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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数据仓库与联机分析技术的高考加分政策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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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高考是关乎国计民生的一件大事，而高考中的加分政策，更是各省市招生考试机构和考生乃至整个社会密切 

关注的问题。高考加分政策是否合理，长期以来没有科学、系统的评估方法。针对这一问题，依据某省多年来高考录 

取工作积累的数据，通过运用数据仓库及联机分析技术，对高考加分政策的相关数据进行多维分析 ，得到一些有趣的 

结果，由此制定了一套评估加分政策合理性的方法，可供各省市招生考试机构在出台新的高考加分政策时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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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National Admission and Examination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NAECU)gets in closer and closer touch 

with the national economy and the people’S livelihood．The Scoring Policies in NAECU are becoming one of key issues 

of the Provinces and Cities Admission Offices(PCAO)，and attract the attention of every examinee 88 well as the whole 

society．Currently there is no systematic and scientific way to evaluate the Scoring Policies．To this end，data warehouse 

and OLAP technology were employed tO analyze the data accumulated in the past years in a province．By multi—dimen— 

sional analysis of the data，some interesting results were found and presented in the paper．Based on these findings，the 

evaluation scheme for Scoring Policies in NAECU was then given．This scheme can provide decision making support 

when introducing new scoring po lic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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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是我国教育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对高校人才培 

养具有基础性作用，对基础教育具有导向性功能，对社会具有 

重要的影响作用；其公平与公正从根本上保证了高考制度的 

权威性。高考加分政策作为一项公共政策，它的每一微小的 

变化都关系着成千上万考生的利益l_1]，是社会各界关注的焦 

点，因为它不仅体现着高考公平的价值导向，是社会公平在高 

考中的映射，而且体现着素质教育的思想_2]。 

A省份从 2000年开始网上招生录取工作，积累近 1O年 

的招生数据，这些招生数据包含大量与高考加分政策相关的 

． 数据 高考加分政策是否合理，长期以来没有科学、系统的评 

估方法。如何有效利用这些加分政策数据 ，分析高考加分政 

策的现状与存在的问题，以及指导高考加分政策的调整和改 

革方向，并制定一套科学、系统、有效的评估高考加分政策合 

理性的方案，是招生决策管理人员面临的一个难题。 

本文结合历年高考加分政策数据的分析研究，利用数据 

仓库和 OLAP技术，建立高考加分政策分析系统的数据仓库 

和多维数据模型。通过对多维分析模型的分析，展现出高考 

加分政策的现状，并制定出一套有效的评估高考加分政策的 

合理性的方案。 

1 oLAP数据仓库总体设计 

数据仓库(Data Warehouse)是一个面向主题的、集成的、 

相对稳定的、反映事实变化的数据集合，用于支持管理决 

策[3]。OLAP从数据仓库中提取数据并建立多维数据集 ，用 

户可以利用多维数据集多角度、多层次地观察数据仓库中的 

数据，从而选取有价值的信息。高考加分政策的OLAP数据 

仓库总体结构如图 1所示。 

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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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数据仓库总体结构 

1)数据仓库服务器：包括数据仓库、数据仓库管理和元数 

据管理等。数据源层中的关系型数据库等数据通过 ETL工 

具进行抽取、转换和清洗，并最终装载到数据仓库中。数据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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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负责存储分析、决策数据；而数据仓库管理则负责管理数据 

仓库；元数据管理负责对元数据进行管理。 

2)OLAP服务器：它介于底层的数据仓库服务器和顶层 

的展现工具之间的中间服务器，为用户提供来自数据仓库或 

数据集市的多维数据。 

3)前端展现工具：它包含各种报表工具、查询工具和数据 

分析工具，以表格或图形化等方式对分析结果进行展现。 

2 高考加分政策数据仓库的建立 

2．1 原始高考加分政策数据分析 

从 2000年开始，A省份实行网络招生以来 ，积累了近 1O 

年的招生数据，这些招生数据包含了大量与高考加分政策相 

关的有用信息。通过对高考网上招生系统的数据库系统的研 

究，得到与高考加分政策相关的主要源数据表有5个：1)报名 

库表；2)加分政策代码表；3)成绩库表；4)投档单 日志表；5)录 

取库表。 

2．2 数据仓库主题的确定 

数据仓库中的数据是面向主题组织的。主题是在较高层 

次上将企业信息系统中的数据进行综合、归类和分析利用的 

一 个抽象概念，每一个主题基本对应一个宏观的分析领域[4]。 

针对需求分析，根据得到的分析型业务需求，结合应用系统及 

其数据的调研与数据分析的结果，按照高考招生数据库的特 

点，高考加分政策分析的主题可以分为考生加分政策主题、考 

生成绩主题、考生志愿填报主题、考生志愿投档主题、考生志 

愿录取主题，如图 2所示。 

图 2 高考加分政策分析主题 

2．3 设计数据仓库逻辑模型和物理模型 

数据仓库的主题确定后，就需要设计逻辑模型。目前最 

流行的数据仓库逻辑模型有 3种：星型模式(Star Schema)、 

雪花模式(Snowflake Schema)和星系模式(Galaxy Schema)。 

本文采用星型模式，它是最常用的数据仓库设计结构的实现 

模式[5]。在数据仓库的逻辑结构中，数据表可以划分为两类： 

一 类是事实数据表(简称为“事实表”)，用来存储数据仓库的 

实际数据，如高考加分政策数据的考生加分政策即是一个事 

实表；另一个是维度数据表(简称为“维度表”)，用来存储数据 

仓库的维度数据，如考生、科类、批次、院校、时间等分析角度 

均为维度表。 

事实表是数据仓库的核心，也是数据仓库中最大的表。 

事实表包含了考生享受加分政策的基本情况等详细信息，是 

对加分政策进行分析的素材。事实表的设计包括对事实的选 

择、量度的构造、粒度的设计和聚合的设计等。 

对维度表的观察是商业智能的基本驱动力。通过维的切 

换，人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观察客观世界。基于不同的维度， 

可以看到各量度的汇总情况，也可以同时从多个不同的维度 

进行交叉分析。该数据仓库设计中，主要有以下 12个维度 

表：1)日期维度；2)考生维度；3)科类维度；4)批次维度；5)计 

划性质维度；6)院校维度；7)专业维度；8)专业受限维度；9)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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档单位维度；10)志愿序号维度；11)成绩比较维度；12)成绩过 

线维度。图 3是考生加分政策主题模型。 

图 3 考生加分政策主题模型(截图) 

在确定数据仓库逻辑模型的事实表和维度表之后，就需 

要确定物理模型。数据仓库的物理模型就是数据仓库逻辑模 

型在物理系统中的实现模式，包括了逻辑模型中各种实体表 

的具体化，例如表的数据结构类型、索引策略、数据存放位置 

和数据存储分配以及物理模型的优化操作等[6]。 

完成数据仓库的逻辑模型和物理模型的设计后，就可以 

创建数据仓库。数据仓库也是一种数据库，因此在逻辑结构 

设计完成之后可以跟普通的数据库一样创建、修改和删除。 

2．4 数据抽取、转换和加载 

完成数据仓库的设计后，就需要通过ETL工具往数据仓 

库中装载数据。 

ETL，即数 据抽取 (Extract)、转换 (Transform)、装 载 

(Load)的过程，是负责完成数据从源数据向目标数据仓库转 

化的过程，是实施数据仓库的重要步骤，是构建数据仓库的重 

要一环l_7]。用户从数据源抽取出所需的数据，经过数据清洗， 

最终按照预先定义好的数据仓库模型，将数据加载到数据仓 

库中。 

高考网上招生系统只是在每年特定的一段时间运行，每 

个年度的高考网上招生系统的数据库结构基本相同，但不同 

年度的数据完全不一样。这就导致每年的数据编码都会发生 

一 些变化，经过多年的变化，编码的规范问题急需解决。 

编码过程碰到的主要问题包括： 

1)历年的命名不规范，即同一内容在不在年份用不同的 

表达方式，如“湖南理工”和“湖南理工大学”； 

2)更名问题 ，例如“陕西工学院”改名为“陕西理工学院”； 

3)合并问题，例如，“西南师范大学”和“西南农业大学”合 

并成“西南大学”。既要完成代码的规范，又要保留历史变化 

信息，就引进了渐变维度[8 的方法。具体的实现方法如下： 

创建额外字段来记录这些信息之间的关系，在渐变维表 

中加入“创建时间”与“更新时间”字段，再加上“原始名称”和 

“标准名称”字段，这样就不需要创建额外的数据行也不需要 

改变维表中的键值结构，即可解决上述问题。 

ETL贯穿于整个解决方案的全过程，管理数据的质量， 

并且对整个系统进行数据处理与调度。ETL涉及到大量的 

业务逻辑和异构环境，在～般的数据库转换项目中ETL部分 

成为了牵扯精力最多的部分，故而 ETL规则设计和实施约占 

在整个项 目中工作量的 60 ～8O％，这是从众多实践中得到 

的普遍共识[9]。 

2．5 建立OLAP多维数据集 

对数据的多维分析并不是主要针对数据仓库的，而是针 



对从数据仓库提取的子集[ ，如多维数据集。将源数据加载 

到设计好的数据仓库后，就要根据高考加分政策主题来设计 

多维数据集 ，在高考加分政策分析系统中，建立的分析主题主 

要包括 ： 

1)享受加分政策的考生分析。通过对享受加分政策的考 

生人数的分析，能够得到享受加分政策的考生人数占所有报 

名考生人数的比率 ，即反映出加分政策的考生享受率。该享 

受率说明了加分政策在总体上的分布现状，如图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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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享受加分政策的考生分析主题(截图) 

2)利用加分政策上线的考生分析。此类考生指的是考生 

的总分成绩达不到某批次的分数线，但通过考生所享受的所 

有加分政策的加分后使考生的志愿成绩达到该批次的分数 

线，从而使得考生有资格参加对应批次的投档，考生因此多了 

一 个投档批次的机会。此分析以批次为角度，反映出加分政 

策对“成绩临近批次分数线的考生”的影响程度 ，从这一侧面 

来评估加分政策的合理性。 

3)利用加分政策录取的考生分析。此类考生指的是考生 

的总分成绩达不到其填报志愿院校的最低录取分数线，通过 

考生所享受的所有加分政策的加分后使考生的投档成绩达到 

该最低录取分数线，从而使得该考生被院校录取。所有加分 

政策不管在上述两个分析中的表现如何“抢眼”，只有在本主 

题分析中的考生才是高考加分政策的真正有效受益者。利用 

加分政策录取的考生人数的高低才是高考加分政策制定人员 

最为关心的，这可以用来检验加分政策的调整和改革的实践 

效果，是评估加分政策是否合理的最有效标准，可以为高考加 

分政策的调整和改革提供决策支持。 

3 高考加分政策的实例分析和评估方案 

本节首先给出评估高考加分政策合理性的评估方案。然 

后，根据实例分析的结果来说明评估方案的有效性。 

3．1 高考加分政策合理性的评估方案 

评估方案的第一组指数是享受加分政策的考生人数和加 

分政策享受率。加分政策享受率是指享受加分政策的考生人 

数占报名考生人数的比率 。享受加分政策的考生人数、加分 

政策享受率可以反映出整体的加分政策、部分的加分政策的 

覆盖范围，可为决策者为高考加分政策的整体规划提供指导 

作用。 

评估方案的第二组指数是利用加分政策录取的考生人数 

和加分政策录取利用率。加分政策录取利用率是利用加分政 

策录取的考生人数占享受加分政策的考生人数的比率。利用 

加分政策录取考生人数和加分政策录取利用率是反映加分政 

策的真正“效用性”，是对加分政策的合理性评估指数 ，这组指 

数也是最有解释意义的评估标准。 

下面将通过对两个实例结果的分析来探讨评估方案。在 

实例 中，分析结果采 用 SQL SERVER 2008的 ssRS(Mi— 

crosoft SQL Server Report Services)进行前端展示 ，并利用表 

格和图形等形式将分析的结果直观地呈现给最终用户，使用 

户更容易理解。 

3．2 加分政策享受率分析 

通过构造的享受加分政策的考生分析主题 ，分析从 2000 

年到 2008年的文理科考生的加分政策享受率情况，如图 5所 

示。借助变化图可以看出，2000年到 2008年的加分政策享 

受率的值总体维持在 0．3O到 0．34之间，这说明了 A省份的 

招生部门在制定加分政策时，在加分政策的覆盖范围有着整 

体的规划。再把考生分成城镇考生和农村考生两类，就可以 

发现两者的加分政策享受率的曲线图变成完全相反的两个方 

向。城镇考生的加分政策享受率呈现下降态势，而农村考生 

的加分政策享受率却显现出增长态势。这正好反映出该省招 

生部门制定的加分政策逐步向农村考生倾斜，并且取得了良 

好的效果。 

从本实例的分析可以看出，加分政策享受率对高考加分 

政策的整体规划有很好的指导作用。 

0 臣三三三 = 三至三三．3 

鼍譬 —-城镇 —．— 农村 十 

图5 加分政策享受率(截图) 

3．3 加分政策录取利用率分析 

通过构造的考生加分政策主题和考生志愿录取主题 ，分 

析文理科考生从 2000年到 2008年利用“集居少数民族”加分 

政策被本科批次的院校录取的人数及加分政策录取利用率情 

况 ，如图 6和图 7所示。从图 6中的曲线图可以看出，享受加 

分政策的考生人数的增长速度是非常快的，特别是从 2003年 

到 2007年。那么这么快的增长速度有没有拉动利用加分政 

策录取考生人数的快速增长呢?从图中利用加分政策录取考 

生人数的曲线图的变化可以看出：从 2000年到 2004年，其值 

并没有随着加分政策享受人数的高增长而有相应的高增长， 

其增长量是非常缓慢的；但从 2005年到 2007年，每年的增长 

量都在 400个左右，增长非常明显。 

薰一  辫 
E三三三三三=  
20O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6 2OO6 ∞ 昕 2008 

图 6 “集居少数民族”利用加分政策录取考生人数(截图) 

我们分析另一张图表。图 7表示的是文理科考生本科批 

次的“集居少数民族”加分政策的录取利用率情况。借助变化 

图可以看 出，从 2002年到 2006年，加分政策利用率都不理 

想，其值基本都在 0．15以下；但从 2007年之后，加分政策利 

(下转第23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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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的方法比起其他算法都有所提高，MP平均提高21．4 (从 

2．4 ～44．6 )，MR平均提高 7．5 (从 5．9 ～10．6 )， 

F-measure平均提高 15．7 (从 4．8 ～31％)。整体说来， 

SME算法具有较好的综合性能。 

结束语 本文提出一种新的本体映射发现方法 SME。 

作为一种实例压缩学习方法，SME从训练数据集中获得能最 

大程度覆盖训练数据的数据依赖球的集合(压缩集)，通过压 

缩集中数据依赖球在测试集上的交操作来判断测试数据的类 

别(是否存在本体映射)，其泛化误差边界依赖于压缩集的规 

模l_1 。怎样降低泛化误差，提高映射发现的准确性，是今后 

进一步的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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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率的值一下跃至0．18左右，显然这时的加分政策利用率值 

是让人非常满意的。让我们来解读这组数据。“集居少数民 

族”的加分政策享受人数的高增长没有带动加分政策录取利 

用人数的高增长，体现在图 7中的 2002年到 2006年的加分 

政策录取利用率的值一直维持在低位。显然，招生部门发现 

了这一问题，故而在 2007年开始调整了该项加分政策的加分 

规则：由原先的“考生报考重点本科院校享受10分的加分、报 

考一般本科院校享受 2O分的加分”调整为“考生报考所有院 

校都享受2O分的加分”。很显然，该调整方案取得了很好的 

效果，加分政策的录取利用率重新回到高位值。 

图 7 “集居少数民族”加分政策录取利用率(截图) 

通过以上的分析，利用加分政策录取利用率来评估一项 

加分政策是否合理的有效性是显而易见的。 

3．4 评估方案小结 

加分政策享受率是用来评估高考加分政策的整体规划合 

理性的，而加分政策录取利用率则是用来评估单个加分政策 

的合理性的有效手段。 

结束语 本文的研究意义在于将数据仓库与 OLAP技 

术应用于高考招生工作的加分政策。通过建立数据仓库和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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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数据集，为高考加分政策分析提供准确的信息，更为后续的 

数据挖掘等分析提供准确、更具有针对性的数据。本文同时 

提供一套评估高考加分政策的合理性的方案，可为决策人员 

制定和调整高考加分政策提供依据。下一步的工作重点除完 

善数据仓库和OLAP模型，还将引人数据挖掘技术来分析高 

考加分政策的潜在规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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