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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DSS概念与体系结构的演进 

一 _7 
【摘要】综述 9o年代以来的ODSS研究，对 ODSS概念的演进过程做 1诺细的描述；以企业组 

织为背号，强调对“以组织手段解决决策问题”的过程的支持，指出了ODSS发展成为建立决策 

支持应用的高级基础结构的总体趋向 最后．提 出了引进组织智能思想研完这类新型复杂牟统 

的基表思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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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7o年代末开始，决策支持研究领域逐渐发 

展分化为DSS，GDSS，ODSS三个大的方 向 ]，作 

为这一理论体系中“最后的一环 ．，直到 8o年 

代末，有关 ODss的研究才算正式展开。 ．相对于 

同一时期提 出的 DDSS、EIS等 系统来看，其进展 

明显滞后．本文以 1990～1998 Hawaii系统科学 

年 会 (HICSS)有 关 方 面 的 研 究 为 主 线．综 台 

CDSS}杂志等 其它方面的资料 ，总结 ODSS早期 

实践与最近 几年取得 的实质性进展．试图理清 

ODSS概念及系统结构演进的基本脉络，并对企 

业组织中 ODSS的发展趋向进行了分析． 

1 关于 ODSS概念的不同观点 

一

般认为，ODSS支持的 目标是“组织决策”． 

正是对组织决策的不同理解 ，产生了两类不同的 

ODSS决策支持模式与系统设计风格． 

1．1 早期实践：以资源共享为中心的支持 

ODSS的早期研究(1 988～1993)常把影响到 

多个组织单位或层面 的决策看做“组织决策”．固 

此，组织 中大多数的管理决策都属此列．理论上 

讲，这种界定过于宽泛，给明确 ODSS概念的努力 

带来了很大困难， 

1)持这种观点的 人倾 向于将 ()Dss看作是 

“在全组织范围内对决策提供信息、模型等方面支 

持的系统”，认为 ODSS与 GDSS、DSS的主要区 

别在于所提供支持的范围．因此．所给出的系统模 

式都可 以看 作是 GDSS或 DSS的扩 展．倒如， 

Watson就是在 GDSS的基础上增加了经验库、会 

议／任 务记 录 库、决 策 库 等 新 成 员，以此 作 为 

ODSS体 系结 构 ；ODSS最早 实践 者 之一 的 

Walker所总结的“建立 ODSS的结构化方法”、追 

求就是“让整个组织共享数据和模型⋯。，；Miller 

和 Nilakanta将知识子系统、数据子系统 、模型子 

系统分 为内部／外部、私有／公共等维度，重点强调 

了“企业数据库”的作用 ，即“对分散决策 的集 

中支持”． 

21一些研究认识到了组织决策的分布性特 

点，但却没能给出 ODSS较 DDSS更特殊的本质 

规定性．如 Swanson ，Chung 等 人对这两者就 

不 作 区别．最 具代 表性 的是 George给 出 的对 

ODSS的描述 ：功能上着重于影响多个组织单 

位、跨越组织边界和层次的任务、活动或决策i技 

术上能给分布的用户提供模型、数据及通讯等服 

务．这种概括性 的说法虽被广为引用的，但仍不能 

作为抓住丁ODSS关键 内容的概念定义． 

① 罗 明 博士生 通讯地址；武『卫华中理工大学系统工程研究所．邮编 430074 

丰 文 1998年 11月 30日收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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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有些工作对组织决策某方面的特点做了深 

入的探讨 ，如 ODSS的开放性“ ，协调各类 活动 

的必要，各种规范、观点的一致性维护 ～等 但对 

于如何将这些方面与 ODSS的支持相联系，未能 

给出明确的回答，因而 只能泛泛地要求“提供灵活 

的工具支持”H ． 

总之 ，这些工作拓展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但 

却未能对 ODSS的概念作出令人满意的说 明 ． 

致 1990及 1 991的 HICKS ODSS minitrack只得 

以“支持组织的系统”为题总括旗下各种不同观点 

的 ODSS研 究．近来 ，King，George等对这一阶段 

的概念讨论提出了深刻的批评 ． 

1．2 理论取向：以协调为中心的支持 

按 照 Hackathorn和 Keen的理论 组织 中 

的决策活动需要三种计算机系统的支持 ：(1)个』、 

支持：辅助单个或同一类用户完成分离的相对独 

立的任务；(2)群体支持：面向一个决策群体．各成 

员共同致力于同一组分散但高度关联的任务；(3) 

组织支持 ：针对涉及一连串任务处理及相应^员 

活动的组织性任务和决策问题．根据这一划分，把 

“组织决策”解释为决策理论研究中的ODM 将是 

比较合理的．也就是说，三种支持应理解 为“不同 

级别”而不是“不同范围”的支持． 

基于这种认识 ，陈智一 将“组织决策”界定为 

“组织中通过具有不 同专业分工的成员利用各 自 

的知识和问题处理能力共同协调解决问题 的过 

程”．从这一点出发，通过对组织和 ODM 特 的 

分析．确立了系统的面向 ODM 过程的决策支持 

模式，指出 ODSS的重点在于支持 ODM 问题的 

分解一分配和协调过程．这一结论对系统结构的 

设计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从理论上讲，以协调 为中心的 ODSS概念的 

定义无疑是更为合理的．但已有的可划入此类的 

研究比较少．Ramirez将谈 判作 为一种有用的决 

策协调方式 ，研究了一种基于关系视图的支持技 

术。。‘．Whitechair等从管理问题 的性质及此领域 

积累的经验出发，研究了组织决策问题的分解，强 

调尽量减少交互，保证效率。。 ． 

2 近期的 ODSS实践 

1 994～1 997年的 4年间，ODSS的研究比较 

活跃．开始出现一批实际应用系统，应用范围包括 

医疗诊断。。 ，电信业中的投资管理 ，企业财务 

战略与产品规划“ ，商品零售决策 等领域；并 

有多篇论文探讨了 ODSS的实现方法 及重要的 

影响因素，如文Ezo，21]等． 

从这期间的 ODSS文献来看，以资源共享 为 

中 L-的系统结构占了绝对多数．研 究论题涉及共 

享资源的规划(内容、权限、⋯)，资源共享的体 系 

结构(集中、分布、层次模型⋯)，以及共享数据 资 

源协调利用方面的特殊支持技术 ，等等．此外 ， 

还有几点引人注目的进展： 

1)Kivijarvi系统 地 提 出 了面 向本 质 理 论 

(suhstanc theory oriented)的 ODSS 开 发 方 法 

论 ，从 技术为中心转向综合运用各种管理理 

论指导开发过程 ，以求建成的系统能对组织决策 

过程的各方面产生积极的影响． 

2)开 始 引 入 组 织 记 忆 (organizational 

memory)的概 念：Morrison和 Weiser率先 强 调 

ODSS应建设成为组织知识的支撑平 台 “]，通过 

电子化的组织记忆促进个体学习 达 到组织学 

习；Miller等提 出用组织记忆系统支持合作 、组织 

学习， 及作为问题求解过程中的组织约束与技 

术约束 ．同时，以数据仓库为基础的全局信 息 

支持模式也开始得到应用 ． 

3 J建模支持开始引起重视：Ba等 Intranet 

为背景 ．给出了一套面向查询 的利用组织范围内 

的模型资源进行建模支持的方法 ．以此为基 

础，有可能发展出一种 ODM 分布协调建模支持 

模式 但要做到这- 点 ，还需做很多的理论准备． 

随着 ODSS支持范围的扩展，ODSS概念 的 

内涵也在经历不断的调整．总体上讲，在 ODSS必 

须具 备哪些待征 的问题上 已达成基本的共识： 

1 996，1 997的 HICSS ODSS minitrack把 ODSS描 

述为在全组织范围内．跨越职能及等级界限．寻求 

对决策的协调与分派．使各种决策更易集中于组 

织的 目标”．最近 ，Kivijarvi也强调 了 ODSS为多 

种决策任务服务的通用性以及在组织决策及计划 

过程中的有机地位0 ，要求 ODSS能够 ：(1)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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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活动的集成与一般协调 ；(2)整合各部门给出 

的预算及其它分析 ；(3)测验某个单位做出的决策 

对组织其它部分的影响．因此，可以说，在这几年 

中，两类不同的 oDsS观点出现了融合的迹象，并 

且开始强调 ODSS作为统合企业内各类决策支持 

应用的信息基础结构的基本特点． 

3 对 ODM 组织过程的支持 

从某种意义上讲，近期有关ODSS的实践正 

开始触及 ODSS概念的核心 ，即对“以组织手段解 

决决策问题”的过程的支持+ 

3．1 ODM 中的知识支持与协调支持 

George和 Nunamaker曾从组织发展的角度 

界定了 ODSS的 目标0 ，即代替中间管理层 ，支 

持未来组织结构的变革．这一思想说 明了推动 

ODSS应用的主要的动力来源．因此 ，ODSS所需 

提供的是对组织角色 的支持．实际组织中，ODM 

过程对各类支持的需要是相互关联的，角色的功 

能及行为的复杂性也决定了 ODSS必然是多种支 

持相互作用的综合．从构筑系统的角度来讲，有必 

要将三种支持到一个体系中． 

因此，受管理实践的驱动，ODSS会经常受到 

横向扩张的压力．但要确立ODSS概念，则必须抓 

住关键，避免陷入“无所不能”的泥潭． 

由于组织决策问题大多结构不良，内容广泛 

且难以预见，求解时需要采用灵活的不断调整的 

组织结掏，由此产生的对角色知识能力的特定要 

求、对各种协调关系的约定等都是灵活多变的．这 

里，组织所起作用包括两个最基本的方面：1)针对 

问题集中相应的智力与知识资源；2)针对问题及 

所集中的资源确定有效的决策协调模式．Intranet 

等信息技术的发展大大扩展了企业在这两方面所 

能采取的方法．积极探寻更 为灵活有效的知识支 

持与协调支持手段 ，正是 ODSS面临的机遇和挑 

战． 

毫无疑问，知识支持与协调支持是紧密联 系 

在一起的．ODSS不仅针对组织角色提供即时的 

信息支持和知识级的决策协调手段 ，还可以帮助 

角色熟悉组织环境、明确角色的责任及各种情况 

下对角色的期望，提供组织积累的经验，协助决策 

主体做出正确的决策．借助适当的技术手段，这类 

支持内容可以逐步“积淀”下来，成为组织记忆的 
一 部分．对于必须经常采用灵活动态的组织结构 

的 ODM 过程而言 ，这是 一种有力的组织支持手 

段 ． 

因此，正是对 ODM 中“以组织手段解决决策 

问题”的过程的支持 ，使 ODSS概念获得了区别于 

DSS、GDSS以及设想中的 OSS等的独特的内涵． 

这种结合了协调支持和资源共享观点的更进 一步 

的要求，是未来组织结构所需支持的核心．ODSS 

研究应该紧扣这一主题． 

3 2 ODSS体系结构的发展趋向 

为实现上述要求，ODSS需要通过结合建模 

支持、EIS等系统 ，增强对 理解一设计一选择一 

实施一控制”等各阶段 的全面支持；也要利用群 

件、组织记忆等新兴技术，支持“面向任务 (或机 

会)的l临时工作小组”等动态灵活的组织形态的协 

调运作．这就需要 ：(1)将 ODSS发展成一种全局 

性的系统框架，把企业中为不同目的而建立的信 

息系统集成起来；(2)支持 ODM 所需的组织动态 

配置，并为决策过程 中组织的各个部分提供有效 

的交互协作手段． 

因此，ODSS应该是指“在组织范围内统合各 

类资源并提供核 L,JI~务，作为建立决策应用的基 

本环境的高层基础结构和组织信息规 范，以及建 

立在这一基础 上的具体的应用 系统”，并应具有 

“分布，协调，智能 ，灵活”的体系结构． 

ODSS结构设计的基本要求是便于 ODSS支 

持各级组织单元对子问题的协调求解 ，能够处理 

并行性 与分布性带来的问题 ，统合各决策单元不 

断引入的新信息．在ODSS支持下，组织决策问题 

的求解过程没有固定的边界 ，每个组织单元都存 

在着与其它部分在信息上的交流和智力 上的合 

作，由此不断地激发出对问题及环境的审视与观 

察 ；学习与发现的结果可能带来求解问题的组织 

结构的变化，以求更好地对付复杂及 菲结构化的 

情景 ，增强组织面对决策任务和环境变化的内部 

协调性和适应能力． 

综合以上特点 ，ODSS应属于半开放的智能 

系统类型．对于这类新型复杂系统的深入研究，需 

要引入新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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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组织智能与 ODSS研究 

从 80年代末开始，组织智能(organizationa] 

intelligent，0I)的思想逐渐对有关组织及组织理 

论 的研究产生较大的影响．OI将组织视为智能系 

统 ，试图借鉴分布式人工智能(DAI)的方法来理 

解组织的运作以提高其效率口 ．早期主要研究分 

布式合作问题求解，针对的是具体的组织决策应 

用．近来，DAI研究的重点主要在分布并发及相 

互交互的自治、半自治系统集合的构造、协调及相 

关技术，由此发展来的面向 Agent的系统行为分 

析和建模框架已成为组织理论的智能模型研究的 

基础．1994，1995以来，组织建模方面的工作很多 

已从 Petri网及 面向对象方法转向了面向 Agent 

的研究范式 ．可以预计，它也将成为今后 ODSS 

研究的新的思想方法和工具． 

Agent的概念建立在“智能行为的社会性假 

设 的基础上，能为组织与 ODSS等复杂社会一技 

术系统中诸要素间的相互作用的描述提供合适水 

平的抽象；可以很 自然地表现系统中主动因素及 

社会困素的作用 ，如人的决策、规划能力 ，自主性 、 

目标与意图，社会规划，协作机制等；并能用一种 

严格的形式工具描述系统的规范0 ．因此 ，它对 

于 Active DSS、面向通用 目的的 ODSS研究等具 

有重要意义．在此模式下，组织与 ODSS可视为 

“组织智能单元组或的交互网络 ，由此研究它们 

适应环境、解决问题、交流学习等智能性质的过程 

与规律，以建立更有效的 ODSS支持组织进化． 

1 993年，Shaw等人率先提出用 DAI的方法 

研究 GDSS- ，最近又开始了虚拟组织方面的研 

究 、围绕分布决策支持也 出现了一批论文 ． 

并引起了普遍的兴趣．直接针对 ODSS的工作 尚 

不多见．但在这方面，DAI领域 有大量的工作可 

供借鉴 ：如 Shehory和 Kraus通过 Agent动态结 

盟进行任务分配的方法[aC研究组织的动态形成 ； 

文献[36]则对 Agent联盟形成的行为规范策略进 

行了探讨；多 Agent合作方面的研究则更是丰富， 

这里就不再列举了． 

需要指 出的是，这些研究与 ODSS应用的要 

求还有一段距离．主要原因是多 Agent系统的一 

般概 念注重 的仍是 自治和 以 Agent为中心 的观 

点，尚缺乏对 ODM 所要求的平衡组 织约束及 自 

主判断的系统机制的深入研究．此外，鉴于 ODM 

本质上是一种知识协作过程，需要 ODSS提供分 

布的知识支持．运用多 Agent系统的理论框架 ，有 

可 能提 供关 于“知识 管 理 (Knowledge manage— 

ment)” 方面的理论描述．因此 ，以 Agent内部 

的逻辑结构为视角 ，对组织中分布与公共知识(信 

念)的刻划及其产生、运用及演化规律的探讨 ，将 

是 ODSS知识支持及基于知识的协调支持理论中 

极为重要的内容． 

5 结 论 

对 ODM 中“以组织手段解决决策 问题”的过 

程的支持 ，是 ODSS研究的核心．根据 oDss在组 

织信．皂系统应用中的地位，有必要将其发展成一 

种提供开放的高层决策支持基础结构的综合智能 

系统 ，以结台各类支持系统，通过知识共享与协 

调 ，支持动态的组织方式． 

ODSS支持的内容及相应的体系结构 ，构成 

了ODSS概念的基础．要实现这种开放的 ODSS， 

需要借用组织智能及 DAI等领域的思想方法．至 

今为止．有关的研究还很少涉及组织结构、决策规 

程 、分布知识与权威等因素，而这对组织决策方式 

及效率等方面有很大影响．要强调的是，从多 A— 

gent系统理论出发，对决策中“组织层因素”及“分 

布知识因素”的理解 ，将是今后 ODSS研究中富有 

成果的一个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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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voi ution of ODSS’S Concept and Architecture 

Luo M ing，Hu Jiaqi，Fei Qi 

Institute of System Engineering，Hna 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bstract The evolution of ODSS concept is described by reviewing the ODSS researches of 1990s．It is 

showed that the kinds of decision support in enterprise organizations are interdependent，and emphasis 

should be placed on the support for solving decNion problems through organizational means
． This leads to 

the trend to view 0DSS in a border way and to develop it as the infrastructure to build enterprise decision 

support applications．The research paradigm of organizational intelligence is introduced to improve the un—— 

derstanding of these new kind of complex syst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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