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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采取工科学生和管理人员易于接受的叙述方式，较全面地介绍了预测与决策的主要内容与方
法。
预测部分的内容包括预测概述、非模型预测方法、回归预测方法、确定型时间序列预测方法、随机型
时间序列预测方法、马尔可夫预测方法以及预测精确性与预测评价。
决策部分的内容包括决策概述、期望效用理论与前景理论、单目标决策分析、多目标决策分析、动态
决策分析以及决策方法拓展、选择与评价。
为方便学生学习，书中附有大量案例及习题。
阅读本书仅需具备高等数学、线性代数与概率统计等基础知识。

　　本书可作为管理、经济类各专业本科生教材，也可用于研究生教学；同时，还可作为其他相关专
业本科生、研究生的教材和教学参考书，也可供具有大学数学基础，从事管理工作的相关人员参考。

　　本书可作为管理、经济类各专业本科生教材，也可用于研究生教学；同时，还可作为其他相关专
业本科生、研究生的教材和教学参考书，也可供具有大学数学基础，从事管理工作的相关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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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华，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主要从事决策分析、工业工程、服务系统管理等方面的研究与教学工作，主持或参与完成政府各类科
学基金项目以及企业园区管理咨询项目20余项，在中外学术期刊上发表过不少有影响的论文。
出版有《预测与决策》、《服务外包系统管理》、《基于信息技术的服务外包》等教材与专著多部，
是国家精品课程“预测与决策”的课程负责人。

　　胡奇英，复旦大学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主要从事动态决策与控制、风险管理、收益管理、网上拍卖、供应链管理等方面的研究与教学工作，
自1990年至今共承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8项，被SCI收录论文34篇，出版专著4部、教材5部。
其中1部专著在世界著名的Springer出版社出版，获省部级科技进步奖2项、优秀教育成果奖1项。
曾获得政府特殊津贴和霍英东教育基金会高校青年教师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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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注意事项 （1）注意选好专家 1）如果应邀专家彼此相互认识，就要从同一职位的人员中挑选，
领导者不应参加。
如果应邀专家彼此互不认识，可以从不同职位的人员中挑选，但禁止宣布参加者的职位，主持会议者
应一视同仁。
2）绝大多数应邀专家的研究领域应力求与论及的预测对象的问题相一致，但同时应邀清一些学识渊
博，经验丰富，对所论及的问题有较深理解的其他领域的专家参加会议。
3）选择专家不仅看他的经验、知识能力，还要看他是否善于表达自己的意见。
知识面广、思想活跃的专家，可以防止会议气氛沉闷，同时可以作为易激发的元素因子，使整个创造
设想起强烈的连锁反应。
4）参加会议的专家数日不宜太多，也不宜太少，这样可以在思维持续激发时间内把问题讨论得更深
入一些，意见反映也更全面一些。
一般10-15个专家组成专家预测小组。
理想的专家预测小组应由如下人员组成：方法论学家——预测学家；设想产生者——专业领域专家；
分析者——专业领域的高级专家，他们应当追溯过去，并及时评价对象的现状和发展趋势；演绎者—
—对所讨论问题具有充分的推断能力的专家。
头脑风暴法的领导和主持工作最好能委托给预测学家或者对头脑风暴法比较熟悉的专家担任。
如果所论及的问题专业面很窄，则应邀请论及问题的专家和熟悉此法的专家共同担任领导工作。
因为该问题领域的专家对要解决的问题十分了解，知道如何提问题，而熟悉此法的专家对引导科学论
辩有足够的经验，也熟悉头脑风暴法的处理程序和方法，有利于过程组织。
同时，作为主持人在主持会议时，应头脑清晰、思路敏捷、作风民主，既善于营造活跃的气氛，又善
于启发诱导。
头脑风暴会议时间一般以20-60分钟为宜。
通常在头脑风暴会议开始时，主持人必须采取强制询问的方法，因为主持人能在5-10分钟之内创造一
个自由交换意见的气氛并激起参加者发言的可能性很小。
同时，头脑风暴会议会场布置要考虑到光线、噪声、室温等因素，做到环境宜人，给人以轻松舒适的
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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