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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行为建模与预测研究旨在智能化地理解人类的行为和意图，

帮助相关部门和人员制定合理的决策。行为建模与预测的研究对象小

到个人和团体，大到整个社会群体，其研究类型包括从微观的个人行

为到中观的组织行为乃至社会的宏观决策。本文描述了国内外学者关

于行为建模与预测的研究状况，主要包括：组织行为、国家行为以及

基于社会媒体信息的行为建模与预测。此外，我们还总结了基于社会

计算的行为建模与预测的主要研究方法和技术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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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odeling and prediction of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aims at 

understanding social behavior and intention of our human beings 

correctly and efficiently and offer help for governmental employees to 

make reasonable decisions. The research objects in this field encompass 

not only one person but also one social group and even nation. Research 

types range from the personal behavior at micro-level to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at meso-level to national behavior at macro-level. In this paper, 

we present the existing research of this field, including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national behavior and some related studies based social media. 

Furthermore, we also review some useful methods and significant 

technologies.  

Keywords: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Social media, Social computing, 

Modeling, Prediction 

 

1 引言 

行为建模与预测是社会计算领域的重要研究方向，其研究对象包

括个人、组织、国家、社会群体等，研究行为类型从人的微观行为到



国家的宏观决策。行为预测能帮助决策者理解对手当前行为意图，预

测未来行为，并辅助制定最佳决策。 

早期的行为预测主要是通过情报人员搜集对手信息，由专家分析

得出预测结果，如美国智库兰德公司在上世纪 50 年代准确预测了中

国是否会出兵朝鲜战场。这种依赖专家的预测方法具有较大的领域局

限性和不确定性。近年来，随着计算技术的发展，学术界开始研究设

计计算方法进行行为预测，如自 2008 年起每年举办一次行为预测专

题会议“社会计算、行为建模与预测 (Social Computing, Behavioral 

Modeling and Prediction)”。此外，各国政府也对行为预测研究非常重

视，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于 2005 年开始资助“人类与社会动态(Human 

and Social Dynamics)”项目，该项目致力于利用计算技术理解人类及

社会行为变化。 

2. 研究背景 

随着 Web 2.0 技术和相关应用的发展，网民群体网上行为的种类

越来越多，网络空间中已包含着海量的用户行为数据，分析这些行为

数据有助于理解用户的网络行为规律。目前用户行为研究主要集中在

以下方面：1）页面点击行为预测[1]；其主要研究内容是预测网络搜

索结果的用户点击概率，点击概率可用于计算搜索结果的相关程度，

为搜索引擎算法的改进提供反馈信息。2）电脑用户行为预测[2]；电

脑软件需要对用户行为进行预测，识别用户行为目标以更好的辅助用

户完成任务。其主要研究内容是序列预测，即给定用户的历史行为序

列，预测用户当前或未来行为。3）入侵检测[3]；网络系统常常会遭

遇黑客入侵，为了保证网络安全，需要从大量的用户访问行为数据中

识别出恶意入侵行为。 



3. 组织行为建模与预测 

在组织行为预测方面，文化计算是新兴的计算方法[4]。文化计算

由马里兰大学 LCCD 实验室提出，认为组织行为由当前社会、政治、

经济、文化、宗教等背景信息决定，根据背景信息能分析预测组织行

为。其主要步骤包括：1）获取组织相关的社会文化数据集。马里兰

大学的 MAROB 项目手工收集了 1980-2004 年间中东地区 118 个极端

组织的历史行为数据（包括各种暴力袭击行为）以及相关社会文化背

景因素（如宗教理念、组织宗旨、组织与国家关系等），最终数据以

结构化数据集形式表示。2）构建行为模型；在社会文化数据集上，

设计机器学习算法学习得到行为分类器，代表性算法包括 SemiHop
[5]

和 CONVEX
[6]等。3）行为预测；将观察到的当前社会文化背景量化

为计算数值，输入分类器得出行为预测结果，结果形式为组织实施各

种行为的概率。文化计算为组织行为的计算化预测方法开辟了新的思

路，具有较大的研究潜力。而文化计算方法的难点在于社会文化数据

集的构建，目前的数据集主要通过手工构建，费时费力且精度不高。

考虑到网络上存在着海量的组织行为报道，利用信息抽取方法自动构

建组织行为数据集存在着较大的可能性。目前，研究者已开展了一些

初步的研究，包括事件抽取[7]、行为抽取[8]等，然而其准确度较低，

还需要更深入的研究。 

4. 国家行为建模与预测 

行为预测研究中另一重要领域是预测国家的决策以及国家间的

政治冲突。较典型的研究如 Mesquita 提出的应用博弈论方法[9]，该方

法通过对事件中的各个重要人物进行建模，确定各角色可以采用的行

为集合以及行为带来的收益，构成多角色博弈论模型，模型反复运行

直至达到贝叶斯完美均衡状态，最终可预测各角色的最可能行为和事



件的最终走向。该方法已用于多件重大事件的预测中，如伊朗是否会

制造核武器、中东突变是否会蔓延到沙特等。此外，一部分研究致力

于预测国家间的政治冲突状态。Brandt 等[10]提出了一种贝叶斯时间序

列模型来分析政治冲突的动态变化，并应用该模型预测以色列和巴基

斯坦间的冲突。Schrodt
[11]利用文本分类中的 LDA 模型来进行政治冲

突预测，并将该模型用于预测 29 个亚洲国家的冲突状态(包括反抗、

叛乱、民族冲突、国内政治冲突、国际冲突等状态)。Goldstone 等[12]

提出了一种逻辑回归模型并对 1995年到 2004年世界所有国家的政治

稳定程度进行了预测。 

 

5. 基于社会媒体的行为建模与预测 

对个人、组织、国家的行为预测都停留于社会个体层面。近年来，

随着社会媒体的兴起，越来越多的普通民众在社会媒体上表达和交流

他们的观点。利用社会媒体中的海量信息，研究者尝试对社会群体的

行为进行预测。Chung 和 Mustafaraj
[13]利用 Twitter 中的网民情绪预测

美国参议院议员大选结果。Goel 等[14]利用搜索引擎中特定关键字的

搜索量预测商品的销售量及歌曲的流行程度。Leetaru
[15]利用网络新闻

中的语气强弱信息预测埃及总统穆巴拉克是否会辞职。这种方法根据

网上信息对网下行为进行预测，具有很大的研究潜力。该方法适于对

群体行为的趋势进行预测，其对具体行为是否发生的预测精度则较

低。 

6. 主要研究方法 

目前，机器学习方法是最常用的行为预测方法。机器学习方法的

输入是结构化数据集，当数据集中的特征为离散值时，常用方法为分



类方法，如决策树、SVM 算法、K 近邻等。而当数据集中特征为连

续数值时，常选用回归方法，如线性回归、逻辑回归等。机器学习方

法种类较多，可满足不同的行为预测需求。此外，机器学习方法具有

较强的理论基础，应用范围较广。其主要限制性因素是需要高质量的

结构化数据集，当缺少结构化数据集时较难应用。 

在历史数据较多时，统计模型是比较理想的选择。统计模型首先

假设行为变量的概率模型或分布函数，根据样本数据计算统计量并估

计模型参数值，从数据中学习得到模型。统计模型较好的利用了数据

的整体信息，并能结合部分领域先验知识，具有较强的实用性。 

在行为数据稀缺时，机器学习方法和统计方法的实用性大大受

限。此时，知识推理的方法则相对有效，知识推理基于领域专家知识

构建知识模型，根据输入信息推理可能行为，其主要方法包括逻辑推

理、规划识别、专家系统等。该方法能较好的弥补数据稀缺问题，其

弱点在于构建的模型对领域知识质量要求较高，且可扩展性差。 

预测市场是近年来新兴的预测方法，其主要思想是建立一个虚拟

电子交易市场，集合群体智慧以预测重大事件及国家决策。预测市场

中的交易为重要事件的结果（如台湾总统大选最终胜利者），以股票

的形式实现，用户可对事件的不同结果进行下注（即购买股票），而

股票价格随着用户的购买或售出上下波动，最终达到均衡状态，实现

对重大事件精准的预测。预测市场的效果在于参与人数数量，人数越

多其预测效果越理想。 

7. 主要技术手段 

行为预测领域的研究可粗略划分为网上行为预测和网下行为预

测。由于网上行为信息易于获取，数据量较大，具有极强的研究可行

性，大多数行为预测研究集中于网上行为方面。网上行为预测的对象



主要是电脑及网络用户，其应用价值主要在于商业方面。线下行为预

测主要是分析组织国家等的战略决策，在国家层面具有较大的作用。

在这两种行为的预测中最主要的研究问题包括： 

1) 数据集的获取 

行为预测的基础是历史行为数据集，传统的数据获取方法主要通

过情报人员手工收集整理，具有较大的局限性，目前从网络中获取数

据已成为最具潜力的方法。然而，这种网络数据获取方法还存在许多

不足。首先，现有相关研究侧重于事件信息的抽取，忽视了对行为信

息的抽取。此外，行为信息多存在于文本数据中，文本数据的处理存

在噪音多、数据稀疏、抽取准确度低等难题。 

2) 网下网上行为关联 

用户的网下行为和网上行为有着极大地关联，网上行为（浏览网

页、发帖行为等）反映了用户当前的认知状态，而认知状态又驱动了

网下行为的发生，根据用户网上行为数据预测其网下行为具有一定的

可行性。 

3)  结合领域知识 

专家的领域知识对于行为预测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在数据稀缺

的情况下，领域知识可以帮助构建行为模型。而在数据充足的情况下，

领域知识可帮助修正和完善数据驱动的行为模型。目前大多数行为预

测研究都忽略了领域知识的重要性，如何将领域知识与现有计算模型

结合以更好的进行行为预测，尚是亟需解决的难题。 

8. 结论与展望 

本文首先介绍了行为建模与预测方面的研究背景，组织行为、国

家行为以及基于社会媒体信息等三个主要方面描述了国内外学者关

于行为建模与预测的一些成果。此外，我们还总结了在历史数据较为



丰富和缺乏两种情况下的行为建模与预测方面的研究方向，归纳了基

于社会计算的行为建模与预测的技术手段，其主要包括：研究数据的

自动获取、网上网下行为关联以及结合领域知识库等。我们希望本文

的主要工作能够帮助相关研究人员理解行为建模与预测这个新兴领

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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