，由于环境或时机不同而会采取截然不 

同的态 度，这说明按理想模型开发的决策支 

持系统，功能上不足以支持决策者的需求。 

GDSS~考虑其它的决策模型，例如政治／竞 

争模型 杂乱数据罐模型及程序模型等等，使 

它们与理想模型构成一种互补，让决策者有 

充分的选择空间。 

．  五 结束语 

对任何一个组织来说，决策是一项重要 

的活动，这是由于决策的成败会产生重大的 

影响。GDSS是一门利 用计 算 机 通讯 和 

决策科学来吏持集体决策的最新技术，它能 

提高决策质量和加快决策速度，因此它有着 

广泛的应用前途。 

D和G提出的集体太小，成员向距 离 及 

任务类型三个因素，可作为GD 功能 设 计 

的指南J J和B提出在ODss设计审应考 虑 集 

体成员的心理行为是一个能使GDsS更 为 有 

效的积极建议’Jarke采用的框架结构 可 作 

为GDSS设计的有用参考。 

GDss目前在向企业推广应用中遇 到 障 

碍，这是一种暂时现象，通过改进对系统的 

需求分析和设计方法队及补充一些实际的决 

策模型，是消除障碍首先可以采取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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