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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体决策支持系统 GDSS：模型和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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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群体决策支持系统 GDSS作为计茸机支持的_办 工作(CSCW)的丹支 与传统的决策支 

持襄统 DSS有着较^的差别，前者将 临多个参与者目决策权力是分层的。本文介绍了集·f，式与 

分布式群体决策支持系统盐萁群体决策模 ，并展望丁木束晌工作。 

关键词曼 }叁兰塑 ’集中式1分市式-群体决策模 ~,Ds5 I 
群体决羡支持系统(GDSS)．指的是 一十基于 

计算机的系绕t通过让一组决策者们以群体的形式 

一 起工作．使非结构化的、难以决策问题更易于解 

决”j它作为计算机支持的协同工作(CSCW)的分支， 

是一门较新的、具有巨大发展前途的研究领域． 

GDSS是从传统的决策支持系统(DSS)发展而 

来的，但和 DSS又有着较大的差别。DSS的对象是 

单个用户，且决策具有较高自动化j而 GDss面临着 

多个参与者，井将决策的权力分层次地留给了参与 

决羡者们。 

GDSS主要包含了两方面的技术 ：一是t包含信 

皇表达和处理技术，傀如t相关信息的收集、整理、表 

示及舟析．二是，还需要解决群体协同的计算技术 ． 

如通讯，冲突的解决．一致性腔制，和数据访问的权 

糙 
限控制。所以．群体决策所涉及的辱萄域相当广，还涉 

及社会学 ，心理学 ．计算机硬件，软件，网络技术，以 

及人工智能 。 

有了 GDsSt人们就能通过计算机举行会议、进 

行决策，而不受时间和地点的限制．它和人工的会 

议、决羡相比，应该具有如下优点：更能将人们的注 

意力集中在相应的问题上 能帮助决策者们理解复 

采的问题和环境；更能促进决策者之间的相互交流， 

增进他们之间的了解和信任；能获得更佳的决策I能 

述成更高的一致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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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l G])SS好羹 

可减少编写程序的工作量． 

4-coRBA支持同一场地和不同场地上的程序 

间的通讯，因而可将程序的通讯交给 c0RBA完成， 

减少程序的复杂性。 

5-利用 CORBA的异常处理功能可方便地处 

理网络异常和与服务相关的各种异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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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DsS的舟娄如图 a所示 按照决策的方式 ． 

GDsS可舟为集中式和分布式 ．它们各自有不同的模 

型和相关技术 。但是，共同的是，它们都涉及了多个 

决策者，而且决策者之间存在着相互作用 、相互影 

响}这种相互作用、相互影 响是通过信息交流、信息 

共享来实现的。 

在集中式决策模式下的群体共同地解决同一十 

同题，其焦点在于引导和协同各个参与者之间的相 

互影响、相互作用 ，使得问题能由群体成员共同同时 

地解决 在分布式决策中，这个大问题被舟割为一些 

小问题．将它们舟配给各个子群体 ，可以同时解决， 

也可以不同时解决 。 

一

、集中式决策 

在集中式决策中，所面对的是一个具有紧密结 

合的、所有群体成员共同致力于一个共同目标的群 

体。一个问题的决策通常需要包括这样几个步骤 ：问 

题的确认，提议解决方案，讨论，整理，和完成决策。 

1 三阶段模型 

三阶段模型将整个会议进程舟为三个阶段：智 

力、设计和选择，每一阶段又包括一个发散性的舟阶 

段和一个集中性的舟阶段．在智力阶段完成对问题 

的舟析和定义。群体中产生各种不同的定义，这就是 

发敌阶段I而对各种不同的定义进行评价，在其中的 

一 个定义上取得一致，这就是集中阶段。在设计阶段 

中，先形成对问题的各种可能解决方案(发散阶段)， 

再将相类似的进行台并，多余的及无关的删除(集中 

阶段) 选择阶段包括了对已产生的想法的发散性评 

估和集中性选择。 

该模型基于这样一个基本假定：只有 当足够多 

的时间花在了讨论问题和提出不同选项上，才会产 

生最佳的决策I产生的不同选项越多，作出的决策就 

越好。正由于采纳了这种。越多越好”的前提 ，所以用 

来评价群体相互作用程度的变量．除了各种选项的 

质量好环以外·还包括其数量多少。 

让我们来看一十 纸一笔 会议实例。会议中所有 

的交流都通过纸和笔来完成。假设共有N十成 员参 

加会议，而事先准各了 N+1份空白文件。每个成员 

先在一份文件上发表自己对问题的看法．完成 以后 

将这份文件抛出，任换另一份文件，继续发表对问题 

的看法或对他人的意见作出评价 I由于共有N+1份 

文件，所以任何时侯都能交换文件，而不 会发生冲 

突。GDSS的三阶段模型正是受到了这种。纸一笔 会 

议技术的启发·实现了群体成员之间的信息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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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三阶段群体决 策模型 

图 2显示三阶段群体决策模型的结构及数据流 

图 在这种模式下，一次会议从一个问题开始，问题 

被复制判了 N+1个文件中(N一用户数)。在智力阶 

段．用户任意地在 N+1个文件中发表意见 ，由此发 

展了 N+1十讨论流。智力阶段之后用户独立工作， 

产生 N列对问题的提议及解决方案 。然后由群体将 

这N列合并成一列。最后在这一列上进行表决。 

这种模型通过实践，证髓是成功的，但还存在着 

一 些问题。首先，不允许用户致力于某个特定文件中 

的一个特殊问题，也不允许用户对所有意见作出反 

应。在一个较大的群体中(N>16)，对于某些文件，用 

户可能只获得一次接触机会 ，甚至一次也没有。其 

次，有一个独立的提议、解决方案产生阶段，但不允 

许用户在表决前进行讨论和修改，也不允许用户在 

表决中提出新的方案。第三，由于备用户独立工作， 

在产生大量方案的同时 ，也不可避免地引起了重复。 

将重复消除，将个人工作成果合并，这需要一个攫长 

的过程．而且个人独立工作时间越长，合并就越久。 

这些经验使我们认为．向参与者提供更多的并 

行活动和获取群体最大贡献能力之间存在着基本矛 

盾。换句话说，提高个人的贡献能力并不一定会提高 

群体的贡献能力 由此我们可以定义并行矛盾 ：群体 

的贡献能力小于其成员贡献能力的总和． 

决 策群体 系统 (Desislon Making Group Sys— 

terns)[Nu~ naker et a1．，1987~Dennis et a1．，19ss3 

采用的就是这种三阶段模型。它由三个组件组成：电 

子瞄风暴系统(Electronic Brainstorming System)支 

持智力阶段}问题组织者(Issue Organizer)支持设计 

阶段；表决(Voting)支持选择阶段。该系统由于结构 

清晰·易于使用，享有较高的知名度，被广泛地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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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共享上下文模型 

前面所提到的三阶段决策模型 ，由于存在着一 

些问题 ，导致我们采用一种新的方法：共享上下文这 

一 个新概念，它指的是一种共同的工作环境，包括信 

息、信息的表示(如 ：图敷，文本)和对信息的一致理 

解 。 

提出l 题 l 
1．．．．．．．．．．．．．．．．．．．．．．．．．．．．．．．．．．．．．．． 

图 3 共享上下文群体陡策模型 

图 3说明了采用共享上下文模型的群体决策过 

程。和图 1一样，共享上下文模型从一个问题开始 ， 

用户可以自由地发表对问题的看法，提出子问题或 

相关的注意项。当讨论进入成熟状态启，用户们开始 

提出解决方案。讨论继续进行 ，用户对别人提出的解 

决方案发表看法，提出各种各样的提议。当一轮表决 

完成之后-方案系列缩短了-而进程继续进行下去。 

共享上下文模型是基于这样一个基本假定 ：加 

强群体的合作会相应地增进其贡献能力和工作效 

果。而相反的观点认为：引起冲突(及随后的消除)会 

增加工作结果的质量。有实验将它和三阶段模型作 

了比敷。结果表明，三阶段模型产生更多不同的解决 

方案，但共享上下文模型的决策质量更高，一致程度 

也更大 。 

共享上下文模型采用了一些技术来处理并行矛 

盾。首先，它向所有用户同时提供全部数据的访问权 

限，避免了数据重复．减轻了数据冗长。其次，它将用 

户的输入区分为一般评论、问题 解决方案，从而产 

生了更多电子对话的方向和焦点。第三，它在讨论、 

分析 表决各进程之间快速循环，更利于产生一致方 

案，达成协议。 

由于采用了共享的上下文，对合并阶段的需要 

消失了}唯一的合并工作是在用户输入时，将新的输 

人并人共享的上下文。 

在用户接口方面．采用了 我见目口你见 (What一 

·46· 

You-See—Is一矾 at—I—See，WYSIWIS)的策略，即共享 

的上下文对所有用户保持一致的显示。共享的上下 

文数据在各个工作站和网络服务器上被复制．每个 

工作站均可以修改服务器上的上下文，同时也有责 

任提醒其它工作 站，共享 的上 下文 发生 了变化。 

WYSIWIS是这样宴现的：如果一个工作站修改了上 

下文，a)N务器上的上下文以写的方式打开，修改完 

毕启文件关闭，并通知各工作站 _b)接到修改通5叮的 

工作站可以申请直接修改他们本地的文件拷贝，也 

可以按只读的方式打开服务器上的上下文以作出彻 

底修改。 

此外．手势(Gesture)技术指的是一种指向别人 

屏幕上某一处的能力，对于群体讨论也很重要。电子 

指针就是 该技术 的一 种实现 。这并不是一项新技术 ． 

但以前只为一个群体提供一个电子指针，而现在可 

以向每个用户提供一个。通过对它的使用，用户可以 

将别人的注意力集中到相应的问题上来，井通过电 

子讨论解决问题。 

电子讨论系统 (EDS)最初是由Arizona大学发 

展起来的，它采用的就是共享上下文模型。使用EDS 

的用户，在屏幕下半部的私人窗口完成一项输入以 

后，将它归人三类中的一类(评论，问题，提议)，并释 

放结群体。用户可以打开卷动显示模式(Scrolling 

Mode)，这样，任何一个用户的输入都能自动显示在 

屏幕上半部的公共窗口中。三类输入分别由黑 蓝 

红三种颜色表示。 

讨论文件是以后交换信息的基本工具。一次 

EDS会议可能有多个讨论文件(文件数和 参与者数 

目无关)，允许所有参与者对垒韶讨论文件进行访 

问。讨论文件由于会议中群体致力于某个特殊问题 

而产生。由此 ，EDS允许参与者致力于某个问题的各 

个方面，或同时致力于多个问题。 

当讨论进入到成熟状态后，参与者可以提 出表 

决要求。事先可设置一个数字，当提出表决要求的参 

与者数达到要求时，目口进入表决状态，进行表决。 

一

次会议后，会议中各项输人、表决结果都 以文 

件的形式储存下来，所有活动都标上了时间及相关 

工作站．以供分析。 

二 、分布式决策 

分布式决策的概念是 肋 年代初由 Thomas和 

Burns等人提出的．和集中式决策相比．最大的差别 

在于．分布式决策所针对的问题非常复杂．复杂到了 

单个的参与者无祛了解它的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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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布式决策话动按照这样的步骤进行：(1)问题 

分割f(2)任务分配f(3)各 自分问题的解决{(4) 

总。当然，实际上很多系统并不支持全部四个过程， 

认为问题分割和任务分配事先就已经完成，通常只 

致力于分问题的解决和 总过程·多群体决策支持 

系统严格地体现了这一工作进程结构。 

图 4 分布式班策的系统结构 

进行分布式决 策的组织具有多个不同的子单 

元．这些子单元可以是单个人，也可以是一个群体} 

可以是同构的，也可以是异构的。他们各 自拥有完备 

的决策支持系统 ，根据各自的任务，目标和环境提出 

自己的观点，独立地工作 f但是，各子单元的工作却 

又是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他们通过一个通讯网络 

共享各自的观点，嚣周工作。(见图 4)． 

各子单元的观点常常存在着矛盾．所以需要一 

个协同机制，它不仅是单纯的收集各种观点，还要认 

识到冲突，并通过对话进行讨论以解决冲突。sPI— 

DER系统支持下的观点提取过程较好地解决了这 
～

问题 。 

此外，由于分布式决策中的多任务，对通讯网络 

的管理也变得更加复杂和困难，传统的客户机，服务 

器两层结构显得不足。对此，几位台湾研究学者提出 

了群件服务器／应用程序服务嚣／客户机的三层结 

构． 

1 多群体决策支持系统 

多群体决策支持系统(MGD6s)，帮助多个群体 

的参与者理解复杂的问题，帮助他们在行动上取得 
一

致来解决这些问题。这些群体松散结合，可以是同 

构的，也可以是异构的。如图 5所示．MGDSS进程主 

要有三个进程：会前计划，进行会议，会后活动。 

} * -  。 一  

喜后活 轴 '_ 

图 5 多群体决策支持系统的 

进程模型和拄末支持 

会前的详细计划对于会议的成功是至关重要 

的。MDGSS的会前计划阶段一般按照四个基本步骤 

进行 。第一．声明目的 ，定义问题。问题的定义必须反 

映出会议的目的。～旦这项工作完成了，就可以起草 

会议 日程表。第二，确定产生想法、建立一致的途径。 

可采用的拄术很多 ，具体采用哪一种由问题的定义 

和会议的目的来确定。在此基础上，可以描述群体和 

会议的详细协议，为会议的每一阶段分配时间。这时 

日程表可以完成了。第三 ，收集背景资料和相关数 

据。第四，准备展示。将材jI斗按照 日程表和会议进程 

组织起来。 

当准备工作完成之后 ，就可以按照日程表进行 

会议了。对于参与者，会议本身在各个进程中是最可 

见的部分。它也分四个步骤。第一，进行一次全体会 

议：传递会议目的；提供背景材料j对～致性要求作 

出解释，以供随后的分散会议使用。第二．想接的启 

发和捕捉 。这方面所采用的技术和别的单群体决策 

系绕(例如 ：脑风暴)非常相似。第三，想法的组织和 

评价．M~DSS中最困难的工作就是将各个群体产生 

的想法结合起来，并加以组织，以供进一步的耀恩熬 

虑。可采用分类和归并技术来解决这个问题。第四， 

想法的展示。用户可以对所展示的想j击进行表决．也 

可将所展示的作为会议的最后结果。 

会议中收集到的各种信息需要在会后作进一步 

的分析，分析的结果交给会议计划部门 ，再由计划部 

门分发给各参与者 

分类技术和归并拄术对于MGD6s的实现非常 

重要。通过分类和归并，才能在看似杂乱无章的想法 

集合中建立次序和结构．按照各种各样的标准将它 

们分组。 

各种想 都是用自然语言袁达的 在分娄之前， 

需要事先确定分类方案。一旦方案确定了，就可以提 

取出一些关键词，车 用它们进行分类。比如，可以通 

过计算机检测某一关键词在哪些想法中出现了，将 

它们列出来，这样，我们就很清楚 ，那些想法是关于 

这一问题的。也可采用更复杂的技术，使得分类不仅 

是语义上的，还是句法上的．此外，还需要具有识别 

同义词的能力。这里就不作介绍了。 

归并则是将同类的想法束集在一个中心主题的 

周围．将想法按照相似性分组。可以采用的算法很 

多。一种基本的策略是检耐各个单词在各想法中出 

现的次数，这样．每一想法都对应于一十向量。我们 

可以通过求任意两个向量的点泵或 c0s E，来计 

算所对应的想法之间的相似度。 

George M8~SOI1大学的 AmES(Advanced Inre- 

grated Requirements Engineering System)就是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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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这种分类技术和归并技术 ，实现了对想法和概念 

的自动分析。 

2 认识共享 

分布式决策由大量的参与者作出。他们根据自 

己对形势的了解，在各 自的范围内独立地工作；同 

时，他们又意识到他们之间存在着一定的联系 当参 

与者在工作中将这种联系考虑进去时，协谓就变得 

非常必要了；这需要通过观点的提取来共享各自的 

观点，所以必须向参与者们提供帮助，使他们能描述 

自己对形势的理解。在此，我们关心的不仅是各种观 

点，更重要的是形成这种厩点的背景材料，包括相关 

的知识、前提、假设．以及它们之间的因果关系。 

可以采用认识图来描述观点及其影响因素。认 

识图作为一张有向图，其节点表示厩点或因素 ，而弧 

表示源节点和目标节点之间的关系。认识图能够揭 

示个人的目的和逻辑，使人们能对以前所作的因果 

候设的台理性和有效性进行检测和评价，为人们提 

供了对形势舔人了解、细致考察的机会。认识图还可 

以转化成矩阵形式，从而对决策逻辑进行定量分析。 

和集中式决策中共享的上下文不同，在此，每一 

个观 点及相关背景表达都有一个拥有者，只有拥有 

者有权对谚表达进行修改。其它决策者们可以读这 

项表达，通过通讯网络将自己对该表达的疑问和建 

议传递给拥有者，但无权修改 

SPIDER系统作为一种软件环境，支持观点提 

取和观点 享。在该系统中，一个表达由三部分组 

成 ：认识图，支持性的数据表格，文本注释；它们构成 

一 个文件集。其核心是认识图。每个认识图都可以和 

其它的认识图、表格、注释或它们的组合相连接。同 

样地，表格可以和认识图等连接，注释也可以。 

为了对一个复杂的文件集有一个总体的认识， 

SPIDER提供了道路图。它由带有标题的图标组成， 

每个图标代表一个文件；这些图标由直线连接起来， 

每条直线代表一项文件连接。 

对一个表达的分析可舟为三个层次 ：全局的观 

点由道路 图提供}在道路图中选定某个图标，则进人 

了文件层，用户可以同时洳览一个或多个文件；在一 

个认识图文件中，剧可以观察各种细节内容。 

对认识图的自动分析还有待实现，而表达方式 

和手段还需要进一步加强和改进。 

3 三层网络结构 

传统的计算机网络系绕由客户机／服务器两层 

结构组成，用户接口等功能分配给客户机，而用户间 

相互作用的功能则由服务器完成。这种结构在多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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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情况下显得不足，因为用户间相互作用不仅存在 

于一个应用程序之内，还存在于各个应用程序之闻。 

在设计这样的 系绕时，就需要把一个特殊应用程序 

内的 同功能和所有应用程序共享的 同功能区分 

开来。在这样的要求下，产生了三层结构 ：一个群件 

服务器，几个应用程序服务器，客户机。图 6说明了 

这种结梅 。 

图 6 三层网络结构 

群体服务器的基本目的是向所有群件应用程序 

提供必要的协同功能。比如，服务器记录着哪些应用 

程序正在运行 ，每一应用程序服务器及相关客户机 

的位置， 确保数据能正确传送。又比如，它管理着 

用户对应用程序的访问。当一个用户申请进人时 ，检 

查该用户是否有权进人。当一个登录的用户要求加 

人一正在进行的电子会议时，群件服务器检查该用 

户是否有权，如有，将用户的申请传给会议服务器 

(一个应用程序服务器)，由会议服务器来决定是否 

接受该用户。应用程序服务器管理的是某一特殊应 

用程序执行时的协同及其它需要。例如，表决机制只 

适合电子会议使用，所以由会议服务器管理，显然要 

比群件服务器更适合．客户机则提供用户接口和一 

些应用工 具。 

DEEDS(Distributed Environment far E1ectron． 

ic Decision Support)模型说明了三层结构的可行性。 

它是在擞软窗口环境下实现的，在通讯网络方面皋 

用了 TCP／IP办议。它包括了在线对话、群体绘图、 

电子会议三个应用程序 ，结构如图7。但是 ，由于群件 

图 7 DEEDS的蒹统结构 

I 
t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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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供了公共的 同功能．新的群件应用程序能 

够减轻松地加人到该系统中去。 

三、总结和展望 

以上我们介绍了集中式群体决策系统和分布式 

决策系统。正如我们提到的，两者最大的差别在于前 

者的决策者们对面临的问题和环境有一个全面的认 

识．而后者则没有。由此引起了两者在模型和数据问 

题的处理上有很大的不同。 

首先．集中式决策过程中产生的各种数据需要 

收集在一起，展示培全体决策者；而分布式决策的各 

个子单元只关心自己这部分的数据和对自己有影响 

的数据。其次，集中式决策中的数据．不论是匿名的 

还是记名的．在它产生之后，就不再保持和主人的拥 

有被拥有关系，即．群体中的任何一十成员都有权阗 

读和更改f而在分布式决策中，任何数据都有它的拥 

有者-只有拥有者有投改动．其它成员只能阅读-或 

通过对话向它的拥有者提出疑问和建议。第三-对待 

冲突问题的不同态度。集中式决策中的冲突一旦产 

生，必须通过对话、表达等方式来解决 而在分布式 

决策中，冲突产生的频率要相对高得多，可以通过对 

话来讨论，也可以任其存在。 

所以-集中式决策中数据问题的重点是放在控 

制对数据的访问和实现数据共享上．而分布式决策 

则是致力于提供方法和手段，使决策者们更好地整 

理自己的数据、表达自己的观点，以供 自己复审和他 

人观看。 

集中式决策中的三阶段模型中，由于限制性的 

数据访问，艰难而耗时的合并工作，解决方案产生后 

不经讨论和评价即进行表决，而显得不那／厶尽如』、 

意。共享上下文模型在数据产生的同时就将它并人 

公共的文件(共享的上下文)中。目前建议采用的方 

法是当一十用户在更新 (加人、删除、修改)上下文 

时 ，就不允许其它用户同时作出更新}当用户数增加 

时·这一方法即显得低效了，这需要采用一种新的锁 

定模型，当用户对上下文中某一部分进行更新时，只 

对该部份锁定 ，其余部分仍然开放。 

现有的集 中式决策系统主要致力于如下主要问 

目：使群体通讯机制化l使决策进程结构化 l结合各 

种支持决策的软件工具；引导群体的相互影响、相互 

作用 

此外-如何来描述会议过程，记录相关的数据l 

如何在会议中体现不同的地位(例如 ；采用特殊窗 

口)-如何控制其作用和影响I对冲突问题的处理l会 

议中对多种通讯方式的支持 (饲如：在线对话 ，电子 

邮件) 对多种信皇表达方式的支持(文本、图片、声 

音、录墩)等等。这些方面已经有』、做了不少工作-但 

是距离问题的解决，还需要进一步的实验和研究。 

在分布式决策中．主要的问题有：从理论上研究 

舟布式决策的策略、方法、决策过程模型f研究分布 

式系统的主要特征、分布式信息的表达、分布式决策 

信息的结构；研究分布式数据库、模型库、知识库的 

结构和管理；研究高效率、智能化的通讯网络结构和 

通讯方式f研究用现有的DSS装配 GDSS的方珐 完 

善 GDSS概念．研究评价 GD&S的指标体系和分析 

方法。 

群体决策支持系统的研究和开发，不仅具有学 

术上的价值，还具有实用意义。在未来的社会中，各 

种组织的结构将越来越复杂，面临的问题也将越来 

越复杂。使复杂的组织解决复杂的问题，这正是群体 

决策支持系绕的目的．也是 CSCW 的一十核心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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