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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动 态交又销售是电子商务中的一种新型 营销手段 在 已知 关联规则和商品库存水平的

情况下
,

要研究两个决策问题 如何选择交叉销售的商品组合 如何为商品组合确 定合

理的价格
,

从而使经销商获得最大收益 首先将动 态交叉梢售映射为事件驱动的马 氏决策过程

模型
,

其次结合关联规则理论提出了知识驱动的
一

学习算法
, 一 ,

用该算法来求解动

态交叉销售问题具有较高的效率和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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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交叉销售研究领域的代表人物 认

为
“

客户与经销商的接触点越多
,

那么他的转移

成本就越高
,

因此
,

交叉销售是一种培养稳固的顾

客关系的重要工具
” ‘ 〕交叉销售是电子商务企

业的一种重要营销手段
,

美国
一

市

场调查公司的研究表明
,

全球 家最大的在线

零售企业中有 家企业采用各种形式的交叉销

售策略川

在传统的商务模式下
,

受获取信息能力以及

计算能力的限制
,

营销人员无法在交易过程 中实

时制定优化的交叉销售商务条款
,

只能根据对未

来市场需求的预测将交叉销售的商务条款事先制

定出来
,

这些商务条款在一段时期里具有相对稳

定性
,

不会随客户个体的特殊需求而动态改变 近

年来
, 、 一

等电子商务

企业利用电子商务系统的实时信息处理能力
,

实

施了一种商务条款可以随客户的交易进程而实时

制订的交叉销售策略〔’ ,

在实际运行中
,

这些商

务条款是 由智能代理而非营销人员来制定和实

施 宾西法尼亚大学的 等人将这一类交

叉销售定义为
“

动态交叉销售
” ,

而将传统的需要

事先确定商务条款的交叉销售定义为
“

静态交叉

销售
” 〔’」 根据 等人的定义

,

动态交叉销

售是指 当买方提出对一种商品的购买请求时
,

经

销方能够主动建议买方再同时购买另外一些商

品
,

并对由这些商品组成的消费套餐提供一个折

扣价格
’〕 由于动态交叉销售的决策是伴随客户

的交易进程而实时制定的
,

因此
,

实时决策能力是

实施动态交叉销售的关键因素

目前
,

有关交叉销售的研究成果大多集中于

交叉销售机会的识别问题上
,

而对策略优化问题

的研究非常少 〔’〕 交叉 销售 的策略优化问题是

指 在营销资源有限的条件下
,

如何优化交叉销售

的商务条款
,

从而为企业带来最 大收益 对此
,

等人在提出动态交叉销售这一概念的同

时
,

重 点探讨 了 动 态 交叉 销 售 策 略 的优 化模
型 〔’〕 在他们所提出的随机动态规划模型 中

,

策

略的优化需要同时考虑价格折扣水平
、

价格折扣

对客户购物行为的影响以及商品库存资源三者之

间的互动关系 尽管 等人从库存资源限

制的角度给出了科学的策略优化模型
,

但是
,

求解

随机动态规划模型需要巨大的计算花销 为了保

证决策的实时性要求
,

等人在求解过程

中引人了启发式信息 然而
,

启发式信息带有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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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经验色彩
,

一般只有在所允许的计算时间里不

可能找 到 最 优解 时
,

才 使用 这 一 策 略 因 此
,

等人的求解策略是在牺牲最优解的前提

下
,

获得实时求解的能力 另外
,

等人认

为
,

适合与 目标商品进行交叉销售的商品候选集

合并不是很大
,

但他们没有给出如何确定这一集

合的方法
,

而只是假设这一集合为已知 等

人对银行呼叫中心的动态交叉销售问题进行了专
门研究 〕,

他们将动态交叉销售的策略优化问题

映射为马尔可夫决策模型
,

模型考虑了通讯能力

限制条件下如何优化动态交叉销售的实施
,

从而

使企业获得最大收益 在他们的模型中
,

系统的状

态仅仅用电话占线数量和空闲电话数量这两个变

量来描述
,

因此系统的状态空间很小
,

方便了模型

的求解 银行呼叫中心业务的这一特殊性与本文

研究的问题有很大差距
,

因此
,

的方法不能

用来解决本文所要研究的问题 自从 年动态

交叉销售的概念被提出以来
,

有关这一领域的专

门研究还很少 除上述两篇文献外
,

本文仅仅检索

到 年发表的一篇类似的短文
,

该文献针对旅

游社的动态捆绑销售问题进行了分析〔’〕,

但该文

献仅仅从概念上对动态捆绑销售进行了介绍
,

没

有给出具体的实施办法 通过对上述文献内容的

分析
,

本文发现电子商务环境下实施动态交叉销

售的现有理论研究成果中还没有一种特别有效的

计算方法
,

能够既保证决策的实时性又能同时保

证获得最优解

电子商务零售行业中实施动态交叉销售的难

度在于
,

在确定商品组合和价格折扣水平时必须

参考商品的库存水平 例如
,

尽管某商品组合在一

定的价格折扣水平下对买方具有很大的吸引力
,

但如果这些商品库存水平非常低
,

正处于供不应

求的状态
,

那么
,

该商品以非折扣价单独出售可能

会给经销商带来更大的收益 因此
,

各种商品的库

存状态是动态交叉销售策略优化的依据 但是
,

在

电子商务零售业中
,

商品的种类往往很多
,

库存系

统的状态空间非常巨大 〕例如
,

假设有 种不同

的商品
,

每种商品的最大库存量为
,

用 ‘
表示第

种商品的库存量
,

用向量 , , ,

⋯
, ,

来描述

库存状态
,

那么
,

系统可能出现的状态数量为俨
此外

,

在动态交叉销售决策中
,

系统不仅要参考商

品的库存状态
,

还要参考客户首先提出了什么购

买申请 即事件
,

这样才能做出科学的决策 可

能出现的事件与产品库存共同组成了一个巨大的

状态空间
,

在此状态空间下的马尔可夫决策问题

是个大规模马氏决策问题 〕

一些文献对大规模

复杂随机系统的决策问题进行了研究
,

这些文献

大多采用状态集结的方法
,

但是
,

状态集结的策略

需根据具体问题的特点而不同
,

目前还没有通用

的状态集结策略

动态规划是解马尔可夫决策 问题的常用方

法
,

但动态规划方法求解模型的计算量很大
,

在线

计算不能满足决策实时性要求 最近
,

机器学习理

论以及随机动态规划等领域若干思想的集成产生

了一种新的方法学 —强化学习
,

也称神经动态

规划
,

这种方法为求解马尔可夫决策问题提供了

一种新的策略
一

学习算法是一种基于仿真的强

化学习算法
,

是 由 〔 〕针对折扣型马尔可

夫决策问题提出的
一

学习过程可 以在仿真环境

下离线进行
,

其训练结果是一张 表 当

有决策需要时
,

系统只需查询 表就可以

立刻采取决策
,

而无需在线计算
,

因此
, 一

学习方

法能够满足决策的实时性要求 传统的
一

学习方

法是对状态空间进行盲目地搜索
,

通过无数次迭代

计算来获得稳定收敛的 表 当状态空间非

常巨大时
,

洲睐获得稳定收敛的 表【 ,

由于动态交叉销售决策中所面临的商品库存

状态空间非常巨大
,

因此
,

采用传统
一

学习方法

求解动态交叉销售问题的计算花销十分巨大 但

实际上
,

大多数商品之间并不适合交叉销售
,

适合

与某一特定商品组合为消费套餐的商品选项并不

是很多 商务智能中的一种重要知识 —关联规

则
,

反映的是各种商品在销售中的关联关系
,

利用

这种知识可 以发现哪些商品可以和 目标商品进行

捆绑销售
,

哪些商品不能够与 目标商品组成消费

套餐 为此
,

本文首先提出一种事件驱动的马氏决

策模型来描述动态交叉销售的决策过程
,

并进而

提出一种知识驱动的 。 学习方法来求解该模型

根据本文提出的算法
,

关联规则被植人
一

学习过

程
,

在
一

学习的每次迭代计算中
,

算法不是盲 目

地选择决策
,

而是在关联规则指导下
,

以较高的概

率选择比较优良的决策
,

从而加快学习的收敛速

度 仿真试验的结果表明
,

本文提出的方法具有较

高的效率和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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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态交叉销售的事件驱动型马氏

决策过程模型

本文研究这样一类动态交叉销售问题 商

品按单件出售
,

对同一种商品
,

买方每次只买一件

商品 卖方每次只选择一种商品与买方的第一

选择组成消费套餐

动态交叉销售的决策问题是一类特殊的马氏

决策过程问题 普通型马氏决策过程 没有

考虑系统中出现的事件对系统状态和决策的影

响
,

而动态交叉销售中的每个决策除了要考虑各

种商品的库存状态
,

还要考虑消费者首先提出购

买的是什么商品 因此
,

可 以将动态交叉销售的决

策过程描述为一个由五元组
, , ,

尸
,

月 定

义的事件驱动型马尔可夫链 二 ‘ , ‘

一
‘

任 , , , 二 , , ,

⋯
,

本文对其中

的要素分别做如下定义

有限离散时间序列 假设某营销活动周期

的时间长度为
,

将时间 划分为足够多的 个子

时间段
,

保证每个时间段里最多只有一位买方到

达 令 二 , ,

⋯
,

表示某个时间段的序列号
有限状态空间 本文用商品的库存量来描

述系统的状态
,

各种可能的库存状态构成了有限

空间 假设在线零售商经营 种商品
,

商品
二 , ,

⋯
,

在某时间点 的库存量记为 双
,

那么此时的状态 可以描述为向量
‘

乙
,

几
,

’ ‘ ’ ,

双
,

⋯
,

及

有限事件集合 如果有一位买方登录电子

零售网站
,

并申请购买某商品
,

那么这一事件记

为
‘ ,

其中 二 , ,

⋯
,

表示商品的序号
,

各种

可能事件构成有限事件集合 令 人‘ 蕊 ‘

表示有客户登陆且他登录时有意购买商品 的概

种利用数据挖掘技术从 数据中发现在线

匿名客户购买意愿强度
、的方法 令

‘
表示商品

的售价
, ‘

表示买方不接受价格
、 的概率

那么
,

出现事件 。‘
的概率为

‘ 入、 一 ‘ 夕‘

有限决策集合 系统可能做出的所有决策

构成决策集合 在某个决策时间点
,

如果发生

事件
‘ ,

那么
,

智能代理根据 目前的库存状态 、 做

出的决策 二 由两项子决策 了 和 砂 组成
,

即 己
, ,

己
“ ,

它们分别为
‘

从商品集合中挑选出商品 拼 与

商品 捆绑为一个消费套餐 即 了
,

’

’’ 给出该消费套餐的折扣率
〔

,

即
“

,

那么 二

二 令消费套餐
,

刀 的价格为

为了保证决策集合的离散

,

本文规定
,

即 刀
,

刀

只能取离散数值集合中的一个
, , , ,

⋯
,

性值

系统状态转移的概率矩阵 令
, , ,

为时

间点 和 十 的两个系统状态 设在线零售商经

营有 种商品
,

用向量
‘

表示商品 被出售给买

方
,

令
‘
为 元向量

, 、 、为向量
‘
的第 个元

素
,

且规定
“ ‘ ’一

并

在时间点
,

系统状态可能发生如下转移

当出现事件
‘

且采取决策 二 ,

了
,

洲时
,

如果买方拒绝消费套餐
,

,’
,

那么
,

买方

将仅仅购买商品
,

系统状态 转变为
, 二

‘

令 马 表示买方拒绝消费套餐
,

报价的

概率
,

尸 ,

表示采取决策 时系统从状态 、‘

转变为
, 二 、 一 ‘

的概率
,

则有
, , , , ,

, , , , ‘ ‘

率
,

规定 艺人‘ 、
,

这是因为根据前面的规定
,

在
二

每个时间段 最多只有一个客户登录
,

而该客户

登录网站的目的可能仅仅是浏览网页信息
,

无意

购买任何商品 ‘“ 〕做此规定是由于电子商务系统

中大量在线客户无任何购买意愿
,

在线客户由浏

览转变为购买的概率远远小于传统业务模式中的

客户〔‘ 文献 「 对此进行了研究
,

并提出了一

尹 人‘ 一 尹‘

当出现事件
‘
且采取决策

刹时
,

如果买方接受消费套餐
,

, ,

的报价
,

那

么
,

系统状态 转变为
‘ 一 ‘ 一 ,

令 表

示其状态转移概率
,

则有

尸 、‘ , , ‘十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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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尸 ‘ 一 尸‘

没有任何事件发生
,

或没有任何买方到达

时
,

系统状态不发生任何变化
,

即 、 , ,

令

表示这种情况出现的概率
,

则有
。 二 ‘ , ‘ ,

一一一一一一

一

艺
、 一 , ‘

一次状态转移的报酬 令
‘

表示商品 的成

本
, ‘

表示商品 的价格
,

那么
,

当买方仅仅购买了

一件商品 时
,

零售商的收益记为关
‘ 一 如

果买方接受消费套餐
,

,’
,

那么
,

零售商的收益

记为无 一 ‘ 一 ‘ 一 ‘ 一

递推方程 令
‘

表示在状态
‘

条

件下
,

系统从时间点 开始到整个销售周期结束

时的累积收益 令 表示在时间点 的商品集合
,

如果某商品
‘ ,

那么
,

商品 至少有一件库存

随着销售活动的进行
,

有些商品的库存会耗尽
,

这

时就将该商品从集合 中删除 交叉销售策略下

收益函数的 递推方程可以描述为

聚类 在传统的聚类算法中
,

优化的标准是使每一

个点到簇中心点的欧几里德距离之和最小
,

与此

不同
,

算法是以交易记录之间联结

量作为簇划分的标准而非采用距离
,

这与本文问

题的要求十分一致 算法的逻辑大体如下所述

令数据库中的某个交易记录 记载了该交

易包含的商品项
,

给定阂值 。 鉴
,

如果两个

交易 双
,

界满足下面的公式
,

那么 双
,

界互为邻居

界
,

界 口

公式中 双
,

表示 双与 界之间的相似度
,

函

数 表示求集合中商品项的个数

联结 量是指两个交易记录之间共同邻

居的数量
,

如果 双
,

越大
,

那么 双
,

界在同

一个簇中的可能性就越高 由于 算法的优

化标准是使同一个簇中的交易之间的 尽可能

大
,

因此
,

同一个簇中的商品项具有较高的关联

度
,

适合交叉销售 本文不给出 算法的详细

过程
,

读者可参考文献 〔 〕利用 算法可

以获得规模很小的适合交叉销售的商品集合

矶 ,

艺
任 ‘

关

无

』怒 署
‘

‘ 一 、

, 一 ‘ 一 马

从
‘

知识驱动型
一

学习算法

在上述模型中
,

对概率
‘ , ‘ ‘ 和 。 。

的估计是一项重要的研究课题 文献 「
,

研

究了如何利用数据挖掘技术从历史交易数据中获

取这些参数

基于聚类分析确定交叉销售的商

品集

从动态交叉销售的 模型可以看出
,

系统

的状态空间十分巨大 事实上
,

许多商品之间根本

没有交叉销售的可能
,

可 以通过确定适合交叉销

售的商品集合来降低问题中状态空间的规模 利

用数据挖掘技术可以从历史交易数据中发现哪些

商品有可能被客户同时购买
,

那么
,

这些商品就可

以聚集在同一个簇中进行交叉销售 本文利用文

献〔 」提出的 算法对整个商品集合进行

尽管利用 算法可以找出一个规模不大

的彼此间关联密切的商品集合进行交叉销售
,

但

是在这个商品集合中
,

有些商品之间的关联度大
,

有些个别商品之间的关联度很小
,

甚至是负关联

的 利用数据挖掘技术可 以从历史数据中发现商

品之间的关联关系
,

本文利用这些知识来指导

学习过程
,

从而提高学习的效率
一

学习基本原理

传统的
一

学习的训练结果是由 、 , , ,

三元组组成的 表 在实际应用 中
,

当出现某状态 、时
,

系统只需要查询 表
,

选择 口 、 ,

最大 的决策
一

学 习方法 的实现

如下

设有普通型
, ,

尸
,

月
,

智能系统在

每个时间步
,

观察当前状态
二 ,

选择和执行决策
,

环境接受该决策后发生一次状态转移 、
‘十 , , , , 二 ,

并接收到即时报酬
‘ , , , , ,

然后根据下式调整 口 、 ,

值
‘ , 一 月 口

‘ ,

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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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负关联规则 型为 二 , ,

是负

式中 臀
, , ,

月 月簇 为学 关联规则的一种常见形式
,

它反映的是如果买方

习率参数
,

袱 簇 下 燕 为收益的时间折扣率
, 下 购买某些商品后

,

他很有可能不再买另一些商品

越大表示系统越看重远期收益
,

下 越小表示系统 如果规则 井 , 中 和 分别只包含一个商品

越看重近期收益
’〕 经过多次迭代计算

,

以
、 ,

项
,

那么
,

这样的负关联规则被称为简单负关联规

将趋于收敛 则
,

记为 井二 , 、

关联规则 令 勺 与 气 分别表示信任度与支持度的

利用数据挖掘技术可以从交易数据中挖掘出 阂值
,

如果某规则的信任度 。 和支持度 分别

如下两类关联规则 , 〕 大于 勺 和 己 ,

那么该规则成立

正关联规则 正关联规则是型 如 劝 知识驱动的
一

学习算法
,

的蕴涵式
,

规则中
,

为商品项集
,

利用
一

学习算法求解动态交叉销售问题时
,

且 门 口
, 。 表示规则的信任度

,

是指在购 其训练结果是由
, 。 , , 、 , 。 ,

四元组组成

买了商品集 的交易中有 。 的交易还包含商品 的
一

表 在进行动态交叉销售决策时
,

智

集
, 、 表示规则的支持度

,

即总交易数中有 、 能代理只需浏览该表
,

选择当前库存状态 和事

的交易同时购买了商品集 和 的商品 如果 件 “ 所对应的一个 创 、 , 。 ,

值最大的决策
,

每

和 中分别只有一个商品项 和
,

那么
,

这样的关 项决策由两项子决策 ’ 和 ’’组成 子决策 了

联规则被称为简单正关联规则
,

记为 封
。 , ,

表示系统挑选出商品 护 与事件 。 中
, ,

其含义是 如果买方购买商品
,

他还很有可 的商品 捆绑为一个消费套餐
,

子决策了
,

表

能买商品 ’ 示系统给该消费套餐的折扣率为 ’

根据决策行为的结果修 正 值

丽一竺
巫二筐燮

简单负关联规则

控制模块

利用关联规则和

口 值形成各决策

选项的选择概率

选择
一

个决策

业务环境接受

该决策并发生

一

次状态转移

环境信息

图 学习过程

口
一

本文将关联规则植人 学习过程
,

在每次迭

代中
,

不是盲目地选择决策
,

而是在关联规则指导

下
,

以较高的概率选择比较优良的决策
,

其计算过

程如图 所示 在图 一 中
,

业务环境信息包括 目

前的库存状态
‘ ,

以及发生 的事件 气 系统将

表中与环境信息相关的各种决策的 值

以及规则前提为商品 的简单关联规则提交给控

制模块 控制模块按下述方法调整各种决策的

值效用度
,

根据各种决策的 值效用度来形成各

种决策的选择概率

为了定量衡量某一决策的 值对选择决策时

的指导效用
,

本文用 拜 , ‘ , 。‘ ,

表示决策的 值

效用度
,

其计算方法如公式 所示
,

公式 中

万 任 , , ,

拜 , ‘ , ‘

, , ‘ ,

樱分
, , ‘ ,

黔
, , , , ,

卜 瞥分
, , , 、 ,

设有简单正关联规则为 幼
,

为了与负关联

规则的信任度相区别
,

用 心 表示正关联规则的

信任度
,

负关联规则的信任度记为 叮
,

信任度

表示规则的正确率
,

或规则的效用 公式 是

利用正关联规则对决策的 值效用度的修正

拜 , , “‘ , ‘

石 拜 ‘ , ‘ , ‘

岁

如果有负关联规则 幼 , ,

该规则的信任度

为
·

公式 是利用该关联规则对 值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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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的修正

拜 , ‘ ,

试 一 拜 , , ‘ ,

试 川
为论述方便

,

将公式 和 合并为公

式 在公式 中如果不存在正关联规则

井
,

那么 心
,

同理
,

如果不存在负关联规

则 劝 , ,

那么 叮

拜 , , “‘ , “ 丽 ‘ 拜 , , ‘ ,

一 , ,

“ 二 己
, ,

从公式 中可以发现
,

如果正关联规则 幼

的信任度叮 越高
,

那么
,

采用商品 与商品 组成

消费套餐的决策的 值效用度就越大 如果某负关

联规则 劝 , 的信任度叮 越高
,

那么
,

采用商品

与商品 组成消费套餐的决策的 值效用度就越小
当仓 学习进行到一定程度后

,

值趋 于稳

定
,

这时
,

再利用关联规则对 值效用度进行修正

反而会破坏 口值的效用度
,

这是因为关联规则也

存在着发生错误的风险
,

其风险为 一 。 为了

避免这些知识对训练结果的错误影响
,

按下面的

公式对 值效用度进行修正
,

公式 中
,
刀为经

验值
,

可以从多次实验中获得

下人
不丁 , 。‘ ,

汉

” ’‘ , “诬 ,

“ ‘ 一 ““ ”

拼
, , ‘ , , ,

在
一

学习的训练过程中
,

有多种决策探索方

法
,

但最为常用的是 提出的 分
布探索〔’ 〕根据 探索策略

,

在迭代计算中

决策
‘

被选中的概率为
拜 , , 。 ,

, 、

厂 吸
‘

一一 于大 一 几下

、 , 竺竺全丝竺

二任

公式 中 为
“

温度
”

系数
,

越小
,

系统越

倾向于选择 值效用度大的决策
,

越大
,

系统越

趋向于以平均的概率选择各种候选决策 系统将
以公式 计算出的概率随机挑选一个决策

,

一

旦一个决策被选中
,

那么就执行该决策
,

并根据获

得的即时报酬和 表中的信息
,

利用下面

的公式在 表中修改该决策的 值
, ‘ , 一 刀

, , ‘ , ,

月

式中
‘ ,

之‘ , , , ‘ 下 ,

署
, · , ·

根据上述原理
,

本文设计了一个知识驱动 的
一

学习算法 口
一 ,

算法描述如下

随机初始化 表中各个决策的 值

令商品集合 为交叉销售所考虑的所

有商品

令

【 发生某事件
‘ ,

即买方提出购

买某商品
,

且有 二

一 ‘
,

如果 肠 , , , , , ”

否则

观察当前 的库存状态
,

从 表

中找出状态 和事件
落
所对应的所有决

策
,

形成决策集合
,

如果 中某决策所

选择的捆绑商品已经不在商品集合

中
,

那么
,

将该决策从 中删除

从知识库中找出所有以商品 为前提的

简单正关联规则和简单负关联规则

根据公式
,

利用关联规则对决策集

合 中的各个决策的 值效用度进行修正

利用公式 形成集合 中的各个决

策被选择的概率

根据集合 中的各个决策被选择的概率

随机选择一个决策

执行该决策
,

计算该决策的即时收益
,

并

观察新状态

根据公式 在 中修改该决

策的 值

更新库存状态
,

如果某商品的库存量降

为 。
,

那么将该商品从商品集合 中删除

二

当 时结束本轮循环 】

当 值收敛或达到规定的循环次数
,

结束

循环 】

仿真实验

实验目的

大量的文献已经证明零售商品之间存在各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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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关系
,

关联规则的挖掘技术已经 日臻成熟 本

文实验的目的不是验证商品间的关联关系
,

而是

验证
一

学习算法的收敛效率
,

实验的另一个 目

的是验证动态交叉销售策略的收益能力 在实验

中
,

需要对同一个商品集合
,

假设存在不同数量的

关联规则的情况下
,

比较算法的收敛能力以及动

态交叉销售策略的收益能利
,

从而分析本文提出

的方法在什么情况下是适用的

实验设计

为了分析
一

算法在动态交叉销售

中的应用效果
,

本文设计了一个交易数据生成器
,

并将预设的关联规则存放在知识库中 在实验中

规定有 种商品
,

每种商品的库存量为 件 在每

个时间点
,

交易事件发生器根据
‘ , ‘ 和

等随机参数随机生成一笔交易
,

同时进行
一

算法的一次迭代运算 在实验过程

中
,

先规定商品之间存在的关联关系
,

即那些商品

之间存在关联
、

关联的强度等
,

然后再依据上述参

数生成交易数据 为了 比较关联规则数量不同时

算法的计算能力
,

本文规定了不同数量的关联规

则
,

并分别生成不同的交易数据 针对不同的数据

集
,

算法的计算的效率和动态交叉销售的收益能

力分别如图 和图 所示

《洲

〕

卜 卜

氏氏
、

一一
、、、、

入入入
、、、

、、、

口口 甘

为保证所模拟的交易过程体现出商品之间的

关联关系
,

规定

如果存在正关联规则 劝
,

且规则的信任

度为 叮
,

那么 鉴 。 共 一

叮
·

如果存在负关联规则 幼二 ,

且规则的信

任度为 叮
,

那么 。 一 叮

如果商品 与商品 之间既不存在正关联

关系也不存在负关联关系
,

那么有 马

一 心
,

式中心
,

叮
,

分别表示正关联规则的

信任度阂值和负关联规则的信任度闺值

为避免因为价格折扣率过低 例如低于成

本 引起消费者行为理性发生逆转
,

从而破坏关

联规则所体现的购买行为模式
,

本文规定商品的

折扣价格不能低于成本
,

尽管有时零售商会以低

于成本的价格出售商品
,

但这种策略仅仅适用于

特殊的紧急情况
,

不是本文考虑的范围

实验结果分析

从图 中可以发现
,

随着规则数量的提高
,

算法的计算效率明显提高 图 对比了正关联规

则和负关联规则数量不同时动态交叉销售的收益

与不实行交叉销售策略的收益
,

从图 会发现
,

正关联规则越多
,

动态交叉销售的收益越明显
,

在

只有负关联规则而没有正关联规则的特殊情况

下
,

动态交叉销售的收益与不实行动态交叉销售

时的收益几乎相同 这一仿真试验的结果说明
,

动

态交叉销售并非适用于任何商品集合
,

而是适用

于那些彼此间存在正关联关系的商品集合

另十、绒绍斌卞军圳

关联规则数

图 计算效率分析

结 论
交叉销售策略收益曲线

、 , , 臼 臼

二
一

考整辨策略收益曲

一

一 一 【 一

图 收益分析

本文提出用
一

学习方法来解决电子商务环

境下动态交叉销售中实时决策问题
,

针对动态交

叉销售的马氏决策模型中的巨量状态空间问题
,

正关联规则数 本文提出用关联规则理论来指导
一

学习的训练
负关联规则数 过程

,

从而保证获得稳定收敛的 表
·

实

验结果表明
,

本文提出的方法适用于那些商品间

存在广泛的关联关系的商品集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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