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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考虑风险度量中常见的分位数回归模型!给出在超大容量数据且复杂数据类型下的几

类快速分布式算法:虽然仅考虑分位数回归模型!但本文提供的算法大多数可以应用到其它

更一般的模型中:由于分位数回归模型的目标函数为非光滑函数!通常的分块集成法和光滑函

数高效通讯算法并不适用:本文首先针对完整观测数据!给出了分位数回归模型参数估计的等

度连续法!光滑函数逼近法和改进的数萃 "/JF;# 方法三种分布式通讯有效算法:进一步!考

虑了非平衡半监督数据!分别针对无标签数据样本量较小和较大两种情形!提出了加权损失函

数法和改进的数萃方法两种数据融合方法:所提出的方法可以把分散在不同机器上的半监督

数据进行数据融合!从而实现不同数据类型和不同样本量情形下的高效通讯分布式计算!

提高算法的精度和参数估计的效率:本文通过大量仿真模拟研究了所提出的算法在有限样

本下的表现!并将其应用到了洛杉矶流浪人口数的实际数据分析中!发现其均具有较好的

准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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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近年来!"大数据#已成为互联网&新闻媒体&

学术机构&政府企业管理人员等多方关注的热点:

随着现代科学技术+++尤其是计算机&网络信息&

生物工程等技术的发展!海量数据出现在许多不

同的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领域!包括生物学&医

学&信息技术&经济学&金融学&环境科学等!并以

前所未有的速度产生和积累:大数据涵盖的数据

量大&包罗万象&变化速度快&存储的形式多种多

样!可以是包括文字&图片&视频等多种信息的集

合:在新一轮科技和产业竞争中!大数据资源已

经是与自然资源&人力资源一样重要的战略资源!

将推动整个人类社会的创新发展!促进社会生产

力的发展!改善人们的生活方式&企业的决策流程

和国家的治理模式:

大数据的分析与应用!关键是发展出大数据

分析的理论方法和技术!特别是高效算法&大数据

金融计量模型及决策模型!同时应用这些理论方

法解决金融大数据中的重要问题:从理论上取得

金融大数据分析方法的创新突破!是目前大数据

分析理论与应用中亟需解决的问题:此外!除了

金融大数据!大数据分析在系统控制&数据安全等

领域也有着迫切的需求与广泛的应用前景!并且

已经形成了一些算法基础
,=!!-

:

目前主流的三大分布式计算系统 6;A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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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F8@D&3^;@V被广泛运用于大数据领域!但是这些

系统无法处理带复杂数据结构类型的大数据计

算!例如带有缺失的非平衡数据和半监督数据等:

因此!本文对不同类型的数据进行信息挖掘!同时

也考虑并行计算!在统计学环境下构建模型!发展

出可行的分布式计算算法:

在大数据环境下!如何进行统计学的计算实

现是目前研究的一大难点:传统统计学理论和统

计计算是分不开的!很多传统统计学的理论与方

法从提出到在实际中应用!都需要算法上的实现:

这些传统算法在很多情况下不再适用于分布式计

算!同时大数据分析的实时性与高效性使得统计

学理论在大数据应用与国家大数据战略制定中面

临新的挑战:事实是!统计学家们正在为解决大

数据分析中的主要挑战+++大数据分析理论与方

法!与实现大数据应用而努力着!并逐渐形成大数

据背景下统计学理论研究的新视角与新方向:面

对复杂的超大容量数据!其主要障碍可以概括为

以下四点)=%大数据的海量特点使得数据不能够

被一台计算机内存一次读入* !%计算过程太过缓

慢!无法在有限的时间内得出结果* %%数据结构

复杂!例如!在不同机器存放的数据是非平衡的数

据或是部分无标签的数据* O%所建立模型的目标

函数不是光滑函数!使得通常基于求导的算法不

再适用!更谈不上不同机器上结果的传输:这些障

碍对传统的统计方法带来了挑战!需要发展新的

统计理论和计算方法!特别是新的分布式算法:而

经济&管理与金融大数据相比于传统数据具有大

量化&多样化和低值化等显著特点:面对这些复

杂特征!原有的计量模型理论和计算方法有诸多

局限性而难以实现!需要创建有针对性的灵活建

模方法!发展能高效稳定地进行数据处理和分析

的算法:

在统计学应用中!大数据的出现为更有效的

统计推断提供了契机:但是与此同时!大数据的

高样本量和高生成速度限制了传统统计方法的实

际应用:这主要是因为大数据分析通常伴随着极

高的计算代价&通讯成本和内存需求:目前大数据

计算的研究重点是并行化的分布式计算!包括分

布式架构以及算法上采用分而治之的方法!这对

统计推断和应用具有重要意义:对于分布式环境

下的参数估计!一个简单直观的分治方法$以下

简称 E;BIJ分布式方法%是!首先把数据随机分成

若干子数据集并分配到不同的子计算机上!在所

有子计算机上并行计算出相应的估计量!其中每

个估计量都通过基于子集的目标函数或估计方程

获得:然后!所有子计算机将它们的估计量发送回

核心计算机!核心计算机再通过这些基于子机器

的估计量的简单平均来获得一个聚合的估计量:

尽管这种 E;BIJ分布式方法可以应用于各种参数

估计问题!但此方法通常会给估计的有效性带来

损失:特别是!i];EC等
,%-

在经验风险最小化的

背景下研究了这种基于简单平均的 E;BIJ估计

量:其中!未知参数是通过最小化一个由所有单样

本损失函数的平均值定义的目标函数来估计的:

他们说明!如果要使得聚合后的估计量的收敛速

度达到最优!划分的子计算机的数量应远小于每

台计算机数据子集的大小:这是一个相当严格的

条件!限制了此方法的应用场景:

在传统问题中!整个数据集是存储在单台计

算机中的!如果将整个数据集进行简单划分并基

于传统统计方法直接进行并行计算!将会产生过

高的通讯成本:除此之外!在许多实际情况下!海

量数据集本身就存储在分布式的环境中!而不是

集中式地存储在一台机器中:例如!一家公司可

能会从处于不同位置的传感器中收集数据!并将

收集到的各个子数据集存储在不同的局域服务器

中:而且!不同位置的传感器每天产生的数据量

可能很大:为了在一台计算机上实现统计方法!需

要将所有这些存储在不同服务器中的数据发送到

同一台核心计算机中!这可能导致难以承受的通

讯成本:即使将分布在不同机器上的数据分别在

本地服务器上进行计算!然后再将各个机器上的

结果送回到一台主机器进行合并!目前设计的传

统算法通常需要传递二阶导数矩阵!例如牛顿迭

代法!这样也会带来极大的通讯成本:此外!';CCB

等
,O-

指出!在不同计算机之间进行数据通讯可能

比在一台计算机上进行复杂的内部计算还要消耗

更多的时间成本:

在传统的统计学和计量经济学中!分位数回

归模型是一类应用广泛的基础性模型:例如!分位

数回归模型可以应用到在险价值$I;9PJ;F@BHV!

+=X+第 # 期 周&勇等) 大数据下分位数回归通讯有效算法及其应用



7;*%的度量中!其作为一类强有力的风险度量模

型!在金融风险度量领域有着重要的应用!文献众

多在此不一一列出:考虑带复杂因素的条件 7;*

$G8EABFB8E;97;*!47;*!也即分位数回归%!目前

也已有一些研究:4;B和\;EC

,#-

在考虑包括宏观

经济因素&市场风险暴露因素和过去收益的各种

风险因素下!提出了 47;*和条件期损 $G8EAB?

FB8E;9J̀^JGFJA H]8@FQ;99!413% 两个风险度量!并研

究了其统计性质:刘晓倩和周勇
,"-

研究了一类类

似于7;*模型的413风险度量模型!王子剑等
,X-

将其扩展到了相依时间序列的框架:本文的方法

可以推广到413风险度量模型:针对现实应用背

景较强的管理学数据!例如伏红勇等
,W-

通过

47;*准则评估了农户天气看跌期权契约的相关

管理模式!黄潇和黄守军
,S-

利用类似的分位数回

归模型!评估了流动人口自雇问题的不同决定机

制与其收入差异的相关关系:这些都是 7;*模型

或者其同源的分位数回归模型在近年来被频繁采

用的典型案例:

通常!分位数回归模型的参数估计是基于核

验 $G]JGV% 损失函数的优化问题!或可从由其一

阶条件导出的一组估计方程获得参数估计量:它

们的计算过程都需要一次性地对整个数据集进行

集中式的处理:当数据量很大时!这往往难以实

现:现有的针对分位回归模型的大数据分析算法

大多都是基于"分块集成# $ ABIBAJ;EA G8EcPJ@!

N4% 的加权平均方法!参见 4]JE 等
,=$-

!4]JE 和

i]8P

,==-

:这些方法仅需一次传输!估计效率便可

以很高:但是由于需要传输权重矩阵!就对传输

带宽提出了较高的要求!因此具有进一步改进算

法的需要:分块集成算法是一类迭代算法!此外

还有基于数萃 $/JF;% 方法的非迭代算法!参见

3BEC] 等
,=!-

:但是这类算法也需要传输协方差矩

阵!具有较高的通讯成本:图 = 给出了分块集成

迭代算法和数萃算法的算法示意图:潘莹丽等
,=%-

通过构造全局损失函数的替代损失函数!设计了

>@8̀BD;9?,N//算法进行参数估计!然而这种算

法在变量维数较高的情形并不适用:还有一类算

法是基于梯度信息传输的通讯有效算法!参见

'8@A;E等
,=O-

和.;E等
,=#-

!它们在降低通讯成本方

面具有巨大的优势!但是无法直接用于分位数回

归模型等具有非光滑目标函数的模型:后来有例

如\;EC和 -B;E

,="-

的工作将此通讯有效算法推

广至分位数回归:但他们的文章缺少对算法相关

统计性质的讨论!比如推广后的通讯有效算法的

效率如何等问题没有明确解答!也没有进一步深

入讨论对于不同源数据存在异质性的场景!算法

是否仍然适用:而 NP;E 等
,=X-

的文章专门研究了

通讯有效算法在异质性数据下如何做统计推断!

但并没有针对分位数回归模型做进一步展开:就

此!本文提出了新的分布式并行计算方法!同时也

考虑了非平衡半监督数据等复杂数据!其中最重

要的是大数据下分位回归模型的通讯有效算法的

设计:本文将围绕这个问题展开!给出几种有效的

分位数回归模型的分布式计算方法!同时针对非

平衡半监督数据提出了两种新的通讯有效算法:

同时!本文将给出算法的伪代码!以便可以方便地

应用到实际问题中:虽然仅考虑分位数回归模

型!但本文提供的大多数算法可以应用到其它更

一般的模型中:特别是改进的数萃$/JF;%方法!

可以应用到更一般的基于最小损失或最小风险的

估计中:

图 #"分块集成算法"上#与数萃算法"下#的算法示意图

.BC:= NB;C@;D8QN4;9C8@BF]D"F8̂# ;EA /JF;;9C8@BF]D"K8FF8D#

+!X+ 管&理&科&学&学&报 !$!% 年 # 月



#"模型及数据

下面介绍分位数回归的基本方法与本文的问

题框架: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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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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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为第-个观测的3维协变量! (

-

为

第-个观测的响应变量:假设样本量C非常大!以

致不能在一台机器上用传统方法计算得到结果:

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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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给定的分位数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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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

'

% 为未知参数!

"

'

为不可观测的误差项:

这等价于认为在给定 %的条件下!(的 '条件分

位数为V

'

$(A%% #

"

$

'

%

2

-..

%!即真实的条件分位

数与协变量%具有线性关系)更一般的情形则假

定(在给定 %的条件下的 '条件分位数不一定

与协变量%具有线性关系)这可以描述为以下模

型!对于可测函数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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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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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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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

0G$?

'

$%1 称为核验 $G]JGV%

函数! G$2% 为示性函数)

"

/

C

称为非对称最小二乘

$,H<DDJF@BG-J;HF3cP;@J! ,-3% 估计)由经典的

分位数估计的理论可知!若数据满足线性模型

$=%!则"

/

C

-..

>

"

$

'

% )若线性模型 $=%不满足!则

需要考虑更一般的风险度量模型$!%)此时定义

"

$

$

'

% 为平均损失函数10

+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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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的极小

值点!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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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O%

则按照式$%%定义的"

/

C

为其样本类似)在一些一

般性条件成立的情况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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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到!

在线性模型 $ = % 成立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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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故不论对于线性模型

$=%!还是更一般的模型$!%!总可以从式$O%出

发定义真值#

$

$

'

%!且能够保证式$%% 中的"

/

C

为

"

$

$

'

% 的一致估计 $也称为相合估计%)故本文将

不假设线性模型$=% 成立!而是在模型$!%的基

础上进行展开!待估参数的真值定义由式$O%给

出)值得注意的是!利用式$O%的方式定义参数真

值等价于用线性模型逼近真实模型)在实际应用

中!真实模型可能不具有线性形式!此时包含更广

泛情况的模型$!%显然对数据的描述更加精确!

但是由于线性模型具有良好的解释性!往往仍然

选择用模型$=%作为模型$!%的近似)虽然这不会

影响参数估计量的值!但需要对估计量的收敛值

"

$

$

'

% 有更加谨慎的解读)

更一般地!可以从损失函数的角度来理解式

$O%)在人工智能和大数据分析中!人们往往更关

心损失!而预报对应于某类损失函数下的最小风

险)具体而言!通常会考虑一个损失函数 *0(!

@$%*

"

%1 !其中 0@$%*

"

%)

"$ !

1 为一族感兴趣

的参数模型!考虑在该损失下参数的最小风险真

值 "

$

#;@CDBE

"$!

1,*0(!@$%*

"

%1- !以及预报

@$%*

"

$

% )而分位数损失 +

'

$2% 就是其中的一个

非光滑非对称损失函数!这么做的目的是在分位

数损失下求最小风险线性预报 "

2

-..

%)因此!真值

与预报的定义本质上不依赖于真实模型!而是在

感兴趣的模型族下最小化风险得到!即无论真实

的条件分位数与协变量之间是否符合线性关系!

都可以计算出一个最小风险线性预报)若与条件

分位数模型相对应!那么当真实模型是线性的!则

最小化分位数风险就等价于通常的分位数回归* 当

真实模型是非线性的!则通过最小化线性分位数风

险可以得到真实条件分位数的一阶线性逼近)

基于损失函数的最小风险预报相比于传统分

位数回归具有巨大优势)传统分位数回归是从模

型出发定义真实参数与预报!需要条件分位数满

足线性假设!然而这一假设在实际应用中显得过

于苛刻!从模型出发所得结果往往与实际存在一

定差距!使其在人工智能与大数据分析中存在很

大的局限性)最小风险预报恰好可以解决这一问

题)从损失函数的角度出发!最小风险预报不需

要对真实模型做任何假设!从而具有更大的模型

灵活性和稳健性!这也是无模型 $D8AJ9?Q@JJ% 方

+%X+第 # 期 周&勇等) 大数据下分位数回归通讯有效算法及其应用



法相比于有模型 $D8AJ9?K;HJA% 方法的优势所

在:基于损失函数!将搜索范围限制在线性模型族

中!又可以降低计算复杂度并提高预报的可解释

性:这相当于对真实条件分位数进行一阶泰勒展

开!所得最小风险预报为真实条件分位数的最优

线性逼近:进一步!还可以推广到二阶或更高阶

多项式逼近:此时!预报误差由模型逼近误差与

估计误差两部分组成!其中模型逼近误差是无法

从传统分位数回归中体现的:特别地!最小风险预

报可以归为统计学/估计的框架中!从而具有更

多理论工具与方法来进行统计分析:

在数据量过大或者数据分布式存储于不同子

机器上时!对"

$

$

'

% 的估计量往往无法直接得到:

分布式计算假设C个样本分布于,个子机器上!

或者将全样本分成 ,个子数据集:一般的做法

是!在每台机器上利用本地数据进行建模和估计!

然后将信息返回到中央机器上进行整合:设第

+台机器上的样本量为 $

+

!则
#

,

+#=

$

+

#C:在第

! 节至第 O 节中!记第+个子机器或者第+个子数

据集为 #

+

#0$%

2

+!-

!(

+!-

%

2

)-#=!!!3!$

+

1 :在

第 # 节中!由于考虑了更为复杂的非平衡半监督

数据!因而记号有所改变!详见第 # 节的内容:由

于总是对给定的分位数水平 '进行分析!即 '是

固定的!因而在不致产生歧义的前提下!为了记号

简便!下文将统一用"

$

来简记真值"

$

$

'

% :

("基于等度连续的通讯有效算法

在"分块集成#的设定下!假设针对第 +个子

机器或者第+个子数据集!有相同结构的目标函

数"

$

+

$

"

% 以及基于子机器上样本的估计"

/

+

!那么

由分位数回归理论可知

"

/

+

#;@CDBE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

"

2

-..

%

+!-

% $#%

由于目标函数+

'

$2% 并非光滑函数!不存在二阶

以上的导数!因而不能直接使用泰勒展开的方式

来获得高效通讯的分布式算法:但是可以通过等

度连续变换把目标函数转化为期望函数!此期望函

数通常是高阶可导的!因而通过高阶泰勒展开其期

望函数可以获得分位数回归的分布式高效通讯算

法:通过目标函数"

$

+

$

"

% 求解"

/

+

等价于极小化

U

$

+

$

"

% #"

$

+

$

"

% 0"

$

+

$

"

/

+

%

#

=

$

+

#

$

+

-#=

,10

+

'

$(

+!-

0

"

2

-..

%

+!-

%1 0

&10

+

'

$(

+!-

0

"

/

2

+

-..

%

+!-

%1- 6

& =

+

=

$

"

% 0=

+

=

$

"

/

+

%

其中!余项 =

+

=

$

"

% #

=

$

+

#

$

+

-#=

,

+

'

$(

+!-

0

"

2

-..

%

+!-

% 0

10

+

'

$(

+!-

0

"

2

-..

%

+!-

%1- :类似地!求解全样本最优

解"

/

C

等价于极小化

U

C

$

"

% #"

C

$

"

% 0"

C

$

"

/

C

%

#

=

C

#

C

-#=

,10

+

'

$(

-

0

"

2

-..

%

-

%1 0

&10

+

'

$(

-

0

"

/

2

C

-..

%

-

%1-6=

=

$

"

%0=

=

$

"

/

C

%

其中=

=

$

"

% #

=

C

#

C

-#=

,

+

'

$(

-

0

"

2

-..

%

-

% 010

+

'

$(

-

0

"

2

-..

%

-

%1- :

直观上看!基于经验过程理论中等度连续的

性质!不难想到在 C和$

+

都充分大时!=

=

$

"

%!

=

+

=

$

"

%将变得足够的小)事实上!可以给出余项

=

=

$

"

% 和 =

+

=

$

"

% 的收敛速度)由经验过程理论!

可以得到 HP^

"$!

-

A=

=

$

"

% 0=

=

$

"

/

C

% A#O

3

$C

0=

% 和

HP^

"$!

+

A=

+

=

$

"

%0=

+

=

$

"

/

+

% A#O

3

$$

0=

+

% !其中!

-

#0

"$

,

)

"

0

"

/

C

EKC

0=H!

1!

!

+

#0

"$!

)A

"

0

"

/

+

AE

K$

0=H!

+

1 )注意到!这个收敛速度关于"是一致的!

所以=

=

$

"

/

C

%!=

+

=

$

"

/

+

% 都将随C和 $

+

的增大而依

概率收敛到零)因此!优化 U

C

$

"

%!U

$

+

$

"

% 的问

题!可以近似等价于优化

$

C

$

"

% #

=

C

#

C

-#=

10

+

'

$(

-

0

"

2

-..

%

-

%1

$

$

+

$

"

% #

=

$

+

#

$

+

-#=

10

+

'

$(

+!-

0

"

2

-..

%

+!-

%1 $"%

注意到!虽然+

'

$(

-

0

"

2

-..

%

-

% 关于 +

'

$(

-

0

"

2

-..

%

-

%

并不可微!但因为(给定 %的条件下的条件分布

函数 '

(A%

$8A%% 往往可微! 因此可以认为

10

+

'

$(

-

0

"

2

-..

%

-

%1 关于 "可微!即 $

C

$

"

%!

$

$

+

$

"

% 关于"可微)

+OX+ 管&理&科&学&学&报 !$!% 年 # 月



给定"

$

的初值!即某一种初始化估计"

0

!例如

"

0

#

"

/

=

!意味着初值定为基于第一块子数据集极

小化目标函数"

$

=

$

"

% 得到的估计!由$

C

$

"

% 的泰

勒展开可得

$

C

$

"

% #$

C

$

"

0

% 67

!

$

C

$

"

0

%!

"

0

"

0

8 6

#

y

:#!

=

:9

!

:

$

C

$

"

0

% $

"

0

"

0

%

/

:

$X%

当C和 $

+

都充分大时!上述展开中:

*

! 的高阶

项 !

:

$

C

$

"

% 与对应子块的高阶项 !

:

$

$

=

$

"

% 之

间的差别也将是充分小的)更精确地说!两者差的

范数可控制在W

3

$$

0=

=

% 内)又因为"

0

#

"

/

=

是利用

子块数据集得到的一致估计!所以展开式又可以

近似地等价于

槇
$

C

$

"

% #$

C

$

"

0

% 67

!

$

C

$

"

0

%!

"

0

"

0

8 6

#

y

:#!

=

:9

!

:

$

$

=

$

"

0

% $

"

0

"

0

%

/

:

$W%

另一方面!由$

$

=

$

"

% 的泰勒展开!又有

$

$

=

$

"

% #$

$

=

$

"

0

% 67

!

$

$

=

$

"

0

%!

"

0

"

0

8 6

#

y

:#!

=

:9

!

:

$

$

=

$

"

0

% $

"

0

"

0

%

/

:

$S%

上述式$W%和式$S%作差!并忽略常数项!则可以

将式$W%中的近似目标函数 槇
$

C

$

"

% 等价地写为

新的目标函数

槇
$

C

$

"

% #$

$

=

$

"

% 07

"

!

!

$

$

=

$

"

0

% 0

!

$

C

$

"

0

%8

$=$%

这种方法受到了 '8@A;E 等
,=O-

基于线性回归问题

所讨论的代理损失函数思想的启发:然而!'8@A;E

等
,=O-

要求目标函数具有足够阶数的光滑性!而在

分位数回归中!由于目标函数不可导!须利用经验

过程中的等度连续理论!对目标函数进行近似:

进一步!下面给出 $

$

=

$

"

%!

!

$

$

=

$

"

% 与

!

$

C

$

"

% 的具体表达式:由大数定律可知!当 C!

$

=

都足够大时!可以用相应的样本近似去代替式

$=$%中目标函数对应的项!即

$

$

=

$

"

%

0

"

$

=

$

"

%

!

$

$

=

$

"

%

0

Y"

$

=

$

"

%!

!

$

C

$

"

%

0

Y"

C

$

"

%

其中 Y"

C

$

"

% 和 Y"

$

=

$

"

% 分别表示 "

C

$

"

% 和

"

$

=

$

"

% 在"处的一阶次导数!即

"

$

+

$

"

% #

=

$

+

#

$

+

-#=

+

'

$(

+!-

0

"

2

-..

%

+!-

%

Y"

$

+

$

"

% #0

=

$

+

#

$

+

-#=

-..

%

+!-

(

'

$(

+!-

0

"

2

-..

%

+!-

%

Y"

C

$

"

% #

=

C

#

,

+#=

$

+

Y"

$

+

$

"

%

而 (

'

$?% #

'

0G$?

'

$% 为核验函数+

'

$?% 的次

导数:注意到!直接采用次导数来近似 !

$

C

$

"

%!

避免了对条件分布'

(A%

$

"

2

-..

%A%% 进行非参数估

计!从而可以降低计算复杂度:由此!最终的优化

目标函数可写为

槇
$

=

C

$

"

% #"

$

=

$

"

% 07

"

!Y"

$

=

$

"

0

% 0Y"

C

$

"

0

%8

$==%

表 #"基于等度连续的通讯有效算法

2;K9J= 48DDPEBG;FB8E?JQQBGBJEF;9C8@BF]DK;HJA 8E JcPBG8EFBEPBF<

算法 = 基于等度连续的通讯有效算法

= 初始化"

$$%

#

"

0

和迭代循环次数1*

! Q8@&5#$!=!3!10= A8

%

&&传输当前迭代循环的"

$5% 到,个机器 0%

+

1

,

+#=

O &&Q8@&+#=!3!,A8

#

&&&&在子机器%

+

上计算Y"

$

+

$

"

$5%

% *

"

&&&&将 $Y"

$

+

$

"

$5%

%!$

+

% 传输到主机器%

=

*

X &&JEA Q8@

W

&&在主机器 %

=

上计算 Y"

C

$

"

$5%

% #

=

C

#

,

+#=

$

+

;

Y"

$

+

$

"

$5%

%!构建目标函数

&&&& 槇$ =!$5%

C

$

"

% # "

$

=

$

"

% 0 7

"

!Y"

$

=

$

"

$5%

% 0

Y"

C

$

"

$5%

%8*

S

求解"

$56=%

#;@CDBE

"$5

槇$ =!$5%

C

$

"

% *

=$ JEA Q8@

== 返回最终结果"

/

14

#

"

$1%

:

则"

$

的估计量可以定义为"

/

14

#;@CDBE

"$!

槇
$

=

C

$

"

% :

观察式$==%不难发现!如果该核心步骤的计算在

第一台机器上运行!仅需要从第 +台子机器传给

第一台机器相应的梯度向量 Y"

$

+

$

"

0

% !这将大大

减少通讯交互的必要信息量:基于此!可以提出

第一种基于等度连续的通讯有效算法!见算法 =:

在算法 = 中!因为 "为 36= 维向量!传输

+#X+第 # 期 周&勇等) 大数据下分位数回归通讯有效算法及其应用



$Y"

$

+

$

"

$5%

%!$

+

% 相当于传输36!个数值:而采用

一般"分块集成#的加权平均方法 $参见 4]JE

等
,=$-

!4]JE和i]8P

,==-

%!除了传输基于子数据集

的估计"

/

+

!即一个36=维向量!还需传输相应的

36= 维对称权重矩阵:因此!每台子机器至少需

要向主机器传输36= 6$36=%$36!%H! 个数

值:可见!新提出的算法确实能大大降低通讯成

本:特别地!与4]JE 和 i]8P

,==-

的方法相比!新算

法避免了估计条件密度函数 I0

-.. -..

%%

2

@

(A%

$

"

2

$

-..

%A

%%1 这个积分式!也不需要传输此矩阵!因此计

算复杂度与通讯成本得以进一步降低:同时还注

意到!在算法 = 中取1#=时!

"

$1%

对应了参数的

一步 $8EJ?H]8F% 估计* 而取 ,#= 时!则自然地

退化为不分块数据对应的直接估计:

理论上!要求C和 $

+

需要满足如下假设) 存

在常数.*

= 使得 C#W0$DBE

+

$

+

%

.

1 :此条件

与4]JE 等
,=$-

的条件类似!但是 4]JE 等
,=$-

仅考

虑了 $

=

#3 #$

+

#$的情形!且涉及窗宽估计!

因此需要的条件更强:本文给出的关于 C和 $

+

的假设比很多分布式算法的条件要弱:比如!"分

块集成法# 一般要求 $

+槡HC

-

y

!即每台机器上

的样本量 $

+

相比机器数 ,要足够大:4]JE 和

i]8P

,==-

要求存在常数 %$

,$!=H%% 使得 , #

W0$DBE

+

$

+

%

%

1 :这个条件显然也比本文所需的

条件更强:

在实际应用中!合适的样本量 $

+

需要实现统

计估计效率与计算复杂度之间的平衡!同时需要

考虑实际的内存限制&通讯成本&计算时限等!因

此确定 $

+

并非易事:一个基本的原则是 $

+

不能过

小:事实上!虽然机器数量 ,越大!所得估计量的

方差越小!但是当每台机器上的样本量 $

+

过少

时!会出现不可忽略偏差!从而导致估计量的一致

性 $也称为相合性% 无法保证:此外!为了保证

对式 $=$% 的近似达到足够的精度!实际中要求

$

+

不能过小:进一步!可以给出如下的样本量 $

+

的选择策略) 在固定的计算时限&内存限制&通讯成

本的基础上!在满足一定的统计推断效率的前提下

最小化计算时间!从而实现数据驱动的 $

+

选择:

)"基于光滑逼近的通讯有效算法

再次关注到求解式 $== % 的优化问题!式

$==% 的前半部分为第一台机器上的非光滑核验

函数!后半部分为关于 "的线性函数!这使得式

$==% 可以利用传统分位数回归的线性优化算法

求解:但是!利用线性优化算法求解!对内存空间

的要求较高:同时本文的方法希望在优化算法这

个关键的步骤上有更高的计算效率:因此!本节

将提出一种光滑化的方式进一步改良式 $==% 对

应的优化问题:从第 ! 节的初步推导中!可知求

解通讯有效算法的关键是目标函数的可微性:而

由于示性函数G$2% 不可微!使得分位数回归模型

的目标函数中的核验函数 +

'

$?% #?0

'

0G$?

'

$%1 不可微:第 ! 节的解决方案是用次导数代替

导数!本节提出另一种方法!采用可微函数对

+

'

$?% 进行逼近!类似想法可参见4]JE和6;99

,=W-

:

令/

T

$?% #?0L$?HT% 6

'

0=1!其中 T ^$

为窗宽)通过选取适当的函数 L$?%!可以使得当

T

-

$ 时/

T

$?%

-

+

'

$?%!例如!

L$?% #

$! ?

'

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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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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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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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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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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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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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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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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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用"

$

+

!T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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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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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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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

2

-..

%

+!-

%

来近似:这里依旧采用同样的估计方法给出 "的

初始化估计"

0

:例如!基于第一块子数据集的估计

"

0

#

"

/

T

=

=

!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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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T

=

=

#;@CDBE

"$!

"

$

=

!T

=

$

"

%

重复第 ! 节中基于泰勒展开的推导!类似地可以

得到近似的优化目标函数

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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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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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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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T

+

$

"

%

0

T

$?% #L$?HT% 6

'

0= 6$?HT%L"$?HT%

L"$2% 为L$2% 的导数:由此可见!近似后可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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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函数!已经具有了显式的微分表达:因此可以

运用传统的牛顿迭代法求解相应的优化问题!所

得估计量为"

/

3'=

#;@CDBE

"$!

槇
$

!

C

$

"

% :

表 ("基于光滑逼近的通讯有效算法

2;K9J! 48DDPEBG;FB8E?JQQBGBJEF;9C8@BF]DK;HJA 8E

HD88F] ;̂^@8̀BD;FB8E

算法 ! 基于光滑逼近的通讯有效算法

= 初始化"

$$%

#

"

0

!迭代循环次数1和每台子机器的窗宽

! Q8@&5#$!=!3!10= A8

%

&&传输当前迭代循环的"

$5% 到,个机器 0%

+

1

,

+#=

O &&Q8@&+#=!3!,A8

#

&&&&在子机器%

+

上计算 !

"

$

+

!T

+

$

"

$5%

% *

"

&&&&将 $

!

"

$

+

!T

+

$

"

$5%

%!$

+

% 传输到主机器%

=

*

X &&JEA Q8@

W

&&方法一) 在主机器 %

=

上计算 !

"

C!T

$

"

$5%

% #

=

C

#

,

+#=

$

+

!

"

$

+

!T

+

$

"

$5%

% !构建目标函数

槇$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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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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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T

=

$

"

$5%

%0

!

"

C!T

$

"

$5%

%8*

S

&&求解并更新"

$56=%

#;@CDBE

"$!

槇$!!$5%

C

$

"

% *

=$

&&方法二) 在主机器%

=

上更新

&&&

"

$56=%

#

"

$5%

0

!

!

"

$

=

!T

=

$

"

$5%

%

0=

2

!

"

C!T

$

"

$5%

%*

== JEA Q8@

=!

返回最终结果"

/

X]

#

"

$1%

* 记方法一所得估计为"

/

X]=

!

方法二所得估计为"

/

X]!

:

&&进一步!此优化问题可以通过一种更简洁的

近似迭代来求解:考虑式$=%% 的泰勒展开!若仅

取其中二阶及其以下的项有

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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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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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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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

!

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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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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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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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到 !

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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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C!T

$

"

0

% 和!

! 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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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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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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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0

%!其中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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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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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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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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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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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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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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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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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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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T

$?% #

=

T

0!L"$?HT% 6$?HT%L_$?HT%1

在式$=O% 中省去与优化不相关的常数项!可得新

的近似目标函数

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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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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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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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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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

0

% $=#%

那么关于式$=%% 的优化问题可近似转化为关于

"的二次函数!即式 $=#% 的 槇
$

6

C

$

"

% 的优化问

题)而这个问题的解存在显式表达式

"

/

3'!

#;@CDBE

"$!

槇
$

6

C

$

"

%

#

"

0

0

!

!

"

$

=

!T

=

$

"

0

%

0=

2

!

"

C!T

$

"

0

%

由于分位数回归中的原始目标函数并不光滑!以

上显式解中的 !

!

"

$

=

!T

=

$

"

0

% 矩阵并不存在!所以无

法直接套用此简化算法)但现在已经对目标函数

进行了光滑化处理!就能克服这个困难)

综上!

"

$

的估计量可由两种方式得到!一种为

直接优化求解出"

/

3'=

)另一种为显式解"

/

3'!

)基于此!

可以提出基于光滑逼近的通讯有效算法!见算法 !)

这里还有个关键问题是如何选择窗宽)窗宽

有两种选择方式!一种是所有子机器使用相同的

窗宽 $ T

=

#T

!

#3 #T

,

%!另一种是分别使用自

己特定的窗宽)在典型的光滑函数方法中!类似

的窗宽选取并不像一些非参数估计那样!依据最

小化均方误差来得出最优窗宽)在光滑方法中仅

需要考虑使得光滑化之后的函数与原函数之间的

偏差能足够小!从而不影响到估计结果的统计性

质)换言之!只要能保证光滑函数合理工作的窗宽

都是合适的窗宽)这里采用拇指法则来获得光滑

窗宽的选取方法!参见4]JE等
,=$-

!-B和>JEC

,=S-

:

特别是4]JE等
,=$-

同样也研究了分位数回归的分

块光滑方法!其中对窗宽的选择给出了讨论:但其

提出的方法要求每一次迭代都更新窗宽!计算量

较大:基于这些相关工作!本文在模拟与实证部分

会优先考虑W$$3H$

+

%

=HO

% 量级的窗宽:

算法 ! 通过光滑逼近使得目标函数更易优

化!且通过代理损失进一步近似目标函数!从而实

现高效通讯:4]JE 等
,=$-

提出了基于"分块集成#

思想的光滑逼近算法!该算法涉及到36=维权重

矩阵的传输!会产生较高的通讯成本:与基于"分

块集成#思想的方法相比!本节提出的算法 ! 在

光滑逼近的基础上进一步通过高阶泰勒展开对光

滑化的目标函数进行简化!构造代理损失函数!使

+XX+第 # 期 周&勇等) 大数据下分位数回归通讯有效算法及其应用



得优化步骤只需在第一台机器上运行:相比于

4]JE等
,=$-

的方法!本节由于不需要传输目标函

数二阶导数矩阵!因而将不同机器间的通讯成本

由W$,3

!

% 降为W$,3% !从而在降低计算复杂度

和提高通讯效率方面更具有优势:值得一提的

是!虽然本文中给出的算法是针对分布式系统设

计的!但是可以很容易地推广到流数据的情形:此

时!通讯有效算法可以大大降低数据的存储成本:

+"改进的数萃 "P9?1# 方法

除了第 ! 节和第 % 节中提出的算法之外!还

有一种可以整合不同机器上的数据进行总体分析

的方法!称为数萃 $/JF;% 方法:数萃 $/JF;% 方

法是将不同来源的信息进行综合而对总体参数进

行统计推断的一类方法:其中!基于置信分布

$G8EQBAJEGJABHF@BKPFB8E!4N% 函数的数萃方法在

分布式计算中是一种高效的分析手段:但是!在统

计学上考虑的数萃方法的分块数,通常是有限的!

而对于分布式系统!,可以随样本量趋于无穷:

在本节中!基于估计方程的思想!将提出一种

改进的数萃方法:该方法给出了分布式计算的一

般框架!可以将经典数萃方法和许多现有的分布

式算法涵盖在内:首先!在第+台机器上!求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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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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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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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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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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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得到估计量 "

/

+

!此估计量称为 ,-3 估计:一般

地!可以把 0

"

/

+

1

,

+#=

作为,个观察值!但可能具有

不同的分布 $通常有不同的方差%:这里采用估计

方程的思想来组合不同机器上获得的估计值

0

"

/

+

1

,

+#=

!以获得最终结果:在估计方程的思想

中!最重要的是寻找到一个合适的无偏 $或渐近

无偏% 的估计函数!具体可以见周勇
,!$-

的第一章

和第九章的内容:考虑一类 3维渐近无偏估计函

数#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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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满足 1

#

+

$

"

/

+

!

"

$

%

0

* :由广义矩方

法 $CJEJ@;9BdJA DJF]8A 8QD8DJEFH!0//% 可得如

下0//估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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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

其中 +

+

$

"

/

+

% 是正定矩阵!通常依赖于第 +组子

样本:为保证估计的一致性!一般要求 +

+

$

"

/

+

% 依

概率收敛到样本无关的正定矩阵+

+

$

"

$

% :此外!

$

/

#0

"

/

+

1

,

+#=

!

#

/

+

$2!

"

% 为#

+

$2!

"

% 在第 +台机器

上 的 估 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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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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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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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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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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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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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1 为分块对角矩阵:此外!若直接由式

$=W%出发!还可以考虑更一般的情形!即允许 "

/

+

之间存在相关性!例如下一节中考虑的非平衡半

监督分布式系统:此时!可在式 $ =W % 中选取

QQ $

3

/

%为3

/

的协方差矩阵的逆矩阵!其不一定具

有分块对角的形式:算法 % 给出了基于式$=X% 的

迭代算法:

在算法 % 中!初值的选取可以更加简单!例

如!可以选取由主机器%

=

通过求解方程$="% 得

到的估计值 "

/

=

来作为初值:此外!如果选取的权

重矩阵与第+台机器的样本值无关!就不需要再

进行迭代:算法 % 给出了一般形式的改进的数

萃算法:但在具体问题中!由于一般都可以选取

到一个简单可行的渐近无偏估计函数 #

/

+

$2!

"

%

及权重矩阵 +

+

$2% !因此可以大大简化上面的

算法!具体可参见算法 O 和算法 #:

在独立同分布的设定下!由经典 0//方法

可考虑如下 0//估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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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为正定的权重矩阵 $此矩阵可以依赖于

未知参数 "

%:若 #

/

+

$

"

/

+

!

"

%!+#=!3!,相互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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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 槇
"

0//

渐近等价:本质上!经典 0//

方法要求 #

/

+

$

"

/

+

!

"

% 同分布!因此才可以对不同 +

选取一致的权重矩阵 +)而本节提出的方法允许

#

/

+

$

"

/

+

!

"

% 具有不同的渐近分布!即允许不同机器

上的数据存在异质性!因此需要考虑权重矩阵

+

+

$

"

/

+

% 与 +相关)由此可知!本节所提出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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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经典 0//方法具有更一般的适用性!可以适

用于独立不同分布数据 $式 $=X%% 乃至不独立

不同分布数据 $式 $=W%% 的情形:下面先关注独

立数据的分布式系统!而存在相关性的情形留在

下一节半监督数据进行讨论:对于独立数据的分

布式系统!只需考虑式$=X%:

表 )"基于改进的数萃 "/JF;# 方法的通讯有效算法

2;K9J% 48DDPEBG;FB8E?JQQBGBJEF;9C8@BF]DK;HJA 8E F]JBD̂@8IJA

/JF;DJF]8A

算法 % 基于改进的数萃 $/JF;% 方法的通讯有效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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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可以寻找到更简单的渐近无偏估计函

数!例如!可选取渐近无偏估计函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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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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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

"

/

+

!

"

% #* $=S%

其中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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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一正定矩阵:直接从式$=S%出发!

便可得到"的有效估计:以上基于估计方程的思

想给出了子机器估计量的一般融合方法!这些方

法不仅对分位数回归成立!而且对一般损失下的

最优解问题仍然成立:下面分析在线性分位数损

失下的具体应用:

对分位数回归!基于第 %节中的光滑逼近法!考

虑光滑化的目标函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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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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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窗宽! L$2% 为第 % 节定义的光滑函数:在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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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渐近等

价!即可以等价地将对估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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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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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整理相

融合:

若考虑一阶条件! 可得 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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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HT%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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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6$?HT%L"$?HT%)在估计式 $=X%

或式 $=S% 中!权重矩阵可以根据算法的需要来

选取:选择不同的权重矩阵不会影响估计的一致

性 $也称为相合性% 和渐近正态性:这些性质仍

然成立!而仅会影响其渐近方差:根据估计方程中

的0//估计理论!如果+

+

选取为渐近无偏估计

函数的协方差矩阵的逆!则所获得的估计是有效

估计:但通常此 0//估计的渐近方差具有较复

杂的三明治形式!需要重抽样的方法来估计:在

允许一些估计效率损失的情况下!可以选取方便

计算的权重函数:

在式$=S% 中!选取估计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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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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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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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由式$=X% 可得估计量

+SX+第 # 期 周&勇等) 大数据下分位数回归通讯有效算法及其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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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基于改进的数萃 "/JF;# 方法的通讯有效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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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法O 基于改进的数萃 $/JF;% 方法的通讯有效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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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法 O 给出了此估计的迭代算法:

在算法 O 中!如果选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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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4]JE等
,=$-

中的估计就具有式$!%% 的形

式:因此!4]JE等
,=$-

的方法可以看作本文提出的

改进的数萃方法的特例:此外!由式 $=S% 出发!

还可以选取估计函数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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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单位阵!

也能得式 $!%% 中的估计量:

若由式$=X% 出发!且选取估计函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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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时会增加计算复杂

度:为了快速计算!一种方便的取法是选取权重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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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容易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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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另一

种显式估计表达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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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估计由于选取了简单的单位矩阵作为权重!

根据估计方程理论!其估计效率将有一定损失"

!

但可以大大降低计算复杂度:这个结论在数值模

拟中也可以看出!且当不同机器的数据存在异质

性时!其表现与已有文献中的方法相比并不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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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对于一个向量 0!定义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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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给出基于上述算法导出的一种通讯有效

算法)注意到!以上方法需要从第 +台机器传输

3[= 维矩阵 -

+

和向量 ,

+

到第一台机器!通讯成

本较高)当不同机器上的数据分布相同!即数据同

质时!可以对以上算法提出改进!使之具有通讯有

效性)特别地!为了降低通讯成本!可以分别利用

第一台机器的数据和第 +台机器的估计量 "

/

+

!通

+$W+ 管&理&科&学&学&报 !$!% 年 # 月

" 估计效率是由估计的方差大小来称量!方差越小效率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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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此节约不同机器向主机器

传输矩阵的通讯成本)虽然由于使用的信息少了

很多!因此估计效率将会降低!但此种方法可以大

大节约通讯成本)因此在不太注重估计效率的情

况下!此种方法仍然有较大的价值!特别在协变量

维数较高的同质数据下!是一种非常有效的方法)

类似地!在式$=S% 中!只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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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定!

就能保证估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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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致估计$也称为相合估计%)

为了提高通讯效率与计算效率!可以允许损失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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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渐近分布不同!最优权重矩阵

应选取为 "

/

+

的协方差矩阵的逆矩阵)在分位数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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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条

件分布函数与条件密度函数)实际中!这类数据

分块的形式广泛存在)特别地!在多中心大数据

获取中!由于数据来源不同&数据收集方式不同等

原因!不同机器上数据的协变量 %的分布常常具

有不同程度的差异性!就会出现以上所述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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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相同的渐近均值和不同的协方差矩阵的情况)进

一步!若考虑不同机器上的模型也可以不相同!则

(的分布也可能存在差异!此时数据的异质性会

更加明显!从而将协方差矩阵的逆矩阵作为权重

矩阵所具有的估计效率优势得以体现)

此时!一个关键的问题是如何得到协方差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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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在一定条件下!可得 "

/

+

与 槇
"

+

渐近等价)则 "

/

+

满足展开 "

/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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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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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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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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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别由式 $!=% 与式 $!#% 定义)

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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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渐近协方差矩阵的一个估计可以选取为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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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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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由式 $!"% 定义)为了减少矩阵求逆

运算的次数!可直接计算最优权重矩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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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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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

"

/

+

%

槇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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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便于比较!记基于此权重矩阵和渐近无偏估

计函数#

/

+

$

"

/

+

!

"

% #

"

0

"

/

+

的估计量为"

/

XD

!相应的

迭代算法 % 可以简化为算法 #)

由于涉及矩阵传输!以上方法的通讯成本较

高)与算法 O 同理!当数据同质时!为了降低通讯

+=W+第 # 期 周&勇等) 大数据下分位数回归通讯有效算法及其应用



成本!还可以基于第+台机器的估计 "

/

+

与第一台

机器上的数据来计算估计!选取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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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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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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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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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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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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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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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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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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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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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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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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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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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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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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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0

"

/

2

+

-..

%

=!-

)从而获得一个不需要传输矩

阵的权重矩阵定义

+

+

$

"

/

+

% #$

+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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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

"

/

+

%

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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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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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估计量由式$!X% 给出)记基于上述方法得到的估

计为 "

/

3>L-8G;9

)

另外!估计权重矩阵还可以采用重抽样的方

法!使用 iJEC和 -BE

,!%-

中的 -3 方法来估计

.

$+

$

"

$

% 以及 .

=+

$

"

$

% !在第 +台机器上计算

.

/

=+

$

"

/

+

%! .

/

$+

$

"

/

+

% 与渐近协方差矩阵的估计

3

/

+

$

"

/

+

% #.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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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

+

% .

/

0=

=+

$

"

/

+

% :然而!这种

方法需要传输 36= 维矩阵 3

/

+

$

"

/

+

%!包含$36

=%$36!%H!个参数!如果把所有+

*

!台子机器

上的协方差矩阵都传输到第一台机器将涉及

W$,3

!

% 个参数!当维数3较高时!这将大大增加

通讯成本:因此!当不同机器上的数据分布相同

时!可以利用第一台机器上的数据和第 +台机器

上的参数估计对协方差矩阵进行近似:将第+台

子机器上的参数估计"

/

+

传输到第一台机器!基于

第一台机器上的数据与 "

/

+

!估计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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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和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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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分别代替& .

/

=+

$

"

/

+

% 和.

/

$+

$

"

/

+

% :具体而

言!令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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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0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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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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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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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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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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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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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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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4

2

=!-

$

"

/

+

%)

生成M个独立同分布随机向量 0'

+!\

1

4

\#=

$这里4的

取值可以根据实际情况来选取!一般在 !$$ 以上效

果就很好%!使得 '

+!\

`&$*!.

/

0=

$=

$

"

/

+

%% :基于式

$="%!计算 0$

=H!

=

..

$

=

$

"

/

+

6$

0=H!

=

'

+!\

%1

4

\#=

并将其作为响

应变量对 0'

+!\

1

4

\#=

做回归!由此得到的回归系数

即为 .

/

==

$

"

/

+

% :选取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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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0=

$=

$

"

/

+

% .

==

$

"

/

+

% :需要指出的是!虽然此方法的

计算成本仅是线性的!但是由于需要进行重抽样!

且当维数3较大时!涉及多个高维矩阵的逆运算!

仍然具有较大的计算复杂度:但其可以保证在数据

不同分布时仍能得到有效估计:因此!这里还是将

此方法列出!作为一种可行的估计方法:将基于重

抽样方法获得权重矩阵估计并应用算法 # 获得的

参数"

$

的估计量记为"

/

/M

!将仅传输参数估计量"

/

+

到第一台主机器!并在主机器上得出近似的

3

/

=

$

"

/

+

% !而得到的估计量记为"

/

/ML-8G;9

:

表 ,"基于改进的数萃 "/JF;# 方法的通讯有效算法

2;K9J# 48DDPEBG;FB8E?JQQBGBJEF;9C8@BF]DK;HJA

8E F]JBD̂@8IJA /JF;DJF]8A

算法 # 基于改进的数萃 $/JF;% 方法的通讯有效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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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初始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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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0

和迭代循环次数1*

! Q8@&5#$!=!3!10= A8

%

&&传输当前迭代循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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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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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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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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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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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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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X JEA Q8@

W

在主机器%

=

上计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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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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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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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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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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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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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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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JEA Q8@

=$ 返回最终结果"

/

3>

#

"

$2%

:

&&事实上!改进的数萃方法可以统一许多现有

的方法:例如!在不同机器上的数据独立同分布的

设定下! 4]JE 等
,=$-

的光滑化方法! 4]JE 和

i]8P

,==-

的分块集成法!\;EC等
,!$-

的针对线性分位

数回归模型的方法等:虽然切入点不同!但是最终都

可以化为式$=X% 的形式:在式$=X% 的框架下!

4]JE 等
,=$-

对应选取了估计函数 #

/

+

$

"

/

+

!

"

% #

,

+

$

"

/

+

% 0-

+

$

"

/

+

%

"和权重矩阵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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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4]JE 和 i]8P

,==-

与 \;EC等
,!=-

都可视

为选取了估计函数#

+

$

"

/

+

!

"

% #

"

0

"

/

+

!不同之处

+!W+ 管&理&科&学&学&报 !$!% 年 # 月



仅在于两种方法的权重矩阵 +

+

$

"

/

+

% 不同:具体

而言!当+

+

$

"

/

+

% #$

+

.

/

=+

$

"

/

+

% 时!则估计"

/

/

化为

4]JE和i]8P

,==-

的分块集成法估计:若考虑线性

分位数回归模型!并假定误差与自变量 %独立

$特别地!此时没有异方差%!可以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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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与\;EC等
,!=-

所提出的估计一致:以上两种方

法都可认为是本节提出的改进的数萃方法!即算

法 % 的特例:

因此!本节提出的改进数萃方法式$=X%是实

际上可视为此类估计的一般框架!该框架包含了

一批现有算法:有时为了提高计算效率和通讯效

率!可以允许损失一定估计效率!通过选择简单且

易于计算的+

+

$

"

/

+

% 就可得到快捷的方法:例如!

当+

+

$

"

/

+

% 选取为36= 维单位阵时就是平均估

计:当选取+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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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I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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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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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也可以大大提高运算速度:因此!在允许估计

效率损失的情况下!上面的方法可以更方便快捷

地计算估计量:但是在非同分布数据下!估计效

率的损失可能较大:

最后还要指出!经典的数萃方法同样可以看

作改进的数萃方法的特例:对于分位数回归!在

一般性条件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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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一致估计 $相合估计%:

3BEC] 等
,=!-

提出了按照乘积的方式来整合置信密

度函数的方法!是一种十分高效的处理手段:这种

想法与似然函数的构造不谋而合:此时!可以获得

关于"

$

的一个估计量!记为4N$置信分布!G8EQB?

AJEGJABHF@BKPFB8E%估计量!定义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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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经典的数萃方法)可以看到!经典的数萃方

法等价于在式$=X% 中选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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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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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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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值得注意的是!改进的数萃方法的关键是找

到渐近无偏估计函数#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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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使其满足正则方

程1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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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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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 !以及选取合适的正定的权重

矩阵+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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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而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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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估计方法并非直接相关:

事实上!无论在每台机器上用何种估计方法得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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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相合估计!而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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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取为"

/

+

的渐近协方差阵

时!

"

/

F

是"

$

的有效估计:当然!估计函数的取法不

是唯一的!只要满足正则条件1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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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 的

函数#

+

$

"

/

+

!

"

% 都可以作为估计函数:因此!

"

/

+

的

具体估计方法并非决定改进的数萃方法是否适用

的关键条件!即不论是分位数回归!还是更一般的

/估计!还是其他估计方法!只要存在渐近无偏估

计函数#

+

$

"

/

+

!

"

%!就可以利用改进的数萃方法进

行数据融合)

在实际中!如何选取估计方程#

+

$

"

/

+

!

"

% 和权

重矩阵+

+

$

"

/

+

%! 并选择哪些参数进行传输决定

了算法的计算复杂度与通讯成本:这里!本节所

给出的算法 O!算法 # 以及重抽样算法!在同分布

数据下的通讯成本均可达到 W$,3% $若考虑迭

代!则为 W$1,3% %!不涉及高维矩阵的传输!因

此均为通讯有效的:其中!算法 O 和算法 # 均基

于光滑化估计方程的思想导出!其优势在于其具

有较低的通讯成本与计算复杂度!但是需要进行

+%W+第 # 期 周&勇等) 大数据下分位数回归通讯有效算法及其应用



窗宽选择:重抽样方法相比其他两种方案不需要

进行窗宽选择!收敛速度更快!但是由于需要进行

重抽样!因此计算复杂度较高:值得注意的是!这

里给出的三种算法在同分布数据下均为通讯有效

的!而不论数据的分布是否相同!算法 # 和重抽

样算法总可以得到有效估计:对于所有算法!若

考虑用第一台机器上的样本对相应矩阵进行局部

近似!还需要第一台机器上具有充足的样本量:

在实际应用中!应当根据不同的数据分布式结构&

通讯成本阈值&计算复杂度阈值!从中选择合适的

方法:表 " 给出了以上三种算法与现有算法的

比较:

表 -"改进的数萃方法与几种现有方法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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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0-

+

$

"

/

+

%

"

/

36=

否 W$1,3% 不一定有效 需要

算法 #

"

0

"

/

+

$

+

-

+

$

"

/

+

%

槇
.

0=

$=

-

+

$

"

/

+

%

否 W$1,3% 有效估计 需要

重抽样方法
"

0

"

/

+

$

+

.

/

==

$

"

/

+

% .

/

0=

$=

.

/

==

$

"

/

+

% 是 W$1,3% 有效估计 不需要

经典/JF;

"

0

"

/

+

$

+

3

/

0=

+

$

"

/

+

% 是 W$1,3

!

% 有效估计 不需要

4]JE等,=$-

,

+

$

"

/

+

% 0-

+

$

"

/

+

%

"

-

0=

+

$

"

/

+

% 否 W$1,3

!

% 不一定有效 需要

4]JE和i]8P

,==-

"

0

"

/

+

$

+

.

/

==

$

"

/

+

% 否 W$,3

!

% 不一定有效 不需要

\;EC等,!=-

"

0

"

/

+

$

+

I

/

+

$

-.. -..

%%

2

% 否 W$,3

!

% 不一定有效 不需要

&&与现有的方法相比!本节所提出的改进的数

萃方法主要具有以下三点优势:=% 从更一般的损

失函数的角度出发!本质上对模型没有假设和要

求!因此适用范围更广:此时!估计量"

/

+

的渐近协

方差矩阵依赖于条件密度'

(A%

$2A%% !渐近协方

差矩阵的形式更复杂!且估计难度更大:!% 从估

计方程的角度出发!提出了一般性框架!可以将经

典数萃方法以及其他很多现有方法涵盖其中:通

过选择不同的估计方程与权重矩阵!可以将经典

数萃方法&4]JE 和 i]8P

,==-

分块集成法&4]JE

等
,=$-

的光滑化方法&\;EC等
,!=-

的对线性分位数

回归模型的方法都视为本节所提出的方法的特

例:因此!本节的改进的数萃方法更具有一般性:

%% 现有的考虑数萃方法的算法大多要求 ,固定

或者是针对流数据所设计的!因此未考虑不同机

器间的通讯成本:然而!在分布式系统下!如何提

高算法的通讯有效性!却正是本文的出发点和侧

重点:若将现有的针对流数据的方法直接应用于

分布式系统!需要在每台机器上估计36=维渐近

协方差矩阵!并将其传输到第一台机器!这会带来

不可接受的通讯成本:而在本节提出的改进的数

萃算法中!整个过程不涉及矩阵的传输!从而通讯

成本得以大大降低:

此外!改进的算法除了不需要子机器上的任

何原始数据外!甚至协方差阵的估计都不需要!因

此可以大大提高通讯效率:这里也说明!即使在子

机器上 $或数据中心% 仅有以前的研究获得的参

数估计而原始数据缺失的情况下!也可以使用改

进的数萃方法来得到分布式计算结果:这种情况

在实际中广泛存在!即只要有摘要数据!就可以通

过改进的数萃方法来得到数据融合的估计:下一

节考虑更为一般的非平衡半监督数据!并基于本

节中给出的改进的数萃方法的思想提出一种新的

通讯有效算法:

,"非平衡半监督数据的通讯有效算法

前面几节考虑了数据完全观测的情况!即每

台机器上都可以完整地观测到响应变量和所有协

变量:而在实际应用中!不同机器上的数据!无论

协变量或是响应变量都可能存在不同形式的缺

失!对应着非平衡半监督数据:这就要求发展新的

大数据分布式计算方法来处理这种复杂的数据类

型:本节将针对非平衡半监督数据的问题!分别在

+OW+ 管&理&科&学&学&报 !$!% 年 # 月



两种情形下提出不同的通讯有效算法:

回忆前面的记号(

$

OO表示响应变量! %

$

OO

3

表示3维协变量:本节中关于变量的记号将与

前面几节有所不同:在半监督学习的框架下!数据

由两部分组成) $B% 有标签数据 #

=

# 0$%

2

-

!

(

-

%

2

)-#=!!!3!$1 为来自总体分布$$的独立同

分布样本!存放在第一台机器上* $BB% 对 +#!!

%!3!,!第+台子机器上没有响应变量的数据!

只存放了部分观测的协变量信息)这里所提到的

部分观测的具体含义如下)对向量 '#$R

=

!

R

!

!3! R

3

%

2

和指标集 <

2

0=!!!3!31!令'

<

#

0R

:

):

$

<1 表示指标属于集合<的R的分量组成

的向量)对 +#!!%!3!,!设第 +台子机器上观

测到的协变量的指标集为 <

+

2

0=!!!3!31)记

3

+

#A<

+

A

'

3表示指标集<

+

中元素个数)则第

+台子 机 器 上 存 放 的 数 据 可 以 表 示 为

#

+

#0%

<

+

!-

)-# =!!!3! $

+

1! 其中 0%

<

+

!=

!3!

%

<

+

!$

+

1 为来自分布$$

%

<

+

的独立同分布样本)图 !

给出了非平衡数据的数据结构示意图)在实际应

用中!标签的获取往往成本较高!这导致有标签的

样本量 $ 相对较小)此时!在不同机器间传输有标

签数据并不会造成过高的通讯成本)本节正是在

这种情形下展开讨论的)

表 ."在非平衡半监督数据下)基于加权损失函数的通讯有效算法

2;K9JX 48DDPEBG;FB8E?JQQBGBJEF;9C8@BF]DK;HJA 8E F]JRJBC]FJA 98HH

QPEGFB8E Q8@BDK;9;EGJA HJDB?HP^J@IBHJA A;F;

算法 " 在非平衡半监督数据下!基于加权损失函数的通讯有效算法

= 初始化"

$$%

#

"

0

和迭代循环次数1*

! Q8@&5#$!=!3!10= A8

% 在主机器%

=

上计算(

$5%

+

和%

$5%

+

!并将(

$5%

+

传到子机器%

+

*

O Q8@&+#!!3!,A8

#

在子机器 %

+

上计算 %

2

<

+

!=

(

$5%

+

!3!%

2

<

+

!$

+

(

$5%

+

!并将 %

2

<

+

!=

(

$5%

+

!

3!%

2

<

+

!$

+

(

$5%

+

传回主机器%

=

*

" JEA Q8@

X

在主机器 %

=

上计算如下目标函数)

6

$5%

$

"

% #

$

=

$

#

$

-#=

+

'

$(

-

0

"

2

-..

%

-

% 6

#

,

+#!

$

+

$

+

#

$

+

-#=

J

/

+

$%

2

<

+

!-

(

$5%

+

!

"

%*

W

更新"

$5[=%

a;@CDBE

"$!

6

$5%

$

"

% *

S JEA Q8@

=$ 返回"

/

\1

a

"

$2%

)

图 ("非平衡数据的数据结构示意图 "实心深色方框与虚线

浅色方框分别表示可观测与不可观测分量#

.BC:! NB;C@;D8QA;F;HF@PGFP@J8QG8I;@B;FJHPEAJ@BDK;9;EGJA

HJDB?HP^J@IBHJA ABHF@BKPFJA H<HFJD

注意到!对任意(

+

$

OO

3

+

!+#!!3!,!

10

+

'

$(0

"

2

-..

%%1 #1,10

+

'

$(0

"

2

-..

%% A

(

2

+

%

<

+

1-)

令J

+

$Z!

"

% #10

+

'

$(0

"

2

-..

%% A

(

2

+

%

<

+

#Z1 :当"

给定时!可以利用数据 #

=

#0$%

2

-

!(

-

%

2

)-#=!

!!3!$1 来估计 J

+

$Z!

"

% 和 (

+

!且J

+

$Z!

"

% 可以

将条件变量的维数由 3

+

降到 =:为了模型的可识

别性!假设
(

+

#= :为了估计 (

+

和 T!首先!在

第一台机器上计算

"

/

=

#;@CDBE

"$!

#

$

-#=

+

'

$(

-

0

"

2

-..

%

-

% $%!%

将"

/

=

作为初始值并记为"

0

!利用非线性最小二乘

的方法!可以通过最小化如下残差平方和对(

+

和

T进行估计!

$

(

/

+

!T

+

% #;@CDBE

.

+

#=!

T

+

$̂

=

$

#

$

-#=

0

+

'

$(

-

0

&&

"

0

2

-..

%

-

% 0

槇
J

+!T

$

(

2

+

%

+!-

!

"

0

!

(

+

%1

!

$%%%

其中

槇
J

+!T

$Z!

"

!

(

+

%#

#

$

-#=

,

T

$

(

2

+

%

+!-

0Z%

+

'

$(

-

0

"

2

-..

%

-

%

#

$

-#=

,

T

$

(

2

+

%

+!-

0Z%

$%O%

为J

+

$Z!

"

% 的非参数核平滑 $ VJ@EJ9HD88F]BEC%

估计:令J

/

+

$Z!

"

% #

槇
J

+!T

+

$Z!

"

!

(

+

%)然后!将(

/

+

传

到第+台子机器上!并在第 +台子机器上计算&

(

/ 2

+

%

<

+

!=

!3!

(

/ 2

+

%

<

+

!$

+

)

下面!针对两种不同的情形!分别提出两种方

法来估计 "

$

:=% 情形一) 相对于协变量的维数

3!每一台机器上的样本量 $

+

都比较小:!% 情形

二) 相对于协变量的维数 3!存在某一台机器!其

上的样本量 $

+

比较大:首先来考虑情形一:将

+#W+第 # 期 周&勇等) 大数据下分位数回归通讯有效算法及其应用



(

/

2

+

%

<

+

!=

!3!

(

/

2

+

%

<

+

!$

+

由第 +台子机器传回到第一

台机器:然后!在第一台机器上!构造目标函数

表 /"在非平衡半监督数据下)基于改进的数萃 "/JF;#

方法的通讯有效算法

2;K9JW 48DDPEBG;FB8E?JQQBGBJEF;9C8@BF]DK;HJA 8E F]JBD̂@8IJA

/JF;DJF]8A Q8@BDK;9;EGJA HJDB?HP^J@IBHJA A;F;

算法 X 在非平衡半监督数据下!基于改进的数萃 $/JF;% 方法的

通讯有效算法

= 初始化"

$$%

#

"

0

和迭代循环次数1*

! Q8@&5#$!=!3!10= A8

%

在主机器%

=

上估计算(

$5%

+

和T

$5%

+

!

并将"

$5%

!

(

$5%

+

!T

$5%

+

和主机器%

=

上的数据#

=

传到子机器%

+

*

O Q8@&+#!!3!,A8

#

在子机器%

+

上构造目标函数)

6

$5%

+

$

"

% #

=

$

+

#

$

+

-#=

J

/

+

$%

2

<

+

!-

(

$5%

+

!

"

%*

"

计算"

$56=%

+

#9b/DBE

"$!

6

$5%

+

$

"

% !并将"

$56=%

+

传回主机器%

=

*

X JEA Q8@

W

在主机器%

=

上计算V

$56=%

+

!更新)

"

$56=% (#

#

,

+#=

$3

$56=%

+

%

0 )=

0 (=

#

,

+#=

$3

$56=%

+

%

0=

"

$56=% )+

*

S JEA Q8@

=$ 返回"

/

4N

#

"

$2%

:

&&

6

$

"

% #

$

=

$

#

$

-#=

+

'

$(

-

0

"

2

-..

%

-

% 6

#

,

+#!

$

+

$

+

#

$

+

-#=

J

/

+!T

$

(

2

+

%

<

+

!-

!

"

% $%#%

其中$

+

$

,$!=-!+#=!!!3!,!满足
#

,

+#=

$

+

#=)进

一步!通过下式估计 "

$

!

"

/

\1

#;@CDBE

"$!

6

$

"

% $%"%

算法 " 给出了基于估计量"

/

\1

的迭代算法:

再看情形二!当每台机器上的样本量 $

+

比较

大时!上述方法需要在不同机器之间传输的参数

个数为W$C% !而这显然不是通讯有效的:为了降

低通讯成本!这里提出了一种基于伪置信分布

$^HJPA8G8EQBAJEGJABHF@BKPFB8E!>4N% 的方法:首

先!如式 $%!% 和式 $%%% 所示!得到"

/

=

!

(

/

)

!T

+

并

将其与第一台机器上的数据传到第 +台子机器:

在第+台子机器上!基于下式估计"

$

!

"

/

+

#;@CDBE

"$!

=

$

+

#

$

+

-#=

J

/

+!T

$

(

2

+

%

<

+

!-

!

"

%

并将估计量 "

/

+

传回第一台机器:在一般性条件

下!当DBE$$!$

+

%

-

y时!

"

/

+

往往近似服从正态

分布:记槡$$"
/

+

0

"

$

% 的渐近方差为 3

+

!

槇
3

+

表示

3

+

的相合估计量)则可以基于"

/

+

和槇3
+

构造如下伪

渐近置信密度函数!

T

+

$

"

*#

+

%

1

=

$!

5

%

3H! 槇
3

+

=H!

;

{&&J̀^ 0

$

!

$

"

0

"

/

+

%

2槇
3

0=

+

$

"

0

"

/

+ }%

进一步!通过乘积形式构造联合密度函数!并得到

"

$

的置信分布 $4N% 估计量!定义为

槇
"

4N (#

#

,

+#=

槇
3

0= )+

0 (=

#

,

+#=

槇
3

0=

+

"

/ )+

然而!若在每台机器上都估计 槇
3

+

并将其传回

第一台机器!就要涉及矩阵的传输:为了提高通讯

效率!允许对矩阵 3

+

的估计不那么精确!即用估

计量3

/

+

代替 槇
3

+

!使得 槇
3

+

可以基于第一台机器上

的数据和 "

/

+

得到:估计量 槇
3

+

可通过 iJEC和

-BE

,!!-

中提出的 -3 算法或 37算法得到:第 O 节

已经给出了-3算法的步骤!此处给出基于 37算

法的高效通讯算法步骤:具体而言!令 4

-

$

"

% #

0G$(

-

'"

2

-..

%

-

%0

'

1

-..

%

-

:对+#=!3!,!计算-

/

+

#

$

0=

#

$

-#=

4

-

$

"

/

+

% 4

2

-

$

"

/

+

%)生成4个独立同分布随机

向量 0'

+!\

1

M

\#=

!使得'

+!\

&̀$*!-

/

0=

+

%)令槇
"

+!\

#

"

/

+

6

$

0=H!

'

+!\

以 及 ,

+!\

#

#

$

-#=

4

-

$

槇
"

+!\

%) 计 算

0$

0=H!

=

,

+!\

1

M

\#=

的样本协方差矩阵记为'

/

+

!取3

+

的估计为3

/

+

#

'

/

0=

+

:相应地4N估计量为

"

/

4N (#

#

,

+#=

3

/

0= )+

0 (=

#

,

+#=

3

/

0=

+

"

/ )+

$%X%

这里3

/

+

不一定与3

+

相合!但并不会影响"

/

4N

的相

合性!只影响其估计效率:相应迭代算法呈现为

算法 X:图 % 给出了算法 " 和算法 X 的示意图:

+"W+ 管&理&科&学&学&报 !$!% 年 # 月



图 )"非平衡半监督数据的通讯有效算法示意图

.BC:% NB;C@;D8QG8DDPEBG;FB8E?JQQBGBJEF;9C8@BF]DQ8@

BDK;9;EGJA HJDB?HP^J@IBHJA A;F;

-"数值模拟分析

本节将通过大量数值模拟对第 ! 节至第 # 节

中提出的算法验证其在有限样本下的表现:模拟

将分为两个部分呈现!第一部分包括本文所有可

用于完全观测数据的分布式算法!以及其它相关

研究工作中提出的算法:这里将展示所有这些方

法的估计效果并做出对照分析:第二部分包括本

文可应用于非平衡半监督数据的高效通讯算法相

关结果:

第一部分考虑有完全观测数据的分布式算

法:不失一般性地!可以选择不同机器数据等分的

简洁设定!同时选用充分大的样本量以较好地贴

合大数据算法的现实背景:模拟采用十万级别的

数据规模!在计算中采用十二核的4>)进行并行

计算!以模仿类似多台计算机的实现效果:实际

计算过程中占用计算空间约 =" 0BM:

具体而言!总机器的个数设为 ,##$!每台

机器上的样本量 $

=

#3 #$

,

#! $$$!则总样本

量C#=$$ $$$)模拟的重复次数为 !$$ 次)作为

对比!也在附录中给出了总机器数,#=$!每台机

器上的样本量$

=

#3 #$

,

#= $$$!总样本量

C#=$ $$$的模拟结果)对于需要迭代的算法!固

定迭代步数为 1## 步:对于光滑化算法 $3'算

法!对应于改进的数萃方法中的算法 O 与算法

#%!选择L$?% 为式 $=!% 中的形式!同时设定不

同机器上的窗宽相等!等于 T

+

#$3H$

+

%

=HO

:对于

需要进行重抽样的方法!选取重抽样样本的样本

量为4#!$$ :模拟时!结果主要关注两组分位数

水平'

#$)# 和'

#$)!# !其它分位数下的结果

类似!为节省篇幅在此不再列出:每一种算法都将

呈现以下结果指标) 基于 !$$ 次模拟得到的估计

量相对于参数真值的平均偏差 $MB;H% 和标准误

差 $HF;EA;@A J@@8@!31%:同时!将集中所有数据在

一台假设有无限算力的超级计算机上!通过传统

分位数回归的线性优化方法得到的估计量 "

/

C

#

;@CDBE

"$!

=

C

#

C

-#=

+

'

$(

-

0

"

2

-..

%

-

% 作为基准估计!称为

(@;G9J估计:通过计算各方法得到的估计量的平

均平方误差 $DJ;E HcP;@JA J@@8@!/31% 与 (@;G9J

估计的/31的比值!得出各种算法所得估计相对

基准估计的估计效率:估计效率越大表明估计越

有效!特别地!若估计效率接近 = $当不同机器数

据分布不同时!可以大于 =%!表明估计是渐近有

效估计:此外!计算中也会测量计算时长对标算法

的计算复杂程度!这里定义为在分布式计算中!每

台机器运算 !$$ 次模拟中!单次运算花费的平均

时长!并定义通讯成本为在核心计算步骤中!机器

之间的数据传输量!由传输量的主阶数表示:

考虑线性模型与平方模型的两种设定!并在

线性模型下!进一步考虑异方差结构!且允许不同

机器上的数据分布相同或不同:首先!考虑如下线

+XW+第 # 期 周&勇等) 大数据下分位数回归通讯有效算法及其应用



性数据生成模型

(

+!-

#

槇
"

2

$

-..

%

+!-

6

.

2

$

-..

%

+!-

"

+!-

"

+!-

`

55N

&$$!=%!

"

+!-

3

%

+!-

$%W%

其中 !

3

5表示随机向量 !和 5独立!

-..

% #

$=!%

2

%

2

# $=!!

=

!3!!

3

%

2

包含截距项!

槇
"

$

#

0$0=%

.

!.#$!3!31 为36= 维线性系数!

(

2

$

-..

%

决定了模型的异方差结构!可以通过设定系数 (

$

来对是否存在条件异方差与条件异方差的形式进

行控制)特别地!当(

2

$

-..

%

+!-

恒取正值时!待估参数

的真值"

$

#

槇
"

$

62

'

(

$

!其中2

'

为标准正态分布的

'分位数)设定协变量维数 3#! )在线性模型

$%W% 下!将分别考虑不存在条件异方差与条件异

方差具有线性结构两种情形!并在线性条件异方

差下!考虑不同机器上的数据分布不相同的情况)

为此!考虑如下四种设定)

$;% 同方 差 模 型! 每 台 机 器 上 的 变 量

$%

2

+!-

!(

+!-

%

2

分布相同)设协变量 %

+!-

的各个分量

相互独立!服从$$!=% 上的均匀分布 U$$!=% )设

(

$

#$=!$!3!$%

2

!即除截距项以外!其它维度系

数为零!则此时总体噪声 槇
"

#

(

2

$

-..

%

"

!

"与 %独立!

即不存在条件异方差)待估的参数真值为 "

$

a

槇
"

$

[2

'

6

=

!其中6

+

表示第+个分量为 =!其他分量均

为 $ 的单位向量)

$K% 异方差模型! 每台机器上的变量

$%

2

+!-

!(

+!-

%

2

分布相同)协变量 %

+!-

与 $9% 的设定

相同)设(

$

a$=!$)#!$!3!$%

2

!则总体噪声 槇
"在

给定 %的条件下的条件分布为 槇
"

b%t&$$!

$= [$)#!

=

%

!

% )待估参数的真值为 "

$

a

槇
"

$

[2

'

$6

=

[$)# 6

!

%)

$G%异方差模型!每台机器上的协变量%

+!-

分

布不同)令 %

+!-

#$!

+!-!=

!3!!

+!-!3

%

2

)在第 +台

机器上!设 !

+!-!3

`

55N

U$+H=$!+H#% !即不同机器上

协变量的第一个分量 !

=

的分布不同! 而

%

0=

#$!

!

!3!!

3

%

2

在不同机器上的分布相同!

各个分量相互独立且服从U$$!=% 分布)设 (

$

#

$$!$)#!$!3!$%

2

!则异方差项由 !

=

决定!总体

噪声 槇
"在给定%的条件下的条件分布为 槇

"

A%`

C$$!$$)#!

=

%

!

% )待估参数的真值为 "

$

#

槇
"

$

6

$u# 2

'

6

!

)

$ A % 平 方 模 型! 每 台 机 器 上 的 变 量

$%

2

+!-

!(

+!-

%

2

分布相同)考虑如下数据生成模型

(

+!-

#$

槇
"

2

$

-..

%

+!-

%

!

6

"

+!-

%

+!-

`

55N

&$$!

6

%

"

+!-

`

55N

&$$!=%!

"

+!-

3

%

+!-

$%S%

其中!协方差矩阵 '

#$

7

-:

%

3;3

满足当 -#:时

7

--

#=!当-

)

:时7

-:

#$)# )此时!(在给定%的

条件下的'条件分位数为3

'

$(A%% #$

槇
"

2

$

-..

%%

!

6

2

'

)选取 槇
"

$

#7

3

!并考虑维数3#! 的情况)通过

蒙特卡洛模拟得到待估参数的真值如下

"

$

#

$!)"O%!=)SSS!!)$$=%

2

!

'

#$)#

$=)%#S!=)SSS!!)$$=%

2

!

'

#

{
$u!#

注意到!在此情况下线性分位数回归模型不成立)

表 S 至表 =! 给出了不同模型下算法的估计

效率!计算复杂度和通讯成本:其中!14表示基于

等度连续的通讯有效算法* 3'表示基于光滑逼近

的通讯有效算法!3'= 和 3'! 分别表示结合替代似

然和牛顿算法的两种优化方法* 在改进的数萃方

法中!/7和 3>分别对应算法 O 和算法 #!/M表

示基于重抽样方法估计权重矩阵的算法:特别地!

在/7算法中!可选取权重矩阵为单位阵!得到一

个可以进行快速计算的算法:当不同机器上的数

据同分布时!3>和/M可以通过第一台机器的数

据进行相应的矩阵近似!得到对应的高效通讯算

法!分别记为 3>?-8G;9和 /M?-8G;9:作为对照!记

基于式$!W% 的朴素平均算法为 ,/!以及 4]JE

等
,=$-

!4]JE和i]8P

,==-

!\;EC等
,!$-

的方法分别为

/-!N4!\\:为了简洁!在不致产生混淆的前提

下!下文中均用以上简写表示相应算法所得估

计量:

+WW+ 管&理&科&学&学&报 !$!% 年 # 月



表 S 与表 =$ 展示了在线性模型下!不同机器

数据同分布时的模拟结果:首先!从标准误差

$31% 的量级上看!本文所给出的方法均可以得

到真值的一致估计!只是在不同的场景下!各种估

计的效率有一定的差别:大部分算法所得估计量

的估计效率都接近为 =!除了 /7算法和基于等

度连续的14算法所得估计量的估计效率略低于

其他几种方法:其中!若将/-算法在0//估计

的框架下看作两步估计!则 /7算法可以看作其

第一步估计后得到的结果!是在对估计效率要求

不高时的一种加速算法!在此给出仅作为比较:

14算法因为进行了大量高阶梯度近似!用估计效

率的降低换取了通讯效率的提升!因此在给定的

迭代步数下估计效率略低于其他算法:事实上!

通过增加迭代步数!其所得估计量的估计效率可

以进一步提升:

表 0"同质性分布式系统下线性同方差模型";#的模拟结果

2;K9JS 3BDP9;FB8E @JHP9F8Q]8D8HGJA;HFBG9BEJ;@D8AJ9$;% PEAJ@]8D8CJE8PHABHF@BKPFJA H<HFJD

分位数

水平
算法

MB;H$

$=$

L%

%

MB;H=

$=$

L%

%

MB;H!

$=$

L%

%

31$

$=$

L!

%

31=

$=$

L!

%

31!

$=$

L!

%

估计效率
计算时长

$秒%

通讯成本

'

#$)#$

(@;G9J =:$W L=:O! L=:=% =:$! =:%# =:%X =:$$ %:## 0

14 $:"$ L!:$% $:#W =:## !:!" !:!$ $:"! W:X" W$1,3%

3'= =:$= L=:%O L=:$$ =:$% =:%# =:%W =:$$ =:=# W$1,3%

3'! =:$$ L=:%O L=:$$ =:$% =:%# =:%W =:$$ $:OW W$1,3%

/7 L$:$% L$:#W $:!# =:"W =:SW !:=! $:"# $:O!

W$1,$3

!

63%%

3> =:== L=:#" L=:$W =:$# =:%X =:%X $:SS $:O%

W$,$3

!

63%%

/M =:=W L=:"S L=:== =:$# =:%S =:%S $:SX =:%%

W$,$3

!

63%%

3>?-8G;9 =:%X L!:== L=:$= =:=% =:O" =:OO $:S% $:O" W$,3%

/M?-8G;9 =:%$ L=:S% L=:$O =:!O =:#S =:#X $:W# =:OW W$,3%

,/ =:=$ L=:#O L=:$% =:$# =:%X =:%O =:$$ $:!# W$,3%

/- $:SS L=:%% L$:SS =:$% =:%# =:%X =:$$ $:"#

W$1,$3

!

63%%

N4 =:=$ L=:#S L=:$O =:$# =:%" =:%" $:SS =:#%

W$,$3

!

63%%

\\ =:$S L=:#X L=:$$ =:$# =:%" =:%% =:$$ $:!X

W$,$3

!

63%%

'

#$)!#

(@;G9J L$:OO $:XX $:W" =:$S =:#$ =:O# =:$$ =:S! 0

14 L!:$S %:"O =:=X !:$$ !:S= !:X# $:#! S:=" W$1,3%

3'= #:=W =:"$ $:#W =:=! =:#" =:OS $:SO =:%= W$1,3%

3'! #:!S =:%S $:#S =:== =:#O =:OS $:S# $:#% W$1,3%

/7 #:#O =:=X !:W# =:S" !:OO !:!S $:"$ $:%S

W$1,$3

!

63%%

3> =:!" $:S# $:W# =:=% =:#! =:#= $:SX $:O=

W$,$3

!

63%%

/M =:!! $:S! $:S% =:=# =:#O =:#! $:S" =:O"

W$,$3

!

63%%

3>?-8G;9 =:%! $:%$ =:=$ =:!% =:"% =:X= $:WW $:O" W$,3%

/M?-8G;9 =:%= $:X$ =:$$ =:%= =:X= =:W! $:W% =:"X W$,3%

,/ L$:=W $:X# $:W" =:$W =:OW =:OS =:$$ $:!! W$,3%

/- #:OO =:$! $:"# =:== =:#= =:OW $:S" $:"O

W$1,$3

!

63%%

N4 $:## $:W! $:W# =:=$ =:#$ =:#$ $:SW =:"S

W$,$3

!

63%%

\\ L$:=O $:X= $:WO =:$W =:OW =:OS =:$$ $:!%

W$,$3

!

63%%

+SW+第 # 期 周&勇等) 大数据下分位数回归通讯有效算法及其应用



表 #!"同质性分布式系统下线性异方差模型 "K# 的模拟结果

2;K9J=$ 3BDP9;FB8E @JHP9F8Q]JFJ@8HGJA;HFBG9BEJ;@D8AJ9$K% PEAJ@]8D8CJE8PHABHF@BKPFJA H<HFJD

分位数

水平
算法

MB;H$

$=$

L%

%

MB;H=

$=$

L%

%

MB;H!

$=$

L%

%

31$

$=$

L!

%

31=

$=$

L!

%

31!

$=$

L!

%

估计效率
计算时长

$秒%

通讯成本

'

#$)#$

(@;G9J L$:%% L=:S! =:#S =:%! =:WO =:#S =:$$ %:$X 0

14 L=:O% L!:!% O:W% !:=# !:XO !:W= $:"! W:WX W$1,3%

3'= L$:%# L=:SW !:$O =:%O =:SW =:"S $:SO =:=S W$1,3%

3'! L$:$# L!:O% =:## =:!S =:WW =:"= $:SS $:#$ W$1,3%

/7 L=:"O L$:SO %:O! !:!= !:XW !:X$ $:"! $:O!

W$1,$3

!

63%%

3> $:$S L!:$S =:=$ =:!W =:W! =:#W =:$= $:O!

W$,$3

!

63%%

/M $:$# L!:$W =:== =:%! =:W" =:#S =:$$ =:%"

W$,$3

!

63%%

3>?-8G;9 $:%" L=:WS $:%! =:%W !:$" =:XX $:S= $:OO W$,3%

/M?-8G;9 $:"= L=:"X L$:$" =:"= !:%= !:=# $:XW =:#= W$,3%

,/ $:$" L=:SO $:S= =:!X =:WO =:#W =:$= $:!# W$,3%

/- L$:=X L=:SS =:#$ =:!S =:W% =:#S =:$= $:"X

W$1,$3

!

63%%

N4 $:$= L=:S# =:$$ =:!S =:WO =:#W =:$= =:#%

W$,$3

!

63%%

\\ $:$O L=:W# $:W# =:!" =:WO =:#X =:$! $:!"

W$,$3

!

63%%

'

#$)!#

(@;G9J =:X$ $:$W L!:$X =:%# !:$$ =:W= =:$$ =:O% 0

14 %:!! L=:"X L%:XX !:=" %:!" !:SX $:"= S:!X W$1,3%

3'= X:$O L$:WS L!:=S =:O$ !:$" =:W# $:S# =:%X W$1,3%

3'! X:=! L=:$= L!:!% =:%S !:$# =:WO $:S" $:#! W$1,3%

/7 #:OO !:=O $:WX !:!% %:$X !:WS $:"% $:O$

W$1,$3

!

63%%

3> %:S$ $:W" L!:W" =:%S !:$# =:WO $:SX $:O!

W$,$3

!

63%%

/M %:SW $:OO L!:W$ =:%S !:$X =:W" $:S" =:O!

W$,$3

!

63%%

3>?-8G;9 !:%! =:X" L=:O% =:"! !:O# !:!% $:W! $:O# W$,3%

/M?-8G;9 !:O= =:=W L$:S! =:X" !:X= !:O# $:X# =:"% W$,3%

,/ =:"X =:$O L!:XO =:O! !:$% =:WX $:SX $:!! W$,3%

/- X:!O L=:!X L!:!O =:%W !:$% =:WO $:S" $:"S

W$1,$3

!

63%%

N4 %:$O $:%O L!:X" =:%S !:$O =:W# $:SW =:X=

W$,$3

!

63%%

\\ =:"" =:$" L!:X" =:O= !:$! =:WX $:SW $:!O

W$,$3

!

63%%

表 ##"异质性分布式系统下线性异方差模型 "G# 的模拟结果

2;K9J== 3BDP9;FB8E @JHP9F8Q]JFJ@8HGJA;HFBG9BEJ;@D8AJ9$G% PEAJ@]JFJ@8CJEJ8PHABHF@BKPFJA H<HFJD

分位数

水平
算法

MB;H$

$=$

L%

%

MB;H=

$=$

L%

%

MB;H!

$=$

L%

%

31$

$=$

L!

%

31=

$=$

L!

%

31!

$=$

L!

%

估计效率
计算时长

$秒%

通讯成本

'

#$)#$

(@;G9J L$:!$ $:$O L$:!X $:%= $:!" $:%# =:$$ O:X! 0

/7 L$:$W $:$O L$:%W $:#O $:%O $:!X $:X" $:O!

W$1,$3

!

63%%

3> L$:$% L$:$O L$:!! $:=" $:!! $:=S =:#S $:O%

W$,$3

!

63%%

/M L$:$= L$:$% L$:!% $:=X $:!% $:=S =:#" =:OW

W$,$3

!

63%%

,/ L":O= $:W= L$:!O O:#O =:$O $:S$ $:== $:%% W$,3%

/- L$:!% $:$" L$:!X $:%% $:!X $:%# $:SX $:"$

W$1,$3

!

63%%

N4 L$:!" $:$W L$:!% $:%" $:!W $:O= $:WX =:#$

W$,$3

!

63%%

\\ L=:!$ $:%= L$:!% =:%$ $:OX $:S$ $:%! $:!W

W$,$3

!

63%%

+$S+ 管&理&科&学&学&报 !$!% 年 # 月



续表 ##

2;K9J== 48EFBEPJH

分位数

水平
算法

MB;H$

$=$

L%

%

MB;H=

$=$

L%

%

MB;H!

$=$

L%

%

31$

$=$

L!

%

31=

$=$

L!

%

31!

$=$

L!

%

估计效率
计算时长

$秒%

通讯成本

'

#$)!#

(@;G9J $:=$ L$:!! $:%S $:%" $:%% $:%# =:$$ O:"! 0

/7 O:O% $:$S $:=S $:## $:O! $:!O $:X= $:O%

W$1,$3

!

63%%

3> L$:$= $:X$ $:$$ $:!$ $:!# $:=W =:"! $:O#

W$,$3

!

63%%

/M $:$W $:"" $:$O $:!= $:!" $:=S =:## =:"W

W$,$3

!

63%%

,/ L#:W= =:#! =:!S O:O= =:$# $:WW $:=% $:%= W$,3%

/- #:== L$:%O $:%X $:%" $:%O $:%% $:XX $:#X

W$1,$3

!

63%%

N4 $:O$ $:=% $:#" $:O! $:%# $:%X $:S$ =:"!

W$,$3

!

63%%

\\ L$:$% L$:$" =:!S =:O$ $:## $:WW $:%# $:!W

W$,$3

!

63%%

表 #("同质性分布式系统下平方模型 "A# 的模拟结果

2;K9J=! 3BDP9;FB8E @JHP9F8QcP;A@;FBGD8AJ9$A% PEAJ@]8D8CJE8PHABHF@BKPFJA H<HFJD

分位数

水平
算法

MB;H$

$=$

L%

%

MB;H=

$=$

L%

%

MB;H!

$=$

L%

%

31$

$=$

L!

%

31=

$=$

L!

%

31!

$=$

L!

%

估计效率
计算时长

$秒%

通讯成本

'

#$)#$

(@;G9J $:#$ L$:WO $:$! $:OS $:SW =:$! =:$$ #:OW 0

14 L$:$" L$:XW L$:!= $:W$ =:OS =:O$ $:"W W:WS W$1,3%

3'= L=:=W L$:X" L$:!O $:#! =:$W =:=# $:S$ =:=$ W$1,3%

3'! L=:=X L$:X! L$:$% $:#= =:$= =:$# $:SX $:O" W$1,3%

/7 L=:%= L$:XO $:$% $:#= =:$% =:$# $:S" $:OO

W$1,$3

!

63%%

3> $:!% L$:"X $:$X $:#= =:$% =:$" $:S" $:O"

W$,$3

!

63%%

/M $:!= L$:"" $:$" $:#! =:$O =:$" $:S# =:%O

W$,$3

!

63%%

3>?-8G;9 $:O" L=:"S =:!S $:#S =:!O =:!" $:W$ $:OS W$,3%

/M?-8G;9 $:%! L=:XW =:%W $:X" =:"! =:#W $:"% =:OW W$,3%

,/ $:=% L$:"O $:=# $:OS $:SS =:$% $:SS $:!S W$,3%

/- L=:!= L$:XO $:$" $:OS $:SW =:$! $:SS $:##

W$1,$3

!

63%%

N4 $:"W L$:"W $:=" $:#$ =:$$ =:$O $:SW =:OX

W$,$3

!

63%%

\\ =:=! L$:"% $:=X $:OS $:SW =:$% =:$$ $:%$

W$,$3

!

63%%

'

#$)!#

(@;G9J L$:$% L=:=$ $:SS $:O" =:=" =:!= =:$$ %:=" 0

14 L$:"S L=:#% =:=! $:XO =:"" !:=$ $:"% W:SX W$1,3%

3'= %:SW L=:=$ $:#$ $:#$ =:%! =:%% $:WW =:!O W$1,3%

3'! %:SO L$:W! $:W= $:OW =:=S =:!! $:S" $:#$ W$1,3%

/7 ":!S L=:$$ $:XX $:OS =:%$ =:%X $:W# $:O=

W$1,$3

!

63%%

3> !:!X L=:=" $:S= $:OX =:=S =:!# $:SX $:O%

W$,$3

!

63%%

/M !:!# L=:$= $:X= $:OW =:=S =:!# $:S" =:%S

W$,$3

!

63%%

3>?-8G;9 !:#W L=:OW =:%W $:## =:O# =:O" $:W= $:O" W$,3%

/M?-8G;9 !:#X L=:#! =:%# $:"O =:"% =:"! $:X! =:#= W$,3%

,/ L$:=S L=:!X =:%= $:OX =:=" =:!$ =:$$ $:!# W$,3%

/- %:SW L=:=% $:SS $:OX =:=" =:!! $:SX $:#X

W$1,$3

!

63%%

N4 =:"! L=:=S =:$# $:OX =:=X =:!! $:SS =:#%

W$,$3

!

63%%

\\ $:W= L=:%= =:!S $:OX =:=" =:!$ =:$$ $:!"

W$,$3

!

63%%

+=S+第 # 期 周&勇等) 大数据下分位数回归通讯有效算法及其应用



&&关于 14算法的计算复杂度在此有一点补

充) 从结果上看!14算法的运算时间略高于其它

算法!这并非是14算法本身的缺陷!而是由其所

采用的优化算法导致:在本文处理关键的迭代步

骤时!针对于这个新提出的问题!求解线性优化时

采用了运算稳定且可解性更为清晰的单纯形

$HBD̂9J̀% 法:如果在此换成经典的内点 $BEFJ@B8@

^8BEF% 法求解线性优化问题!也可以达到毫不逊

色于表中其它迭代方法的计算效率!但是解的稳

定性不如本文所采用的方法:

正如本文第 O 节中所讨论的一样!当已知数

据独立同分布时!改进的数萃方法所得 3>与 /M

估计!4]JE 和 i]8P

,==-

所得 N4估计!\;EC等
,!$-

所得\\估计!本质上都与 ,/估计渐近等价:

事实上!此时采用以上任意一种估计量都是渐近

有效的!而直接采用朴素平均就可以得到有效估

计!且计算难度也是最低的!运算时间也最短:由

表中结果可知!以上不同方法的效率几乎都近似

为 =!都可以认为与 (@;G9J估计之间没有本质区

别:这也说明!如果预先已经有额外的信息!可以

确定样本不存在非同分布的情况!那么以上所有

算法均可以实现有效估计并都具有较小的计算

成本:

下面给出所提出的几种算法之间的比较:仅

采用中心机器的本地信息进行运算的 -8G;9方

法!由于机器与机器间传输的信息量大大减少!多

少会伴随一定的估计效率损失!一般在 =$! 左

右!但其优点是通讯成本的大大降低:另一方面!

光滑化处理之后的方法!估计效率往往优于不做

光滑直接针对非光滑函数做优化的方法!即 3>估

计将在估计效率上优于/M估计:同理!3'算法也

比直接对核验函数做线性优化的 14算法更优:

采用重抽样方法对协方差矩阵进行估计的方案!

则会因为重抽样而相对花费更多的计算时间:由

此可见!直接代入数值的 3>算法总体上最有优

势:从组间对照的角度!仅看两种重抽样方法!/M

估计由于包含对方差阵的完整估计!也会在估计

效率上略优于 4]JE 和 i]8P

,==-

的 N4估计:仅看

高效通讯算法!本地化的 3>?-8G;9和 /M?-8G;9估

计在不做迭代的情况下!估计效率表现不如做迭

代的 3'估计:而且 3'算法在使用迭代的同时计

算效率也很高:特别是直接代入光滑近似黑塞矩

阵 $6JHHB;E D;F@B̀% 的 3'! 方法运算速度很快!在

同类算法中表现得较有优势:尽管如此!3>?-8G;9

和/M?-8G;9算法在仅从本地传输一次向量的较

低通讯成本下!能达到 W$! 甚至 S$! 的估计效

率!也较好地平衡了通讯成本与计算效率:

表 == 给出了异方差模型下!不同机器上的

数据分布不同时的模拟结果:当不同机器上的数

据分布不同时!由于 14算法与 3'算法都在本地

通过第一台机器上的数据进行高阶梯度近似!需

要数据同分布假设!因此在理论上并不适用!使得

在计算过程中往往出现优化问题无解的情况:为

此!在此情形下将不考虑 14算法与 3'算法:从

表中结果可知!改进的数萃方法相比现有的 /-

算法!N4算法和\\算法!所得估计量的估计效

率显著提升!且计算时间显著减小:由第 O 节中的

讨论!从理论上讲!当不同机器上的数据分布不同

时!最优权重矩阵将依赖于机器指标 +!此时!改

进的数萃算法!N4算法!\\算法所得估计与朴

素平均估计将不再渐近等价:此时!由于本文的算

法采用了最优权重矩阵!因此不论数据是否同分

布!所得估计均为渐近有效估计:本文的算法具有

的估计有效性以及在数据分布异质性下的稳健

性!由模拟结果得到了进一步的验证:

在平方模型下!由表 =! 中的结果可知!改进

的数萃方法相比 14算法与 3'算法!所得估计量

保持了更高的估计效率:特别地!/7算法的优势

在平方模型下得以体现!表现为在计算时长差不

多的情况下!相比所提出的其他算法具有并不逊

色的估计效率!特别是在分位数水平等于 $:#

时!在几种改进的数萃方法中表现最佳:与此同

时!若将/7算法看作/-算法在0//估计框架

下的第一步!则可以看到!与 /-算法相比!仅通

过一步计算得到的/7估计的估计效率并未有太

大降低!而算法的计算时长分别减小了 !W:#X!

$

'

#$)#$% 与 !X)!X ! $

'

#$)!#%)因此!/7

算法在平方模型下可以实现估计的有效性与计算

复杂度之间的平衡:

第二部分考虑非平衡半监督数据的通讯有效

算法:在非平衡半监督分布式系统下!仅针对不同

机器上数据分布相同的情况进行模拟:同时增加

+!S+ 管&理&科&学&学&报 !$!% 年 # 月



总机器的个数到 ,#=$$ !并允许第一台机器上

有标签数据的样本量减小到 $ #=$$ !第 +$+

*

!% 台机器上的半监督数据的样本量为 $

+

#

= $$$!则总样本量为C#SS =$$ :由于本文 提出

的算法可以适用于多维协变量!因此也将协变量

的维数增加到 3#S :第一台机器上为有标签数

据且协变量完整观测!第+$+

*

!% 台机器上为无

标签数据!且协变量存在缺失:表 =% 给出了协变

量的具体缺失设置:分位数水平设为 '

#$)# 和

'

#$)!# :分别考虑线性模型和平方模型两种数

据生成方式!分别对应模型 $=% 正确设定和误设

的两种情形:

表 #)"非平衡半监督分布式系统下协变量缺失模式

2;K9J=% /BHHBEĈ ;FFJ@E 8QG8I;@B;FJHPEAJ@BDK;9;EGJA

HJDB?HP^J@IBHJA ABHF@BKPFJA H<HFJD

机器 %

=

%

!

%

%

%

O

%

#

%

"

%

X

%

W

%

S

=

! ! ! ! ! ! ! ! !

!

! !

%

! !

O

! !

#

! ! !

"

! ! !

X

! ! !

W

! ! ! ! ! !

S

! ! ! ! ! ! !

=$

! ! ! ! ! !

&&注! :

!

6表示变量可观测!否则表示变量缺失:

$J%线性模型:考虑如下数据生成模型

第 = 台机器)

(

-

#

槇
"

2

$

-..

%

-

6

"

-

%

-

`

55N

&$$!

'

%

"

-

`

55N

&$$!=%!

"

-

3

%

-

第+台机器) %

<

+

!:

`

55N

&$$!

'

<

+

%)

其中协方差矩阵 '的设定如平方模型 $7%!

'

<

+

表示'对应分量 <

+

的子矩阵)此时!待估参数的

真值为"

$

#

槇
"

$

62

'

6

=

!其中2

'

为标准正态分布的

'分位数)这里选取了两组 槇
"

$

的取值!分别为

"

=

#7

3

!

"

!

#$=!=!=)=!!)!! 0%)%!O)O! 0#)#!

")"!0X)X!W)W%

2

)

$@% 平方模型)考虑如下数据生成模型

第 = 台机器)

(

-

#$

槇
"

2

$

-..

%

-

%

!

6

"

-

%

-

`

55N

&$$!

'

%

"

-

`

55N

&$$!=%!

"

-

3

%

-

第+台机器) %

<

+

!:

`

55N

&$$!

'

<

+

%

其中协方差矩阵 '的设定如平方模型 $7%!

'

<

+

的定义如线性模型 $%%)此时!(在给定%的条件

下的'条件分位数为V

'

$(A%% #$

槇
"

2

$

-..

%%

!

62

'

)

这里选取 槇
"

$

#7

3

!通过蒙特卡洛模拟得到待估参

数的真值如下

"

$

#

$!=)#$X!=)SSX!!)$$W!=)SW$!!)$=$!

!)$$S!!)$$$!!)$=S!!)$$X!=)SX"%

2

!

'

#$)#

$#)"%W!=)SSX!!)$$W!=)SW$!!)$=$!

!)$$S!!)$$$!!)$=S!!)$$X!=)SX"%

2

!

'

#$)










!#

表 =O 与表 =# 分别给出了非平衡半监督数据

下线性模型的模拟结果)由表 =O 与表 =# 中的结

果可知!所有四种算法的偏差$MB;H%和标准误差

$31%都可以控制在较小的范围:下面!将基于加

权损失函数的通讯有效算法记为 \1算法!将基

于改进的数萃方法的通讯有效算法记为 4N

算法)

表 #+"线性模型 "%# 在非平衡半监督数据下) 基于加权损失函数的通讯有效算法的模拟结果

2;K9J=O 3BDP9;FB8E @JHP9F8Q9BEJ;@D8AJ9$J% Q8@BDK;9;EGJA HJDB?HP^J@IBHJA A;F;K<PHBECF]JDJF]8A K;HJA 8E RJBC]FJA 98HHQPEGFB8EH

参数设定 评价指标 "

$

"

=

"

!

"

%

"

O

"

#

"

"

"

X

"

W

"

S

"

#

"

=

!

'

#$)#$

MB;H $:$$$ L$:$$! $:$$% L$:$=O L$:$$S $:$$O $:$=S $:$$$ L$:$$X L$:$$X

31 $:=%= $:!$O $:=X" $:=X$ $:=W! $:=S$ $:="" $:=XW $:=X" $:=WX

"

#

"

=

!

'

#$)!#

MB;H $:$$X L$:$=$ $:$%% $:$$X L$:$=W $:$$# L$:$$% L$:$$! L$:$$! $:$$#

31 $:=O# $:!=" $:=S" $:=WX $:=S# $:=S= $:=W$ $:=W= $:!$" $:!$!

"

#

"

!

!

'

#$)#$

MB;H $:$$! L$:$$% $:$$O L$:$$! L$:$$O $:$!S $:$$% L$:$$% $:$$W L$:$!#

31 $:==# $:=X$ $:=X= $:=S= $:=XX $:!$W $:!$X $:=X! $:=XX $:=X!

"

#

"

!

!

'

#$)!#

MB;H $:$!X $:$$" $:$$W $:$$W $:$!" L$:$$X L$:$$" $:$$" L$:$%# L$:$=X

31 $:=#O $:=S" $:=W% $:!$X $:=W! $:!== $:=S% $:!$W $:=S# $:=XS

+%S+第 # 期 周&勇等) 大数据下分位数回归通讯有效算法及其应用



表 #,"线性模型 "J# 在非平衡半监督数据下)基于改进的数萃 "/JF;# 方法的通讯有效算法的模拟结果

2;K9J=# 3BDP9;FB8E @JHP9F8Q9BEJ;@D8AJ9$J% Q8@BDK;9;EGJA HJDB?HP^J@IBHJA A;F;K<PHBECF]JBD̂@8IJA /JF;DJF]8A

参数设定 评价指标 "

$

"

=

"

!

"

%

"

O

"

#

"

"

"

X

"

W

"

S

"

#

"

=

!

'

#$)#$

MB;H $:$=X $:$$$ $:$=" $:$!= L$:$$% L$:$$% L$:$$= $:$$= $:$=! L$:$!#

31 $:=%X $:="S $:=X$ $:=WS $:="X $:=X" $:=## $:="= $:=X% $:=X=

"

#

"

=

!

'

#$)!#

MB;H $:$$X L$:$$O L$:$$O L$:$=" L$:$$# $:$%O $:$$# L$:$!O L$:$$% L$:$=$

31 $:=O$ $:=XO $:=WX $:=S= $:=W= $:=X" $:="S $:=SX $:=WO $:=S$

"

#

"

!

!

'

#$)#$

MB;H L$:$=! $:$=" $:$=$ $:$$! L$:$=! $:$=X $:$=! L$:$$# L$:$=O $:$$O

31 $:=!W $:=XW $:=X$ $:=W% $:=XX $:="X $:="" $:="O $:=#S $:=X%

"

#

"

!

!

'

#$)!#

MB;H $:$=W L$:$%X $:$$W $:$$= $:$%! L$:$$% L$:$$= $:$=% L$:$$X $:$$!

31 $:=%! $:=X# $:=S" $:=W" $:=W# $:=WO $:=WS $:=W$ $:=W" $:!$$

&&对于模型误设的情形!模拟主要关心的是

与有监督学习相比!利用无标签数据能使得估

计量的估计效率提高多少:因为 4N算法的估

计量的方差估计涉及到对其渐近性质的进一

步推导!因此这里只考虑 \1算法对应的估计

量 "

/

\1

:表 =" 给出了估计量 "

/

\1

的模拟结果:

除了表 =O 与表 =# 中给出的评价指标之外!表

=" 进一步给出了 "

/

\1

的估计效率:此处估计效

率的定义与数据完整观测的情况有所不同:记

仅利用无标签数据得到的有监督学习下的估

计量为 "

/

X

!即 "

/

X

#;@CDBE

"$!

=

$

#

$

-#=

+

'

$(

-

0

"

2

;

-..

%

-

%)对于"

$

的任一估计量 "

/

X

!令 /13$

"

/

% 表

示 "

/

的平均平方误差:定义 "

/

\1

相对于 "

/

X

的估

计效 率 为 1QQBGBJEG<$

"

/

\1

% # 0/13$

"

/

X

% 0

/13$

"

/

\1

% 1 H/13$

"

/

X

% :

由表 =" 可知!在平方模型的设定下!截距项

估计量的偏差较线性模型有所增加!参数估计量

的标准误差也较线性模型有比较明显的增加:进

一步!

"

/

\1

相比"

/

X

具有更高的估计效率!且对于大

部分参数!相对效率能达到 =#! 以上:这说明通

过\1算法的方式加入无标签数据可以显著提高

估计效率:

表 #-"平方模型 "Q# 在非平衡半监督数据下)基于加权损失函数的通讯有效算法的模拟结果

2;K9J=" 3BDP9;FB8E @JHP9F8QcP;A@;FBGD8AJ9$Q% Q8@BDK;9;EGJA HJDB?HP^J@IBHJA A;F;K<PHBECF]JDJF]8A K;HJA 8E RJBC]FJA 98HHQPEGFB8EH

分位数水平 评价指标 "

$

"

=

"

!

"

%

"

O

"

#

"

"

"

X

"

W

"

S

'

#$)#$

MB;H !:#"" $:"W$ $:$WO $:$X$ L$:!!X L$:$%= L$:#"S L$:=X! $:=!% L$:!"%

31 O:"%% #:"%" #:%O= #:O#$ #:O$" #:O%! #:WO# #:WW$ #:!"" ":X#O

估计效率 $:%WS $:=X# $:!X! $:=X! $:=%X $:=#X $:="O $:=$! $:$OX $:=!W

'

#$)!#

MB;H =:"SS $:$#= $:$#! $:=$W L$:=#$ L$:!"# $:=#$ L$:$$# L$:$=S $:$"W

31 !:$$X !:O#S !:"#X !:XO= !:#XW !:"!% !:%%# !:%S= !:"=% !:O=X

估计效率 $:!OO $:!"X $:=%X $:!$X $:!$X $:!!" $:=WX $:%%= $:=SX $:!OW

&

."实际数据分析

本节将本文所提出的算法运用到一个实际的

数据场景中:数据集取自 !$$O 年至 !$$# 年间!

洛杉矶流浪人口服务部 $-8H,ECJ9JH68DJ9JHH

3J@IBGJH,PF]8@BF<% 关于洛杉矶城一共 ! $#O 个管

理区域的流浪人口的追踪调查:由于即时而完备

的街道考查是一项非常困难的工作!该项调查选

取了 !OO 个几乎依概率 = 观察到流浪汉人群的地

区为重点区域:这些重点区域都有比较可靠的人

口普查统计!而余下的 = W=$ 个区域则不一定存

在完整的追踪调查:在这 = W=$ 个非重点区域中!

又随机挑选了 !"# 个区域抽查!同样也获得了较

可靠的人口普查统计:所以一共有 #$S 个城市区

域已经完成了其中流浪人口的追踪统计!而余下

= #O# 个区域则没有统计具体的流浪人口数量:

在本次的研究中!每个地区的流浪人口数量将视

为响应变量 (!那么其中 = #O# 个响应变量存

在缺失:

同时!所有的区域均考查了一些被认为与流

浪人口数量相关的变量:_@BJC9J@和 MJ@V

,!O-

对该

+OS+ 管&理&科&学&学&报 !$!% 年 # 月



调查的相关变量有较详细的说明与分析!他们提

到被认为对流浪人口数量影响最大的因素有) 工

业用地占比&商业用地占比&居住区用地占比&空

置土地面积占比&非高加索人口占比&有户主房屋

占比&空置房屋占比&中位居民收入!一共八项:其

中!由于有户主房屋占比与空置房屋占比可以认

为有强相关关系!所以仅考虑有户主房屋占比一

项即可:因此可将上述七项重要的相关变量选取

为协变量 !:值得注意的是!在进行实际建模时

对数据做了标准化处理!而对应的线性模型并不

包含截距项:本次分析考虑到了五个不同的分位

数水平 '

#$)=$!$)!#!$)#$!$)X#!$)S$!并计算

各水平下的参数真值及其估计量:

接下来运用本文所提出的算法进行参数估

计:首先!运用第 ! 节和第 % 节给出的 14算法与

3'算法:由于14算法和 3'算法并不考虑数据缺

失的问题!所以关于这两个算法!仅针对无缺失的

#$S 个观测样本进行分析:分析时先对完整数据

进行分块:由于原数据中重点区域与非重点区域

的记录比较规整!为了使得分块之间的数据更加

均匀:在设置分块前会重新将数据集随机打乱!以

得到分布更为相似的数据分块:将 #$S 条数据随

机均分为 % 块!分别包含 =X$ 条!=X$ 条与 ="S 条

观测:默认以第一分块为算法的中心机器所在的

分块!并且为了符合分块场景的设定!初值估计仅

由第一子块数据的估计产生:而对于设定的线性

模型!为事先消除截距项与量纲的影响!对数据集

做标准化处理:对于迭代算法!这里也采用 # 步迭

代:光滑化方法中的窗宽按照第 % 节中所述方法

统一取为 T #$XH="S%

=HO

#$)O# :表 =X 给出了

不同分位数水平下!本文所提出的所有非半监督

算法的计算结果:同时!作为对照组!结果中也列

出直接用全部数据估计的结果!并且同时也给出

朴素平均 $,/% 的结果!以及 \;EC等
,!=-

的 \\

算法的结果!用以评估不同算法间的差别:

研究希望本文提出的分布式算法的估计结果

能与(@;G9J估计相似!即符号相同!数量级相近:

表 =X 显示"

!在同分布以及非异方差模型的模拟

中一致地有着高效率表现的 \\算法!应用到这

个实例数据上时!无论在哪个分位数水平下!都与

(@;G9J估计存在相当的差异:这就表明!在真实数

据下!往往难以得到明确具有同质性且严格满足

同分布条件的场景:而在这种现实场景中!本文

提出的估计方法则能表现出很明显的优势:首先

是基于光滑逼近的 3'算法!在任何一个分位数水

平下基本都能与 (@;G9J估计保持一致!而且其仅

需要在低通讯成本下就可以完成计算:这就大大

地优于\\算法的实际效果:而各种基于改进的

数萃方法所得的估计则在各种异质性数据下有稳

健的表现:特别地!注意到 $:# 分位数水平下!

/7!3>与/M算法对应的三种估计都一致地与

(@;G9J估计保持很高的相似程度:比较遗憾的是!

在实际数据中!子块间的数据分布存在一定的差

异!由上述方法推广出的仅运用一个子块上的信

息近似协方差矩阵的 -8G;9算法相对逊色:但是

对于需要高效通讯的场合!本实例还是说明了 3'

算法的优势!即仍然能为如同本实例一样的现实

分布式计算场景提供降低通讯成本的可行性:

进一步!考虑加入无标签数据的信息!即考虑

非平衡半监督数据的通讯有效算法!采用第 # 节

中提出的\1算法和 4N算法!重新进行参数估

计:这里将所有有标签数据放在第一台机器!并将

其作为中心机器!则一号机上的样本量为 $ #

#$S)无标签数据共有 = #O# 条!它被随机均分到

% 台子机器上!每台子机器上的样本量为 $

+

#

#=#)

表 =W 的前 =$ 行给出了本文提出的 14算法

与 3'算法的参数估计结果!作为非平衡半监督算

法的对照组:后 =$ 行给出了 \1算法与 4N算法

的参数估计结果:从中可知!由于加入了无标签

数据!模型的不确定性增大!使得此时关于不同分

位数水平的参数估计结果出现了差异!但是大部

分差异较小!即参数估计仍可以保持较好的一致

性:个别差异稍大的参数估计结果可能是由于方

差较大导致的!需要通过进一步针对方差估计的

研究:由此!综合分析表 =X 与表 =W 中的结果可

+#S+第 # 期 周&勇等) 大数据下分位数回归通讯有效算法及其应用

" 在表 =X 中!3'! 算法在 $:X# 与 $:S$ 分位数下的 : L6 记号表示!在此分位数下!难以得到可逆的黑塞矩阵完成计算!故算法失效:但

此处的失效!仅能说明光滑逼近算法在此数据集中存在算数意义上的偶然不可行性:与 3'! 算法同源的 3'= 算法!因无需求解黑塞矩

阵而可以直接进行优化!可以得到很好的结果:而在其它可以正常计算的分位数水平下!3'! 算法表现良好:



知!对于所考虑的数据集!利用本文所提出的四种

算法均可以得到较为准确的参数估计结果!主要

表现为符号的一致性与数值的准确性:

通过对表 =X 和表 =W 的数据进行总结可知!

在本文所考虑的七个协变量中!居住区用地占比!

有户主房屋占比和非高加索人口占比对流浪人口

数具有负向作用!即随着这三个变量取值的增加!

流浪人口数会减少!而其他四个变量的增加则伴

随着流浪人口数的增加:因此!在进行公共管理

政策研究时!特别是有关城区管理与资源调配的

政策制定时!若无法通过直接的大规模调查统计

流浪人口数量!则可以通过本文所考虑的七个经

济社会变量对其进行估计!或通过观察这七个协

变量的情况对不同区域的流浪人口数进行比较!

以通过较低的调查成本得到相对精确的估计!从

而实现更合理的社会资源调配:

表 #."完整观测的实际数据下不同算法的分析结果

2;K9J=X *JHP9F8Q@J;9A;F;;E;9<HBH8QABQQJ@JEF;9C8@BF]DHQ8@QP99<8KHJ@IJA;F;

分位数

水平
算法

工业用地

占比

居住区用

地占比

空置土地

面积占比

商业用地

占比

有户主房屋

占比

非高加索

人口占比

中位居民

收入

'

#$)=$

14 $:$=O L$:$O# $:%=X $:=!! L$:$"! L$:$=S $:$!$

3'= $:$%X L$:$!= $:!!O $:$"W L$:$"# L$:$!= $:$!=

3'! L$:=%! $:X=$ L!:$W$ L$:%O! L$:##O $:$O% L$:!=X

/7 L$:==W L$:$OS $:$X# $:%"% $:$!$ $:$OS $:$=O

3> $:$=! L$:=WW $:$"S $:=!O L$:=O" $:$O! $:$S$

/M L$:$!S $:$$% $:%SX $:=!= L$:!%! $:==" $:!SX

3>?-8G;9 L$:$=X $:%## $:$WO L$:$OO L$:$W# $:$$% $:$$O

/M?-8G;9 L$:==$ L$:##% $:S"S $:$%! L$:X=# $:OOO $:S%#

\\ $:$$O $:$"O $:$X# L$:$O# L$:$"S L$:$=" $:$$=

,/ $:$$W L$:%XO $:=!! L$:=%# L$:$#$ L$:$=X L$:$$O

(@;G9J $:$O= L$:$!% $:!#% $:$"$ L$:$WX L$:$%W $:$!$

'

#$)!#

14 L$:$$! $:$!X $:=#! $:$!# L$:=%= L$:$O! $:$!#

3'= $:$%O L$:$== $:="$ $:$%= L$:=$= L$:$O! $:$!"

3'! $:$%" L$:$$# $:=XO $:$O! L$:=$W L$:$O$ $:$O"

/7 L$:==W L$:$OS $:$X# $:%"% $:$!$ $:$OS $:$=O

3> $:$#O L$:$## $:=X$ $:$XW L$:==W $:$$! $:$%W

/M L$:$!S $:$$% $:%SX $:=!= L$:!%! $:==" $:!SX

3>?-8G;9 L$:$=S $:=S= $:$XW L$:$=W L$:=!S L$:$!% $:$#S

/M?-8G;9 $:$%! L$:%!S $:%#O $:==O L$:$XS $:=## $:=SO

\\ L$:$== L$:$== $:$X# L$:$%= L$:$WX L$:$!= $:$=#

,/ $:$!% L$:%=X $:==! L$:=!= L$:$X# L$:$!" $:$==

(@;G9J $:$O= L$:$!% $:!#% $:$"$ L$:$WX L$:$%W $:$!$

'

#$)#$

14 $:$=S L$:$WX $:!W# $:==W L$:=X! L$:$!X $:=O"

3'= $:$%S L$:$=S $:=WO $:$O# L$:$W" L$:$%% $:$!O

3'! $:$#O L$:$=S $:$S" $:$#! L$:=== L$:$$" $:$O!

/7 $:$$O L$:$=$ $:=$$ $:$SO L$:$"S $:$$O $:$=#

3> $:$#X L$:$!S $:="= $:$X$ L$:=!= L$:$!= $:$%%

/M $:$O% L$:$!! $:!$S $:$#X L$:=O= L$:$=O $:=$"

3>?-8G;9 $:$=S $:=$S $:$XO L$:$$% L$:=!W $:$$= $:$%#

/M?-8G;9 $:$O" L$:$%X $:=S$ L$:$!! L$:$SX $:$%O $:$##

\\ $:$=$ $:$$$ $:=$= $:$$= L$:=$! L$:$=" $:$=O

,/ $:$%% L$:=#! $:="W L$:$#W L$:$S= L$:$%! $:$=W

(@;G9J $:$O= L$:$!% $:!#% $:$"$ L$:$WX L$:$%W $:$!$

+"S+ 管&理&科&学&学&报 !$!% 年 # 月



续表 #.

2;K9J=X 48EFBEPJH

分位数

水平
算法

工业用地

占比

居住区用

地占比

空置土地

面积占比

商业用地

占比

有户主房屋

占比

非高加索

人口占比

中位居民

收入

'

#$)X#

14 $:$!W L$:$!S $:%!S $:$"S L$:$OS $:$!= $:$#$

3'= $:$O! L$:$!% $:=S# $:$OS L$:$X" L$:$!# $:$!=

3'! L L L L L L L

/7 $:$S" $:$$W $:==$ $:$%O L$:$WX L$:$#$ L$:$=!

3> $:$SW L$:$$X $:!%X $:$O! L$:$#S L$:$!O $:$!W

/M $:=$" L$:$=O $:=WS $:$#% L$:=$= L$:$$W $:$WX

3>?-8G;9 $:$%S $:$"X $:!%S $:$=O L$:$WX $:$!# $:$"!

/M?-8G;9 $:$W! $:$S$ $:!=W L$:$=$ L$:=$X $:$%# $:$W%

\\ $:=!W L$:$%= $:=WW $:=X% L$:=!$ $:$=$ $:=$=

,/ $:=WW $:$#% $:!"= $:$XX L$:==# L$:$%= $:$S%

(@;G9J $:$O= L$:$!% $:!#% $:$"$ L$:$WX L$:$%W $:$!$

'

#$)S$

14 $:$"W L$:$=# $:!!O $:$%S L$:=%= L$:$"$ $:$O#

3'= $:$%X L$:$!# $:=WS $:$O# L$:$W= L$:$!X $:$!!

3'! L L L L L L L

/7 L$:$!% L$:=X# L$:$XS L$:=%W L$:OO" $:$%O $:!$W

3> $:$$! L$:$#" $:$=$ $:=$O L$:$X# L$:$XW L$:$$"

/M L$:=XS L$:$O$ $:$"% $:$== L$:$%% L$:$WW $:$%"

3>?-8G;9 $:!=# L$:%!W L$:=O# $:=%O L$:%%! L$:=SO $:!!%

/M?-8G;9 L$:XW# $:!XX $:==! L$:$SX $:O$! L$:$!% L$:OOO

\\ $:!O% L$:$%O $:%XX $:!%S L$:$"O $:$#" $:=OX

,/ $:$S# $:%#$ $:#%$ $:=WW L$:$"O L$:$XW $:==O

(@;G9J $:$O= L$:$!% $:!#% $:$"$ L$:$WX L$:$%W $:$!$

表 #/"非平衡半监督实际数据下不同算法的分析结果

2;K9J=W *JHP9F8Q@J;9A;F;;E;9<HBH8QABQQJ@JEF;9C8@BF]DHQ8@BDK;9;EGJA HJDB?HP^J@IBHJA A;F;

算法
分位数

水平

工业用地

占比

居住区

用地占比

空置土地

面积占比

商业用地

占比

有户主

房屋占比

非高加索

人口占比

中位居民

收入

14

$:=$ $:$=O L$:$O# $:%=X $:=!! L$:$"! L$:$=S $:$!$

$:!# L$:$$! $:$!X $:=#! $:$!# L$:=%= L$:$O! $:$!#

$:#$ $:$=S L$:$WX $:!W# $:==W L$:=X! L$:$!X $:=O"

$:X# $:$!W L$:$!S $:%!S $:$"S L$:$OS $:$!= $:$#$

$:S$ $:$"W L$:$=# $:!!O $:$%S L$:=%= L$:$"$ $:$O#

3'=

$:=$ $:$%X L$:$!= $:!!O $:$"W L$:$"# L$:$!= $:$!=

$:!# $:$%O L$:$== $:="$ $:$%= L$:=$= L$:$O! $:$!"

$:#$ $:$%S L$:$=S $:=WO $:$O# L$:$W" L$:$%% $:$!O

$:X# $:$O! L$:$!% $:=S# $:$OS L$:$X" L$:$!# $:$!=

$:S$ $:$%X L$:$!# $:=WS $:$O# L$:$W= L$:$!X $:$!!

\1

$:=$ $:$=% L$:$=# $:%$% $:$"= L$:$X$ L$:$OO $:$!"

$:!# $:$$W L$:$!X $:!SS $:$"X L$:$"= L$:$%$ $:$="

$:#$ $:$OW L$:$!! $:%$# $:$O" L$:$"$ L$:$!" $:$=X

$:X# $:$O= L$:$!" $:!OW $:$!" L$:$S$ L$:$!O $:$=$

$:S$ $:=!" L$:$!= $:!!# $:$!% L$:$W% L$:$%$ $:$=%

+XS+第 # 期 周&勇等) 大数据下分位数回归通讯有效算法及其应用



续表 #/

2;K9J=W 48EFBEPJH

算法
分位数

水平

工业用地

占比

居住区

用地占比

空置土地

面积占比

商业用地

占比

有户主

房屋占比

非高加索

人口占比

中位居民

收入

4N

$:=$ $:$$X L$:$=S $:!SO $:$"! L$:$X= L$:$O! $:$!X

$:!# $:$=O L$:$!" $:!S= $:$"O L$:$"W L$:$%% $:$!!

$:#$ $:$#W L$:$!O $:!W# $:$#= L$:$"S L$:$%$ $:$!$

$:X# $:$%! L$:$!W $:!#X $:$%! L$:$S$ L$:$=" $:$!W

$:S$ $:$XW L$:$%O $:!O$ $:$!# L$:$SO L$:$%% $:$!"

&&注! 在半监督问题中14和 3'算法只考虑了有标签数据:\1和4N算法利用了所有有标签与无标签数据:

/"结束语

本文针对分位回归模型提出了几种大数据下

的通讯有效算法:从损失函数的角度出发!考虑

了分位数损失下的最小风险线性预报:本文的方

法不对真实模型做任何假设!即为无模型 $D8A?

J9?Q@JJ% 设定!从而可以提高算法的稳健性:从线

性预报的角度出发!给出的最小风险预报可以看

作真实条件分位数的一阶线性逼近!具有更快的

计算效率和更好的可解释性:换言之!本文允许分

位数回归模型存在模型误设!即真实的条件分位

数与协变量之间并不符合线性关系!而具有更一

般的形式:在这种情况下!线性模型可以看成对真

实模型的近似:对于近似的线性模型!仍可以定

义参数的真值和估计量:

本文针对完整观测数据和非平衡半监督数

据两种情形进行了考虑:一方面!对完整观测数

据!本文提出了三种通讯有效的数据融合算法:

首先!利用目标函数的次导数!提出了基于等度

连续的数据融合算法:其次!通过对非光滑的目

标函数进行光滑近似!提出了基于光滑逼近的

数据融合算法:以上两种算法均可以将通讯成

本控制在W$1,3% 的阶数!从而实现了通讯有效

性:进一步!基于广义矩估计 $0//% 的思想!

提出了改进的数萃 $/JF;% 方法:本文将每台机

器上的估计量看作样本观测!构造估计方程和

最优化目标函数:改进的数萃方法可以广泛应

用于数据同分布与存在异质性的分布式系统!

作为一般性框架!通过选取不同的估计函数和

权重矩阵!可以将许多现有方法涵盖在内:不论

不同机器上的数据的分布是否相同!其均可以

得到有效估计!且在数据同分布时实现有效通

讯:另一方面!针对非平衡半监督数据!本文根

据每台子机器上数据样本量的不同情况讨论!

提出了两种通讯有效算法:当每台子机器上数

据的样本量较小时!利用数据插补和变量降维

的思想!将子机器上的无标签数据加入到待优

化的目标函数中!来提高总体参数的估计效率:

当存在一台子机器上数据的样本量较大时!基

于改进的数萃方法通过对协方差矩阵进行近

似!提出了另一种新的分布式算法!同样可以显

著提高通讯效率:

本文对所提出的算法进行了大量的仿真模

拟!分析结果表明这些算法都具有较好的统计推

断表现:最后!还针对实际数据集进行了分析!验

证了所提出的算法在实际数据中的良好表现:目

前!团队正在针对这些算法的理论性质进行研究!

如渐近正态性的理论证明和命题成立的技术性条

件等: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本文的出发点仅考虑分

位数损失!但所提出的大多数算法都可以应用到

其它更一般的模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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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7?) 2]BĤ ;̂J@G8EHBAJ@HF]JRBAJ9<PHJA cP;EFB9J@JC@JHHB8E D8AJ9HBE @BHV DJ;HP@JDJEF! ;EA ^@8̂8HJH

HJIJ@;9Q;HFABHF@BKPFJA ;9C8@BF]DHF8;AA@JHH]PCJA;F;HJFH;EA G8D̂9J̀ A;F;F<̂JH:,9F]8PC] 8P@̂@8̂8HJA ;9?

C8@BF]DH;@JK;HJA 8E cP;EFB9J@JC@JHHB8E D8AJ9H! D8HF8QF]JDG;E KJ;̂^9BJA F8D8@JCJEJ@;9D8AJ9H:3BEGJ

F]J8KUJGFBIJQPEGFB8E 8QcP;EFB9J@JC@JHHB8E BHE8E?HD88F]! F]JPHP;9ABIBAJ?;EA?G8EcPJ@HF@;FJC<;EA G8DDP?

EBG;FB8E?JQQBGBJEF;9C8@BF]DHQ8@HD88F] QPEGFB8EH;@JE8F;̂^9BG;K9J:2]BĤ ;̂J@QB@HFCBIJHF]@JJG8DDPEB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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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本附录给出了第七节数值模拟分析的补充结果! 包含了数据完整观测情形下线性同方差模型 $;%! 不同机器数据

同分布的线性异方差模型 $K%! 不同机器数据分布不同的线性异方差模型 $G%! 平方模型 $A% 在总样本量C#=$ $$$

和总机器数,#=$设定下的模拟结果:MB;H和 31基于参数的各个分量分别计算!标号 $!标号 =!标号 ! 分别表示截距

项和对应协变量!的分量:

附表 #"同质性分布式系统下线性同方差模型 ";# 的补充模拟结果

,FF;G]JA 2;K9J= ,AABFB8E;9HBDP9;FB8E @JHP9F8Q]8D8HGJA;HFBG9BEJ;@D8AJ9$;% PEAJ@]8D8CJE8PHABHF@BKPFJA H<HFJD

分位数水平 算法 MB;H$ $=$

L%

% MB;H= $=$

L%

% MB;H! $=$

L%

% 31$ $=$

L!

% 31= $=$

L!

% 31! $=$

L!

% 估计效率 计算时长TH 通讯成本

'

#$)#$

(@;G9J =:OX %:O# =:$S %:"$ O:!! O:W% =:$$ S:O" 0

14 %:=" LO:=# LO:XO O:O% #:!! #:"X $:"W $:OO W$1,3%

3'= =:%% L!:S# L=:"O %:"O O:=# O:W% =:$= $:O" W$1,3%

3'! =:#= L%:!! L=:XX %:"= O:=% O:W! =:$= $:O$ W$1,3%

/7 #:OO L#:!% L$:X# ":$" ":S# ":#$ $:O! $:O!

W$1,$3

!

63%%

3> =:#$ LO:#O L$:"S %:#O O:!$ O:W# =:$$ $:%"

W$,$3

!

63%%

/M =:X# LO:X" L$:XO %:#X O:%$ O:WX $:SW =:%%

W$,$3

!

63%%

3>?-8G;9 =:=X L%:X" =:=" %:#O O:OX #:=$ $:S% $:%" W$,3%

/M?-8G;9 =:=O L#:#S =:X" %:#! O:"$ #:$! $:S! =:%% W$,3%

/- =:X$ L%:#! L=:#$ %:"! O:!" O:WO $:SW $:X$

W$1,$3

!

63%%

N4 !:== L#:W# L$:O# %:"$ O:O% O:WS $:S# =:!!

W$,$3

!

63%%

\\ =:OO LO:S" L$:X% %:O# O:!$ O:"" =:$# $:%!

W$,$3

!

63%%

+$$=+ 管&理&科&学&学&报 !$!% 年 # 月



续附表 #

,FF;G]JA 2;K9J= 48EFBEPJH

分位数水平 算法 MB;H$ $=$

L%

% MB;H= $=$

L%

% MB;H! $=$

L%

% 31$ $=$

L!

% 31= $=$

L!

% 31! $=$

L!

% 估计效率 计算时长T秒 通讯成本

'

#$)!#

(@;G9J L!:%X L!:X$ X:## %:!% #:=# O:!% =:$$ =$:!$ 0

14 L$:"$ L=:X! =:=" O:W! #:"$ ":=S $:"$ $:OW W$1,3%

3'= L":"= L$:"! ":OX %:%" #:=X O:$W =:$$ $:OS W$1,3%

3'! LX:!$ L=:"% ":"! %:%$ #:=W O:=$ =:$$ $:O% W$1,3%

/7 %:X% LW:"% ":OX #:%= X:!X #:W" $:O% $:##

W$1,$3

!

63%%

3> =:!O L%:=% ":#$ %:O" #:%% O:=! $:S" $:%S

W$,$3

!

63%%

/M =:!% L!:SX ":OW %:#% #:%W O:=S $:S% =:%O

W$,$3

!

63%%

3>?-8G;9 =:!# L%:=# #:=S %:%W #:"% O:#X $:W" $:%S W$,3%

/M?-8G;9 =:O= L%:## #:W! %:"# #:W% O:"% $:W$ =:%% W$,3%

/- L!:%" L!:X$ X:## %:!! #:=% O:!! =:$= $:X!

W$1,$3

!

63%%

N4 L$:#= L!:"$ X:O! %:O$ #:=W O:%W $:S# =:!"

W$,$3

!

63%%

\\ L!:$! L!:O! ":XW %:!% O:=% O:$" =:$! $:%O

W$,$3

!

63%%

附表 ("同质性分布式系统下线性异方差模型 "K# 的补充模拟结果

,FF;G]JA 2;K9J! ,AABFB8E;9HBDP9;FB8E @JHP9F8Q]JFJ@8HGJA;HFBG9BEJ;@D8AJ9$K% PEAJ@]8D8CJE8PHABHF@BKPFJA H<HFJD

分位数水平 算法 MB;H$ $=$

L%

% MB;H= $=$

L%

% MB;H! $=$

L%

% 31$ $=$

L!

% 31= $=$

L!

% 31! $=$

L!

% 估计效率 计算时长T秒 通讯成本

'

#$)#$

(@;G9J L%:=W L#:!X S:=" %:S! #:== #:!$ =:$$ S:"X 0

14 L#:=$ #:$% %:WO O:SW ":X# ":SW $:#W $:OO W$1,3%

3'= L!:WS L!:#W X:"% %:W= #:X# #:!$ $:S! $:O" W$1,3%

3'! L%:$W L%:"! W:#= %:W= #:O% #:$# $:SS $:O= W$1,3%

/7 L$:#$ L!:W# %:!W ":"S W:!W W:SX $:%" $:#!

W$1,$3

!

63%%

3> LO:O" LO:=! =$:O$ %:SO #:OW #:!" $:S% $:%"

W$,$3

!

63%%

/M LO:%$ LO:!" S:SW %:S" #:"$ #:%# $:S= =:%#

W$,$3

!

63%%

3>?-8G;9 $:=W L==:%$ S:XW O:$= #:S% #:$$ $:WW $:%" W$,3%

/M?-8G;9 $:WW L=%:%$ W:W" O:=$ #:WW #:"" $:W= =:%O W$,3%

/- L!:W" L#:#W W:XO %:SO #:=$ #:!O $:SS $:X$

W$1,$3

!

63%%

N4 LO:O! L%:$X =$:X$ O:$= #:#" #:=W $:S! =:!%

W$,$3

!

63%%

\\ L%:WW L%:OO =$:O$ %:W! #:!S O:S% =:$! $:%!

W$,$3

!

63%%

'

#$)!#

(@;G9J =:W= X:%" L":#W O:=# #:S= #:#X =:$$ S:W" 0

14 %:X! $:O$ LW:#$ #:$= X:"= X:O# $:"$ $:%X W$1,3%

3'= =!:=$ $:#S L":SX O:W% ":=O ":X# $:XW $:O! W$1,3%

3'! =!:%$ !:"X LX:OW O:=S #:S! #:XW $:S" $:%" W$1,3%

/7 O!:$$ L=!:O$ LO:WO ":X! W:=! W:W! $:O$ $:#O

W$1,$3

!

63%%

3> #:%" X:WO LX:$$ O:=# ":!$ #:"! $:S# $:%W

W$,$3

!

63%%

/M #:=$ X:XX LX:$= O:!= ":!O #:#S $:SO =:%O

W$,$3

!

63%%

3>?-8G;9 O:!S W:!O L":SX O:#$ ":SO ":%W $:X" $:%W W$,3%

/M?-8G;9 O:XX O:SO LO:=! O:XS X:== ":"$ $:X! =:%% W$,3%

/- =:"! X:#" L":%# O:=X #:SO #:#W $:SS $:X!

W$1,$3

!

63%%

N4 !:%" X:!$ LO:SS O:%W ":!X #:X! $:S! =:!%

W$,$3

!

63%%

\\ !:"S #:#S L":O% %:SW #:SS #:%% =:$O $:%O

W$,$3

!

63%%

+=$=+第 # 期 周&勇等) 大数据下分位数回归通讯有效算法及其应用



附表 )"异质性分布式系统下线性异方差模型"G# 的补充模拟结果

,FF;G]JA 2;K9J% ,AABFB8E;9HBDP9;FB8E @JHP9F8Q]JFJ@8HGJA;HFBG9BEJ;@D8AJ9$G% PEAJ@]JFJ@8CJEJ8PHABHF@BKPFJA H<HFJD

分位数水平 算法 MB;H$ $=$

L%

% MB;H= $=$

L%

% MB;H! $=$

L%

% 31$ $=$

L!

% 31= $=$

L!

% 31! $=$

L!

% 估计效率 计算时长T秒 通讯成本

'

#$)#$

(@;G9J L$:=# =:OS L$:=O $:X! =:=X =:!! =:$$ S:X% 0

/7 L$:W" =:%= =:"# $:XO =:=" =:=X =:$! $:#O

W$1,$3

!

63%%

3> L$:$% $:"S $:O" $:#S =:$! $:SO =:OW $:%W

W$,$3

!

63%%

/M L$:$= $:"X $:!W $:"O =:$X =:$% =:!S =:%S

W$,$3

!

63%%

/- L$:$" =:## L$:%# $:"W =:!$ =:=% =:$# $:X"

W$1,$3

!

63%%

N4 L$:!= =:"= L$:=" $:X% =:!% =:!# $:S% =:!X

W$,$3

!

63%%

\\ L$:SO %:#W L=:W" =:!! =:X= =:SW $:O$ $:%%

W$,$3

!

63%%

'

#$)!#

(@;G9J L$:#= =:$! $:=" $:W$ =:=S =:!$ =:$$ =$:%$ 0

/7 L$:S% %:#% $:!O $:"X =:$W =:$" =:!! =:%#

W$1,$3

!

63%%

3> %:O= %:W" L$:XO $:X" =:=$ =:!% $:SW $:##

W$,$3

!

63%%

/M $:#O !:WO $:$# $:"! =:$" $:SS =:%" $:O$

W$,$3

!

63%%

/- O:O# !:!S L$:%O $:XS =:=" =:=O $:SS $:X"

W$1,$3

!

63%%

N4 L$:W! !:!S $:%X $:WW =:!= =:!X $:S$ =:!O

W$,$3

!

63%%

\\ L=:$X =:W= L$:S= =:XO =:XS !:=S $:%! $:%#

W$,$3

!

63%%

附表 +"同质性分布式系统下平方模型 "A# 的补充模拟结果

,FF;G]JA 2;K9JO ,AABFB8E;9HBDP9;FB8E @JHP9F8QcP;A@;FBGD8AJ9$A% PEAJ@]8D8CJE8PHABHF@BKPFJA H<HFJD

分位数水平 算法 MB;H$ $=$

L%

% MB;H= $=$

L%

% MB;H! $=$

L%

% 31$ $=$

L!

% 31= $=$

L!

% 31! $=$

L!

% 估计效率 计算时长T秒 通讯成本

'

#$)#$

(@;G9J L":O# L$:X= L%:!% %:=S #:X% #:XS =:$$ =$:=$ 0

14 L=:$# L$:W" $:%% %:S# X:=" ":=X $:X! $:O# W$1,3%

3'= L=:XW O:!" LO:%X %:W$ ":XO ":X= $:X$ $:OX W$1,3%

3'! L=:!! =:"S L=:%X %:%= ":$X #:S$ $:S= $:O$ W$1,3%

/7 L=:S% =:O" L=:!! %:%O #:W% #:S$ $:S! $:#$

W$1,$3

!

63%%

3> L=:OS $:=" LO:%S %:O# ":$" ":== $:WX $:%X

W$,$3

!

63%%

/M L=:#! L$:X! LO:SX %:#= ":=$ ":$X $:W" =:%%

W$,$3

!

63%%

3>?-8G;9 L=O:X$ LO:$X L#:%# %:W" X:#$ X:%" $:"$ $:%X W$,3%

/M?-8G;9 L=%:=$ L":XX LW:SO O:%! S:X% S:"! $:%X =:%% W$,3%

/- L":#$ $:"S L%:$X %:=W #:X% #:XS $:SS $:X$

W$1,$3

!

63%%

N4 LW:=% !:%W LO:=X %:%O #:SW #:WX $:S% =:!%

W$,$3

!

63%%

\\ $:$! $:#$ L%:XS %:!# #:SW #:WS $:S# $:%!

W$,$3

!

63%%

'

#$)!#

(@;G9J X:%= O:"X L$:%! !:$! O:S% #:!" =:$$ S:W# 0

14 O:#= ":X! L%:#X %:$# #:S# ":$" $:"S $:%S W$1,3%

3'= X:"= W:WO LO:%% !:## #:SS #:"" $:X# $:O% W$1,3%

3'! W:=X X:#X L$:#S !:!$ #:"W #:X! $:W$ $:%" W$1,3%

/7 =#:!$ #:=W L=:$W !:$" #:$# #:!" $:S# $:OW

W$1,$3

!

63%%

3> ==:S$ %:!= L$:"" !:=% #:O% #:#S $:W# $:%%

W$,$3

!

63%%

/M ==:X$ %:W" L$:$= !:=S #:O# #:#" $:W# =:!W

W$,$3

!

63%%

3>?-8G;9 =!:!$ O:=X $:!O !:%O #:S# ":OO $:"W $:%% W$,3%

/M?-8G;9 =!:S$ %:SS =:!X !:## ":SO X:%O $:#= =:!W W$,3%

/- X:%X O:#$ L$:O" !:$= O:S" #:!O $:SS $:""

W$1,$3

!

63%%

N4 ==:#$ ":%= =:#! !:!$ #:%= #:O= $:WW =:=X

W$,$3

!

63%%

\\ =$:%$ ":O= =:SO !:=O #:$W #:=W $:S" $:!W

W$,$3

!

63%%

+!$=+ 管&理&科&学&学&报 !$!% 年 # 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