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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策支持系统的工程观点评述 

聂培尧 (山东财政学院 济南250014) 
●  - ’ ●

— ● - ～  

川 

一

、 引 言 

壁盗 题已被众多的研究者进行了广泛的 
研究。这些研究方法可分为两大类。第一类是把注 

意力集中于问题的内容上，试图根据给定的某些社 

会性曲或群体自g约束、或者目标来寻求一种最优的 

或可满足的解 这种方法是基于对群体硗策过程的 

各十步骤进行了垒面的调查研究并确信存在一种有 

效地处理这些步骤的方法这样一种思想 而 提 出 来 

的。另一类方法是面向过程的研究方法。行为的研 

究则是属于这类研究方法的一部分。最近，从决策 

支持系统(DSS)的技术中又产生出了第三种方法， 

即信息系统方法 本文对这三种方涪进行了介绍并 

对这些方法用于多准脚 GDss设计的需求分析中的 

可能性进行了讨论。 

二，面向内容的方法 

关子多准则决策方面的研究虽然已发表了诸多 

文章 但多用户的多准则决策方法的研究则是近几 

年 来才开始的。并且，在这方面的研究文章也是不 

多见的。在多准则决策中进行多用户问题的研究出曰 

主耍有Thirlez~lHouri(1975)、Keeney和Kirk- 

wood(1975)、Barclay和 Peterson (i 976)、Ed- 

wards(1 977)、 W endel1(i 979)、Korhonen(1 980) 

和M~skowltz(1981)、Zeleny (1 983)以．~Hei— 

del：~Duckstein (1 983)，seol(1 984)和Tung X． 

Bul(1啦7)}孥八。多用户多准且 决策问题的 研 究 

基础主耍受选择理论及博爽理论的影响。最早的避 

择理论起源于18世纪并已发展成为今天的社会选择 

理论。关于选择理论的发展概述请参见T．X．Bai 

(1987)。通过剥大量的群庠决 策 问题日g研究已证 

实了社会选择问题仍是一种用于群体决策的很有效 

晌方法。然而，般多衬 会理论学家刚认为不可能， 

也没箱必要寻找一种碓 一陶且能为公众按受的群休 

选择公式。但是，作为群体决策支持技术的研究来 

说，寻求一种有效的决策辅助方法仍将十分必要。 

面向内容的群体决策的另一种方法是博突理论 

方法。T．X．BM (i 087)描述了传统的博奕定义 

中 的五 种特 性。Von Neumann积Morgenstern 

(1953)给出了两人博奕的最小最大策略 (邵以最 

小岣可能获得最大的利益)。这种策略是一种均衡策 

略 (tg称鞍点)。Neumann-Morgenster~的均衡镶 

略不久就受NgTTuekcr的挑战 除 了这样 一 个 事 

实，即并非所有的 矩阵 博奕都具有 鞍点外，1、卜· 

kez还证明了个体的台理决策在某些非确定情 况 下 

可能寻致出不台理的群体决策。当把两八博奕推广 

N0n(n>2)人博突时，n个人之间的各种 组合 将 

使得博奕问题变得极其复杂 同 组台的概念也 

是导致产生 了 协作 博 奕 的 问 题 (T．X．Bui， 

i 987)。 

Wierzbicki(1 983 证蹰了传统博奕理 论 实 

际上是很难用于群体决策问题中的 首先，对特定 

的博奕求解的计算技术既很复杂又麻烦，其1旋J决 

策者很难用一个目标对经驻冲突情况进行描述}最 

君就是该方法太复杂，从而艰难使决镶者从这些复 

杂因素中推出台理的决策结果。 

三，面向过程的方法 

面向过程的方法主要是交互过程中的运 筹 学／ 

管理科学 (OR／MS)以及组织心理学方法 。面向过 

程的方法主要侧重于动态决策。OR／MS方法可 视 

为是一种主要基于实用理论的面向内容方法的动态 

形式j而组织心理学方法皿 主要侧重予决策者行为 

的演变及群体决策过程中协商技巧的使用。 

T．关于交互过程 

某些单用户的多准jj0决策把谰向过程的方法看 

作是一种学习过程。燕子计算机系统的交互式会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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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陶例子 有 Hall辑l Haimea(1 976)，ziont穗 

W alleniu~(1 978)、Hwang~1hh sud (1 979)尊。 

Steuer(1 979)、Steuer~?Schu!cr硬Morae( 980) 

使用了逐渐稍 非占优势方寨的 方 法。Jacquent～ 

Lagreze)~．Shakun (1 084) 也提出 一平F使慝交互 

式 实用技术以帮助决策者进行有效决策妁方法 

Evans(1 984)则对这些技术及发展提供l『一综 台 

评述。 

然而， 上提到的嵌^在多准则决策中的学习 

过程可视为面向内容方法的～种动恋情况，并且主 

要用于单决策者。Shakun (1 981)、Chartterjee裙 

Ulvila(1 o82)则提出了解决多准正廿决策中条件协 

商的一神动态模堑 倒如，可先把条件冲突定X赢 

初始状态无可行解的一动态 问 题。据 ，ShakUn 

把消除冲突认为是对问题驹重新定义，使得谩重新 

定义的j可题存在一群体解的过程。这种思想为群体 

决策支持系统的设计提供了很好的途径，但对实爵 

j蓝用来说还将需要更有效的工具。 

2．关于纽壤心理学 

Wart<1 973)、Litterer(1 966)、Kraas$和Den— 

tgeh (1 966)、 Dau~eh (1 g73)、 Vroon2和 Jago 

(i974)、Zartmaa (i978)、Wa!l(1981) 以 及 

BactlarachN／Lawlet(198I)等人对各种群体决策 

问题l璀解提出了一种行为 模型。通 常，信 念、主 

张 斯言以及诱惑力等都对决策者具有影响。正因 

为如此，Walton~l 979)、Rubin和Br00m(1 975)、 

Pratt(1 981)、Rubln (1981)蹦 及其他社会心理 

学家强调了创造一种有利于群，聿决策环境 的 重 要 

性 。Fogg (1985)提出了一些处理冲突的技巧及方 

法。Levy(1 985)也在解决决策中条件冲突的问题 

进行了研究并提出了一些行之有效晌方法和技巧 

但是，到目前为止，群体决策过程妁成功与否 

仍大部分依赖于一些训练有素、具有较强判断力及 

冲突调解能力的。第三者 。但是从GDSS婀立场来 

看，用于台作群体决策的Dlss则应当是由系统提供 

以上所述的处理冲突的各种技巧。 

四、信息系统方法 

最近，使用信息系统拄术实现多准则决策的方 

法对多准则决策研究的人具有很大岣吸引 力。Bui 

(1 98士)和Keeny等凡 (1 086)}；寸研究工作显示出 

了他们在使用DSS技术建立有效的多准则决策系统 

方面的极大兴趣。至少从理论的j冕点来~DSSN统 

与多准则决策的结合是一种很好的发展途径。这{葶， 

DSS技术就可把那些数学化及形式化的乡准则 策 

6· 

问题转化成为能有效地适应决策者需求 的 支持 工 

具。 

连 ，一言效的Dss应兵有如下} 冀本性质 ： 

(i) 侧重专二半结构及不 良结构姹决策问题， 

(ii) 对决策过程能起到支持及改进作用； 

(iii)可支持多用户} 

(iv) 使用方便 (Sprague裙Carlso~，1 982， 

Bennet， 1 983) 磐。 

虽然现在关于DSS 研究已发表了很多文章井 

巳开发出了很多系统，但其中很少有明确用子处理 

群体决景的支持系统。自然，在这些文献申谈及组 

织决策问题的就更少了。 

Bonzec．k等人 (1979)提出了一些用于建造基 

于计算机系统的支持组织决策问题的具体建议及思 

想。这些思想基于这样一种假设，即组织是一种特 

殊的决策者的多级网络。他们还假定一计算机化的 

组纲决策支持应能对其决策过程审所需要的信息进 

行识别及分工处理。这祥，就应该使用AI的 方 法 

或建立起有效的数据模型以减少数据及公式模型， 

井应能对某些特定的群体决策问题产生出一些事实 

及有效的决策指导信息。Haekathorn和Keen(1 981) 

指出了多用户决策情况的两种类型 ：共同相互依赖 

(Pooled interdependent)及 列相互依赖 (Se— 

quentiaI interdependent)。前者只不过是与厕类 

的、且有广博见识柏群体合作的很好的一种群体决 

策的最小形式，而后者则是对每个群体中的个体成 

员缙予自主投及灵活性。Carlson和Sutton(1 974)、 

14olloway~．Hante 1 978)、Seaty(1 980 Steeb 

和Johnston(1 981)、Gray (1 981， 1 983)，Bui和 

Jarke等^ (1987)分别绪出了涉及多决策者的DSS 

的例子。所有这些系统均是采用了类似的结构，即 

试图把群体决策过程分解成为一系列受系统支持柏 

任务。 

Huber(1984)、DeSanctls和Gallupe(1 975， 

1冁7)等人则对基于计算机的群体问题求解的相互 

作用殛影响问题进行了研究。他们认为应对一GD— 

ss进行充分地扩充以增加其使用额 度，从而 提 高 

GDSS~宴伢 群体决策问题中的应用 能力。Hubcr 

也 提倡使用面向过程约通讯系统。如原文 及关系信 

息对ODSS泉说要比个体Dss更为 重 要。Vogel等 

人 (1 987)也对相关的 系统 设 备 (如硬件、软件 

等)、群体特性(大小、组成形式、经验、任务等) 

以及便利晌予段 (如技术能 、群体技能等)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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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r r dd。di~tyI 

?noBs《 181： 

rllct dfd parcnt； 

tm ct dfd child， 

~truct dfd *broths) 

} 

将每#~obj为一 个 结点，以线性链表的 

结构构成每一张dfd。 

stn~L 0bj{ 

elll~n objectty objtype~ 
char objid[IDLEN]j 

char objname~21】l 
int y． xl， y1) 

int tnKt1％ rate) 

struct obj~nextj 

strUct dfobj ate- 

} 。。 

其中，enu皿 objectty {drJ proc，dsJ ee， 
e~'lp[y}J 

即曲，类型有数据梳、处 理逻辑、数据 

存储和外部实体等． 

stmct dfobJ{ 

int pxyc7】C2】I 

ch啦 db dl DL丑N objId2~IDLENJ) 

enum objectty oMtyl objty~) 

} 一 

即辨据潍是棒辣的 以础。埘补充说 

明其流入和流出obj。 

六、结束语 

MIS数据流图的一致性捡查毙浙江省八 

五攻关项目 需求分析生成系统 的部分工 

作，整个系统 旨在为省软件基地、软件企业 

和软件开发单位提供实用的计算机软件开发 

特别是MIS开发的需求分析生成系统，系统 

已全部实现，进一步做商品化工作，使其为广 

大开发人员所乐用，为促进和引导我国MIs 

向深入和高级方向发展 打 下 一 个坚实的基 

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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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研究。但是，目前要} 正明这些方法能更有救地 

用予oD 的设计中还将需要作进 步的研究。 

另一种方法是试图在ODSSO~AI方法应用于 

扩充的、独立于应用的模型管理系统哼设计爰分析 

中。这种方{蠢是由lF] 1990)．B∞0 k(1鹪O)， 

Kon~yaski和poIk(1982)、Dol (1。83)，Whl— 

zzsLoz~(1984) Applcgate(1987)等人提出来的。模 

许一DsS的模型部件按 

与DBMs处理数据相同的方法来处理模型·即独立 

于应用的 基于知识的并能支持模型的多种视图的 

处理方法。作为一种把Fs与Dss集真的誊i孟，L 
。 和 ho呻 8勉 (1985)实现了一种稚为PR0 

士̂AD的 单人使用的DSS 系统。事实上，PRO- 

· 5O· 

札AD只不过是一十能对决策阿题中的群体意见 及 

共同专家评价进行存贮的一个个体Dss．Jafke等 

人 0985)提出了一种更为完备的数据集 中 的方 

法。这种方法的主要功能是为决策者提供一种十律 

结果的关系爰一舒f化的搅图。 

最后，应提出的是，计算机网络技术及电子通 

讯技术的使甩及开发是多用户Dss昀分析、设计瑟 

实现不可缺少昀环境。Martin(1惦l>及 To．no~- 

b冉{j柚 (1口#1)对计算扭瞬蝽及分宿处理进行 了综 

合韵讨论。．计葬机科学謇们预言计算机网络将在价 

格及使用上更为便宜且方便。同时，他们也认为与 

此相关的技术正处于迅速变化之中．为了适应这种 

变化，则应使得GDsS的设计独立于计算机网络技 

术。 (参考文献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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