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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教材建设是大学人才培养和知识传授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管理教育而言，教材建设尤为重要，一流的商学院不仅要有一流的师资力量、一流的生源、一流的
教学管理水平，而且必须使用一流的教科书。
一流的管理类教科书必须满足以下标准：第一，能把所在领域的基础知识以全面、系统的方式和与读
者友好的语言呈献给读者；第二，必须有时代感，能把学科前沿的研究成果囊括进去；第三，必须做
到理论和实务（包括案例分析）相结合，有很强的实用性；第四，能够启发学生思考现实的管理问题
，培养他们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第五，可以作为研究人员和管理人士的工具书。
中国的管理教育是伴随改革开放而产生的。
真正意义上的管理教育在中国不过十多年的历史，但巨大的市场需求使得管理教育成为中国高等教育
各学科中发展最快的领域，管理类教科书市场异常繁荣。
但总体而言，目前国内市场上管理类教科书的水平仍不能令人满意。
国内教科书作者大多数在所涉及领域并没有真正的原创性研究和学术贡献，所撰写的教科书普遍停留
在对国外教科书的内容进行中国式排列组合的水平上；国外引进的原版教科书虽然具有学术上的先进
性，但由于其写作背景是外国的管理实践和制度安排，案例也都是取自于西方发达国家，对中国读者
而言，总有一种隔靴搔痒的感觉。
如何写出一流的中国版的管理类教材，是中国管理教育发展面临的重要任务。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一直重视教材建设工作。
1999年夏，我们曾与经济科学出版社签约，以每本20万元的稿酬，向全国征集MBA教科书作者。
这个计划公布之后，我们收到了十几本教科书的写作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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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全面地介绍了数据挖掘的相关主题，包括数据理解与数据准备、关联规则挖掘、多元统计中的降
维方法、聚类分析、神经网络、决策树方法、模型评估等内容。
全书体系完整，文字精炼，注重对数据挖掘方法的直觉理解及其应用；同时，保持了一定的严谨性，
为学生理解和运用这些方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本书实例丰富，并附有相应SAS程序，以便于学生尽快理解相关内容并用以解决实际问题。
    本书配有教辅，可以免费提供给任课教师使用。
如需要，欢迎填写书后的“教师反馈及课件申请表”索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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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俊妮，美国哈佛大学统计学博士，现为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商务统计及经济计量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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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对于定序自变量，最常用的一种转换是按各类别的序号直接将该变量转换为数值自变量。
对于名义自变量，最常用的转换是将该变量转换为哑变量。
例如，对于性别而言，可以生成一个二元哑变量，取值1表示“女”，0表示“男”。
对于有多个取值的名义自变量，可以生成一系列二元哑变量。
例如，中国内地有31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可以据此生成30个哑变量。
但是，如果一个名义自变量取值过多，生成过多的哑变量容易造成过度拟合。
一个简单而有效的方法是只针对包含观测比较多的类别生成哑变量，而将剩余的类别都归于“其他”
这个大类别。
还有一种方法是利用领域知识，将各类别归为几个大类之后再生成哑变量，例如，将中国内地31个省
、自治区和直辖市归为华北、华中、华东、华南、西北、东北、西南等地区，再生成地区的哑变量。
五、处理时间变量时间变量无法直接进入建模数据集，因为时间是无限增长的，在历史数据中出现的
时间肯定不同于将来模型所需应用的数据集中出现的时间，所以直接使用历史数据的时间建立的模型
就无法应用于将来的数据集。
如果要在建模过程中考虑时间变量，就必须对其进行转换。
常用的转换有如下几种：1.转换为距某一基准时间的时间长短，例如，“距离××年××月××日的
天数”、“距离下一次春节的周数”等。
2.转换为季节性信息，例如，一年中第几季度或第几个月，每个季度或月对应于一个二元哑变量。
很多情形下可以考虑对时间进行多种转换，把所有可能影响因变量的时间信息都放人建模过程中。
例如，对于某些食品的购买量而言，不仅存在节日效应，也存在季节性效应，这时就需要同时使用上
述两种转换。
六、异常值自变量的异常值对一些模型会产生很大影响。
在图2.2 的示例中，大部分数据点的，值都分布在-2.2 和2.4 之间，但有一个数据点的x值为8，它对拟
合的回归线会有很大的影响；如果它落在点0或点6，拟合出的回归线分别为线a和线b，它们的差别颇
大。
因变量的异常值同样可能对模型有很大影响，在这里不赘述。
第五章将介绍的聚类算法可以用来发现异常值，如果少数几个观测自成一类，它们很有可能是异常值
。
发现异常值后需要查看它们为什么异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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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数据挖掘与应用》是张俊妮编写的，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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