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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决策是人类社会的一项重要活动 ，其本质含义是“做出决定”或“决定对策” 。
决策活动不仅是各级各类管理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而且贯穿于每个人工作 、学习
和生活过程的始终 。国家层面的重大决策 ，决定着国家兴亡 ；区域或企业的决策 ，
决定着区域或企业的兴衰 ；一个人在人生关键关口的抉择 ，决定着个人的前途和命
运 。从古至今 ，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长河中 ，成败兴衰 ，生死存亡 ，无不与决策的
正确与否息息相关 。特别是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发展 ，社会活动日益复杂多变 ，规
模愈来愈庞大 ，这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直观决策成功的可能性 。 在当代日趋激烈
的政治 、军事角逐和科技 、经济竞争中 ，决策的作用更为突出 。 各国政府的高度重
视和大批科学家的积极参与 ，推动了决策科学理论与方法的迅速发展 。

所谓预测 ，就是人们根据可获得的历史和当前的资料 、数据 ，利用一定的科学
方法与手段 ，对人类社会 、政治 、经济 、军事 、科学技术等发展趋势做出科学推测 ，以
指导未来行动的方向 ，减少处理未来事件的盲目性 。 预测和决策都是面向未来 ，并
对未来进行分析和研究的学科 。预测是决策的基础 ，是进行科学决策的前提条件 。
如周瑜用“火”攻大败曹操的决策 ，是基于诸葛亮对东风可“借”的预测 ；法军统师皮
舍格柳进攻荷兰时被洪水阻拦 ，又断然做出停止撤退 、准备进攻的决策 ，一举攻占
塞乌得勒支要塞 ，是基于他从树上蜘蛛大量结网 ，做出了江水封冰的科学预测 。 因
此 ，为使决策准确无误 ，切实可行 ，必须了解历史和实际情况 ，对事物的发展趋势做
出科学预测 ，为决策提供有科学依据的情报 。 正确的决策离不开科学预测 。 正是
因为如此 ，本书将这两门学科的内容编写在一起 ，以便读者学习与参考 。

本书是为高等院校经济与管理专业研究生和高年级本科生选修课编写的一本

教科书 ，是在作者多年讲授有关课程和从事相关课题研究的基础上凝炼而成的 。
同时也吸收了国内外学者的相关成果 。本书重点介绍了预测和决策科学的基本理
论和方法 ，并用大量实例来说明这些方法在实践中的应用 。本书撰写 ，在理论阐述
上力求简明扼要 、深入浅出 、通俗易懂 ，易于自学 。 因此 ，它也是一本适宜于政府 、
企事业管理干部 、工程技术人员和理工科学生学习现代管理预测和决策方法的自
学参考书 。 全书分上下两篇共 １２ 章 ，主要内容包括预测概述 ，定性预测方法 ，回归
分析预测 ，时间序列平滑预测 ，趋势外推法预测 ，灰色系统预测 ，决策概论 ，随机性
决策分析 ，多阶段与序贯决策 ，多目标决策 ，模糊决策和马尔可夫预测与决策等 。
总课内授课时数至少为 ６０ 课时 ，其中上篇 ３０ 课时 ，下篇 ３０ 课时 。 在用为本科高
年级学生选修课和管理干部进修课教材时 ，可压缩为 ４０ 课时 ，其中第六章 ，第十一



章和第十二章可不讲 。 为了提高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可以让学生自由选择
应用对象 ，利用综合预测方法 ，多阶段贝叶斯分析或序贯决策 ，层次分析法作为工
具进行预测或决策的课程设计或大作业 ，并组织交流与总结 ，效果会十分明显 。

本书上篇由刘思峰同志编写 ，下篇的第七章到第十一章由宁宣熙同志编写 ，第
十二章由两人共同编写 ，宁宣熙担任主编 。由于作者水平有限 ，书中缺点和错误在
所难免 ，殷切期望有关专家和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

宁宣熙 　刘思峰
２００３畅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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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篇 　 管理预测方法

第一章 　预 测 概 述

第一节 　引 　 　言

　 　预测是指对事物的演化预先做出的科学推测 。 广义的预测 ，既包括在同一时
期根据已知事物推测未知事物的静态预测 ，也包括根据某一事物的历史和现状推
测其未来的动态预测 。狭义的预测 ，仅指动态预测 ，也就是指对事物的未来演化预
先做出的科学推测 。预测理论作为通用的方法论 ，既可以应用于研究自然现象 ，又
可以应用于研究社会现象 。将预测理论 、方法与实际问题相结合 ，就产生了预测的
各个分支 ，如社会预测 、人口预测 、经济预测 、政治预测 、科技预测 、军事预测 、气象
预测等等 。

古人说 ：“凡事预则立 ，不预则废” 。我们办任何事情之前 ，必须调查研究 ，摸清
情况 ，深思熟虑 ，有科学的预见 ，周密的计划 ，才能达到预期的成功 。 大至世界事
务 ，国计民生 ，小到个人日常工作和生活 ，无不需要进行科学预测 ；反之 ，不了解实
际情况 ，凭主观意志想当然办事 ，违反客观规律 ，必将受到惩罚 。

据 １８９９年在安阳小屯出土的甲骨文记载 ，我们的祖先远在 ３０００ 多年前的商
代 ，就已经懂得进行占卜活动 。先民们通过占卜展望未来 ，做出行动的抉择 。公元
前 ７ ～前 ６世纪 ，古希腊哲学家塞利斯（Thales）已能够通过研究气象气候预测农业
收成 。 当他预测到油橄榄将要获得大丰收后 ，就预先购买和控制了米利都和开奥
斯两个城市的榨油机 ，等到橄榄收获后 ，通过出租榨油机获得巨额利润 。 公元前 ５
世纪 ，我国越国大夫范蠡 ，扶助越王勾践战胜吴王夫差后 ，弃官经商 ，成为巨富 ，号
陶朱公 。范蠡有一句名言 ，叫做“论其有余不足 ，则知贵贱 ，贵上极则反贱 ，贱下极
则反贵” 。这句话是对商品供求与价格变化之间关系的精辟论述 。

我国东汉袁康所著的枟越绝书·计倪内经枠中有如下一段文字记载 ：
“太阳三岁处金则穰 ，三岁处水则毁 ，三岁处木则康 ，三岁处火则旱 。 故散有

时 ，积有时 。领则决万物 ，不过三岁而发矣 。 以智论之 ，以决断之 ，以道佐之 ，断长
继短 。 一岁再倍 ，其次一倍 ，其次而反 。水则资车 ，旱则资舟 ，物之理也 。天下六岁
一穰 ，六岁一康 ，凡十二岁一饥 。是以民相离也 ，故圣人早知天地之反 ，为之预备 。”

这段话介绍的是公元前四世纪的博物知识 ，意思是说 ，太阳的位置三年在金



（西方）会有大丰收 ，三年在水（北方）就会歉收 ，三年在木（东方）就会富足 ，三年在
火（南方）就会发生旱灾 。 因此 ，不仅要注意适时囤积粮食 ，还要注意将囤积的粮食
适时出手 ，存粮不必超过三年的需要 。 应该明智地考虑问题 ，适时决断 ，依靠自然
规律的帮助 ，以富余弥补不足 。第一年可以按两倍的需要存粮 ，第二年只存一倍即
可 ，第三年则应该考虑适时出手 。 水灾时应准备好车子 ，旱灾时要准备好船只 。 天
下每六年有一次大丰收 ，每十二年有一次大灾荒 ，人民流离失所 。所以圣人要预见
自然界的变化 ，对未来的灾变提早做准备 。

这说明我们的祖先在公元前四世纪的时候 ，就已经能够通过对自然界运行规
律的研究 ，预测可能发生的灾难 。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 ，人类对预测未来的要求越来越高 。 预测
也从单纯的竞争揣摩 、军事角逐 ，变成人类科学文明发展中一个不可缺少的手段 。
二次大战后世界经济迅猛发展 ，一些企业家 ，工程技术人员 ，国家计划制定者 ，开始
使用某些方法 ，把传统的外推法转变为尽可能更准确的工作 ，使计划具有更高的预
见性 。 从国家领导和企业部门的决策过程看 ，也发生了本质的变化 。 如果说拿破
仑在奥茨瓦尔法所表现的个人才干 ，是以俄奥联军统帅的愚蠢为基础的话 ，那么在
现代 ，个人决策将成为历史的陈迹 。历史的实践经验使人们普遍地认识到 ，创造理
想的未来 ，不能只依靠个人的智慧 ，而是广泛地集中智力财富 ，依靠专家集体的智
能和全体劳动者的智慧 。

二次大战以后 ，西方国家应用预测在军事技术方面获得了很大的成功 ，某些预
测机构也享有很高的声望 ，这大大地促进了预测理论和方法的研究 。

当然 ，预测并非一定都是正确的 。然而 ，一切正确的预测都必须建立在对客观
事物的过去和现状进行深入研究和科学分析的基础之上 。历史是连续的 ，过去 、现
在和未来是有规律可循的 ，预测者就是既立足于过去和现在 ，同时又使用一种逻辑
结构把它同未来联系起来 ，以达到对未来进行预测的目的 。

２０ 世纪 ６０ ～ ７０年代 ，预测作为一门科学在美国逐步兴起 。 在此之前 ，虽然早
有预测工作 ，但基本上是依靠专家经验的所谓直观法进行类推 ，还没有形成一套科
学的方法 。 这种直观的类推法 ，也有其相当可靠的一面 ，但有时也会产生巨大的误
差 。例如 ，爱迪生这个现代电气化的鼻祖 ，曾经断定威斯汀豪斯的交流电系统不会
成功（他自己发明的是直流电系统） 。 现在 ，交流电系统早已为世界上大多数国家
所采用 。之所以产生如此巨大的预测误差 ，是因为他们的预测还不科学 ，他们预测
的根据还主要是个人的专业知识和狭隘经验 。 １９３７ 年美国曾组织过一次大规模
的研究 ，预测未来技术的发展 ，最后提出一份叫做“技术趋势和国家政策”的研究报
告 。这个报告中所预测的项目有 ６０ ％ 后来得到证实 ，然而它却未能预见到像喷气
机 、核能 、尼龙 、青霉素等这样一些重大科技成就 。回顾起来 ，这些成就在美国当时
已有迹可寻 ，只是没有被预测人员注意到 。事实上 ，有些重大发明虽然实际上已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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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 ，却长期发而不明 ，被作为非预期的现象视而不见 ，或者只是借助于某种偶然
性才被揭示出来 。

科学的预测一般有以下几种途径 ：一是因果分析 ，通过研究事物的形成原因来
预测事物未来发展变化的必然结果 ；二是类比分析 ，比如把单项技术的发展同生物
的增长相类比 ，把正在发展中的事物同历史上的“先导事件”相类比等等 。 通过这
种类比分析来预测事物的未来发展 ；三是统计分析 ，运用一系列数学方法 ，通过对
事物过去和现在的数据资料进行分析 ，去伪存真 ，由表及里 ，揭示出历史数据背后
的必然规律性 ，明确事物的未来发展趋势 。

本书重点介绍定量化的预测分析方法 。通常是在对所研究系统进行深入分析
的基础上 ，建立数学模型 ，运用数学模型获得所需要的预测结论 。

必须指出的是 ，有时候所建立的数学模型未必能正确地反映系统的发展变化
规律 ，或者得出错误的预测结果 。 为更加清晰地说明科学预测产生的条件 ，我们用
圆 S 表示系统 ，用圆 M 表示模型 ，用圆 C 表示结论 ，三个相交的圆把它们所围成
的部分分成 ７个区域 ，分别代表预测的 ７ 种情况（见图 １唱１） 。

图 １唱１ 　系统 、模型与预测结论

S ∩ －M ∩ －C ： 错误的模型和结论 ；
S ∩ －M ∩ C ： 错误的模型却碰巧获得了正确的结论 ；
S ∩ M ∩ －C ：错误地解释了模型运行的结果 ；
S ∩ M ∩ C ：正确的模型对系统做出科学预测 ；
－S ∩ －M ∩ C ：系统分析错误 ，由错误的模型而得出的盲目预测 ；
－S ∩ M ∩ C ：系统分析错误 ，盲目建模 ，盲目预测 ；
－S ∩ M ∩ －C ：系统分析错误 ，盲目建模 ，预测错误 。
显然 ，只有 S ∩ M ∩ C才是我们所追求的正确预测 ，这时系统 、模型与结论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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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吻合 。其他 ６种情况皆存在信息失真 ，在预测中 ，应尽可能避免这些情况发生 。

第二节 　预测的作用

正确的预测是进行科学决策的依据 。 政府或企业制定发展战略 、编制计划以
及日常管理决策 ，都需要以科学的预测工作为基础 。

预测学这门古老而又崭新的交叉学科 ，充分运用现代科学技术所提供的理论 、
方法 、手段来研究人类社会 、政治 、经济 、军事以及科学技术等各种事物的发展趋
势 。预测阶段对近期影响 、中期变化和远景轮廓的描述为人们进行近期 、中期 、远
期 、长期决策提供依据 。

大家所熟知的枟孙子兵法枠 ，实际上主要是讲预测问题 。 “生死之地 ，存亡之道 ，
不可不察也” ，这个“察”就是预测 。这部书历时两千多年长盛不衰 ，至今仍被中外
军事战略家 、企业家奉为经典 ，主要原因是它提供的种种预测方法 ，能够帮助人们
进行正确决策 。诸葛亮敢于“借东风” ，是基于他对当地气象变化的预测 ；他敢于唱
“空城计” ，是基于他对司马懿军事决策行为特点的分析和预测 。

１９９０年 ，以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在实施“沙漠风暴”军事行动之前 ，曾担心一
旦战争爆发 ，科威特的所有油井可能被全部点燃 。当时 ，美国五角大楼委托一家咨
询公司进行预测 。 研究人员建立了热能转换模型 ，进行一系列模拟计算 ，最后得出
结论 ：油井燃烧形成的烟雾可能会导致一场地区性的重大污染 ，但不至于完全失
控 ，不会造成全球性的气候变化 ，不会对地球生态和经济系统造成不可挽回的损
失 。这一科学预测结论促使美国做出采取军事行动的决定 。 因此 ，人们说第一次
世界大战是化学战（火药）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物理战（原子武器） ，而海湾战争是数
学战 ，指的是这场战争在战前就已对战争的进程以及战争所涉及和影响的方方面
面做出了科学的预测 。

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使得市场竞争愈演愈烈 ，企业要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求
生存 、求发展 ，就不能不重视预测在生产经营和管理决策中的作用 。 为避免盲目决
策造成的损失 ，企业在进行重大决策之前必须进行市场预测 ，明确市场需求 ，摸清
竞争对手的动向 ，提高自身的适应能力和市场竞争力 。

第三节 　预测的基本原则

为保证预测工作的科学 、有效 ，必须坚持以下几条基本原则 。

一 、坚持正确的指导思想

我们要把马克思主义 、毛泽东思想作为预测研究方法论的指导思想 。 马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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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恩格斯为我们树立了科学预测的典范 。 马克思 、恩格斯处在资本主义的上升初
期阶段 ，他们通过对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深入分析 ，推测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历
史规律 ，预言共产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 ，为人类展现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光
辉前景 ，从而奠定了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基础 。 毛泽东同志在枟论持久战枠中对抗
日战争做出科学的预测 ，为我们党制定正确的战略方针提供了依据 。

马克思主义的未来研究与唯心主义的先验论有着根本的区别 ，它们的分野在
于先验论者是一种主观唯心主义 ，它的结论来源于主观臆断 。 而马克思主义者的
未来研究是唯物的 ，它建立在对客观事物进行科学分析的基础之上 ，其结论来源于
科学的逻辑推断 。

二 、坚持系统性原则

预测者所研究的事物和自然界的其他事物一样 ，都有自己的过去 、现在和将
来 ，就是存在着一种纵的发展关系 ，因果关系 。而这种因果关系要受某种规律的支
配 。预测者必须全面分析预测事物本身及与其本身有关联的所有因素的发展规
律 。将事物作为一个互相作用和反作用的动态整体来研究 ，不单是研究事物的本
身 ，而且要将事物本身与周围的环境组合成一个系统综合体来研究 。

系统性原则要求预测者只能客观地如实反映预测对象及其相关因素的发展规

律及组合方式 ，不能随意增减某些因素或改变它们其中的组合方式 。
例如 ，１８７４ 年 DDT 就已在实验室里研究成功 ，直到 １９３９ 年才发现它是一种

消灭马铃薯虫害的有效药剂 。 １９４２ 年 DDT 被投入市场 ，后来发现它不仅对马铃
薯害虫有效 ，而且对其他农作物同样亦是好的杀虫剂 。同时 ，他还能直接用于卫生
防疫方面 ，消灭传播斑疹伤寒的虱子 ，传播疟疾的蚊子 ，以及传播瘟疫的老鼠跳蚤 。

事实证明无论在什么地方 ，只要有大量人聚集在一起 ，在卫生条件差的情况
下 ，许多疾病就会由于虱子 、蚊子 、跳蚤等的繁殖到处传播 。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仅波兰 、苏联和罗马尼亚 ，斑疹伤寒引起的死亡就有数百万
人 。二次大战时 ，英美一方的欧洲前线由于对军士 、战俘 、难民 、监狱等通通用
DDT 喷射处理 ，斑疹伤寒实际上并未发生 ，而德国占领区则伤寒盛行 。

另外 ，１９４３ 年全世界估计有三亿疟疾病患者 ，每年有 ３００ 万人死亡 。 １９４５ 年
以后 ，世界上绝大部分疟疾流行的地区使用了 DDT ，十年内疟疾病的死亡率降低
了二分之一 。

１４世纪的欧洲大约有四分之一的人口约 ４５００ 万人死于瘟疫 ，这一瘟疫已被
查清最初是由罗马尼亚的船队从北非把老鼠及跳蚤带到欧洲引起的 。 从 １９４０ 年
到 １９５０ 年的十年内使用了 DDT ，瘟疫病患者每年仅死亡几千人 。

当然以上成绩不能完全归功于 DDT ，疫苗和老鼠的捕杀控制也都起了一定的
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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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DT 在全世界包括我们国家在内被广泛使用的历史将近 ３０ 年 ，它直接间接
地拯救了数百万计的生命 ，DDT 的效果被人们普遍承认 ，它的发明者米勒
（Mueller）获得了诺贝尔奖 。

DDT 尽管有这样那样的辉煌成就 ，然而它现在已变成了破坏生态环境的罪魁
祸首 。 不幸的是当时的决策者不知道 DDT 除了杀死害虫外 ，还杀死了大量其他有
益的鸟类 、鱼类等动物及植物 ，甚至伤害了人类自己 。更糟糕的是外界环境不能使
DDT 的毒性衰减 ，据估计现在存留在大气层 ，大地以及海洋中的 DDT 约有十亿磅
以上 ，这些 DDT 将无限期地污染着地球 。

人们为了控制环境创造了某种技术或产品 ，而这一技术或产品又转向人类索
取代价 ，使人类不得不自食其果 。 这是由于没有坚持系统性原则 ，没有充分考虑系
统内部各种因素之间以及系统与环境之间的关系 。

三 、坚持关联性原则

预测对象的相关因素之间及预测对象与相关因素之间存在某种依存关系 。 预
测者应对这种联系进行全面分析 。有时可以对本质上并不重要的因素忽略不计 ，
而突出抓主要矛盾 。

例如 ，要预测某地用水与工业发展的关系 ，可能有如下的简单关系 ：
Δ ω ＝ ω１ － ω２ （１唱１）

其中 ：ω１ ＝ 水源水量／年（包括地下水 、河水 、汛期水库蓄水） ；ω２ ＝ 用水消耗量／年
（包括工业 、农业 、生活用水等） 。

如果以 Δ ω ＜ ０ 来断定缺水而不能发展工业 ，就未免简单化了 。 因为 ，虽然 ω１

可以算得很准 ，而 ω２ 则很难准确测算 ，其中还应包括浪费而损失的水 ω３ 和改进

工艺后水资源重复利用系数 f 。 这样上述公式可以改写成
Δ ω ＝ ω１ － ω２（１ － f） － ω３ （１唱２）

　 　 运用式（１唱２）可以分析发展工业的可能性 。 如 ω３ 所占份额很小 ，可以忽略 ，
而 f 也远小于 １ ，式（１唱２）与式（１唱１）相同 ，肯定不能发展工业 ；但如 ω３ 很大 ，或 f
的潜力很大 ，则不能断定不能发展工业 。

关联性原则就是要充分考虑相关因素的横向联系及其作用与反作用的依存关

系 。如果不重视这一原则 ，顾此失彼 ，有可能导致预测失败 。

四 、坚持动态性原则

预测对象的相关因素和环境不是一成不变的 ，而是处于不断发展变化的过程
中 。这些因素或环境的各个发展阶段对预测对象都有影响 ，有时甚至会改变预测
对象的发展方向或性质 。 相关因素或外部环境是预测对象内部矛盾性的外因（或
外界条件） 。如果外因（或外部环境或相关因素）变化很平稳 ，或处于相对稳定的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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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 ，则预测者可以利用历史数据进行外推 ，预测事物的发展 。 但是情况并不是都这
样理想 。自然灾害 、资料缺失 、意外变故（如条约双方有一方毁约） ，预测时都要充
分考虑 。通常使用的生长曲线法 ，趋势外推法和投入产出法都是建立在条件不变
的前提下 ，一般只能用于短期预测 ，如果要作长期或中期预测 ，可以考虑用包络曲
线法代替生长曲线 ，或对趋势外推或投入产出法进行修正 。

预测在本质上说是人对外界条件变化的一种描述和刻画 。这种描述或刻画自
然也是预测者世界观的集中体现 。 “罗马俱乐部”出版的枟成长的极限枠（The Lim唱
its to Growth）就是很好的例子 。这本书从全球的角度谈了人口增长 、工业发展 、粮
食供应 、资源利用 、污染危害及其相互关系 。 他们得出结论说 ：未来的发展不是无
限的 ，而是有一种极限 。依据他们的观点 ，如果当前世界人口 、工业化 、污染 、粮食
生产和资源消耗发展趋势不变 ，则地球上在一百年内其成长极限将会来临 。 最可
能的结果是 ，人口和工业将出现急剧而不可控制的萎缩 。

这本书发表以后 ，在美国有两种反应 ，自然科学家倾向作者的悲观观点 ，社会
学家则倾向可以改变趋势的观点 ，较为乐观 。

“罗马俱乐部”所提出的问题 ，即前边提到的五大问题 ，都是事实 。这些问题都
是当前世界的基本问题 。但他们所持的是悲观的观点 ，这就不能不受到事实的挑
战 。例如 ，枟成长的极限枠一书 ，对人口的看法是从马尔萨斯那里来的 ，即人口按几
何级数增加而粮食按算术级数增加 ，所以粮食不能供给人口需要 ，于是会发生贫
困 、饥荒和战争 ，因而要减少人口使与粮食平衡 。 但是 ，１７８７ 年美国农村中 １９ 个
农民的剩余粮食只能养活一个市民 ，而现在一个农民能供 ９０ 个市民 ，可见不是算
术级数 。 同样 ，工业化国家 ，如美国的出生率从 １８ 世纪下半期的 ３ ％ 减到现在的
０畅０７ ％ ，西欧一些国家的人口甚至出现负增长 ，也都不是几何级数 。

“罗马俱乐部”把未来世界看成现实世界的理想化的延伸 ，他们的“零增长”的
观点 ，作为理想化方案 ，去解决他们提出的五大问题 ，虽然不无道理 ，但不能令人信
服 。

人类总是要最大限度地满足自己的物质和文化需求 ，这一点是与客观世界有
限的资源相矛盾的 。于是一些有觉悟的人 ，就产生了必须扩展自己的技术能力和
知识领域的压力 ，也产生了必须提高自己的抱负 、规范自身行为的压力 。正是这种
压力 ，推动人类自觉地向生产 、技术和知识的深度与广度进军 ，大大促进了人类历
史的演进 。 这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这些有觉悟的人不只是对现实刺激做出反应 ，他
们还要为后代人着想 ，只要发现某项事业对人类有利 ，甚至他们自己根本没有可能
享受这种好处 ，他们也会勇敢的进行开拓 。 这一点从能源发展过程中已得到充分
证明 。 在石油还未大量开采时 ，原子电站已经问世 ；铀等稀缺资源尚未充分利用 ，
聚变和氢能的使用已近在眼前 。

预测者应充分相信人类征服自然 、创造未来的能力 。 人类没有理由悲观 ，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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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有能力解决社会发展中的各种矛盾和问题 。

第四节 　预测的分类

根据研究任务的不同 ，按照不同标准预测可以有不同的分类 。 常用的有以下
几种分类 。

一 、按预测的范围或层次来分类

预测的范围或层次不同 ，可分为宏观预测和微观预测 。

１畅 宏观预测

宏观预测 ，是指针对国家或部门 、地区的活动进行的各种预测 。 它以整个社会
经济发展的总图景作为考察对象 ，研究经济发展中各项指标之间的联系和发展变
化 。如对全国和地区社会再生产各环节的发展速度 、规模和结构的预测 ；对社会商
品总供给 、总需求的规模 、结构 、发展速度和平衡关系的预测 。 又如预测社会物价
总水平的变动 ，研究物价总水平的变动对市场商品供应和需求的影响等 。 宏观经
济预测 ，是政府制定方针政策 ，编制和检查计划 ，调整经济结构的重要依据 。

２畅 微观预测

微观预测 ，是针对基层单位的各项活动进行的各种预测 。 它以企业或农户生
产经营发展的前景作为考察对象 ，研究微观经济中各项指标间的联系和发展变化 。
如对商业企业的商品购 、销 、调 、存的规模 、构成变动的预测 ；对工业企业所生产的
具体商品的生产量 、需求量和市场占有率的预测等 。 微观经济预测 ，是企业制定生
产经营决策 ，编制和检查计划的依据 。

宏观预测与微观预测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 ，宏观预测应以微观预测为参考 ；微
观预测应以宏观预测为指导 ，二者相辅相成 。

二 、按预测的时间长短来分类

按预测的时间长短 ，可分为长期预测 、中期预测 、短期预测和近期预测 。

１畅 长期预测

长期预测 ，是指对 ５年以上发展前景的预测 。 长期经济预测是制定国民经济
和企业生产经营发展的十年计划 、远景计划 ，提出经济长期发展目标和任务的依
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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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畅 中期预测

中期预测 ，是指对 １年以上 ５ 年以下发展前景的预测 。 中期经济预测是制定
国民经济和企业生产经营发展的五年计划 ，提出经济 ５年发展目标和任务的依据 。

３畅 短期预测

短期预测 ，是指对 ３个月以上 １ 年以下发展前景的预测 。 它是制定企业生产
经营发展年度计划 、季度计划 ，明确规定经济短期发展具体任务的依据 。

４畅 近期预测

近期预测 ，是指对 ３个月以下企业生产经营状况的预测 ，它是制定企业生产发
展月 、旬计划 ，明确规定近期经济活动具体任务的依据 。

也有人将短期和近期预测相合并 ，凡是一年以下的预测 ，统称为短期预测 。 事
实上 ，不同的领域 ，划分的标准也不一样 ，如气象部门 ，不超过 ３ 天为近期预测 ，一
周以上的为中期预测 ，超过一个月就是长期预测了 。

三 、按预测方法的性质来分类

按预测方法的性质 ，可分为定性预测和定量预测 。

１畅 定性预测

定性预测 ，是指预测者通过调查研究 ，了解实际情况 ，凭自己的实践经验和理
论 、业务水平 ，对事物发展前景的性质 、方向和程度做出判断进行预测的方法 ，也称
为判断预测或调研预测 。预测目的主要在于判断事物未来发展的性质和方向 ，也
可以在情况分析的基础上提出粗略的数量估计 。 定性预测的准确程度 ，主要取决
于预测者的经验 、理论 、业务水平以及掌握的情况和分析判断能力 。 这种预测综合
性强 ，需要的数据少 ，能考虑无法定量的因素 。如本书第二章将重点介绍的一些定
性预测方法 。在数据不多或者没有数据时 ，可以采用定性预测 ，定性预测与定量预
测相结合 ，可以提高预测的可靠程度 。

２畅 定量预测

定量预测 ，是指根据准确 、及时 、系统 、全面的调查统计资料和信息 ，运用统计
方法和数学模型 ，对事物未来发展的规模 、水平 、速度和比例关系的测定 。 定量预
测和统计资料 、统计方法有密切关系 。常用的定量预测方法有回归分析预测 、时间
序列预测 、因果分析预测和灰色系统预测等 。

定性预测比较简单易行 ，可利用有关人员的丰富经验 、专门知识及掌握的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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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 ，综合考虑定性因素的影响 ，进行比较切合实际的预测 。 其缺点在于 ，预测者
由于工作岗位不同 ，掌握的情况不同 ，理论水平与实践经验各异 ，进行预测时受主
观因素影响较多 ，往往会过分乐观而估计过高 ，或偏于保守而估计过低 ，对同一问
题不同人会做出不同判断 ，得出不同的结论 。 定量预测 ，以调查统计资料和信息为
依据 ，考虑事物发展变化的规律性和因果关系 ，建立数学模型 ，可以对事物未来发
展前景进行科学的定量分析 。 其缺点在于 ，不能充分考虑定性因素的影响 ，而且要
求外界环境和各种主要因素相对稳定 ，当外界环境或某些主要因素发生突变时 ，定
量预测结果就会出现较大误差 。

为了使预测结果比较切合实际 ，提高预测质量 ，为决策和计划提供可靠的依
据 ，通常是将两种预测方法相结合 ，将定性预测结果和定量预测结果比较 、核对 ，分
析其差异的原因 ，根据经验进行综合判断 。 利用定性分析对定量预测结果进行必
要的修正和调整 ，才能取得良好的效果 。

四 、按预测时是否考虑时间因素来分类

按预测时是否考虑时间因素 ，可分为静态预测和动态预测 。

１畅 静态预测

静态预测 ，是指不包含时间变动因素 ，对事物在同一时期的因果关系进行预
测 。

２畅 动态预测

动态预测 ，是指包含时间变动因素 ，根据事物发展的历史和现状 ，对其未来发
展前景做出的预测 。

本书以研究动态预测方法为主 ，除在第三章介绍的回归分析预测法 ，既可用于
静态预测又可用于动态预测 ，其余各章介绍的都是动态预测方法 。

第五节 　预测的程序

为保证预测工作顺利进行 ，必须有组织有计划地安排其工作进程 ，以期取得应
有的成效 。 为制定决策 、编制计划和提高经营管理水平 ，提供有价值的情报 。预测
的程序或步骤如下所述 。

一 、明确预测任务 ，制定预测计划

这是预测首先要解决的问题 。明确预测任务 ，就是从决策与管理的需要出发 ，
紧密联系实际需要和可能 ，确定预测要解决的问题 。 预测计划是根据预测任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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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预测方案 ，包括预测的内容 、项目 ，预测所需要的资料 ，准备选用的预测方法 ，
预测的进程和完成时间 ，编制预测的预算 ，调配力量 ，组织实施等 。只有目的明确 ，
计划科学 ，有方向的安排预测内容 、方法和工作进程 ，才能确定预测的经费和所需
要的资料 。 一项预测若无明确的目的 ，周密的计划 ，就会迷失方向 ，无所适从 。

二 、搜集 、审核和整理资料

准确无误的调查统计资料和信息是预测的基础 。进行预测需要有大量的历史
数据 ，掌握与预测目的 、内容有关的各种历史资料 ，以及影响未来发展的现实资料 ，
即要从多方面搜集资料 。

资料按来源不同有内部资料和外部资料之分 。内部资料 ，对公司和企业来说 ，
是反映该单位历年经济活动情况的统计资料 、市场调查资料和分析研究资料 。 外
部资料 ，对公司和企业来说 ，是从本单位外部搜集到的统计资料和经济信息 ，政府
统计部门公开发表和未公开发表的统计资料 ；兄弟单位之间定期交换的经济活动
资料 ；报刊杂志上发表的资料 ；科学研究人员的调查研究报告 ；以及国外有关的经
济信息和市场商情资料等 。从这些资料中筛选出与本单位预测项目有密切关系的
资料 。 筛选资料的标准有三个 ：①直接有关性 ；② 可靠性 ；③ 最新性 。 在把符合这
三点的资料搜集到之后 ，经过分析研究 ，有必要时再搜集其他有关资料 。

准确无误的资料 ，是确保预测准确性的前提之一 。为了保证资料的准确性 ，要
对资料进行必要的审核和整理 。资料的审核 ，主要是审核来源是否可靠 、准确和齐
备 ，资料是否可比 。资料的可比性包括 ：资料在时间间隔 、内容范围 、计算方法 、计
量单位和计算价格上是否保持前后一致 。 如有不同 ，应进行调整 。 资料的整理包
括 ：对不准确的资料进行查证核实或删除 ；对不可比的资料调整为可比 ；对短缺的
资料进行估计核算 ；对总体的资料进行必要的分类组合 。

对于一项重要预测 ，应建立资料档案和数据库 ，系统地积累资料 ，以便连续地
研究事物发展过程和动向 。

只有根据经济目的和计划 ，从多方面搜集必要的资料 ，经过审核 、整理和分析 ，
了解事物发展的历史和现状 ，认识其发展变化的规律性 ，预测才会准确可靠 ，预测
才有质量保证 。

三 、选择预测方法和建立数学模型

在占有资料的基础上 ，进一步选择适当的预测方法和建立数学模型 ，这是预测
准确与否的关键步骤 。

对定性预测方法或定量预测方法的选择 ，应根据掌握资料的情况而定 。 当掌
握资料不够完备 、准确程度较低时 ，可采用定性预测方法 。 如对新的投资项目 、新
产品的发展进行预测时 ，由于缺乏历史统计资料和经济信息 ，一般采用定性预测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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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凭掌握的情况和预测者的经验进行判断预测 。当掌握的资料比较齐全 、准确程
度较高时 ，可采用定量预测方法 ，运用一定的数学模型进行定量分析研究 。 为充分
考虑定性因素的影响 ，在定量预测基础上要进行定性分析 ，经过调整才能定案 。

在进行定量预测时 ，对时间序列预测法或因果预测法的选择 ，除根据掌握资料
的情况而定外 ，还要根据分析要求而定 。 当只掌握与预测对象有关的某种经济统
计指标的时间序列资料 ，并只要求进行简单的动态分析时 ，可采用时间序列预测
法 。当掌握与预测对象有关的 、多种相互联系的经济统计指标资料 ，并要求进行较
复杂的依存关系分析时 ，可采用因果预测法 。

时间序列预测和因果预测都离不开数学模型 ，数学模型也称为预测模型 ，是指
反映经济现象过去和未来之间 、原因和结果之间相互联系和发展变化规律性的数
学方程式 。 数学模型可能是单一方程 ，也可能是联立方程 ；可能是线形模型 ，也可
能是非线性模型 。预测模型选择是否适当 ，是关系到预测准确程度的一个关键问
题 。

要建立数学模型 ，还必须估计模型参数（常数） 。 估计参数的方法 ，除传统的最
小二乘法外 ，还有多种专门的方法 。不同的方法得出不同的参数估计值 ，从而得到
不同的结果 ，应从实际出发 ，认真分析 ，决定取舍 。

四 、检验模型 ，进行预测

模型建立之后必须经过检验才能用于预测 。 模型检验主要包括考察参数估计
值在理论上是否有意义 ，统计显著性如何 ，模型是否具有良好的超样本特性 。 当
然 ，不同类型的模型检验的方法 、标准也不同 。 一般的 ，评价模型优劣的基本原则
有以下几条 ：

（１） 理论上合理 。参数估计值的符号 、大小应和有关的经济理论相一致 ；所建
立的模型应能恰当地描述预测对象 。

（２） 统计可靠性高 。 模型及其参数估计值应当通过必要的统计检验 ，以确定
其有效性和可靠性 。

（３） 预测能力强 。预测效果好坏是鉴别模型优劣的根本标准 。 为保证模型的
预测能力 ，一般要求参数估计值有较高的稳定性 ，模型外推检验精度较高 。

（４） 简单适用 。一个模型只要能够正确地描述系统的变化规律 ，其数学形式
越简单 ，计算过程越简便 ，模型就越好 。模型自身适应能力强 。模型应能在预测要
求和条件变化的情况下作调整和修改 ，并能在不同情况下进行连续预测 。

对于经过检验的模型 ，按一定的要求对自变量赋值 ，可以算出因变量对应的估
计值 ，称为点预测值 。 点预测是区间预测的极限情形 。 如果点预测结果不能满足
要求 ，则需进行区间预测 ，即求出点预测值在一定可靠程度下的误差范围 ，称为预
测区间或置信区间 。精确的定量预测方法 ，能够运用概率论原理计算给定置信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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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的预测区间 ；较为简单 、粗略的定量预测方法不能做到这一点 ，也应当尽可能地
计算近似的预测区间 ，从主观上依据经验估计点预测值可能的误差范围和相应的
可靠程度 。 这样 ，人们在使用所得到的预测结果时 ，对其可信任程度才能心中有
数 。

五 、分析预测误差 ，评价预测结果

即分析预测值偏离实际值的程度及其产生的原因 。 如果预测误差未超出允许
的范围 ，即认为模型的预测功效合乎要求 ，否则 ，就需要查找原因 ，对模型进行修正
和调整 。由于在预测当时 ，预测对象的未来实际数值还不知道 ，此时的预测误差分
析只能是样本数据的历史模拟误差分析或已知数据的事后预测误差分析 。 因此 ，
对预测结果进行评价时还要对预测过程的科学性进行综合考察 ，这种分析和评价
可由有关领域的专家参加的预测评论会议讨论做出 。

六 、向决策者提交预测报告

最后 ，以预测报告的形式将预测评论会议确认可以采纳的预测结果提交给决
策者 ，其中应当说明假设前提 、所用方法和预测结果合理性判断的依据等 。

第六节 　预测的精度和价值

一 、预测精度评价指标

　 　 预测精度一般指预测结果与实际情况相一致的程度 ，误差越大 ，精度就越低 。
因而通常由误差指标反映预测精度 。 下面介绍几个常用的指标 。

１畅 预测误差

设某一项预测指标的实际值为 X ，预测值为 X^ ，令
e ＝ X － X^ （１唱３）

e就是预测值 X^ 的误差 ，又称偏差 。 e ＞ ０ 表示 X^ 为低估预测值 ；e ＜ ０ 表示 X^ 为
高估预测值 。

２畅 相对误差

预测误差在实际值中所占比例的百分数称为相对误差 ，记为 ε ，即

ε ＝ e
X ＝ X － X^

X × １００ ％ （１唱４）

该指标克服了预测指标本身量纲的影响 ，通常把 １ － ε称为预测精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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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畅 平均误差

n个预测误差的平均值称为平均误差 ，记为 －e 。计算公式如下 ：

－e ＝ １
n ∑

n

i ＝ １
ei ＝ １

n ∑
n

i ＝ １
Xi － X^ i （１唱５）

由于每个 ei 可为正值 ，也可为负值 ，求代数和时这些分别取正负值的 ei 将有一部
分互相抵消 ，故 －e 值无法真正反映预测误差的大小 ，但它反映了预测值的偏差状
况 ，可作为修正预测值的依据 。 －e 为正 ，说明预测值平均说来比实际值低 ；反之 ，
说明预测值平均说来比实际值高 。 因此 ，如果用某一种方法求得的预测值为
X^n ＋ １ ，运用该方法时预测期的平均误差为 －e ，则修正的预测值 X^n ＋ １′ 　 ＝ X^n ＋ １ ＋

－e 。

４畅 平均绝对误差

n个预测误差绝对值的平均值称为平均绝对误差 ，记为 －e ，计算公式 ：

－e ＝ １
n ∑

n

i ＝ １
ei ＝ １

n ∑
n

i ＝ １
X － X^ i （１唱６）

由于每个 ei 皆为正值 ，故 －e 可用于表示预测误差的大小 。

５畅 平均相对误差

n个预测相对误差绝对值的平均数称为平均相对误差 ，以 －ε 表示 ：

－ε ＝ １
n ∑

n

i ＝ １

ei
Xi × １００ ％ ＝ １

n ∑
n

i ＝ １

Xi － X^ i
Xi × １００ ％ （１唱７）

６畅 均方误差

n个预测误差平方的平均值 ，称为均方误差 ，以 S２ 表示 ：

S２ ＝ １
n ∑

n

i ＝ １
e２i ＝ １

n ∑
n

i ＝ １
Xi － X^ i ２ （１唱８）

７畅 均方根误差

均方误差的算术平方根就是均方根误差 ，记为 S ，计算公式 ：

S ＝ １
n ∑

n

i ＝ １
e２i ＝ １

n ∑
n

i ＝ １
Xi － X^ i ２ （１唱９）

S２ 和 S 的值介于 ０和 ＋ ∞ 之间 ，其值越大 ，预测准确度越低 。
上述 １唱６ ～ １唱９式给出的误差指标功能相近 ，但有各自不同的特点 ： －e 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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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便 ； －ε 不受量纲的影响 ；S２ 和 S 对预测误差的反应较为灵敏 。 其中 ，S 不仅
保留了 S２ 灵敏度高的优点 ，还克服了其数值大的不足 ，它和 －ε 是最常用的衡量

预测准确度的两个指标 。

８畅 两面商

测定预测准确度的另一个指标是 Janus商 ，计算公式如下 ：

J ＝

１
m ∑

n ＋ m

i ＝ n ＋ １
e２i

１
n ∑

n

i ＝ １
e２i

＝

１
m ∑

n ＋ m

i ＝ n ＋ １
Xi － X^ i ２

１
n ∑

n

i ＝ １
Xi － X^ i ２

（１唱１０）

该指标涉及的时期 ，可以用下图表示 ：

i ＝ １ ，２ ，… ，n i ＝ n ＋ １ ，n ＋ ２ ，… ，n ＋ m

样本期间 样本期外

在预测过程中 ，样本期的实际值 X１ ，X２ ，… ，Xn 用于建立预测模型 ，由此模型
估计的数值再现了样本期的状况 ，称历史模拟 。 利用预测模型对样本期外的数据
进行预测 ，有事后预测与事前预测两种情形 。 对样本期外实际情况已经发生的若
干时期所进行的预测叫事后预测 ，对实际情况尚未发生的未来时期所进行的预测
叫事前预测 ，后者是预测的最终目的 。从理论上来说 ，评价预测准确度应当使用事
前预测误差指标 。 但在预测当时 ，未来事件尚未成为现实 ，事前预测误差指标无法
计算 。在实际预测工作中 ，用两种方法来解决这一问题 ，一种是进行内插检验 ，它
利用模拟误差来估计事前预测误差 ；另一种是外推检验 ，它利用事后预测误差来估
计事前预测误差 ，也称事后检验 。 内插检验主要反映预测模型再现实际情况的能
力 ，而外推检验能够比较有效地反映模型的预测能力 ，因此 ，评价预测准确度应尽
可能进行外推检验 。为了进行这一检验 ，往往把已掌握的历史数据分成两个部分 ，
大部分数据作为样本用来建立预测模型 ，小部分数据用来做外推检验 ，上述检验的
图示如图 １唱２ ：

图 １唱２ 　预测准确度的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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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 ，两面商 J 就是事后预测的均方根误差与历史模拟的均方根误差的比
值 ，其值介于 ０ 到 ＋ ∞ 之间 。该指标的突出特点是同时考虑了预测模型的模拟能
力与外推预测能力 。 J值越低 ，模型的预测性能越优 ，当 J接近于 ０ 时 ，表明事后
预测的准确度要比模拟准确度高 ；当 J ＝ ０时 ，有

X^ i ＝ Xi 　 　 （ i ＝ n ＋ １ ，n ＋ ２ ，… ，n ＋ m）
即为完美预测 。 J值越高 ，模型的预测性能越差 。 当 J ≈ １ 时 ，表明预测对象在预
测期的变化规律与样本期基本相似 ；而在很多情况下 ，J ＞ １ 则表明对象在预测期
的变化规律与样本期完全不同 。

二 、预测的价值

预测精度是预测质量的体现 ，涉及预测过程各环节的工作质量 、误差产生的原
因和如何改进等方面的问题 ，因而是一个过程概念 。 对预测精度和价值应当有全
面的认识 。

一般说来 ，对于人们难以控制的事物或现象 ，预测的精度越高 ，其价值就越大 ，
如气象预测 、地震预测等 。 人类可以根据科学预测的结果采取应对措施 ，趋利避
害 。对于一些部分可控的事物 ，就不能按照预测的精度或预测是否成为事实来衡
量其价值 。 这类预测通常称为非事实性预测 。 所谓非事实性预测 ，是指预测具有
引导人们去“执行”预测结果的功能 ，人们行动的“合力”反过来影响预测结果能否
实现 。 由于经济活动是由具有主观意识的人能动地进行的 ，经济预测结果公布以
后 ，人们从各自的利益出发 ，采取相应的措施 ，趋利避害 ，因而经济预测常常带有非
事实性预测的特征 。按照对预测结果的影响效应 ，非事实性预测可以分为自实现
预测（self唱fulfilling forecast）和自拆台预测（self唱defeating forecast）两种 。 比如 ，一位
著名经济学家做出美国明年将出现经济萧条的预测 ，如果这一预测被广泛流传和
接受 ，那么公众合理的反应是偿清一切债务 ，出售一切存货等等 ，这种行为无疑会
加速萧条的到来 。这就是自实现预测的效应 。 再如 ，某预测咨询机构预测未来三
年内某产品因“供需缺口” ，市场价格将上涨 １５ ％ ～ ２０ ％ 。 这个结果引起生产厂家
的注意 ，他们就想方设法挖掘生产能力 ，有的还增加投资 ，扩大生产能力 。 结果是
有效地增加了该产品的供给 ，价格不仅没有上涨 ，反而略有下跌 ，这是自拆台预测
的效应 。实际经济生活中 ，极端情形的自实现预测是 ，只要做出了这样的预测 ，其
结果就会自动实现 ，而原来的预测不必是正确的 ；极端情形的自拆台预测是 ，只要
做出了这样的预测 ，其结果就会自动失败 ，尽管原来的预测是正确的 。在大多数情
形下 ，决策者们行动的合力部分地影响了预测结果的实现 ，造成经济预测不同程度
的含有自实现或自拆台的成分 。这时 ，预测信息作为决策的输入信息起作用 ，但人
们行动的结果却使得预测结果的准确度难以衡量 。如何认识和解决这一问题 ？ 理
论界比较一致的观点是 ，此时应当强调预测过程中各环节工作正确性的鉴别 ，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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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环节的工作都正确无误 ，其结果作为决策的输入信息才能正确引导人们的行动 ，
在“自实现预测”的效应之下 ，才不致产生误导和偏颇 ；在“自拆台预测”的效应之
下 ，虽然实际值与预测值有偏差 ，但预测仍是可信的 ，有作用的 。 我们认为 ，对预测
过程各环节工作的正确性进行鉴别是十分必要的 ，但各环节的工作正确与否难以
用统一的客观标准来衡量 。对“非事实性预测”特别明显的经济现象 ，应当开展“多
值预测” ，即预测人们可能采取的行动 ，针对不同的可能情况给出不同的预测结果 ；
或者进行“跟踪预测” ，即预测人们可能采取的行动并根据情况不断修正原先的预
测值 。 这样 ，不仅预测结果准确度的客观衡量可能进行 ，而且直接增强了预测的科
学性 ，提高了预测的社会价值 。

习题

１畅什么是预测 ？为什么说进行预测是必要和可能的 ？
２畅说明预测的作用和意义 。
３畅什么是定性预测和定量预测 ？
４畅预测应遵循哪些基本原则 ？
５畅简述预测的基本步骤是什么 ？
６畅如何评价预测的精度和价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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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定性预测方法

第一节 　引 　 　言

　 　定性预测 ，是预测者根据自己掌握的实际情况 、实践经验 、专业水平 ，对经济发
展前景的性质 、方向和程度做出的判断 。 有时在定性分析的基础上也可以提出数
量估计 ，其特点为 ：需要的数据少 ，能考虑无法定量的因素 ，比较简便可行 。 因此 ，
是一种不可缺少的灵活的经济预测方法 。 通过定性预测 ，提出有预见性的建议 ，可
以为政府和企业进行经济决策 、计划管理 、指导工作提供依据 ，在四化建设中有重
要作用 ，在我国得到广泛应用 。

在掌握的数据不多 、不够准确或主要影响因素难以用数字描述 ，无法进行定量
分析时 ，定性预测就是一种行之有效的预测方法 。 如新建企业生产经营的发展前
景 、新产品销售的市场前景 ，由于缺少历史资料 ，以采用定性预测方法为宜 。 又如 ，
党和国家方针政策的变化 、消费者心理的变化对市场商品供需变化的影响 ，均无法
定量 ，只能通过判断分析 ，进行定性预测 。

此外 ，为了提高预测质量 ，在进行定量预测时 ，也要进行定性预测 。 由于经济
现象发展变化过程中 ，质制约着量 ，一定的质决定一定的量 。 因此 ，经济预测应将
定性分析作为出发点 ，定量预测应以定性分析为基础 。 任何质量都表现为一定的
数量 ，都有决定质量的数量界限 。 定量预测虽可使定性分析深入和具体化 ，起到胸
中有“数”的作用 。但是 ，定量预测只能测定主要因素的影响 ，其余因素的影响 ，特
别是无法定量因素的影响 ，则难以包含 。 因此 ，在定量预测之后 ，也要进行定性分
析 ，对其结果进行必要的调整 ，才能使预测接近实际 。

由于定性预测主要靠预测者的经验和判断能力 ，易受主观因素的影响 ，主要目
的不在数量估计 。 为了提高定性预测的准确程度 ，应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

第一 ，应加强调查研究 ，努力掌握影响事物发展的有利条件 、不利因素和各种
活的情况 。 从而使对经济发展前景的分析判断更加接近实际 。

第二 ，在进行调查研究 ，搜集资料时 ，应作到数据和情况并重 ，使定性分析定量
化 。也就是通过质的分析进行量的估计 ，进行有数据有情况的分析判断 ，提高定性
预测的说服力 。

第三 ，应将定性预测和定量预测相结合 ，提高预测质量 。 在预测过程中 ，应先
进行定性分析 ，然后进行定量预测 ，最后再进行定性分析 ，对预测结果进行调整定



案 。这样才能深入地判断事物发展过程的阶段性和重大转折点 ，提高预测的质量 ，
为决策和计划管理提供依据 。

第二节 　市场调查预测法

市场调查预测 ，是指预测者深入实际进行市场调查研究 ，取得必要的经济信
息 ，根据自己的经验和专业水平 ，对市场商情发展变化前景的分析判断 。如对市场
商品供应和需求发展前景的分析判断 ；工农业发展及其结构调整对商品收购货源 、
销售动向和库存变动前景影响的分析判断 ；市场商品供求对企业产供销变动前景
的分析判断等 。

市场商情发展变化前景的预测 ，当有完备的调查统计资料和经济信息时 ，可采
用以下各章介绍的定量预测方法 。当缺少必要的调查统计资料和经济信息时 ，就
要深入进行市场调查研究 ，搜集和整理第一手资料 ，进行市场调查预测 ，分析判断
市场商情发展前景 。这种预测虽可提供简单的数据 ，但是 ，它主要是预测市场商情
发展前景的性质和方向 。 因此 ，市场调查预测应属于定性预测的范畴 。 常用的市
场调查预测法有以下几种 。

一 、经济管理人员意见调查预测法

这种方法是由企业的经理（厂长）召开熟悉市场情况的各业务部门主管人员的
座谈会 ，将与会人员对市场商情的预测意见 ，加以归纳 、分析 、判断 ，制定企业的预
测方案 。其基本过程是 ：首先 ，由经理（厂长）根据政策和经营管理的需要 ，向各业
务主管部门（如业务 、计划统计 、市场情报 、财务会计部门）提出预测项目和预测期
限的要求 ；其次 ，各业务主管部门分头准备 ，根据掌握的情况 ，提出各自的预测意
见 ；最后 ，由经理（厂长）召开座谈会 ，对各种预测意见进行讨论分析 ，综合判断 ，得
出反映客观实际的预测结果 。

这种预测方法的优点是 ：上下结合进行预测 ，有利于发挥集体智慧 ，充分调动
经理（厂长）和业务管理人员开展市场预测的积极性 ；再加上他们处于生产与管理
第一线 ，领导和管理企业的产 、供 、销活动 ，熟悉市场商情的动向 ，他们的判断接近
市场商品供需发展变化实际 ，使预测结果比较准确可靠 ；预测不需要经过复杂计
算 ，不需要花多少费用 ，比较迅速和经济 ；如果市场商情发生剧烈变化 ，可以及时对
预测结果进行调整 。

这种方法的缺点是 ：对市场商情的变化了解得不够深入具体 ，主要依靠经验判
断 ，受主观因素影响大 ，只能做出粗略的数量估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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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销售人员意见调查法

这种方法是向销售人员进行调查 ，征询他们对产销情况 、市场动态及他们对自
己负责的销售区 、商店 、柜台未来销售量（额）的估计 ，加以汇总整理 ，对市场销售前
景做出综合判断 。这种预测除由公司 、企业管理部门提供必要的调查统计资料和
经济信息外 ，主要依靠销售人员掌握的情况 、经验 、水平和分析判断能力 ；还要经过
从基层到企业管理部门逐级审核 、汇总和经理厂长批准才能定案 。 一般适用于短
近期预测 ，其步骤如下 ：

第一 ，由公司 、企业向本单位所属的各销售区 、商店提供本公司 、企业的经销策
略 、措施和有关产供销的统计资料及市场信息 ，作为销售人员预测的参考 。

第二 ，各地区 、商店的销售人员根据本身所经营的商品种类 、顾客类别和经营
情况 ，估计下季 、下年的销售量和销售额 。

第三 ，各地区 、商店经销负责人 ，对所属销售人员的估计结果进行审核 、修正 、
整理汇总 ，按规定日期上报公司 、企业 。

最后 ，公司 、企业的各业务主管部门对下边报上来的估计数作进一步的审核 、
修正 、汇总和综合平衡得到总预测数 ，并参照编制经销计划草案 。 经经理 、厂长批
准后下达到各销售区 、商店 。根据经销计划进行商品调拨 ，编制日常销售计划 。

这种预测方法的优点是 ：销售人员在市场前哨 ，最接近顾客 ，熟悉市场情况 ，预
测经过多次审核 、修正 ，比较接近实际 ；根据预测确定的销售任务由自己负责完成 ，
使销售人员具有光荣感和责任感 ，易于发挥积极性和首创精神 。 其缺点是 ：销售人
员为了超额完成销售计划 ，获得奖金 ，估计易偏于保守 ；由于工作岗位所限 ，对经济
发展和市场变化全局了解不够 ，所判断预测的结果有一定局限性 。

三 、商品展销 、定货会调查预测法

这种方法是通过商品展销 、定货会直接向用户发表调查 ，以了解用户对商品的
花色 、品种 、质量 、价格的意见和需求量 ，将意见加以汇总整理 ，综合判断商品销售
的发展前景 。 它是商品展销 、定货会和调查预测的结合 ，因此 ，首先应有齐备的本
企业商品和充足的储备 ，实行敞开供应 ，然后通过销售掌握市场需求信息 ，才能搞
好预测 。以郑州第二砂轮厂为例 ，其调查表的内容如下 ：①贵单位现有多少磨削设
备 ？ ② 贵单位最近准备增添磨削设备否 ？ ③贵单位认为我厂产品在哪些方面有缺
点 ？服务方面有什么问题（分质量 、品种 、规格 、包装 、交货期 、技术服务等方面） ？
④您估计贵单位明年对我厂磨具的需要量方面有变化吗（分不变 、增加 、减少 、不清
楚四类） ？ ⑤ 有变化的话 ，您估计百分比有多大 （分为 １ ％ ～ ５ ％ 、６ ％ ～ １０ ％ 、
１１ ％ ～ １５ ％ 、１６ ％ ～ ２０ ％四档） ？ ⑥您估计贵单位明年对我厂磨具规格和品种需求
有变化吗 ？ ⑦具体变化的情况能告诉我们吗 ？ ⑧ 贵单位目前需要我厂帮助解决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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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问题（分品种选择 、磨具使用方法 、磨床配套砂轮及其他四类） ？ ⑨ 贵单位对我厂
有哪些意见和要求 ？

调查表中 ① 、②两问是为了建立用户的磨具使用档案做准备 ；③ 、⑧ 、⑨ 为了改
进产品质量和加强对用户服务 ；④ 、⑤ 问是预测的依据 ，为调查的重点 ；⑥ 、⑦ 问是
为调查产品作参考 。

将调查表进行汇总整理 ，根据 ④ 、⑤两个问题的回答情况 ，进行分析判断 ，预测
下一年的销售量 。

四 、消费者购买意向调查预测法

这种方法是采用随机抽样或典型调查方式 ，从调查对象中抽选一定数目的消
费者 ，通过发表 、访问进行调查 ，将消费者的购买意向加以汇总分析 ，推断商品未来
需要量的方法 。以北京市的手表需要量为例 ，说明其步骤如下 ：

第一 ，进行消费者购买意向调查 。采用划类选点 ，对典型户发表调查 。
（１） 制定调查方案 ，设计调查表格 。 其内容包括 ：被调查户的人口构成 ；已拥

有的手表数量 、规格 、国别 、牌号 、已使用和期望使用年数 ；今后需求的品种和数量 。
（２） 按城区 、工矿区 、农村三大类型 ，选择典型户 ，派员发表进行调查 。
（３） 将调查资料按城乡进行分类整理 ，计算手表需求预测所需要的数据 。 如

计算手表普及率 ；计算男表 、中型表 、女表比重 ，国产和进口表比重 ，国产表按主产
区 、进口表分国别测算占有率 ，分析社会手表使用构成 ；按国产表 、进口表分别推算
使用年数和更新期 ，分别分析已使用年数构成 ；分析手表需求构成 ；测算全市国产
表 、进口表拥有量和外流比重 。

第二 ，需求结构分析预测 。按城市 、农村 、外流量的需求结构 ，对手表未来需求
量进行分析和预测 。

（１） 城市手表需求量预测 。 首先进行情况分析 。 从城市居民手表普及率看 ，
城市居民拥有量已基本饱和 ；手表购买量增幅将继续减缓 ；妇女手表需求量将继续
增长 ；从手表更新期和平均已使用年数构成 ，测算国产和进口表更新高潮期和分阶
段更新量占拥有量比重 。 从而得出购买手表主要体现在青少年进入手表使用期的
人数和旧表更新两方面 。 其次预测城市手表未来需求量 ：

城市居民手表需求量 ＝报告年 １５岁至 ２０岁手表添置率
× 下年初 １５ 岁至 ２０ 岁人口数
＋ 未来手表进入更新期比重 ×城市手表拥有量 （２唱１）

手表添置率 ＝ 已戴表率／未戴表率 （２唱２）
上式中的手表更新量可将国产 、进口手表分别计算 。

（２） 农村手表需求量预测 。 首先 ，进行情况分析 。农村居民手表普及率较低 ，
今后需求量将持续增长 ；农村手表拥有量三五年内将达到基本饱和程度 ；农村妇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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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女表的需求量将日益增多 。 然后计算农村手表未来需求量 ：
农村居民手表需求量 ＝ （达到基本饱和时手表普及率 －目前手表普及率）

× ２１ 岁至 ５０ 岁人口比重 ×总人口数
＋ １５ 岁至 ２０ 岁人口手表需求量 （２唱３）

（３） 手表外流量预测 。手表外流量占社会销售量比重有降低趋势 ，今后约占
３０ ％ ；以最近三年的社会销售量为基础来进行测算 。

手表外流量 ＝社会销售量 × 外流量占社会销售量比重 （２唱４）
上述三 、四两种调查预测方法 ，都是发表调查法 。 其优点是 ：由于商品的购买

者就是商品的使用者 、消费者 ，他们知道自己将来要购买什么 ，购买多少 ，他们的意
见是最直接 、最有用的情报 。因此 ，只要购买者愿意合作 ，能如实回答调查表中的
问题 ，可以获得比较准确的预测结果 。 这些方法通常适用于生产资料的需求预测
和耐用消费品的需求预测 。

为了提高预测的准确程度 ，应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调查表不要包罗万象 ，应只
包括和预测有关的基本内容 ：要抽选有一定数目的具有代表性的调查单位 ；设法取
得被调查者的充分合作 ；要参考统计资料和市场信息 ，对调查预测结果进行修正 ，
以提高准确程度 ；尽量利用城市和农村住户抽样调查资料 ，以节省人力 、物力 ，提高
调查预测的科学性和准确性 。

第三节 　专家预测法

组织专家预测属于直观预测范畴 ，直观预测法简单易行 ，是应用历史比较悠久
的一种方法 ，至今为止在各类预测方法中仍占有重要地位 。 直观预测法以专家为
索取信息的对象 ，组织各种领域专家运用专业方面的经验和知识 ，通过直观对过去
和现在发生的问题进行综合分析 ，从中找出规律 ，对发展远景做出判断 。直观预测
法的最大优点是 ，在缺乏足够统计数据和原始资料的情况下 ，可以做出定量估价 ，
得到文献上还未反映的信息 。特别是预测对象的技术发展 ，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
政策和专家的努力 ，而不是取决于现实技术基础时 ，采用直观预测法能得到更为准
确的结果 。

一 、头脑风暴法

在诸多直观预测方法中 ，头脑风暴法占有重要地位 。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 ，头脑风
暴法作为一种创造性的思维方法在预测中得到广泛运用 ，并日趋普及 。 从 ６０年代
末期到 ７０年代中期 ，头脑风暴法在各类预测中的应用比重由 ６畅２ ％ 增加到 ８畅１ ％ 。
头脑风暴法主要是组织专家参加积极的创造性思维 。

采用头脑风暴法组织专家会议时 ，应遵循如下原则 ：①就所论问题提出一些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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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要求 ，并严格规定提出设想时所用术语 ，以便限制所论问题范围 ，使参加者把注
意力集中于所论的问题 ；② 不能对别人的意见提出怀疑 ，不能放弃和终止讨论任何
一个设想 ，而不管这种设想是否适当和可行 ；③鼓励参加者对已经提出的设想进行
改进和综合 ，为准备修改自己设想的人提供优先发言权 ；④支持和鼓励参加者解除
思想顾虑 ，创造一种自由的气氛 ，激发参加者的积极性 ；⑤ 发言要精练 ，不需要详细
论述 。 展开发言将拉长时间 ，并有碍于一种富有成效的创造性气氛的产生 ；⑥不允
许参加者宣读事先准备的建议一览表 。

实践经验证明 ，利用头脑风暴法从事预测 ，通过专家之间直接交换信息 ，充分
发挥创造性思维 ，有可能在比较短的时间内得到富有成效的创造性成果 。 头脑风
暴法还可以细分成如下方法 ：① 直接头脑风暴法 ，即根据一定的规则 ，通过共同讨
论具体问题 ，鼓励创造性活动的一种专家集体估价方法 。 这些规则包括 ：禁止评估
已提出的设想 ；限制每一个人的发言时间 ，允许一个人多次发言 ；将所有设想集中
起来 ；在后续阶段对提出的所有设想进行估价 ；② 质疑头脑风暴法 ，即一种同时召
开两个会议的集体产生设想的方法 。 第一个会议完全遵从直接头脑风暴法原则 ，
第二个会议对第一个会议提出的设想进行质疑 ；③有控制的产生设想的方法 ：也是
集体产生设想的一种方法 。这种方法 ，通过定向智力活动激发产生新的设想 ，用于
开拓远景设想和独到设想 ；④鼓励观察的方法 ：目的是在一定限制条件下 ，就所论
问题寻求合理的方案 ；⑤对策观察的方法 ：就所论问题寻找一个统一的方案 。

为了提供一个创造性思维环境 ，必须决定小组的最佳人数和会议的进行时间 。
小组规模以 １０ ～ １５人为宜 ，会议时间一般为 ２０ ～ ６０ 分钟 。 参加的成员按如下原
则选取 ：①如果参加者相互认识 ，要从同一职位（职称和级别）的人员中选取 ，领导
人员不应参加 ，否则对下属人员将产生一定压力 ；② 如果参加者互不认识 ，可从不
同职位（职称和级别）的人员中选取 。 这时不论成员是院士 ，还是硕士 ，都应同等对
待 ，每个成员赋予一个编号 ，以便以后按编号同参加者联系 。

参加者的专业是否与所论问题一致 ，不是专家组成员的必要条件 。 并且专家
组中 ，希望包括一些学识渊博 ，对所论问题有所理解的其他领域的专家 。

预测的领导者要对预测的问题作如下说明 ：问题产生的原因 ，原因的分析和可
能的结果（最好把结果进行夸张描述 ，以便使参加者感到矛盾必须解决） ；分析解决
这类问题的世界经验 ；解决这一问题的现存途径 ；以中心问题及其子问题 ，形成需
要解决的问题（问题的内部结构应当简单 ，问题的面比较窄将有助于发挥头脑风暴
的效果） 。

对头脑风暴的领导工作最好委托给预测学家负责 。 因为预测学家对所提的问
题和从事科学辩论有充分的经验 ，同时他们熟悉处理程度和处理方法 。 如果所论
问题专业面很窄 ，则应邀请所论问题的专家和预测专家共同负责领导工作 。 头脑
风暴小组应由以下人员组成 ：方法学者 ———预测学领域的专家 ；设想产生者 ———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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