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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科技的飞速发展和深度融合开启了数字化生活的新篇章，把人们带入了大数据时代。

一方面，随着各种感应探测技术、智能终端以及移动互联的广泛应用，使得社会经济生活的

方方面面以更细粒度的数据形式呈现，进而整个社会的“像素”得到显著提升；另一方面，社会

“像素”的提升促进了数字“成像”的发展，使得通过数据世界可以更清晰地描绘社会经济活动情

境，进而基于数据分析和人工智能的赋能成为了大数据时代创新的重要驱动力。清华大学经

济管理学院 EMC 讲席教授陈国青等学者在《管理世界》2020 年第 2 期撰文指出，在这样的

背景下，传统的管理决策范式遇到了深刻挑战，使得领域情境、决策主体、理念假设、方法

流程等决策要素呈现出显著变化，催生了新型的管理决策范式：“大数据决策范式”。 
大数据决策范式与传统决策范式的不同，体现为四大转变，即跨域转变、主体转变、假

设转变、流程转变。在领域情境方面，决策所涵盖的信息范围从

单一领域向跨域融合转变，管理决策过程中利用的信息和考量的

视角从领域内延伸至领域外，即“跨域转变。例如，在财务管理决

策中，传统决策范式采用的三张报表（即资产负债表、现金流量

表和利润表）旨在反映企业的运营、偿债和盈利能力。然而，对

于不少企业（如一些新技术企业、创业企业、新业态企业等），虽

然较长时期不盈利但其市值和口碑良好。显然，传统报表对于这

些企业的价值测量捉襟见肘。进而学界和业界关注“第四张报表”，
以反映忠诚度、品牌、公允价值/无形资产等数据资产，并通过与

传统报表体系结合进行更全面的企业价值测量和财务决策。 
在决策主体方面，决策者与受众的角色在交互融合，特别是

决策形式从人运用机器向人机协同转变，从人作为决策主导、以计算机技术为辅助，逐渐向

人与智能机器人（或人工智能系统）并重转变，即“主体转变”。例如，在人力资源领域，在人

员招聘与匹配中，通过大数据分析与人工智能应用可以进行简历的智能筛选和人岗的智能匹

配。在人力资源开发方面，大数据分析与人工智能应用能够识别优秀管理者和人才潜力，预

判离职倾向，有针对性地进行智能 KPI 考核和管理。其他领域应用还包括财务机器人、智能

投顾、自动仓储、智能客服等等。随着智能机器人在决策中的作用日趋重要以及人们对于机

器行为的关注，机器行为学应运而生并将对管理理论和实践产生深刻影响。 
在理念假设方面，决策时的理念立足点从经典假设向宽假设、甚至无假设条件转变，支

撑传统管理决策方法的诸多经典理论假设被放宽或取消，即“假设转变”。例如，在运营管理决

策中，许多传统的优化和决策模型在求解中需要比较强的假设，包括对变量、函数、分布、

规则、情境等的性质约定，涉及库存、生产、服务、物流、供应链等诸多领域。在大数据情

景下，随着“像素”的提升，现象及其数据的可测性和可获性不断增强，对实际情境及其含义的

认识也不断深入、刻画也不断丰富，冲击着一些传统假设的合理性和适用性，进而呼唤在宽

假设情形下的模型扩展乃至全新决策模型的设计与求解。 
在方法流程方面，决策从线性、分阶段过程向非线性过程转变，线性模式转变为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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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策环节和要素相互关联反馈的非线性模式，即“流程转变”。例如，在营销管理决策中，传统

“营销漏斗”理论的“意识-考虑-购买-忠诚-宣传”模式对应着 “吸引-转化-销售-保留-联系”的线性

步骤和策略。而网络购物大数据分析表明，消费者在营销漏斗的各个阶段间的转换率和转换

方向具有高度随机性，因此通过实时分析技术可以显著缩短信息获取和处理周期，令数据融

合、全景洞察、智能策略、长效评价等各环节迭代进行，对动态信息进行即时判断和实时响

应，从而可以通过新型非线性流程准确分析消费者行为、优化管理决策效果。 
概括说来，大数据及其颠覆技术（如数据分析、人工智能等）背景下新型决策范式具有

跨域性、人机式、宽假设、非线性的特点。对于学界和业界来讲，辨识和把握这些特点在研

究和应用方面具有重要意义。这不仅在决策理论、建模和方法等方面需要学术探索与研究创

新，而且在决策情景、方案和实施等方面需要实践探索和应用创新。 
 

本文链接：陈国青等，“大数据环境下的决策范式转变与使能创新”，《管理世界》，2020 年第

2 期。（文章围绕大数据带来的决策范式挑战，讨论“大数据环境下如何做决策？”的相关问

题。） 
 

相关链接：陈国青等，“管理决策情境下大数据驱动的研究和应用挑战---范式转变与研究方向”，

《管理科学学报》，2018 年 7 月。（文章围绕大数据带来的研究范式挑战，讨论 “大数据环

境下如何做研究？”的相关问题。文章要点：一、大数据问题包括三个特征，即：粒度缩放、

跨界关联、全局视图；二、“大数据驱动研究范式”是一类新型的方法论范式，旨在反映“关

联+因果”的管理决策诉求，具有外部嵌入、技术增强、使能创新的特征；三、全景式 PAGE
框架刻画了一个开展大数据问题研究的 4x3 要素矩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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