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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FISM-ANP 新零售数据质量评价体系研究 

闫鑫泉 

北方民族大学数学与信息科学学院  宁夏银川 

【摘要】目的 新零售利用数据的优势，充分挖掘其丰富的商业价值，以利用数据资产实现商业利益最

大化。而数据质量的优劣是挖掘有实用价值的信息的关键所在。为了推动数据质量系统评估与规范化管理，

需要建立相应的新零售数据质量评价指标体系。方法 本文以新零售和数据质量等相关概念为基础，通过国

内外文献梳理，借鉴已有的数据质量评价体系，最终以数据固有质量、用户适用度、数据监管水平和数据技

术水平 4 个数据质量评价维度和 18 个二级数据质量评价指标。通过模糊解释结构模型确定评价指标因素之

间的存在的直接与间接关系，将得到的关系作为网络层次分析的网络结构的输入，最终构建评价指标体系。

结论 在新零售数据质量评价体系中，数据准确性是决定新零售数据质量的关键因素。此外，在整体数据质

量评估中，用户适用度是新零售数据质量的重要维度，因此在数据业务发展成熟阶段，应该专注于提升用户

适用度。 
【关键词】新零售数据；质量评价；模糊解释结构模型；网络层次分析 
【基金项目】北方民族大学研究生创新项目“大数据背景下新零售行业数据质量评价模型的建立及实证

研究”（YCX22090） 
【收稿日期】2023 年 10 月 20 日  【出刊日期】2023 年 12 月 28 日  【DOI】10.12208/j.jmba.20230007 

 

Research on the evaluation system of data quality in new retail based on FISM-A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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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New retail leverages the advantages of data to fully explore its rich commercial value 
and maximize business benefits through the utilization of data assets. The quality of data is crucial in extracting useful 
and valuable information. To promote the evaluation and standardized management of data quality systems, it is 
necessary to establish a corresponding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for data quality in new retail. Method Based on the 
concepts of new retail and data quality, this paper conducts a review of domestic and foreign literature and references 
existing data quality evaluation systems. Ultimately, it identifies four dimensions of data quality evaluation, including 
intrinsic data quality, user applicability, data governance level, and data technology level, along with 18 secondary 
data quality evaluation indicators. The fuzzy interpretive structural model is used to determine the direct and indirect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 evaluation indicator factors. These relationships are then used as inputs for the network 
structure of the 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 to construct the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Conclusion In the evaluation 
system for data quality in new retail, data accuracy is identified as the key factor determining data quality. 
Additionally, user applicability is an important dimension in overall data quality assessment. Therefore, in the mature 
stage of data business development, efforts should be focused on enhancing user applicability. 

【Keywords】New retail data; Quality evaluation; Fuzzy interpretive structural model; Analytic hierarc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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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近年来，随着新零售时代的不断推进，其加速

推动了零售业的数字化转型和发展。为了充分利用

数据价值，首先需要使用专业的方法和数据分析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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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对新零售数据进行处理和分析。如今，数据分析

处理软件不断更新迭代，同时各种机器学习、深度

学习算法也得到应用，并且专注于改进数据分析的

方式和手段。但与此用时也需要关注新零售数据自

身的质量问题。通过评估数据质量指标，可以识别

和解决数据质量问题，提高数据质量，从而提供更

准确、可靠和有用的信息，为业务决策提供支持和

保障。此外，评价数据质量指标还可以帮助组织制

定数据质量管理计划，并监测其实施效果，以确保

数据质量的持续改进和优化。 
为了避免企业因使用劣质数据进行分析而做出

错误决策并蒙受经济损失，对新零售数据质量的研

究变得尤为迫切。然而，目前研究者们对线下新零

售数据质量的研究较为缺乏。因此，本文旨在构建

新零售数据质量评价指标体系，以对国内新零售平

台的提供的数据质量进行评估，推动相关领域的研

究进展。 
2 数据质量评价体系研究视角 
为更综合的找出新零售数据质量指标因素，在

选择指标时，要考虑评估指标体系的完整性，需尽

可多的找出数据质量及新零售行业数据质量的所有

指标，为了实现这一研究目标，本文在多个文献数

据库平台，按照“数据质量”“数据质量 企业零售行

业”“数据质量管理”等关键字进行搜索，汇总整理了

国内外数据质量的研究成果，汇总了研究范围内的

指标因素如附录 1。 
通过查阅大量的国内国外文献，学者们从两个

方面构建数据质量评价体系，即基于数据质量的固

有属性和数据质量的广泛性，以对数据质量进行综

合评估。数据质量固有属性重视数据自身质量，如

数据完整性、数据准确性、数据一致性、数据及时性

等，而数据质量广泛性考虑数据在特定行业环境中

的质量特征[1]。总体而言，可为以下角度分别是数据

视角、用户视角、监管视角和技术视角。 
2.1 数据视角 
在早期的研究中，研究人员通常将数据质量仅

限于准确性，即数据要么正确，要么错误。他们将数

据质量视作一个单一维度的概念，定义相较狭隘。

然而，随着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学者们逐渐认识类

似于产品质量，数据质量也涉及多个维度，其质量

受多个因素的影响，数据质量是一个多方面的概念。

因此，通过将数据质量与产品质量进行类比，学者

们尝试将数据看作产品来进行质量评估。如 Wang 将

数据看作产品，并提出 TDQA（Total Data Quality 
Assessment）的框架，用于管理数据质量。该框架下

固有质量维度下将其细分为准确性、客观性、可信

性、可访问性 4 个方面[2]。Behkama 等人将数据质

量分为语义准确性、句法准确性、唯一性、完整性及

一致性 5 个维度来说明数据固有特征质量能有效反

映真实的数据信息。刘寒基于基本的数据质量原则，

提出数据质量指标包括数据完整性，准确性，一致

性，精准度，时效性，唯一性，及时性，合理性，隐

私性，参照完整性，有效性[3]。在这种观点下建立的

数据质量评价体系着重于数据本身的内在价值，忽

略了数据用户对数据质量的需求，更多的是关注数

据生产者的利得。 
2.2 用户视角 
为了使得数据能够满足用户人群的需要，学者

们已经开始以数据用户的视角出发，来研究数据质

量的评价方法。如杨青云等学者强调了考虑用户需

求的重要性，提出了一种基于用户需求的定量数据

质量评价模型，以更精确地评估数据质量，确保数

据满足实际应用的要求[4]。王今等构建的政府开放

数据质量指标评价体系以用户满意度为基础，其中

包括政府准备、公众期望、感知质量、数据易用和公

众信任 5 个方面，共 14 个指标，构建出一个科学定

量的数据质量评价模型[5]。王瑞云等人基于用户适

应度，划分为数据内在质量维度和用户行为外在质

量维度两个方面的数据质量框架，这种方法充分考

虑了用户行为对数据质量的影响。其中，外在质量

维度中通过考量浏览次数、下载次数、用户关注度、

时段下载比和浏览下载比这五个指标，对用户行为

的外在质量进行评价[6]。王力等基于数据内在质量

维度下，提出提高用户满意度的质量维度包括数据

可得性、数据可用性、数据可靠性、数据相关性和数

据可理解性等数据质量评价维度[7]。用户视角下构

建的数据质量评价体系充分考虑用户需求，旨在确

保数据满足用户的实际需求，并提供有用的结果。

然而，相对对于数据的价值方面，该评价体系给予

的关注相对较少。 
2.3 监管视角 
孙俐丽等人在研究影响数据资产质量的支撑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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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因素中指出，在数据质量管理方面，大多企业

缺乏公司级独立的监管部门和完善的监管体系，数

据质量监管体系的不完善，会导致数据质量的置信

度不高，严重影响数据价值[8]。此外，张敏指出，在

我国的大数据交易中，缺乏规范的交易规则，存在

多种交易风险。因此，迫切需要建立相关的法律监

管制度。针对该情况她提出了从主体、范围、价格和

质量四个方面进行监管[9]。周艳红在构建电商大数

据质量评价体系中，从监管视角提出了法律法规数

量、资金投入、数据监管范围和监管部门级别跨度 4
个评价指标[10]。安小米等人提出的 HBDA 视角下的

大数据评估指标框架下，针对“管理-全局视图”维度

提出了包含安全性、大数据标准体系、法律法规数

量和管理制度 4 个指标[11]。 
2.4 技术视角 
安小米等人提出数据技术视角指的是大数据基

础设施设备、数据环境、算法和技术对数据质量的

影响。在精准治理的基础上，对数据技术基础设施

进行评估，特别关注数据的 IT 治理和技术融合的有

效性[11]。其中在机理-技术视角总结了可恢复性、硬

件可靠性、硬件可扩展性、系统易用性、存储利用实

时性、合理性、可维护性等 11 个指标。辛金国等人

在构建统计数据质量影响因素模型中，从流程、技

术和管理三个维度分析影响数据质量的因素，其中

技术维度方面包括数据库技术、数据质量检测识别

和数据分析 3 个影响因素[12]。Mohammad A 等人也

在研究大数据质量因素及框架中，在技术层面上提

出了数据可扩展性，集成性，容错性、异构性、完整

性等评估指标[13]。 
3 研究方法 
3.1 模糊解释结构模型 
为分析复杂系统和问题美国系统科学家 James 

Grier Warfield 提出了一种用于分析复杂系统和决策

的方法——解释结构模型（Interpretive Structural 
Modeling，ISM）。ISM 的目标是协助人们理解和应

对复杂问题，尤其是那些牵涉到多个因素和相互关

系的问题。ISM 采用图形化和结构化的方法，以揭

示问题内在结构和变量之间的相互作用。 
3.1.1 解释结构模型相关原理 
（1）ISM 的构建步骤如下： 
① 组建 ISM 专家小组，共同确定问题的因素

集 N = {Si, i = 1,2,…, n}； 
② 由因素间的独立及依赖关系，构建出邻接布

尔矩阵 A，设 A 的因素𝑎𝑎𝑖𝑖𝑖𝑖定义为 A = (𝑎𝑎𝑖𝑖𝑖𝑖)𝑛𝑛×𝑛𝑛，其中

因素间的关系由以下规则确定： 

𝑎𝑎𝑖𝑖𝑖𝑖 = �
1        因素S𝑖𝑖与因素S𝑖𝑖存在直接二元关系

    0        因素S𝑖𝑖与因素S𝑖𝑖不存在直接二元关系
 

③ 根据邻接布尔矩阵 A 计算得出可达矩阵 M； 
④ 对上述得到可达矩阵 M 进行层级划分； 
⑤ 构建元素递阶结构有向图。 
（2）可达矩阵的计算： 
若有初始系统对应的原始布尔矩阵 A，为了得

到可达矩阵 M，首先将单位矩阵 I 与原始布尔矩阵

A 相加，即将原始布尔矩阵 A 的对角线元素都加上

1，得到一个乘积矩阵。然后连续地将这个乘积矩阵

与自身相乘，直到矩阵不再改变。此过程用以下公

式表示： 

( ) ( ) ( )1 1k k kA I A I A I M− ++ ≠ + = + =  

除了前面提到的连续相乘的方法，可达矩阵也

可以使用 Warshall 法和逐次平方法进行计算。 
（3）因素的层级划分： 
可达集合（或结果集合）：对于可达矩阵中的每

个元素 ei，在该元素所在行的数值为 1 的集合中，

并记作 R(ei)。这表示元素 ei能够到达的所有其他元

素所组成的集合。 
先行集合（或前因集合）：对于可达矩阵中的每

个元素 ei，在该元素所在列的数值为 1 的集合中，

并记作 Q(ei)。这表示可以到达元素 ei的所有其他元

素所组成的集合。 
然后由 R(ei) ∩ Q(ei) =R(ei) 或者 R(ei) ∩ Q(ei) = 

Q(ei)进行层级划分，这两种方法在层级划分时会得

到不同的结果。根据问题的要求和具体情况，我们

可以选择适合的方法进行因素的层级划分。 
3.1.2 模糊解释结构模型相关理论 
FISM 与 ISM 的基础理论和主要思路是相同的，

但它们在布尔矩阵和模糊邻接矩阵运算规则上存在

差异。FISM 模型通过模糊邻接矩阵运算来处理关系，

将模糊邻接矩阵转为布尔矩阵然后进行计算。在计

算过程中，涉及到以下概念和计算方法的差别。 
（1）模糊邻接矩阵 
FISM 使用模糊矩阵来表达因素之间的关系。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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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糊矩阵中，元素可以取任意介于 0 到 1 之间的实

数，用于表示因素之间的模糊程度或强度，如下举

例： 

 
得到上述系统的模糊邻接矩阵 B（对其进行归

一化，以 5 为单位），其形式如下：

0 0.6 0
0 0 0.8
0 1 0

B
 
 =  
  

 

在这个系统中，因素 A 影响因素 B 的模糊程度

为 0.6，而因素 B 影响因素 C 的模糊程度为 0.8。 
（2）模糊算子 
在 FISM 中，使用模糊算子对模糊矩阵进行运

算。模糊算子可以是最大最小算子（Zadeh 算子）、

概率模糊算子、有界算子、乘积算子等或其他合适

的模糊运算规则。这些算子能够处理模糊矩阵中的

模糊度和不确定性。 
在关于不同的模糊算子在求解模糊可达矩阵时，

黄炜[14]在其研究的论文中得出了一个重要结论。当

在选取了 Zadeh 算子计算时，模糊可达矩阵的取值

范围才不会在计算过程中无限趋向于 0 或 1。基于

此，本文选择了 Zadeh 算子来计算模糊可达矩阵。 
（3）求解模糊可达矩阵及λ划分值域集合 
通过使用 Zadeh 算子和公式 2-1，求解出模糊可

达矩阵。 
定义模糊矩阵 ( )ij n nR r ×= ，并记 ( ( ))ijR rλ λ= ，其

中 

1,    ( )
( )

0,    ( )
ij

ij
ij

r
r

r

λ
λ

λ

≥=  ≤
 

即 Rλ为 R的 λ截矩阵，λ为 R的划分截距。 
由模糊可达矩阵中 λ的值域集合 ( (0,1))i iλ ∈ ，

通过 Zadeh 算子计算 iλ 截矩阵，然后得到 i 个布尔

矩阵，将模糊信息转化为了布尔形式，实现了从

FISM 到 ISM 的计算过程。 
3.2 网络层次分析法 
1996 年，教授 Thomas L. Saaty 提出了网络分析

法（ANP），旨在克服 AHP 假设元素间相互独立的

限制，与系统元素间的相互作用不符合的客观现实。

ANP 用于分析具有相互交织的复杂网络结构系统，

可看作是 AHP 的一个扩展。 

下图（图 1）为常见的 ANP 模型。网络层次分

析法的基本步骤如下所示。 

 
图 1 常见的 ANP 网络结构图 

（1）元素相关性分析 
首先，明确决策问题的目标，将决策问题分解

成不同层次，然后，通过对进行决策的问题系统分

析，将其分为各个独立的元素及相对应的元素集。

随后，需要评估这些分解出的不同元素层次之间的

独立性，同时考虑不同元素层次之间可能存在的彼

此依赖关系和元素间的反馈效应。在此过程中，可

以采用相关领域的专家打分或根据经验进行 Brain-
storming 等方法进行评估。 

（2）构建 ANP 网络结构 
在 yaanp 软件中构建 ANP 网络结构时，需要考

虑元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构建网络结构时，首

先建立控制层，其中，需要确定决策问题的目标和

相对应的各个准则，并使用层次分析法来得到每个

准则对最终目标的权重。接下来在构建网络层，在

网络层中对元素进行分类，形成各个元素组。在

yaanp 软件中，这些元素组可以表现为簇。然后，由

第一步元素的相关性分析，将 ANP 网络层中的元素

组间和元素组内部的关系进行关联，从而构建出网

络层次分析的网络结构。 
（3）进行两两比较 
通过元素相关性分析，确定元素及元素组之间

的相互影响关系。构造元素判断矩阵和全部判断矩

阵。完成矩阵构建后，再进行成对的比较，确定它们

之间的相对重要性。 
（4）计算超矩阵及权重 
由上一步结果，构建初始未赋权超矩阵，再通

过未赋权超矩阵计算出赋权超矩阵和极限超矩阵，

最终确定各元素组及元素的权重。 
4 新零售数据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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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筛选数据质量指标 
通过上述查阅文献，将整理出的 242 评价指标

进行梳理，整合相似或者相同的数据质量评估指标，

得到以下 65 个数据质量指标，如清单如下表 1。 
以上 65 个数据质量指标建立初始指标清单表，

为了进一步筛选出主要的新零售数据质量评价指标，

对业内人士进行问卷访问调查（问卷见附录 2），参

与调研的人员主要有：数据技术主管、部门项目经

理、数据分析师、数据运营、程序员和数据库管理人

员等，通过线上问卷发放形式，一共发放 30 份问卷，

整理问卷删除 4 份无效问卷，最终收回 22 份有效问

卷。对所有问卷结果整合取平均值。由整理出的结

果，最终筛选出 18 个新零售数据质量评价指标，结

合相关文献及新零售数据质量内涵，分别从数据固

有质量、用户适用度、数据监管水平，数据技术水平

4 个维度对新零售数据质量进行描述。 
对 18 个数据质量评价指标分类，得到新零售数

据质量评价指标体系，包含 4 个维度，18 个指标，

详见表 2。 
4.2 基于 FISM 数据质量网络层次结构构建 
4.2.1 评价指标模糊领接关系矩阵构建 
组建了 FISM 工作小组，对新零售行业领域专

业人士进行调研问卷（附录 3）。通过计算问卷数据

的平均值，建立模糊邻接关系矩阵 A0。 
4.2.2 确定模糊可达矩阵与λ划分 

根据 Zadeh 算子计算模糊可达矩阵，通过矩阵

连乘运算得 k =5 时： 

( ) ( ) ( )4 5 6
0 0 0A I A I A I+ ≠ + = +  

即数据质量评价指标的模糊可达矩阵 M0： 

( )5
0 0M A I= +  

根据模糊可达矩阵 M0得出：划分 λ 的值域集合

( )0.2,0.3,0.5,0.6,0.7,0.8,0.9iλ = 。 
4.2.3 确定 λ 水平截矩阵及布尔可达矩阵 
根据 FISM 专家小组分析讨论，最终选取 λ 水

平为 0.7 的截矩阵计算布尔可达矩阵。计算水平截 

距阵 A0.7。取 0.7λ = 时， 0.7

0,   0.7

1,   0.7ij

ij
d

ij

d
A

d
λ

<= =  ≥
， 

得到 0.7λ = 截距阵 A0.7，即得到布尔邻接矩阵，然

后计算可达矩阵 M𝜆𝜆=0.7。 
4.2.4 截矩阵层次结构 
按照结果优先的方法，进行层级划分。基于可

达矩阵的结果，绘制了截距 0.7λ = 时对应的数据质

量评价指标网络层次结构图。 
最终得到数据质量评价指标因素的评价指标因

素分层情况（表 3），数据质量评价体系被划分为五

个层级，自上而下分别为第一层到第五层。各数据

质量评价指标通过不同的途径对数据质量评价体系

的网络结构产生影响，具体的影响关系如图 2 所示。 

表 1 语义重复及相似的数据质量评价指标合并降维后的指标清单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数据固有质量 
完整性、准确性、一致性、安全性、精准性、时效性、冗余性、数据规模、规范性、解释性、可比性、

全面性、真实性、可靠性、客观性、数据到达速率、数据专业度、透明性、唯一性、语法质量、可信

度、多样性、数据清洗粒度、合法性、有效性、增值性 

用户适用度 
有用性、可访问性、可获得性、可理解性、浏览次数、下载次数、浏览下载比、时段下载比、来源权威

性、易于操作性、相关性、敏感性、及时性、数据列表现出的数据属性丰富度、用户关注度 

数据监管水平 
数据质量管理目标、数据质量管理机制、法律法规数量、资金投入、数据监管范围、监管部门级别跨

度、共享性、可衔接性、大数据标准体系、企业管理者认识 

数据技术水平 
可恢复性、复杂性、硬件可靠性、硬件可扩展性、存储利用实时性、系统易用性、合理性、可维护性、

安全性、数据分析质量、数据建模质量、可变性、复制性、存储格式多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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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新零售数据质量评价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说明 

数据固有质量 

完整性 完整性=（非空数据数量/数据规模）×100% 

准确性 准确性=（内容无误的数据质量/数据规模）×100% 

一致性 指同一个字段信息在不同数据集中的语义逻辑是否相同 

及时性 
数据延迟时间=数据发布时间-数据产生时间，较短的延迟时间代表数据及时性，以年

为时间单位 

冗余性 冗余度 =（非必要重复字段/总字段数）×100% 

用户适用度 

可访问性 指数据在特定条件下被合法、便捷地获取和利用的程度 

可理解性 指数据的呈现形式、结构和信息内容是否易于被用户理解和解释 

来源权威性 
根据零售平台所在地区的行业排名，评估和比较各个零售平台的行业地位，将其分为

5 个段位，分别为[1,3]、[4,10]、[11,50]、[51,100]和其他，分别赋值 5、4、3、2、1
进行评估 

价值性 
采用浏览下载比表示数据价值性，反映用户在浏览数据集内容选择下载的概率，代表

用户根据数据集与自身需求进一步匹配选择的概率 
浏览下载比=（下载次数/浏览次数）×100% 

数据属性丰富度 数据集的字段数 

易操作性 
根据关联开放数据质量的五星标准，基于数据发布格式和符合标准程度，按 1、2、

3、4、5 进行评估 

数据监管水平 

法律法规数量 根据零售数据及零售平台制定的相关政策法规数量 

监管规范性 
指数据源的规范性，将平台、范围、定价、质量四个方面的监管情况分别用 γ1、γ2、

γ3、γ4表示。 
数据监管范围=（(γ1+γ2+γ3+γ4)/4）×100%，γi=0 或 1 

监管部门级别跨

度 
监管部门的级别等级值按照零售平台所在国家的行政级别由高到低依次赋值。由（最

高监管部门等级-最低监管部门等级）表示监管部门级别跨度对其进行评估 

大数据标准体系 数据标准化体系数量 

数据技术水平 

可恢复性 指数据是否具备备份恢复的功能 

异构性 指数据结构上的差异性，分为非结构化，半结构化，结构数据，按 1、2、3 进行评估 

储存安全性 指确保数据在存储过程中免受未经授权的访问、修改、泄露、破坏或丢失的能力 

表 3 评价指标因素分层情况 

层级 要素 

第 1 层 完整性、准确性、一致性、可访问性、易操作性、存储安全性 

第 2 层 冗余性、数据属性丰富度、可恢复性 

第 3 层 及时性、可理解性、来源权威性、价值性、监管规范性、异构性 

第 4 层 大数据标准体系 

第 5 层 法律法规数量、监管部门级别跨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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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评价指标因素网络层次结构图 

 
4.3 基于 FISM-ANP 的评价指标权重计算 
4.3.1建立新零售数据质量的 FISM-ANP评价指

标网络结构 
由 4.2 节得出的评价指标之间的关系，通过

yaanp 软件建立 ANP 网络结构图，如下图 3 所示： 
4.3.2 构造比较判断矩阵，计算评价指标权重 
确定评价指标因素的 ANP 网络结构关系后，使

用 1-9标度法对评价指标因素两两相对重要性比较，

构造判断矩阵，运用 yaanp软件构造未赋权超矩阵、

计算赋权超矩阵与极限超矩阵，最后整理得出评价

指标权重结果（表 4）如下所示。 
由上表 4 的重要性权重，得出基于固有属性质

量、用户适用度、数据监管水平和数据技术水平四

个维度，在应用新零售数据质量评价时，用户适用

度在整体数据质量评价中的影响程度为 34.61%，充

分体现了以人为中心，数据应与用户需求相匹配，

从而数据用户提供更高的利用价值。其中，可访问

性和易操作性在用户适用度中占比权重为24.89%和

32.74%，反映出面对海量的新零售数据，用户获取

和使用操作数据的难易程度是影响用户适用度质量

最关键的因素，只有当数据获取和操作变得简单、

高效，才能够充分挖掘数据中蕴含的价值，实现对

数据的深入分析和有效应用。 
 

 
图 3 新零售数据质量 FISM-ANP 网络结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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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评价指标权重结果 

一级指标维度 权重𝑊𝑊0 二级评价指标 局部权重𝑊𝑊′ 全局权重𝑊𝑊 

数据固有质量 d1 0.2966 

d11 完整性 0.0751 0.0223 

d12准确性 0.8645 0.2564 

d13一致性 0.0476 0.0141 

d14及时性 0.0045 0.0013 

d15冗余性 0.0083 0.0025 

用户适用度 d2 0.3461 

d21可访问性 0.2489 0.0861 

d22可理解性 0.0409 0.0141 

d23来源权威性 0.1562 0.0541 

d24价值性 0.0890 0.0308 

d25数据属性丰富度 0.1376 0.0476 

d26易操作性 0.3274 0.1133 

数据监管水平 d3 0.2935 

d31法律法规数量 0.5831 0.1711 

d32监管规范性 0.0221 0.0065 

d33监管部门级别跨度 0.2632 0.0772 

d34大数据标准体系 0.1316 0.0386 

数据技术水平 d4 0.0639 

d41可恢复性 0.1076 0.0069 

d42异构性 0.3377 0.0216 

d43存储安全性 0.5547 0.0354 

 
在数据固有性质量维度中，占其最高权重系数

为数据的准确性，说明数据准确性的重要程度仍然

无法被低估，对于企业来说，数据准确性对于建立

和维护客户信任至关重要，并且准确的数据对于统

计分析、研究和调查都至关重要。在数据监管水平

方面，权重系数最高的是法律法规数量，它是新零

售数据质量评价体系中的根本深层原因，是提升数

据质量优劣的源动力。对于数据技术水平，数据存

储安全性是该方面占比最高的影响因素，也反映出

对个人、企业和组织的关键数据保护具有重要意义，

可通过采取适当的物理安全措施、数据加密、访问

控制和监控、定期备份和灾难恢复计划等措施，确

保数据保持完整、可用、可靠和一致，从而提高数据

质量。 
5 结论 
（1）本文基于新零售数据质量，结合文献数据

及问卷调研，分析整理出了影响新零售数据质量主

要的评价指标，共分 4 大维度及 18 个评价指标因

素，构建新零售数据质量评价指标体系。 

（2）借助 ANP 在确定权重方面考虑评价指标

间的相对重要性，将 FISM 分析得出的评价指标相

互影响关系作为 ANP 网络结构的输入，可以在整体

上综合评估和分析指标之间的相互作用，避免了简

单地将指标单独考虑的局限性，同时也能解决专家

难以判断评价指标间接影响关系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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