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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定树归纳分类法在毕业生就业预测中的应用

Appl ication of the Decision Tree Induce Cl assification

in the Forecast of Empl oyment of Graduates

聂永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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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采用数据挖掘中的判定树归纳分类法预测毕业生就业情况．给出预测模型、数据采集

过程和相应的实现算法及判定树的算法，对判定树归纳分类法进行准确性评估，并给出一个

实例。该预测可以用来统计历届毕业生就业情况和指导下届毕业生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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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basic process of the decision tree induce classification of d甜a

mining calculation iS introdueed to forecast the employment situations of

graduates．The related arithmetics of realization and decision tree lnduce

classification are given．The accuracy of the decision tree induce classification is

evaluated with a sample．It can be used for counting the employment situations of

the preterit graduates，and guiding the employment works of the graduates

upcom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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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数据库技术的迅速发展以及数据库管理系统的广泛应用，人们积累的数据越来越多，

在大量的数据背后隐藏着许多重要的信息。只有拥有了先进的数据库技术，才能有效地管理

好浩如烟海的数据，并从中提取出对自己有用的信息。数据挖掘是从数据库或数据仓库中发

现并提取隐藏在其中的信息的一种新技术，它建立在数据库、数据仓库之上，面向非专业用

户，定位于桌面，支持即兴的随机查询。数据挖掘技术能自动分析数据，对它们进行归纳性

推理和联想，寻找数据间某些内在的关联，从中发掘出潜在的、对信息预测和决策行为起着

十分重要作用的模式，从而建立新的模型，为人们的正确决策提供了很大的帮助。本文就毕

业生的就业情况，采用数据挖掘中的判定树归纳分类法进行预测，并给出相应的实现算法。

1数据采集

1．1数据挖掘的模型设计

数据挖掘算法的工作方法是通过分析已知分类信息的数据总结出一个预测模型。用于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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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

立模型的数据称为训练集，用于测试所建模型的准确率称为测试集，通常是已经掌握的数据。

训练和测试数据挖掘模型把已知数据分成两部分：一个用于模型训练，占整个数据的2／3；另

一个用于模型测试，占整个数据的1／3。注意一定要保证数据选择的随机性，这样才能使分开

的两部分数据的性质是一致的。用训练集把模型建立出来之后，可以先在测试集数据上进行

测试，此模型在测试集上的预测准确率就是一个很好的指导数字，若准确率大于90％，则说

明在该训练集上所建立的模型是可行的，可用此模型预测其它的数据，并给出其预测结果为

正确的百分比。

1．2数据采集过程

关系数据库是数据挖掘最丰富、最流行的数据源，它是数据挖掘的主要数据形式，它是

表的集合，每个表有唯一的名字，包含一纽属性(字段或列)，存放大量元组(记录或行)。关

系中的每个元组代表一个被唯一标识的对象——关键字，并被一组属性描述“]。可用关系数据

库构造E—R模型。如：某校计算机专业有280名毕业生，对其在毕业2个月内是否就业的情

况进行抽样调查，按学号、性别、综合成绩、毕业论文、党员、学生干部和就业情况等7种

属性进行数据收集，形成应届毕业生就业情况分析表，即分类预测所需的关系数据库，我们

将获取的部分数据分

为两部分，一部分是 墨!竺!兰兰兰!望!兰兰!!兰
应届毕业生情况数据

库训练数据元组(即

训练集)，见表1，占

收集数据的2／3，它

的功能是完成根据已

有的数据对各项指标

的分类计算并建立相

应的分类模型；另一

部分是应届毕业生测

试数据库测试数据元

组(即测试集)，占收

集数据的l／3，它的

功能是完成对毕业生

就业情况分类预测结

果的评估。

表l(stud表)有

一组属性，包括毕业

生的唯一标号(学

号)、性别、综合成绩、

毕业论文、党员、学

生干部和就业情况等，我们通过对该表现有数据进行分析，得到所需分类规则，通过另外1／

3的数据对所建模型进行正确性评估后(正确率为90％以上)，就可以预测另外的毕业生就业

情况，现介绍用判定树归纳分类法预测就业情况及其算法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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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数据分类模型

2．1判定树归纳

判定树归纳的基本算法是贪心算法，它以自顶向下递归的各个击破方式构造判定树，算

法的基本策略“‘20如下：

①判定树以代表训练样本的单个节点开始；

③如果样本都在同一个类，则该节点成为树叶，并用该类标记；

③否则，算法使用称为增益的基于熵的度量作为启发信息，选择能够最好地将样本分类

的属性。该属性成为该节点的“测试”或“判定”属性；

④对测试属性的每个已知的值，创建一个分枝，并以此为根据划分样本；

⑤使用同样的过程，递归地形成每个划分上的样本判定树；

⑥递归划分步骤仅当下列条件之一成立时停止：

a给定节点的所有样本属于同一类；

b．没有剩余属性可以用来进一步划分样本，在此情况下，使用多数表决。这涉及将给定

的节点转换成树叶，并用训练集中的多数所在的类标记它；

c．分枝没有样本，此时，以训练集中的多数类创建一个树叶。

2．2属性选择度量

在树的每个节点上使用信息增益度量选择测试属性“1“，选择具有最高信息增益(或最大

熵压缩)的属性作为当前节点的测试属性，该属性使得对结果划分中的样本分类所需的信息

量最小，并反映划分的最小随机性。这种信息理论方法使得对一个对象分类所需的期望测试

数目达到最小，并确保找到一棵简单的树。

设S是s个数据样本的集合。假定类标号G(i一1，⋯，m)具有m个不同值，设S。是类cf中

的样本数。对一个给定的样本分类所需的期望信息由下式给出：

∑P。log：(p。)， (1)

其中P．是任意样本属于G的概率，并用sis估计。

设属性A具有”个不同值{nl'．一，a。)。可以用属性A将S划分为。个子集品，⋯，S。；其中，

Si包含S中这样一些样本，它们在4上具有值n，。如果A选作测试属性，则这些子集对应于由

包含集合S的节点生长出来的分枝。设J。是子集S，中类C。的样本数。根据由A划分成子集的

熵由下式给出：

E(A)一∑选!≥型，(％，⋯^，)， (2)

熵值越小，子集划分的纯度越高。对于蛤定的子集s，，

I(s；j，⋯，‰J)一一∑舢l092(A，)， (3)
t一1

其中，加=素1是S，中的样本属于类e的概率。

在A上分枝将获得的编码信息是

Gain(A)一I(s1，⋯，s。)一E(A)， (41

计算每个属性的信息增益。具有最高信息增益的属性选作给定集合S的测试属性。创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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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节点，并以该属性标记，对属性的每个值创建分枝，并据此划分样本。

表1是应届毕业生数据库数据元组训练集，类标号属性“就业情况”有2个不同的值

(“已”，“未”)，因此有2个不同的类。设类Ct对应于“已”，类Cz对应于“未”。类C·有13个样本，

类C：有7个样本。计算对给定样本分类所需的期望信息：

，(m52)一1(13，7)一一蠡1092蠡一南1092南2 o·934 068。54‘

接着，需要计算每个属性的熵。我们先计算属性为“综合成绩”的熵。观察综合成绩的每个

样本值为“已”和“未”的分布，对每个分布计算期望信息。

对于综合成绩一“60～69”，511—0，521—2，由(3)式得：，(5⋯s21)=o；

对于综台成绩一“70～79”，j12—6，j22—2，由(3)式得：

对于综合成绩一“80～89”，钆一4，sz。=4，由(3)式得：

由(2)式，如果样本按“综合成绩”划分，对一个给定样本分类所需的熵为：

E(综合成绩)一翕j(sn,sz-)+茹，(％Az)+南，(m，跏)+茹，(如咖t)

类似地，可计算出：

Gain(毕业论文)一I(st，屯)～E(毕业论文)一 ～㈣叭，伽，，④箐艺多鲤℃踟
G口抽(党员)一I(s·，如)一E(党员)一o·124982啊词眄闹

085,鼢。学奸舻mⅢ卜胖生㈣一氛g昌名舀Gn抽(学生干部)；J(吣5：)～E(学生干部)一 ⋯”“刍r磊i扪(一前r雨翮

～!。!芋结翟黧曼箩芝属性中具有最 ③密乒恐氖
高信息增益，它被选作测试属性。创建一个节点，用 ⑦ 阙
综合成绩标记，并对于每个属性值，引出一个分枝。 承涟
样本按此划分。对每个分枝，再用判定树归纳分类法、e7、07

篓要2拳：竺愀蝴觥法返回的最酬定：：嚣篇篡鬻㈨
树如图1所示。 测试，；苯≮毒；：篇姜二；羔(磊主；；磊
3 预测毕业生就业情况 一“已”，就业情况2“未”)。

利用上述所构造的判定树归纳分类法对测试

集数据进行测试，可知其准确率为90％以上。因此，利用该判定树归纳分类法可对未知样本X

进行分类预测，若分类预测准确率为90％以上，说明对所选测试集而建立的分类模型是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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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对于已给的任意样本X，只要知道其性别、综合成绩、毕业论文、党员及学生干部，就可预

测其是否就业。

倒1 X一(971057，“女”，“70～79”，“良”，“否”，“是”}．

由图l，可知其就业情况为“已”。

该预测模型在学生管理工作统计历届毕业生的近期就业情况，及对下届毕业生就业指导

等方面有着现实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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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7l页)

(d)如果第(c)步递归调用算法后返回的是失败标志，则退出算法并返回失败标志，否则递

归调用算法CreateBTree生成T的右子树并返回标志。该层递归算法结束。递归调用的参数：

T—T的右子树指针，prestr—startpos：prestr—startpos+l+(pos—midstr—startpos)，midstr—

startpos=pos+I，N=midstr startpos+N—l--pos。(即划分前序遍历子序列prestrEprestr

startpos+1+(pos—midstr—startpos)．．prestr—startpos十Ⅳ一1]为根丁的右子村的前序遍历序

列，而划分中序遍历子序列midstrEpos+1一midstr—startp。s+JⅣ一1]为根丁的右子树的中序

遍历序列，然后由这2个划分出的序列递归生成71的右子树)

3结束语

本文改进算法只适用于结点数据为单个字符的二叉树，若希望生成任意数据类型(包括记

录类型)结点的二叉树，则可以先对每个结点赋予一个惟一的ID号，由该ID号代替结点数据，

然后选择一个好的散列函数对该ID号进行地址散列，也可在最差情况下达到O(Ⅳ)时间复杂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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