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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5要!大学生就业形势越来越严峻!影响就业的因素众多!各因素对就业情况的影响并不相同!且相互之间存在关

联性" 基于粗糙集理论!提出大学生就业因素重要度的定量度量方法!建立基于粗糙集的智能数据分析模型!实验结果

表明了新型方法的有效性!能够为大学生的在校学习和就业规划提供了重要指导!并为高校培养和企业招聘优秀大学生

提供了决策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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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近年来#随着高校毕业生数量的增加#大学生

就业情况变得十分严峻#学生就业压力越来越

大'!(

& 大学生就业的影响因素很多#对就业的重

要性各不相同#并且影响因素背后隐含着大量相

关的)不完整的和有效的数据'#(

& 因此#非常有

必要对大学生就业影响因素进行分析#找出影响

高校学生就业情况的关键因素#进一步挖掘这些

关键因素和就业情况之间的依赖关系#找出社会

需要的应用型人才#进而为大学生的在校学习和

就业规划提供重要指导#并为高校培养和企业招

聘优秀大学生提供决策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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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的大学生就业影响因素分析方法是数理

统计方法#即对平均值)标准差)可信度和覆盖率

等指标进行统计和分析#但它最大的缺点是需要

根据专家知识库提供主观经验值"比如上述指标

的参考值%进行对比#容易由经验值的主观性带

来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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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粗糙集理论#正好能够弥补数理统

计方法的这一劣势#它具有成熟数学基础)不需要

任何具有主观性的先验知识#完全根据已有知识

库进行分析#挖掘潜伏期的隐含知识和规则#具有

客观性和价值性& 因此#粗糙集与数理统计方法

之间具有很强的互补性'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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粗糙集理论#由波兰数学家 >CUAC0 于 !%+#

年提出'!!(

#是一种强大的数据分析理论工具#其

主要思想是保持信息系统分类能力不变的前提

下#通过知识约简导出问题的分类或决策规则#从

而发掘潜在的规律和知识'!#(

& 目前#粗糙集理论

成功地在数据挖掘)决策分析)机器学习等领域都

获得了广泛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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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借助粗糙集理论这一强大的数学工具#

研究大学生就业因素中基于粗糙集的智能数据分

析方法#先介绍了决策表)上近似)下近似)边界域

和参数重要度等粗糙集理论基础知识#然后利用

粗糙集的属性重要度这一重要概念#提出了大学

生就业因素重要度的定量度量方法#部署了实验

过程和结果分析#表明上述方法的有效性&

!5粗糙集理论基础

粗糙集模型中的属性重要度是大学生就业因

素中基于粗糙集的智能数据分析方法的理论基

础#本节将给出粗糙集理论的决策表)下近似)上

近似)边界域和属性重要度等概念的形式化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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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简要描述&

定义 !"决策表%称四元组@

7

"C#&#D#E% 是

一个信息系统或知识库#简单记为@

7

"C#&%#其

中论域C是对象的有限集合#属性 & 是非空有限

集合#属性值域D

7

&

8

'

/

D

8

#D

8

表示属性 8

'

/的

值域#信息函数E!C

B

/

%

D是一个映射& 进一步

地#称@为一个决策表#若满足 &中属性可划分为

两个不相交的子集!条件属性集合 F和决策属性

集合'#其中 &

7

F

&

'且F

(

'

) $

#记为@

7

"C#F

&

'%& 特别地#称 @为一个单决策表#若

满足'

7

5>6#记为@

7

"C#F

&

5>6%&

在实际应用中#通常用一张二维表表示信息

系统#其中行表示研究对象#列表示对象属性#属

性值表示对象信息#一个列属性对应一个等价关

系#一个二维表对应一族等价关系&

决策表是一类特殊且非常重要的信息系统#

多数决策问题在具体应用中都可以用决策表来

解决&

定义 #"下近似与上近似%给定知识库 @

7

"C#&%#

*

G

+

C和一个等价关系-

'

&#则定义

-相对G的下近似和上近似分别为!

-G

7

&

5HI"

*

H

'

C<-%

,

"H

+

G%6#

"!%

-G

7

&

5HI"

*

H

'

C<-%

,

"H

(

G

)

$

%6& "#%

集合"JK

-

N

-G称为-相对G的正域#它表示

那些根据知识 -判断肯定属于 G的论域 C对象

构成的集合$集合 %L2

-

N

C

4

-G称为-相对G的

负域#它表示那些根据知识 -判断不肯定属于 G

的论域C对象构成的集合$集合5%

-

G

7

-G

9

-G

称为-相对 G的边界域#它表示那些根据知识 -

即不能判断肯定属于G又不能判断肯定不属于G

的论域C对象构成的集合&

定义 ""属性重要度%给定知识库 @

7

"C#F

&

'%#M

'

F#令划分C<'

7

5G

!

#G

#

#.#G

%

6#则

称KA2"M#'% 为条件M相对决策'的属性重要度#

简称为M的属性重要度#其中 C 为集合 C的基

数# KA2"M#'% 如下所示!

KA2"M#'%

7

$

%

A

7

!

C

9

5%

M

G

A

% C

""%

显然#有KA2"M#'%

-

$ 时#且其值越大#说明

该属性的重要度越大#反之该属性的重要度越小#

特别地#当KA2"M#'%

7

$时#说明属性 M是不重要

的#是可以删除的&

#5实验方法与结果分析

本节先详细交代了实验条件)实验数据选择)

实验数据离散化方法等实验数据准备工作$接着#

以粗糙集的属性重要度为理论依据#结合实验过

程阐述了大学生就业因素的智能数据分析方法$

最后#对实验结果进行了分析和总结&

#*!5实验数据准备

在本文的实验中#为了讨论方便#我们选取了

家庭背景)英语过级)自身素质)所学专业)就业意

愿等就业因素作为条件属性#以就业情况作为单

决策属性#并以随机的 !& 个大学生信息作为论

域#具体信息如下!

"!%论域C

N

5!# ## "# 3# &# 1# 2# +# %# !!#

!## !"# !3# !&6&

"#%属性集F

N

58# 5# N# ># L6#分别表示属

性!8#家庭背景$5#自身素质$N#英语过级$>#所学

专业$L#就业意愿&

""%决策集为'

N

5 E6#E表示就业情况&

为便于分析就业因素的重要度#需要进一步

将每个就业因素的取值进行离散化#具体按如下

方式进行离散化&

F"8% 家庭背景!!#强$##一般$"#弱&

F"5% 自身素质!!#优秀$##良好$"#一般$3#

较差&

F"N% 英语过级!!#专业水平$##六级$"#四

级$3#四级以下&

F" >% 所学专业! !#很热$ ##热$ "#冷$ 3#

很冷&

F"L% 就业意愿!!#强$##一般&

'"E% 就业情况!!#就业$##待业&

随机选取了 !& 个大学生的就业信息作为数

据记录#根据上述就业因素及其离散化结果#可得

到部分毕业生信息的原始数据构成的决策表#如

表 !所示&

#*#5基于属性重要度的就业因素分析方法

基于上述实验数据#以粗糙集理论中的属性

重要度为重要理论依据#本节讨论基于属性重要

度的大学生就业因素分析方法&

根据定义 "中属性重要度的计算公式#可分别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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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出表 !中的条件属性F" 8 家庭背景)5自身素

质)N英语过级)>所学专业)L就业意愿%相对决策

属性'"就业情况%的属性重要度#如下所示!

C

N

5!# ## "# 3# &# 1# 2# +# %# !!# !## !"#

!3# !&6#F

N

58# 5# N# ># L6#'

N

5 E6#

C,'

N

55!# +# %# !## !3# !&6# 5## "# 3#

&# 1# 2# !$# !!# !"66

N

5G

!

# G

#

6#

则根据定义 " 可知#决策 '的划分 C<'

7

5G

!

#G

#

#.#G

%

6

N

5G

!

# G

#

6#其中 %

N

##G

!

N

5!#

+# %# !## !3# !&6#G

#

N

5## "# 3# &# 1# 2# !$#

!!# !"6&

表 !5部分毕业生信息的决策表

\[

属性F

8 5 N > L

决策'

E

!

# " ! # # !

#

# # # 3 # #

"

" # # # # #

3

# # " # # #

&

# # " 3 # #

1

" # " ! ! #

2

" " " " ! #

+

# ! # # # !

%

# ! 3 # # !

!$

" # 3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

" # ! # # !

!& ! # 3 # # !

下面分别计算就业因素 8)5)N)> 和 L的属性

重要度&

"!%计算条件属性中家庭背景 8 相对决策属

性'的属性重要度如下!

先计算家庭背景C的划分#

C,8

N

55!# ## 3# &# +# %# !!# !## !"6#

5"# 1# 2# !$# !36# 5!&66#

根据定义 ##则 8相对 G

!

和 G

#

的下近似)上

近似和边界域分别如下#

8G

!

7

5!&6#8G

!

7

C#5%

8

G

!

7

8G

!

9

8G

!

7

C

9

5!&6#

8G

#

7

$

#8G

#

7

C

9

5!&6#5%

8

G

#

7

8G

#

9

8G

#

7

C

9

5!&6#

则根据定义 "#可求得 8 相对 '的属性重要

度为

KA2"8#'%

7

$

%

A

7

!

C

9

5%

-

G

A

% C

7

C

9

5%

8

G

!

4

C

9

5%

8

G

#

% C

7

!

4

!

#

B

!&

7

#

"$

&

"#%同理#可计算条件属性中自身素质 5相

对决策属性'的属性重要度如下!

先计算自身素质 `的划分#

C,5

N

5!# 2# %6# 5## "# 3# &# 1# !$# !"#

!3# !&6# 55+# %# !#66#

根据定义 ##则5相对 G

!

和 G

#

的边界域为!

5%

5

G

!

7

5%

5

G

#

7

C

9

5+#%#!#6#

则根据定义 "#可求得 5相对 '的属性重要

度为KA2"5#'%

7

"

4

"

#

B

!&

7

1

"$

&

""%同理#可计算条件属性中英语过级 N相

对决策属性'的属性重要度如下!

先计算英语过级.的划分#

C,N

N

55!# !36# 5## "# +6# 53# &# 1# 2#

!!# !## !"6# 5%# !$# !&66#

根据定义 ##则N相对 G

!

和 G

#

的边界域为!

5%

N

G

!

7

5%

N

G

#

7

C

9

5!#!36#

则根据定义 "#可求得 N相对 '的属性重要

度为KA2"N#'%

7

#

4

#

#

B

!&

7

3

"$

&

"3%同理#可计算条件属性中所学专业 > 相

对决策属性'的属性重要度如下!

先计算所学专业 '的划分#

C,>

N

55!# "# 3# +# %# !$# !3# !&6# 5##

&6# 51# !!6# 52# !## !"66#

根据定义 ##则 >相对 G

!

和 G

#

的边界域为!

5%

>

G

!

7

5%

>

G

#

7

C

9

5##&#1#!!6#

则根据定义 "#可求得 > 相对 '的属性重要

度为KA2">#F#'%

7

3

4

3

#

B

!&

7

+

"$

&

"&%同理#可计算条件属性中就业意愿 L相

对决策属性'的属性重要度如下!

先计算就业意愿D的划分#

C,L

N

55!# ## "# 3# &# +# %# !## !3# !&6#

51# 2# !$# !!# !"66#

根据定义 ##则L相对 G

!

和 G

#

的边界域为!

5%

L

G

!

7

5%

L

G

#

7

C

9

51#2#!$#!!#!"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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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根据定义 "#可求得 L相对 '的属性重要

度为KA2"L#'%

7

&

4

&

#

B

!&

7

!$

"$

&

#*"5结果分析

由上述计算结果可知#条件属性 8)5)N)>和L

的属性重要度的序关系为 KA2"L#'% OKA2">#'%

OKA2"5#'% OKA2"N#'% OKA2"8#'%#也就是说#

在所有大学生就业因素中#对决策因素"就业情

况%的重要性程度从高到低分别为就业意愿)所

学专业)自身素质)英语水平和家庭背景& 根据上

面的结果#可以求得大学生就业因素中的家庭背

景)英语过级)自身素质)所学专业和就业意愿对

就业情况的影响程度的饼形图#如图 ! 所示& 容

易看出#大学生自己较强的就业意愿对就业情况

最重要#占 ""*"8$所学专业对就业情况的重要性

次之#占 #1*28$而相对来说#大学生的家庭背景

对就业情况的影响最小#仅为 1*28&

图 !5大学生就业因素对就业的影响权重

事实上#在当前严峻的就业形势下#真正对大

学生就业起指导作用的就业因素很多#远远不止

家庭背景)英语过级)自身素质)所学专业和就业

意愿这 &个因素#比如还有性别)年龄)身高)计算

机水平)籍贯)是否党员等& 同时#在实际的大学

生就业系统中#很多数据记录的属性值具有相同

值)空数据)不一致)冗余存储等噪声现象#这就需

要我们对部分数据进行预处理&

因此#在本次实验中#我们采用了强大的粗糙

集数据分析工具集 i(JDFFC#*$#它具有数据导入

导出)补全)离散化)知识约简)过滤)分类规则生

成)等价类和上下近似集获取等功能&

"5结语

本文是在已有研究'!1

4

#$(的基础上#将粗糙集

理论应用于大学生就业因素分析过程#利用粗糙

集的属性重要度这一重要概念#提出了大学生就

业因素重要度的定量度量方法#定量计算出了家

庭背景)英语过级)自身素质)所学专业)就业意愿

等就业因素对就业情况的重要性程度#从而建立

了大学生就业因素中基于粗糙集的智能数据分析

模型& 实验结果表明!新型方法准确地求出了就

业因素的重要性程度#为大学生的在校学习和就

业规划提供了重要指导#并为高校培养和企业招

聘优秀大学生提供了决策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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