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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信息化是世界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
近年来，在党中央、国务院的高度重视和正确领导下，我国信息化建设取得了积极进展，信息技术对
提升工业技术水平、创新产业形态、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信息技术已成为经济增长的“倍增器”、发展方式的“转换器”、产业升级的“助推器”。
作为国家信息化领导小组的决策咨询机构，国家信息化专家咨询委员会一直在按照党中央、国务院领
导同志的要求就信息化前瞻性、全局性和战略眭的问题进行调查研究，提出政策建议和咨询意见。
在做这些工作的过程中，我们愈发认识到，信息技术和信息化所具有的知识密集的特点，决定了人力
资本将成为国家在信息时代的核心竞争力，大量培养符合中国信息化发展需要的人才已成为国家信息
化发展的一个紧迫需求，成为我国应对当前严峻经济形势，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提高在信息时代
参与国际竞争比较优势的关键。
2006年5月，我国公布《2006-2010年国家信息化发展战略》，提出“提高国民信息技术应用能力，造就
信息化人才队伍”是国家信息化推进的重点任务之一，并要求构建以学校教育为基础的信息化人才培
养体系。
为了促进上述目标的实现，国家信息化专家咨询委员会一直致力于通过讲座、论坛、出版等各种方式
推动信息化知识的宣传、教育和培训工作。
2007年，国家信息化专家咨询委员会联合教育部、原国务院信息化工作办公室成立了“信息化与信息
社会”系列丛书编委会，共同推动“信息化与信息社会”系列丛书的组织编写工作。
编写该系列丛书的目的，是力图结合我国信息化发展的实际和需求，针对国家信息化人才教育和培养
工作，有效梳理信息化的基本概念和知识体系，通过高校教师、信息化专家、学者与政府官员之间的
相互交流和借鉴，充实我国信息化实践中的成功案例，进一步完善我国信息化教学的框架体系，提高
我国信息化图书的理论和实践水平。
毫无疑问，从国家信息化长远发展的角度来看，这是一项带有全局性、前瞻性和基础性的工作，是贯
彻落实国家信息化发展战略的一个重要举措，对于推动国家的信息化人才教育和培养工作，加强我国
信息化人才队伍的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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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商务智能通过数据挖掘技术从海量数据中发现潜在、新颖和有用的知识，体现了信息技术融合背
景下进行精益化管理和科学化决策的能力。
《商务智能原理与方法》从商务角度入手，以基础篇、方法篇、专题篇三大板块的形式，较全面地涵
盖了商务智能领域的基础知识、基本原理和技术方法等内容；融入了若干前沿成果和最新应用；同时
结合经济和管理实例，说明如何通过商务智能的方法来分析企业经营、优化企业运作，从而提升企业
竞争优势。
　　《商务智能原理与方法》既可以作为高等学校管理科学与工程及工商管理、计算机应用相关学科
高年级本科生和研究生的教材，也可以作为企、事业单位信息化的培训教材，以及相关工程与管理决
策人员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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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关联规则（AR，AssociationRule）反映了一种特定的数据之间的联系。
以零售行业的商场购物篮分析为例，对于商场管理决策者来讲，大都会非常关心商场中经常购物的顾
客的购物习惯，特别是希望了解顾客在购物过程中会对哪些商品一起购买。
为了获取这些潜在的信息，就需要对顾客在商场中的交易记录进行分析。
这些分析结果可以帮助商场制定有针对性的商品摆放布局和营销广告计划，以及决定库存和上货策略
。
例如，购物篮分析可以帮助商场的管理人员设计不同的商品布局。
一种策略是：把经常同时购买的商品放在比较近的货架上，便于顾客同时购买这些商品。
例如，如果购买体育用品的顾客也倾向于同时购买棉织巾品，那么将体育用品和棉织巾品放在近一些
的位置，可能会促进两者的销售。
另一种策略是：将顾客经常一起购买的商品放在比较远的位置（如商场的两端），这就会促使顾客在
购买两种商品时走更多的路并浏览更多货架，从而达到诱导他们买更多商品的目的。
例如，顾客在购买羽毛球拍后，在去买浴巾的路上可能会看到休闲服装、护肤用品等商品，以刺激顾
客的其他消费。
同时，购物篮分析还可以帮助商场管理人员确定哪些商品可以进行捆绑销售。
此外，这种关联知识还有助于进行库存管理。
在决定是否对某种薄利或滞销商品进行清仓和减持处理时，可能需要分析是否存在着其他联动购买行
为。
如果知道联动购买的其他商品能够带来较好的营业额和利润，库存策略会进行调整。
如果我们把商场内的所有商品设置为一个集合，每个商品就是一个数据项（item）。
商场的交易数据库通常包含每个顾客每一次购买的商品记录。
关联规则表达的就是商品间联动购买（商品名称联动出现）的情况。
例如，购买羽毛球拍的顾客也倾向于同时购买浴巾，这种关联关系可以用以下的关联规则来表示：羽
毛球拍==>浴巾。
这样的一条规则在数据库中是否具有代表性、重要性及有用性，需要经过多个步骤来评判。
首先，规则中的数据（如羽毛球拍和浴巾）是否出现得足够频繁；其次，数据之间的联系（如购买羽
毛球拍的顾客也购买了浴巾）是否足够紧密；再者，数据之间的联系是否符合其他兴趣性的考虑（如
规则的冗余、简化、前后数据项重要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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