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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食堂消费大数据分析的精准资助对策研究

———以湖南科技大学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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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科技大学 ａ．党办校办；ｂ．后勤管理处，湖南 湘潭 ４１１１００）

摘　要：高校家庭经济困难大学生的精准认定一直是高校资助工作中的难题，大数据分析为解决这一难题提供了方
法论支撑。高校食堂的消费数据是大学生消费大数据的重要组成部分，利用大学生食堂消费大数据提升学生的精准化

认定和资助，是当前一个热点。以湖南科技大学为例，利用大学生食堂就餐率和平均消费额数据进行统计分析，提出贫

困大学生认定和资助基本方案，并以此为基础开展访谈与座谈调研，进行探究学生就餐率与就餐满意度关系的问卷调

查，提出更加科学和精准的数据分析指标，建立食堂消费大数据分析的“决策树模型”，提升资助精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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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１．１　背景介绍

高校对家庭困难学生的精准化认定和资助面

临一些挑战和问题。首先，传统的认定方法过于

依赖静态的信息，如家庭收入和贫困指标，无法全

面了解学生的真实需求。其次，传统的资助方式

个性化和差异化程度较低，不能满足不同学生的

需求。此外，精准化认定和资助涉及大量的信息

收集和处理工作，如果仅仅依靠传统的手工方式

进行，会耗费大量的时间和人力成本。

大数据技术的快速发展为高校精准化认定和

资助家庭困难学生工作带来了新的机遇。大数据

是指庞大而复杂的数据集合，通过应用高效的技

术和算法进行分析，可以揭示隐藏在数据背后的

有价值的信息。大数据在教育领域的应用日趋明

显，主要体现在学生群体分析、学生学业风险预测

与干预、根据学生的学习情况和特点进行个性化教

育和辅导、教学质量评估等方面。马永健《高校智

慧校园建设中大数据技术的应用》探讨了高校智慧

校园建设中大数据技术的具体应用［１］。张琼霞

《基于一卡通数据的校园大数据技术的应用》对一

卡通系统数据进行聚类分析并构建数据分析模型，

利用聚类算法对学生进行各种分类［２］。

大数据在教育领域的应用为高校精准化认定

和资助政策的改进和优化提供了新的解决方案。

高校学生管理和资助精准化可以利用大数据进行

管理优化，如通过大数据分析可以更精确地确定

资助对象，然后根据学生的真实需求为其提供个

性化资助方案，从而强化资助的效果和公平性等。

李剑富等《高校贫困生资助政策的历史回顾、演

进逻辑及未来走势》对高校贫困生资助政策的历

史演进、未来走势和逻辑进行了研究，并通过对动

力机制、价值取向、制度规范和话语规则的分析，

为未来资助政策的发展提供了建议［３］。董波《高

校学生资助工作存在的问题及对策》聚焦高校学

生资助工作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对策，指出

高校学生资助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包括经济困难生

认定材料造假、诚信意识淡薄、心理自卑等，为了

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完善资助工作机制，实现资助

育人模式的转变［４］。张存禄等《食堂消费大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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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精准识别贫困生吗？———基于本科生行为数

据、行政数据和问卷数据的实证研究》围绕食堂

消费大数据对贫困生的精准识别展开研究，通过

分析某“双一流”大学本科生的食堂消费数据和

家庭基本信息问卷调查，结合统计学习模型，探讨

利用食堂消费大数据识别贫困生的问题，研究得

出：食堂消费大数据识别贫困生的精准率有待提

高，但结合其他数据和模型可以改进识别

结果［５］。

综上可见，大数据在高校的应用研究涉及不

同的主题和研究对象，涵盖学习分析、学生行为建

模、在线教育、教师支持与培训、教育决策支持等

多个方面，这些研究进展为教育改革和教育质量

的提升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特别是在高校家

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方面的研究，从资助政策的

演进逻辑和问题、资助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食堂消费大数据识别等方面提出一系列观点和建

议，这些文献为高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研究

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方法，并为具体实践提供了有

益借鉴。

１．２　研究目的和重要性
高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精准化认定和资助对

于学生个体发展和整体教育公平性至关重要。个

体发展方面，每个学生的背景和需求不同，精准化

认定和资助可以确保他们获取适当的支持和资

源，为个体发展提供平等的机会。同时，精准化认

定和资助也有助于提升整体教育公平性，为经济

困难或特殊困境学生提供帮助，减轻负担，有助于

建立更加公平、包容和多样化的高等教育体系。

利用大数据技术提升精准化认定和资助水平

的必要性不言而喻。大数据技术可以收集和分析

大量的数据，包括学生的学习成绩、家庭背景、社会

经济状况等信息。通过对这些数据的分析，可以建

立相应的模型和算法，精确评估学生的资助需求，

确保资金分配的公正性和准确性。大数据技术还

可以帮助高校通过学生在食堂的消费大数据来了

解学生的消费行为和生活方式，从而更好地满足他

们的实际需求，提供个性化的支持和服务。

本文的研究目标是通过分析高校食堂消费数

据来探索提高精准化认定和资助水平的途径。高

校食堂消费数据是一种重要的学生行为信息来

源，反映了学生的消费偏好、经济状况和生活习惯

等。通过对这些数据的挖掘和分析，可以识别学

生群体的消费特征和经济需求。进一步开发基于

学生食堂消费数据的算法和模型，以便更准确地

确定学生的资助需求，并提供个性化资助方案。

具体研究包括以下几个方面：收集和整理高

校食堂消费数据；利用食堂消费数据推断学生的

经济状况和资助需求；基于食堂消费数据和其他

相关信息，确定合适的资助标准和分配机制。这

些研究为探索如何通过分析高校食堂消费数据来

提高精准化认定和资助水平提供方法。研究主要

通过统计分析方法、机器学习等技术手段分析问

题，从而强化学生资助的准确性和公平性。

１．３　研究方法和数据来源
本文主要使用文献调研方法来进行大数据分

析中指标选取的定性分析，使用问卷调查方法进

行学生满意度的数据收集，在问卷数据分析中主

要使用描述性统计分析和因子分析的方法来获取

问卷数据中的有用信息。在食堂消费数据的大数

据分析中，使用机器学习中常用的特征提出方法

并结合文献分析中的定性分析方法来提取特征，

然后针对提取的特征，使用决策树法得到贫困学

生的精准认定模型。食堂就餐数据主要为湖南科

技大学１０个食堂 ２０２２年 ９月至 １２月的刷卡消
费数据，数据跨度 １００天，共计 ６３５万余条，包含
的字段较多，能够挖掘的信息较丰富。

２　湖南科技大学精准化资助案例研究
２．１　初次精准化资助和就餐数据统计

学校从２０２３年开始每年拨款１００万元给学
生发放就餐补助，一年分４次发放，每次２５万元。
为了让餐补能够发放到真正需要的同学手中，学

校试图利用食堂的学生消费大数据，使用大数据

分析方法对餐补学生进行精准认定。首先，对食

堂消费数据进行了分析。对数据进行简单的描述

统计后，发现学生的消费金额区间分布如图 １
所示。

从图１可以看出，女生每日在食堂的消费额
集中在２１～３０元之间，男生每日在食堂的消费额
集中在２６～３５元之间，由此可以看出，每日的消
费金额是可以部分反映学生消费能力的。

对学生的就餐率和日均消费额进行统计分

析，得到的分布图如图２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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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全校学生日均消费区间分布

图２　不同年级学生就餐率及日均消费额对比

从图２可以看出，学生的就餐率和日均消费
额有一定的关系，就餐率也比较稳定。同时，通过

走访发现，学生中每日生活消费额度低的同学更

倾向于在学校食堂就餐。

综合这些数据的分析结果，结合走访学生得

到的信息，选择“就餐率”和“日均消费额”两个指

标来进行需要补助学生的认定。为精准高效地完

成餐补发放任务，我们使用数据挖掘方法建立餐

补发放判定模型。以学生在食堂的餐均消费和就

餐频率作为特征，构建深度为２的决策树模型，模
型结构图如图３所示。

图３　餐补发放判定决策树

２．２　餐补发放工作实际开展情况
根据上述模型初步选定学生后，学校进一步

筛选就餐率较高、日均消费额较低的学生进行就

餐补助发放。截至目前，学校已经开展两次餐补

发放，具体情况见表１和表２。
表１　２０２３年第一次餐补发放情况统计

发放标准 女生人数 男生人数 金额合计（元）

１００元／人 ８１２ ８０６ １６１８００

２００元／人 ２６９ １７２ ８８２００

合计 １０８１ ９７８ ２５００００

表２　２０２３年第二次餐补发放情况统计

发放标准 女生人数 男生人数 金额合计（元）

１００元／人 ６８８ ６３０ １３１８００

２００元／人 ３３１ ２６０ １１８２００

合计 １０１９ ８９０ ２５００００

从两次餐补发放的统计表可以看出，每次发

放人数在 ２０００人左右，女生人数稍高于男生人
数，分别为２１５８６和 ２１６６３，可见，存在男女生发
放比例略失衡的情况。

２．３　学生访谈和调研结果分析
学生就餐补助方案第一次实施后，大部分

学生对实施方案反响强烈，称学校的举措“有爱

又有心”，还表示“这才是大数据的意义”，“一

口口吃下去的全是爱”，但小部分学生对方案实

施标准的科学性提出质疑。社会上对这一方案

的实施赞扬较多，同时也提出了很多建设性建

议，如统计范围是否可以更加全面等。结合这

些意见和建议，为了更好地保证资助对象选择

标准的科学性，学校在学生中进行了多次深入

访谈和问卷调查，以探究影响资助对象选择的

指标。

在消费数据的分析和数据来源的探究中发

现，存在消费数据来源不够全面的问题。学校食

堂虽然安装有５００余台收款机，但受技术限制，只
支持校园卡、企业微信付款码、云闪付等支付方

式，不支持微信、支付宝等学生较常用的支付方

式，此外，个别食堂和档口存在私自收款行为，这

部分私自收款数据学校无法统计，从而导致数据

来源不够全面。

在根据指标进行发放学生认定的过程中发

现，消费数据统计指标利用率不够高。在大数据

统计及补助发放过程中，学校选取食堂就餐率和

日均消费额两个指标进行决策树建模识别需要补

助的学生，其方法基本上是科学的。但在对识别

出的学生进行统计分析的过程中，发现存在性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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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有不均衡的问题，后续实际发放中需要结合学

工处提供的学生信息进行调整，如在改进模型中

加入性别指标，从而实现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有

效识别。此外，结合学生访谈和问卷调研的情况

发现，只考虑这两个指标导致对学生家庭经济情

况的识别不够精准，因此，需要加入更多维度的有

效指标。

２．４　就餐满意度问卷调查和数据分析
２．４．１　设计问卷调查的目的和问卷数据检验

为了解学生就餐满意度和影响满意度的主要

因素，特设计了关于湖南科技大学校内１０个食堂
满意度的调查问卷。满意度量表借鉴了通常的餐

饮满意度量表，将满意度度量分为八个维度，同

时，为了方便学生填写，将量表设计为三级量表。

研究将问卷通过网络形式在线发放，结合线下食堂

随机截取学生填写，最后收集到问卷１１８０份。对
问卷的信效度检验结果如表３所示。

表３　问卷信度检验

克隆巴赫 Ａｌｐｈａ 项数

０．９２７ ９０

　　从表３可以看出，克隆巴赫信度系数高于０．９，
表示测验的内部一致性强，即同一测试项在不同条

件下得到的结果相似。这说明该问卷信度相当高，

即问卷数据可信度高。

ＫＭＯ和巴特利特检验结果如表４所示。
表４　ＫＭＯ和巴特利特检验

ＫＭＯ取样适切性量数 ０．８８９

巴特利特球形度检验

近似卡方 ８８６２．１６２

自由度 ２８．０００

显著性 ０．０００

对问卷中的量表数据进行效度检验，从检验结

果可以看出，巴特利特球形度检验的显著性小于

０．００１，ＫＭＯ值为 ０．８８９。根据 Ｋａｉｓｅｒ给出的常用
ＫＭＯ度量标准，ＫＭＯ值高于０．８表示适合进行因
子分析。综上，该问卷的量表数据适合做因子分

析，且问卷效度高，数据能有效反应所研究的问题。

２．４．２　问卷数据分析结果
对各食堂满意度数据进行因子分析，结果如

表５所示。

表５　各食堂满意度因子分析

因子
一粟轩成分得分 三白馆成分得分 五味苑成分得分 六和堂成分得分

成分１ 成分２ 成分１ 成分２ 成分１ 成分２ 成分１ 成分２

饭菜价格 －０．１１６ ０．３３５ －０．１８３ ０．４０７ －０．２２６ ０．４３４ －０．１５３ ０．３９７
饭菜分量 ０．０９９ ０．１５２ －０．２０１ ０．４３９ －０．０９３ ０．３７１ －０．１６０ ０．４６６
饭菜品质 －０．１８２ ０．４７０ －０．０５２ ０．３３０ －０．０７５ ０．３２４ ０．０４１ ０．２０５
菜品设置 －０．１４５ ０．４１９ ０．００５ ０．２２９ －０．１２４ ０．３００ －０．００６ ０．２５３
卫生情况 ０．２２１ ０．０４４ ０．３１０ －０．０８８ ０．３５３ －０．１１６ ０．３３６ －０．０９１
就餐环境 ０．４７７ －０．２３７ ０．３９２ －０．１９１ ０．３８２ －０．１８９ ０．３４０ －０．１１８
就餐秩序 ０．４４４ －０．１７５ ０．３８６ －０．１５６ ０．３７８ －０．１６５ ０．３２６ －０．１１５
服务水平 ０．２０９ －０．００７ ０．２５１ －０．０１２ ０．２８５ －０．０４２ ０．２１８ ０．０１１

因子

七星阁

成分得分

八珍楼

成分得分

二至坊

成分得分

南园食府

成分得分

北庄食府

成分得分

昭潭食府

成分得分

成分１ 成分２ 成分１ 成分２ 成分１ 成分１ 成分１ 成分１

饭菜价格 ０．３３５ －０．１４９ －０．１１９ ０．３１１ ０．１０６ ０．１３４ ０．１３５ ０．１３５
饭菜分量 ０．１５２ －０．２９１ －０．２２３ ０．５５５ ０．１８６ ０．１６８ ０．１８０ ０．１８０
饭菜品质 ０．４７０ －０．００５ －０．０３７ ０．３４３ ０．１７０ ０．１５５ ０．１８５ ０．１８５
菜品设置 ０．４１９ ０．０７２ ０．０３２ ０．２８５ ０．１８０ ０．１６７ ０．１４１ ０．１４１
卫生情况 ０．０４４ ０．２８４ ０．３１０ －０．０９４ ０．１６４ ０．１５９ ０．１３３ ０．１３３
就餐环境 －０．２３７ ０．３９３ ０．３４８ －０．１７９ ０．１５０ ０．１３８ ０．１３２ ０．１３２
就餐秩序 －０．１７５ ０．３６７ ０．３５８ －０．１５５ ０．１８７ ０．１３５ ０．１３６ ０．１３６
服务水平 －０．００７ ０．２３２ ０．２６１ －０．０２１ ０．１７８ ０．１４１ ０．１４１ ０．１４１

　　从表５可以观察到，一粟轩、三白馆、五味苑、
六和堂、七星阁、八珍楼、学术交流中心的因子被

归纳成两个成分，而综合来看这两个成分又大致

代表着学生对环境的满意度和对饭菜的满意度，

二者得分差异越大表明该食堂的环境和所提供的

饭菜越不相称。二至坊、南园食府、北庄食府和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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潭食府的因子被归纳成一个成分，表明学生对每

个因子的评分比较相似。

针对提炼出的影响满意度的两个因子，可得

湖南科技大学全食堂成分得分系数矩阵，如表 ６
所示。

表６　湖南科技大学全食堂成分得分系数矩阵

因子
成分得分

成分１ 成分２
饭菜价格 －０．２１５ ０．４３５
饭菜分量 －０．１９７ ０．４６０
饭菜品质 －０．０２７ ０．２８９
菜品设置 ０．０００ ０．２５９
卫生情况 ０．３０５ －０．０８６
就餐环境 ０．４００ －０．２０６
就餐秩序 ０．３６０ －０．１４４
服务水平 ０．２６４ －０．０４５

从表６可以看出，学生对食堂的评价因子降
维成两个成分：“成分１”受就餐环境、就餐秩序、
卫生情况和服务水平影响较大，而不在意与饭菜

相关因子的表现；“成分 ２”受饭菜分量、饭菜价
格、饭菜品质和菜品设置的影响较大，却不在意就

餐环境相关因子的表现。

再探究各食堂因子得分和餐位重复使用次数

间的关系，可得数据如表７所示。
表７　湖南科技大学各食堂得分与就餐比例

食堂 成分１平均得分 成分２平均得分 餐位重复使用次数

一粟轩 １．９３０ １．２６４ ２．４
二至坊 ２．０８９ １．４２８ １．５
三白馆 ２．０２７ １．５４７ ３．０
五味苑 ２．００２ １．２３２ １．２
六和堂 ２．０８５ １．４３４ ２．９
七星阁 ２．０２０ １．８２２ ２．９
八珍楼 ２．２３８ １．３０９ １．２
南园食府 ２．０８１ １．８７９ １．４
北庄食府 ２．０４４ １．８２３ ２．０
昭潭食府 １．４５４ １．１７９ ０．５

　　“成分１”得分越高表示就餐环境越舒适；“成
分２”得分越高表示饭菜越符合学生心意。根据
表中数据探讨各个成分对就餐比的影响，对成分

得分和就餐比进行相关分析，得到结果：“成分 １
平均得分”和“餐位重复使用次数”的相关系数

为－０．７１５２５，说明就餐环境越好，餐位重复使用
次数反而越小；“成分２平均得分”和“餐位重复
使用次数”的相关系数为０．２００３９，说明饭菜越符
合学生心意，餐位重复使用次数越大；“成分１平
均得分”和“成分 ２平均得分”的相关系数为

０．３９１７８７，说明“成分 ２平均得分”对“餐位重复
使用次数”的正向影响被“成分 １平均得分”对
“餐位重复使用次数”的负向影响抵消了。

综合上述对满意度影响因素的分析及对餐位

重复使用次数与满意度之间关联关系的分析可以

看出，要想弥补只使用“就餐率”和“日均消费额”

两个指标构建决策树模型来认定需要补助学生导

致的性别不均衡缺陷，还需要在利用食堂消费大

数据进行认定时增加相关的消费数据指标。

３　餐补发放判定模型的改进
对餐补发放对象的消费数据进行数据挖掘分

析时发现，初步建立的决策树模型识别发放对象

时出现了男女比例失衡的问题，女生人数稍多于

男生。因此，需要对已有模型进行改进，充分考虑

不同性别学生在用餐消费上的差异，以及不同性

别学生消费价格标准的不同。

根据伍智鑫《基于一卡通数据挖掘的高校贫

困生精准扶贫应用研究》中的研究并结合实际工

作经验可知，就餐消费的稳定性也是发放餐补的

重要依据［６］。因此，餐补发放判定模型中需将消

费的稳定性纳入考虑范畴。统计学中常用标准差

来衡量数据的离散程度。考虑到早餐与中晚餐消

费金额的明显差距会极大干扰消费金额稳定性的

衡量，我们通过学生连续三个月中、晚餐消费有效

数据的标准差来衡量学生用餐金额的稳定性。

结合初始模型，增加性别和就餐稳定性两个

特征，建立深度为４的决策树模型如图４所示。
为了验证改进后模型的效果，同样利用 ６３５

万条食堂消费数据进行分析，并对日就餐频数分

布和用餐稳定性指标频数分布进行对比，如图 ５
所示。

以消费金额的标准差为衡量就餐稳定性的标

准，标准差越低表示就餐金额越稳定，即该学生每

餐花费的金额相差不大。左图为原始模型筛选出

来的学生消费稳定性直方图，从中可以看出改进前

部分同学的消费波动很大，对于这类人群即使平均

消费较低也不能认为他们需要补助。原始模型没

有考虑到消费稳定性的影响，而改进后模型解决了

这个问题。右图为改进后模型筛选出来的学生消

费稳定性直方图，从中可以看到筛选出来的群体中

不存在消费金额差别很大的个体，这说明改进后的

模型可以更精准地定位需要补助的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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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改进后的餐补发放判定决策树

图５　模型改进前后消费稳定性对比

　　再次利用６３５万条数据进行分析，改进后模
型的判定结果中，被判断需要补助的群体中男女

生比例趋于平衡。改进前后判别结果中的性别比

例对比分析如表８所示。
表８　模型改进前后性别比例的卡方检验

改进状态 统计量 值 自由度 渐进显著性（双侧）

改进前

皮尔逊卡方 １９９．６５５ １ ０．０００

连续性修正 １９９．１４９ １ ０．０００

似然比 ２０１．２７６ １ ０．０００

改进后

皮尔逊卡方 ０．０８７ １ ０．５１２

连续性修正 ０．０７５ １ ０．５２６

似然比 ０．０８７ １ ０．５１２

结果显示：改进前的渐进显著性＜０．００１，表明
需要补助的学生群体性别构成与全体学生性别构

成有明显不同；改进后的渐进显著性＞０．０５，表明
需要补助的学生群体性别比例不存在失衡问题。

为进一步验证性别对贫困生判定的影响，接下来

进行相关性检验。

表９　模型改进前后性别和贫困指标的皮尔逊相关性

统计量 性别＆贫困指标 性别＆改进的指标
皮尔逊相关性 －０．０７３ ０．００３
Ｓｉｇ．（双尾） ０．０００ ０．５１２
个案数 ３７１９８ ３７１９８

性别和改进前贫困指标的皮尔逊相关系数为

－０．０７３，渐进显著性＜０．００１，表明性别和贫困指标
之间显著相关；性别和改进后贫困指标的皮尔逊

相关系数仅有０．００３，渐进显著性＞０．０５，不能认为
性别和贫困指标之间显著相关。

综合上述分析可以看出，改进后模型的识别

结果更科学也更符合实际情况。将识别的学生情

况与学工和教务部门的数据进行对比，发现此模

型的识别准确率达到９０％以上，相比原模型节约
了大量的后期核实工作。

４　精准资助工作的建议
通过本次调查研究发现，对家庭经济困难学

生的精准认定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工作。充分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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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食堂消费大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并实现精准资

助，从而进一步促进高等教育公平公正，应从以下

几个方面着手。

一是提升学生在食堂就餐的满意度。学校可

通过完善食堂监管制度、控制饭菜价格、畅通反馈

机制、加强从业人员队伍建设等进一步提升学生

对食堂的满意度，提升学生的食堂就餐率，从而保

证学生就餐数据的可靠性。

二是拓宽统计数据来源渠道。通过加强监管

或升级收款设备，进一步规范支付方式，最大限度

地将学生在食堂的所有支付方式都纳入学校统一

管理，确保统计数据的完整性。

三是拓展数据统计指标的深度和维度。进

一步对现有数据进行挖掘，增加就餐稳定性等

统计指标，在条件成熟的前提下还可以增加家

庭成员、家庭收支等信息，进一步拓展数据挖掘

模型统计指标的维度，从而获取更加充分的信

息进行认定。

四是加强对困难学生消费行为的监管。通过

监控学生的消费情况，可以有效监管学生的消费

行为，必要情况下可以取消具有不良消费行为学

生的资助资格。

五是拓宽资助渠道。餐补是学校资助工作的

重要补充。通过消费大数据统计分析形成的精准

识别结论，可作为学校评判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困

难等级的重要依据，为学校学生资助部门等开展

助学金发放、助学岗位设定等工作提供参考。其

次，结合大数据精准认定结论，动员教职工并走访

校友和社会爱心人士，在他们与特别困难学生之

间建立起“一对一”精准资助连接线，确保每一个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都能得到有效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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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ａｓａｎｅｘａｍｐｌｅｔｏｃａｒｒｙｏｕｔｉｎｔｅｒｖｉｅｗｓａｎｄｔａｌｋｓ，ａｓｗｅｌｌａｓ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ｎａｉｒｅｓ
ｏｎｔｈｅ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ｄｉｎｉｎｇｒａｔｅａｎｄｓａｔｉｓｆａｃｔｉｏｎｒａｔｅ．Ｉｎａｄｄｉｔｉｏｎ，ｔｈｅｐａｐｅｒｐｕｔｓｆｏｒｗａｒｄｄａｔａ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ａｎｄ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ｅｓ“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ｍａｋｉｎｇｔｒｅｅ”ｍｏｄｅｌｏｆｂｉｇｄａｔａｏｆｃａｎｔｅｅｎ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ｂｙ
ａｎａｌｙｚｉｎｇｔｈｅ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ｄａｔａ，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ａｉｄｄａｔａａｎｄｓｕｒｖｅｙｄａｔａ．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ｃａｎｔｅｅｎ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ｂｉｇｄａｔａ；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ｍａｋｉｎｇｔｒｅｅ；ｔａｒｇｅｔｅｄｓｕｂｓｉｄｉｚａｔｉｏｎ
（责任校对　王小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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