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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策支持系统发展综述及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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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全面研究和分析决策支持系统(DSS)的发展轨迹，对研究 DSS未来的新理论、新模型、新技术、新应用具有十 

分重要的意义。对 DSS的发展历程尤其是它的结构与支撑技术进行 了全面的探讨。在对其进行深入剖析的基础上， 

指出需求和技术是 DSS发展的两个主要动力，在大数据时代更是如此。同时分析了DSS在大数据时代所面临的新需 

求与新问题，并结合大数据和云计算相关技术，对未来DSS如何满足这些新需求、解决这些新问题进行了分析与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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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n overall research and analysis of past development track of the decision support system (DSS)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the further development of its new theories，models，technologies and applications．Thus，this paper corn— 

prehensively discussed the development track of DSS，especially its structures and supporting technologies．From the 

analysis，we could see clearly that demands and technologies are two major driving force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DSS， 

especially in the era of big data．Moreover。we illustrated new demands and problems that the researchers of DSS have to 

faca in the era of big data and discussed how to meet these new demands and solve these problems for DSS in the future 

by integrating technologies of big data and cloud compu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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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DSS的发展是由功能需求与信息技术共同推动的。20 

世纪 7O年代到 20世纪末，DSS发展蓬勃，在理论和应用上成 

果斐然。21世纪前十余年 DSS发展相对缓慢，这是因为当时 

的需求和技术不能为其提供强大的发展动力。随着大数据、 

云计算、物联网的发展及应用，决策环境和决策场景产生了很 

大的变化，为DSS从需求和技术两个方面提供了新的发展动 

力，使当前DSS的发展处于一个关键的新起点上。研究和分 

析DSS的发展历程、相关理论、技术脉络，了解其已有的成果 

及不足 ，对把握 DSS的新研究方向、理清研究思路有很大的 

帮助。对 DSS所面临的现实需求与暴露出的问题进行总结 ， 

并提出可能的解决方案，也是帮助推动 DSS发展的有益形 

式。基于此，本文分 为两个部分：前半部分对 Dss的发展历 

史进行综述，并总结 了 DSS的两大发展动力；后半部分分析 

了DSS在大数据时代所面临的新需求，并对满足这些需求的 

可能的方式进行了展望。 

2 DsS研究综述 

决策支持系统从提出到现在 已有 4O多年历史 ，这期 间 

DSS在理论上得到了长足的发展，采用 了很多技术并衍生出 

许多类型。为此，本节先以时间为主线对 DSS的发展历程进 

行综述，然后对其结构、分类和支撑技术进行详细的说明。 

2．1 发展历程 

本文在分析 DSS发展历程的基础上，将其发展划分为 4 

个时期：2O世纪6o至7O年代是萌芽发展期，在这一时期，现 

代决策理论与模型得到了初步 的发展 ，并推动了 DSs的诞 

生；20世纪 8O年代是快速发展期，DSS研究进入高速发展阶 

段，这一时期诞生了许多重要的 DSS类型；20世纪 9O年代是 

优化发展期，通过引入新的技术促使 DsS优化、转型；21世纪 

至今是稳定发展期 ，DSS发展速度较慢。 

(1)萌芽发展期 

1960年左右，SimonE1]提出了决策的 3个阶段：情报、设 

计、选择。它被称为Simon决策模型。Simon将组织的决策 

行为划分为程序化决策和非程序化决策，并由此奠定了DSS 

最初提出的理论基础。 

1970年左右，Gorry和 MortonE2j依托 Simon的决策理 

论，提出了DSS的概念，并将DSS描述为“遵循 Simon决策模 

型，支持结构化与半结构化决策的信息系统”。随后便出现了 

功能简单、以模型为导向的个人决策支持系统(PDSS)[ 。 

(2)快速发展期 

8O年代初期与 中期，出现了群决策支持系统 (GDS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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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分布式决策支持系统(DDSS)[ 。GDSS主要是为了弥补 

之前的PDSS对多人决策的支持的不足，它为多人协同决策 

提供了可能。DDSS强调的是将决策者与DSS系统物理位置 

分离的功能，通过大型主机同时为多个远程的用户终端提供 

服务。 

8O年代末期诞生了智能决策支持系统(IDSS)[ ，弥补了 

过去 DSS在处理复杂决策问题上的不足 ，它比过去的 DSS能 

够更好地解决半结构化问题和复杂逻辑问题。IDSS从其诞 

生开始一直是 DSS领域的研究热点。 

(3)优化发展期 

9O年代初期诞生了新决策支持系统。这一时期出现了3 

个强有力的技术：数据仓库(DW)、联机分析处理(0LAP)和 

数据挖掘(DM)[7]。DSS开始与 DW，OLAP和 DM 进行结 

合，诞生了许多基于DW+OLAP+DM的DSS，称这些 DSS 

为新决策支持系统，而将过去的IDSS称为传统决策支持系 

统[8]。新决策支持系统从数据中获取信息和知识，而传统决 

策支持系统主要是利用模型驱动[9]和知识辅助决策。 

9O年代中期，综合决策支持系统(SDSS)_10]开始出现。 

当时很多研究者认为仅用某个单一特点的DSS已经无法满 

足实际的需求，因此开始注重各种 DSS及其技术的融合，并 

认为将新决策支持系统与传统决策支持系统结合起来的综合 

决策支持系统是其后多年的发展方向。 

9O年代末期，DSS的重要发展是人机交互方式的改变， 

诞生了基于 Web的 Dss(wDSS)[“]。WDSS使用 B／S(浏览 

器／Jll~务器)架构为不同的用户提供远程服务 ，用户无需额外 

安装软件，大大提升了用户使用的方便程度。 

(4)稳定发展期 

21世纪至今，DSS的发展速度缓慢。对 DSS的研究更多 

地集中在具体应用的开发上 ，而不是对基础支撑理论、模型与 

算法的探讨，且大多数 DSS使用的还是 9O年代初期就引入 

的DW 与 OLAP等技术。 

在 2002年左右出现了基于SOA(面向服务的体系结构) 

的 DSs(S0ADss)_l2]。研究者以服务化、模块化的思想设计 

DSS应用或对 已有的 DSS进行改造。SOADsS的可扩展性 

更强，并且能够更加方便地与其它系统进行集成。 

2．2 DSs的结构 

不同的研究人员对关于 DSS结构方面的划分与表述并 

不相同，但是其内容都是一致的，主要都是为 了说明 DSS的 

内部组织与设计思路。本文在归纳 目前已有文献的基础上， 

从 DSS的组织与构建、所提供的功能这两个不同视角出发， 

将DSS的结构分为组成结构和功能层次结构。 

2．2．1 组成结构 

组成结构也可称为体系结构，它用来表述一个 DSS应该 

由哪些部分组成、这些部分各 自提供哪些功能和这些部分如 

何集成在一起。DSS研究领域认为比较经典的组成结构主要 

有两种：N库结构和三系统结构。而文献[13]认为这两种结 

构的本质实质上对应的是 DSS的物理结构与逻辑结构。 

(1)N库结构 

两库结构m 又叫做 DDM(Data-Dialog-Mode1)结构，由 

Sprague在 1980年提出。DDM结构由一个数据库(DB)、一个 

模型库(M旧)和一个人机对话部件(Dialog)组成，如图 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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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两厍结构(DDM结构) 

Sprague等人l1 5̈后来又为DDM结构各部件问的连接方 

式设计了4种不同的类型：网状结构、桥式结构、夹层型结构 

和塔型结构。这4种类型各有特点，分别适用于不同的场景， 

如网状结构扩展更为方便 ，能够让不同的部件之间方便地共 

享数据；而桥式结构减少了网状结构的部件接口数，提供了部 

分局部部件的数据隔离。这 4种类型的详细比较如表 1所列 

(其中 1代表最好，4代表最差)。 

表 1 DDM 的4种连接方式比较 

三库结构在两库的基础上添加了一个知识库(KB)，向两 

库结构中补充了人工智能等技术，它也是早期的IDSS所采 

用的普遍形式。 

四库结构是在三库的基础上 ，将 MB的功能进行细化 ，将 

原来的分析程序、预测程序等标准方法程序从 MB中分离出 

来，形成了一个单独的方法库(AB)l1 。 

N库结构是对四库结构之后发展的一个总称。随着 DSS 

应用领域的增多，许多研究者根据实际的业务需求，在四库结 

构的DSS上又相继增加了自身应用所需要的文本库(TB)、图 

形库(GB)、信息库(IB)等部件。随着库部件本身功能的日趋 

复杂，对每个库的管理 日益艰难，因此研究者开始在各个库的 

上方设立了相应的管理系统；后来又在各部件的外层设立了 
一 个组件管理系统(CMS)来统一管控各个部件，由此便产生 

了现代 DSS的 N库结构，如图 2所示。 

DBMS!!MBMS!!KBMS!：ABMS! !TBMS!!GBMS 
⋯  

图 2 N库结构 

(2)三系统结构 

1981年，Bonczek和 HolsappleE”]提出了 DSS的三系统 

结构(LKP)，如图 3所示。三系统结构包含了 3个子系统：语 

言系统(LS)、知识系统(KS)和问题处理系统(PPS)。语言系 

统的功能类似于DDM结构中的对话部件。知识系统的功能 

比较混杂 ，它是 LKP结构中包含内容最多的子系统，用于存 

储知识(如模型结构、经验逻辑、处理算法等)和环境数据。问 

题处理系统是 DSS运行的核心 ，充当控制中心的角色。 

1989年，Santos等人l_】。 又对三系统结构进行了一些改进 

(见图 4)，添加了一个与语言系统同级别的显示系统(PS)，给 

决策者提供了更好的决策结果展示，转移了问题处理系统的 



部分功能，优化了用户的体验。 

图 3 最初的三系统结构 

图 4 改进的三系统结构 

2．2．2 功能层次 结构 

Sprague根据 DSS所提供的功能对其进行分类，将 DSS 

中包含的硬件和软 件划分 为 3个 级别，称为 3个技术 层 

次[1 1：专用 DSS(SDSS)、DSS生成器 (DSSG)和 DSS工具 

(DSST)。每一个技术层次所提供的功能及扮演的角色是不 

一 样的，这里的“技术”指的是某一层向外部所提供的技术 ，而 

不是构建某一层所使用的技术。本文将这3个技术层次表述 

为 DSS的功能层次结构。 

SDSS是针对不同的业务场景设计的，由决策者操作使 

用，用来直接为决策者提供服务。DSSG用来研制和开发专 

用 DSS，它的作用是创造决策者需要的专用 DSS，不直接与决 

策者打交道。DSST是用来开发专用 DSS和 DSS生成器的 

基础 ，由编程工具、软件单元和基础硬件组成。图 5描述了这 

3个技术层次的关系。 

决策者 

Dss开发者8 

工具制造者 

图5 DSS的功能层次结构 

2．3 Dss的分类 

从DSS诞生至今，有许多的研究人员按照自己的不同理 

解对 DSS进行了分类。但是对 DSS进行分类并不是一件容 

易的事。首先 ，DSS有非常复杂的学科背景，多学科的交错使 

其特征异常复杂。其次 ，不同的 DSS应用 的侧重点并不一 

致，专用性过强。 

本文对现有的分类方式进行提炼，将 DSS的分类方式划 

分为两种思路，一种强调 DSS的相关特点，另一种强调 DSS 

的工作原理。表 2列举了一些较为知名的分类方法。 

表 2 DSS典型分类 

分类思路 典型分类方式 

强调 DSS 

相关特点 

数据导向型、模型导向 (1977)[22] 

耕  埠  

模型驱动型、数据驱动型、通信驱动型、文档驱动型、知识驱动 

型(2007)[24] 

2．4 支撑技术 

DSS所依托的支撑技术是在不断发展和扩充的。从 DSS 

的发展历程中不到难看出，无论处于哪个阶段，始终都有新的 

DSS产生，而这其中大多数 DSS的诞生都是由于引入了当时 

的某些新技术。图 6展示了部分主要的 DSS类型与其诞生 

所依托的关键技术。 

图 6 部分DSS与其所依托的技术 

本文在对主要的 DSS类型进行研究的基础上，对 DSS从 

诞生至今所依托的重要支撑技术进行了总结。 

(1)计算机网络和 Web技术。GDSS和 DDSS都是伴随 

着计算机网络的发展而产生的，计算机网络已经是当前大部 

分DSS实现所依托的最为基础的技术。而 2O世纪 90年代 

初期的Web相关技术为DSS提供了更加灵活的通信和操控 

方式。 

(2)人工智能(AI)E 5_和专家系统(ES)E ]。IDSS最初是 

因引入了人工智能技术而产生的，依靠人工智能与专家系统 

来处理复杂的决策问题。人工智能的目标是让机器能够像人 
一 样解决复杂的问题。而专家系统是一种模拟人类专家解决 

领域问题的计算机程序系统。 

(3)Agent技术。Agent技术产生于20世纪 9O年代初， 

它是指具有智能性的任何实体 ，包括硬件和软件，并具有自治 

性 、社会性、反应性和主动性这 4个特征。与 Ag ent技术结合 

也是 IDSS的一个重要研究方向__2 。 

(4)计算机仿真(CS)。它在 DSS中主要用来对未来可能 

产生的条件进行预测和对决策结果进行优化。通过引入计算 

机仿真技术，诞生了基于计算机仿真的 DSS(CSDSS)_2 ，这 

类 DsS在交通管理和制造业计划制定方面有很广泛的应用。 

(5)系统集成(SI)E 9]和人机交互(HMI)。系统集成通过 

对系统中的各个成分进行有机连接，以构建一个能够适应业 

务和技术变化的应用，且尽可能合理地保留原先遗留下来的 

应用程序和技术。而人机交互关注的是如何让用户的操作更 

加友好。 

(6)DW，DM和 0LAP[30]。这 3个技术的引入是 DSS发 

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自2O世纪 90年代初以来，基于这 3个 

技术诞生了大量的数据驱动的 D( ]，目前大多数的 DSS应 

用都在不同程度上使用了这 3个技术。 

3 DSS发展动力分析 

功能需求和信息技术的发展是推动 DSS发展的两股强 

大力量。功能上的需求是发展的动机，而技术是满足需求的 

手段 ，是发展的条件，两者必须同时存在，缺一不可。 

(1)功能需求 

纵观 DSS的发展道路，许多 DSS的关键类型或应用的诞 

生都是基于当时的现实需求。 

1)多决策者共同使用的需求促使了GDSS的诞生。 

2)提高决策支持能力与决策质量的需求促进了IDSS的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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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从大量结构化、半结构化数据中挖掘潜在价值的需求 

促进了数据驱动的 DSS的发展 ，并直接导致了新决策支持系 

统的诞生。 

4)用户体验方面的新需求使 DSS和用户之间的交互方 

式与媒介产生了改变，并诞生了 WDSS。 

有了功能上的新需求，DSS才会向着需求而不断发展，但 

需求只会指出发展的方向，而实际的发展过程还需要引入新 

技术来完成。 

(2)信息与通信技术 

从2o世纪7o年代开始到21世纪初的这3o多年是信息 

技术、通信技术高速发展的时期，实现了许多技术上从无到有 

的突破，而这 3O多年也是 DSS发展的黄金时期，通过引入新 

的技术，满足了 DSS的诸多新需求。 

1)依托于计算机网络，尤其是互联网技术，GDSS在很大 

程度上解决了多人决策时所面临的通信问题。 

2)基于专家系统与推理机等人工智能技术 ，早期的 1DSS 

满足了提高决策支持能力与决策质量的需求。 

3)基于 DW，OLAP和 DM技术，新决策支持系统满足了 

从数据中挖掘潜在价值的需求。 

4)通过使用 HTML与 HTTP等 Web相关技术 ，WDSS 

满足了用户在任意地点使用上的需求，并极大地改善了用户 

体验。 

在存在实际需求的前提下，信息与通信技术今后的新发 

展与重要突破依然会对 DSS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在 21世纪的第一个 10年 DSS发展之所以放缓，就是因 

为发展的动力不够强大：在经过快速发展期和优化发展期后 

产生了大量的DSS类型与实际应用，它们已经能够满足现阶 

段绝大部分的功能需求；计算机网络、PC和 DW等这些支撑 

DSS发展的相关领域也已经进入了相对成熟的缓速发展期 ， 

没有产生新的突破性技术来大力推动 DSS的发展。 

4 DSS在大数据、云计算时代的发展展望 

在大数据、云计算时代，决策场景与过去相比有很大不 

同，决策环境变得异常的复杂 ，这为 DSS的发展提出许多新 

的要求。本节将新时期所产生的需求与问题进行归纳 ，并结 

合云计算和大数据技术对 DSS今后的发展进行展望。 

4．1 新需求与新问题 

新的历史时期为 DSS提出了许多新的需求。但当前大 

多数的 DSS并无法适应新时期所带来的巨大变革，无力满足 

这些新需求，并由此产生了诸多方面的问题。 

(1)新决策驱动方式的需求及问题 

DSS需要新的决策驱动方式。大数据时代人们决策思维 

方式发生了转变：大数据时代一切皆可量化，人们应该放弃因 

果关系而探求相关关系l3 ]；大数据时代，决策分析的是所有 

数据，而不是少量样本数据[3 。这些都要求 DSS改变已有的 

决策支持过程与方法，使其所提供的决策支持依托于海量的 

数据[34,35]。而目前的DSS的决策支持过程还停留在小数据 

时代的思想，无法和新的决策思维相适应。 

(2)实时决策[3 ]场景的需求及问题 ‘ 

DSS需要能够面对越发普遍的实时决策场景。过去大多 

数的 DSS所面临的都是事后决策的场景，当用户需要对某事 

务进行分析时 DSS才会执行具体的操作，且所需的时间往往 

较长。在大数据环境下，数据更新速度极快，数据的价值会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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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时间的推移而急速流失。这就要求 DSS要近乎实时地对 

这些数据进行处理，帮助决策者进行实时决策。因此，实时决 

策或准实时决策已经不再是某些专用 DSS的特例。但当前 

大多数的DSS对实时决策这一场景的支持明显不足，即便是 

那些具备实时决策功能的DSS，其由于采用的技术较为传统， 

也很难满足当前严苛的实时性要求。 

(3)组成结构革新的需求及问题 

DSS需要组成结构上的更新换代。新时期，数据在“量” 

上的变化足以引发 DSS组成结构在“质”上 的变化。文献 

[37]认为医院现有的 DSS结构已经很难在医疗大数据环境 

中有效地工作。文献1-387认为 目前大企业的业务过程 DSS 

在大数据时代也很难起到应有的作用。这说明许多行业的 

DSS的发展已经滞后于时代的发展，传统的组成结构已经无 

法适应大数据时代的现实需求了。 

(4)提供全局决策支持的需求及问题 

DSS需要更强的全局决策支持能力。在数据环境异常复 

杂的大数据时代，需要 DSS能够提供更加全局、更加综合、更 

加快速的决策支持功能。过去的 DSS更强调对单项决策任 

务的处理能力，在其提供决策支持的过程中所涉及的信息检 

索技术较为单一，且使用的数据源类型也较少。而在复杂的 

大数据环境下，功能较为单一的决策能力已不适用，无法满足 

全局性事项预测的实时性与准确性，因此无法为高层次的决 

策者提供有力的支持[3 。 

(5)海量数据与多源、异构数据处理的需求及问题 

DSS需要有存储并处理海量、多源、异构数据的能力。数 

据量巨大、数据增长速度极快是新时期的两个典型特点。因 

此 DSS需要有能力去存储和处理海量数据。而在大数据时 

代，人们决策时所依赖的信息来源越来越多，因此决策过程中 

所使用的数据来源与数据类型比过去要复杂得多。这加剧了 

DSS所一直面临的半结构化、非结构化数据表示以及存储与 

检索等方面的问题。而 DSS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所依托 

的 DW，RDBMS等技术，在面对海量、多源、异构的数据时已 

经力不从心。 

(6)低成本与灵活性上的需求及问题 

DSS需要降低成本并提高灵活性。在新时期，复杂多变 

的外部环境迫使企业需要更加低成本、更加灵活的 DSS，而目 

前大多数 DSS所能提供的决策支持的方式较为传统，用户的 

使用方式过于单一、不够灵活且成本较高 ，这同时也使得 DSS 

无法充分地实现其本身所具有的价值。 

4．2 新发展展望 

不断发展和完善的大数据、云计算技术能够为 DSS的发 

展注入新的动力，能够从不同的层面去满足新时期 DSS所面 

临的新需求。表 3从理论与模型、结构和技术 3个方面对今 

后 DSS的发展进行展望。 

表 3 从 3个方面对 DSS的发展进行展望 



 

(1)理论与模型方面 

用大数据驱动决策，构建“大数据驱动”的 DSS。决策驱 

动方式研究的是 DSS内部基于什么来完成一个完整的决策 

过程。过去的“数据驱动”基于对数据的计算与统计来完成决 

策，它使用的是不全面的样本数据，且基本上已知样本数据间 

存在的关系模式。而“大数据驱动”与“数据驱动”最本质的区 

别有两点：1)使用的是近乎全部的数据，不是少量样本数据； 

2)很多数据之间的关系是未知的，需要想办法发现庞大数据 

集内部、数据集之间隐晦的关联，从而提供决策支持。把大数 

据在海量数据挖掘、复杂数据建模与表示方面的理论应用到 

DSS中来构建“大数据驱动”的 DSS，能够满足新时期在决策 

驱动方式上的需求。 

研究新的动态决策模型。传统的决策模型大都是静态 

的，建立好之后一般不需要调整，也很难调整。大数据时代 ， 

外部的数据环境变化极快 ，需要能灵活调整决策过程与决策 

模式的动态的决策模型。动态决策模型更灵活、更个性化且 

更复杂，它需要同时满足实时决策和事后决策场景的需求 ，能 

够让事后决策和实时决策协同工作，且能够提供更多样的决 

策组合来满足多类用户的需求。动态决策模型的建立需要依 

赖决策流程管理、决策任务分解、任务动态优化等关键技术，因 

此这些方面也是新决策模型研究道路上需要重点攻克的难题。 

(2)结构方面 

基于实时和历史大数据的双模 DSS组成结构。双模是 

指具有实时决策和事后决策两种工作模式，其中包含了高速 

流式大数据分析决策功能、海量历史数据挖掘功能。这种新 

的组成结构需要把过去 DB部件的概念和功能进行扩展与强 

化，并添加实时数据融合处理、决策模式控制、集群资源控制 

等部件 ，以此来适应不同决策场景的动态切换 ，让不同的工作 

模式协调运行。而在其实现上，需要将过去 DSS中的 DW、 

DM、OLAP与大数据在集群管理、资源调度、分布式存储与计 

算方面的技术结合起来。基于大数据的双模 DSS组成结构 

是适应大数据环境、满足大数据时代各种决策需求的基础 ，能 

够突破许多行业的 DSS在结构上的瓶颈。 

以决策即服务(DaaS)的形式 ，将 DSS功能层次结构置人 

“云”中，如图 7所示。传统的 DSS功能层次结构无论使用 

SDSS进行决策还是使用 DSSG与 DSST去构建 SDSS，都显 

得不够灵活，且使用成本较高。而结合云计算中 IaaS，PaaS 

和 SaaS[ o]相关概念，将 DSS功能层次结构放入“决策支持服 

务云”中，以 DaaS的方式提供灵活的决策支持软件服务 

(SDSS)、决策支持平台服务(DsPS)和决策支持基础设施服 

务(DSIS)，能够极大地满足 DSS在低成本和灵活性上的需 

求 ，使用者只需要交付一定的费用从“云”中获取相应的服务 

即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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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基于云计算的功能层次结构 

(3)技术方面 

DSS需要使用大数据、云计算相关技术来满足实时决策 

以及海量、多源、异构数据存储与处理等方面的需求。将这些 

技术运用到 DSS中是未来 DSS发展的重要方向。 

大数据的内存计算技术[41]能够极大提升数据的处理速 

度，从而缩短决策所需时间；流式数据处理技术l_42_能为实时 

决策提供有力支撑，并使 DSS具备实时监控、主动决策的能 

力；分布式计算技术是进行大数据处理的基本手段，能让 DSS 

拥有分析全部数据的能力，是构建“大数据驱动”的DSS的基 

础 。 

云计算中的资源虚拟化技术、资源整合管理技术、海量数 

据分布存储技术及大数据相关的NoSQL[ 。]等技术能够为 

DSS在海量、多源、异构数据的融合、存储、挖掘与检索等方面 

提供强有力的支持，弥补过去 DSS中的 RDBMS，DW，DM 和 

OLAP在新时期暴露出的不足。 

结束语 本文对 DSS的发展进行了比较全面的综述，探 

讨了 DSS的发展动力，并剖析了进入 21世纪后 DSS发展相 

对缓慢的一些原因。阐述了DSS在新时期所遇到的新需求 

与暴露出的一些问题，并结合云计算和大数据，分别从理论与 

模型、结构和技术 3个方面对如何满足 DSS的这些需求进行 

了分析和展望。可以断言，大数据与云计算必将推动DSS下 

一 波新理论、新模型、新技术、新应用的研究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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