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三节 市场预测

【本节考点】

【考点 1】市场预测概述

【考点 2】定性市场预测方法

【考点 3】定量市场预测方法

【考点 1】市场预测概述

市场预测是在市场调查的基础上开展的，是对未来市场不确定性的预计和推断。企业在经营过程中常常以数

据和资料为基础进行预测，从而进行市场决策和运营管理。

（一）市场预测原理

（1）惯性原理

市场预测的理论基础。任何事物的发展在时间上具有连续性，即在一定时间、一定条件下保持原来的趋势和

状态。

应用于移动平均法。

（2）因果原理

一个事物的发展变化必然影响其他有关事物的发展变化

一因多果或一果多因的现象在市场中常常出现，有因必有果。

应用于回归分析法。

（3）类推原理

许多事物存在相似之处，人们可以在已知某一事物的发展变化情况的基础上，通过类推的方法推演出相似事

物未来可能的发展趋势。应用于趋势外推法。

（4）概率原理

根据经验和历史，很多时候能预估市场现象发生的概率，通过抽样设计和调查等科学方法来确定某种市场情

况发生的概率。应用于抽样设计和市场调查。

【单选题】采用移动平均法对产品的需求量进行预测，依据的基本原理是（ ）。

A.惯性原理

B.因果原理

C.类推原理

D.概率原理

答案：A

解析：本题考查市场预测原理。惯性原理在移动平均法中得到了很好的运用。

（二）市场预测分类

1.按预测手段的内在机理不同分类

可分为定性预测和定量预测。

2．按预测的时间跨度不同分类

长期预测（5年以上）

中期预测（1-4 年）

短期预测（1年以内）

3.按预测行业不同分类

按国民经济行业分类标准，行业划分为门类、大类、中类和小类四级。例如对整个制造业的预测、对制造业

下属的食品制造业的预测、对食品制造业下属的方便食品制造的预测、对方便食品制造业下属的速冻食品制

造的预测。

4.按预测的空间层次不同分类

国内市场预测可分为全国市场、城市市场、农村市场预测；国际市场预测可分为欧美市场、亚洲市场预测等

不同类型。



【考点 2】定性市场预测方法

定性预测方法是预测者根据掌握的资料、结合自身的经验和专业水平，对预测对象的未来发展做出性质、方

向和程度上的估计与推测的一种预测方法。

（一）专家判断法

可分为专家会议法和德尔菲法

1.专家会议法

专家会议法是指预测组织者邀请相关专家，通过会议的形式，对市场未来趋势、企业发展前景等做出判断，

并在专家分析判断的基础上，综合专家们的意见，进行市场预测的方法。

专家会议法的优点：

①与会专家能自由发表意见，各种观点能互相启发、互相借鉴，有利于集思广益，有利于各种意见得到修改、

补充和完善；

②节省时间和费用，应用灵活、方便。

专家会议法缺点：

①由于参加会议的人数有限，因此代表性不充分；

②受权威的影响较大，容易压制不同意见的发表；

③易受表达能力的影响，而使一些有价值的意见未得到重视；

④由于自尊心等个体因素的影响，可能使会议出现僵局。

根据会议组织形式的不同，专家会议法可划分为头脑风暴法、交锋式会议法和混合式会议法。

（1）头脑风暴法

非交锋式会议法，通过专家信息交流，引起思维共振，产生组合效应，从而形成创造性思维的方法。

使参与者在完全不受约束的情况下，敞开思路，畅所欲言，提出尽可能多的方案，不进行任何批评。

（2）交锋式会议法

与会专家围绕一个主题，各自发表意见，并进行充分争论，最后达成共识，取得比较一致的预测结论。

局限性是容易出现“权威者“左右与会者意见，或“口才好“的人左右与会者的意见等情况

（3）混合式会议法

质疑式头脑风暴法。第一阶段是非交锋式会议，产生各种思路和预测方案；第二阶段是交锋式会议，对上一

阶段提出的各种设想进行质疑，在质疑的过程中又提出新的预测意见或设想，使结论更加全面、合理，最后

取得一致的预测结论。

2.德尔菲法

德尔菲法是由美国兰德公司首创并用于预测的方法。该法以匿名方式通过几轮函询征求专家的意见，预测组

织小组对每一轮的意见进行汇总整理后作为参考再发送给各位专家，供他们分析判断，以提出新的论证。几

轮函询后，专家意见渐趋一致，最后供决策者进行决策。

优点：可以避免群体决策的一些可能出现的缺点，声音最大或地位最高的人没有机会控制群体意志，因为每

个人的观点都会被收集。

缺点：预测过程主要凭借专家主观判断，缺乏一定客观标准，并且过程比较复杂，花费时间较长。

德尔菲法的特点：

（1）匿名性。专家互不见面，姓名保密，单独联系

（2）反馈性。向专家轮番征询意见，再反馈给全组专家

（3）量化性。对专家意见和预测结果进行量化的统计归纳。

（二）集合意见法

集合意见法是由调查人员召集企业内外部的相关人员，尤其是企业经营管理人员，借助他们的经验和智慧，



对未来市场进行判断和预测的一种方法。

这种方法简便易行，可靠实用，注重发挥集体智慧，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个人直观判断的局限性和片面性，

有利于提高市场预测的质量。

常用的集合意见法有厂长（经理）评判意见法和销售人员意见法。

（三）个人直观判断法

个人直观判断法是指有关人员凭借个人经验和知识对事物未来发展趋势做出判断的方法。

可分为相关类推法和对比类推法两类。

1.相关类推法

相关类推法是指根据事件的相关关系进行推断的方法。

相关关系类推有以下两种。

（1）根据时间上的先行、后行和平行关系进行推断。

（2）根据事件相关关系的变动方向进行推断。

正向变动关系。例如，汽车销售量增加，汽油的销售量也会增加。

反向变动关系。例如，一般来讲，牛肉的销售量增加，羊肉的销售量就会减少。

2.对比类推法

对比类推法是指由预测人员把预测的市场经济现象或经济指标同其他相类似的现象或指标加以对比分析来推

断未来发展变化趋势的一种方法。

可分为产品类推法、地区类推法、国际类推法、行业类推法、更新换代类推法等。

（1）产品类推法

许多产品在功能、构造、用途等方面具有很大的相似性，可以利用这些相似性进行类推。

例如，可以用黑白电视机的发展规律来类推彩电的发展规律。

（2）地区类推法

可利用产品在先入地区的发展规律来类推后入地区的发展规律。

（四）定性预测中常用的统计分析方法

（1）平均数法。

平均数法包括算数平均数法和加权平均数法。

采用算数平均数法，公式为：

采用加权平均数法，公式为：

式中：Y为最终预测值；n 为专家的人数；Xi 为第 i 位专家的预测值；

Pi 为第 i位专家的权重值（其中， ）

（2）中位数法

将统计总体当中的各个变量值按大小顺序排列起来，形成一个数列，处于变量数列中间位置的变量值就称为



中位数，用 Me 表示。

当专家人数 n为奇数时，处于中间位置的变量值即为中位数；

当 n为偶数时，中位数则为处于中间位置的 2个变量值的平均数。

中位数位置的公式为：

式中：Me 为中位数所处位置；n为专家的人数。

若 Me 为小数，则取第[Me]和第[Me+1]位的算数平均数作为最终预测值。

【例】某家电生产厂商采用德尔菲法，选定 10 名专家对该企业研发的新产品的市场需求量进行预测，最后一

轮函询的数据见下表

表 德尔菲法最后一轮函询数据统计表单位：万台

专家 1 专家 2 专家 3 专家 4 专家 5 专家 6 专家 7 专家 8 专家 9 专家 10

预测值 100 120 90 150 110 125 160 130 170 155

权重值 0.1 0.15 0.1 0.1 0.15 0.05 0.1 0.15 0.05 0.05

①若采用算数平均数法进行预测：

Y＝（100+120+90+150+110+125+160+130+170+155）÷10＝131（万台）

则该新产品的市场需求量的预测值为 131 万台。

②若采用加权平均数法进行预测：

Y＝100×0.1+120×0.15+90×0.1+150×0.1+110×0.15+125×0.05+160×0.1+130×0.15+170×0.05+155×

0.05＝126.5（万台）

则该产品的市场需求量的预测值为 126.5 万台。

③若采用中位数法进行预测：

首先，将预测值进行依次排序：90、100、110、120、125、130、150、155、160、170

确定中位数的位置为： ，则中位数位于第 5 位和第 6 位中间，

则若采用中位数法计算，Y=（125+130）/2=127.5（万台）

该新产品市场需求量的预测值位 127.5 万台。

3.主观概率法

主观概率是指根据市场预测者的主观判断而确定的事件可能性的大小。

主观概率既是对经验结果所做主观判断的度量，即可能性大小的确定，也是对个人信念的度量。

主观概率必须符合概率论的基本定理：所确定的概率必须大于或等于 0，而小于或等于 1；经验判断所需全部

事件中各事件概率之和必须等于 1。

【例】某家电生产企业邀请甲、乙、丙三位预测人员,让他们根据市场销售的历史和现状,对预测期内市场销

售量情况及可能出现的市场状态分别提出预测值和概率，具体数据见表。表中的期望值视为各个预测人员的

预测值。



期望值的计算方法为:

期望值=最高估计值×概率+最可能估计值×概率+最低估计值×概率

预测人员甲预测的销售量期望值为 2500×0.3 + 2200×0.5 + 2000×0.2=2 250（万台）,

同理计算出乙和丙预测的销售量期望值分别为 2280 万台和 2315 万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