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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解析SAS》

内容概要

本书是国内市场目前唯一一本由SAS公司在中国的员工创作、全面系统地剖析SAS技术的著作。作者团
队结合自身实际工作的经验体会和大量生动的实践案例，通俗易懂、循序渐进地对SAS的核心技术模
块和架构体系进行了全方位的介绍、总结与分享，帮助读者深刻领会和掌握使用SAS进行数据挖掘与
优化的专业知识，同时培养读者运用这些专业知识解决商业问题和实施商业项目的能力。
全书共28章，分为四个部分：SAS编程(第1-8章)系统介绍了运用SAS进行数据读入、处理和展现等内容
，掌握这一部分内容可以满足大部分实际项目中数据处理的需要；SAS统计分析和时间序列预测 (第9
—18章)全面介绍了多种常见统计方法的基本原理和利用SAS去实现的具体技术，包括描述性统计分析
、参数估计与假设检验、方差分析、主成分分析与因子分析、聚类分析、判别分析、回归分析、时间
序列分析等，并给出了相应的实践案例，从而让熟悉统计理论的读者有能力将其应用到实际中去
；SAS优化建模(第19~24章)对于从事优化的读者来说，将是很好的帮助。这一部分主要介绍了运
用SAS／O日建模，以及求解线性规划、混合整数规划问题的方法及实例，通过对常见的优化问题进行
全面的阐述，帮助读者掌握优化思路和技巧；SAS商业应用(第25-28章)从项目实施角度探讨了如何设
计满足安全性、高可用性和高性能需求的gAS应用，让读者领会解决实际问题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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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和模型描述着世界，而SAS恰恰就是关于数据和模型的技术。SAS技术在全球的数据处理和分析领
域举足轻重。在国内，SAS的应用日趋广泛，自然，对掌握SAS技术的人才需求也日益旺盛。
但是当大家谈及SAS的时候，普遍的一个感受是，掌握SAS比较难。这使我记起在2000年刚刚加入SAS
中国公司几天后的一个下午，时任SAS中国区技术总监的栾世武博士问我：“怎么样？SAS难学吗？”
其实，在SAS公司的同事当中，大家并不会认为SAS有多难。究其原因，不过是如下几个：
在SAS公司，有着明确的路线图，大家可以清楚地知道学习SAS某个领域的顺序和步骤是什么。对于系
统性非常强而且知识范围又较广的SAS而言，这是很重要的。
对于路线图中的每一个阶段，SAS公司都提供了详尽的资料供阅读和学习。
有实际的项目去实践和锻炼。
上面所提到的因素，也正是大部分期望学习SAS技术的从业者快速有效掌握SAS的“窍门”。基于这样
的经历和思考，几年以来我一直在构思这样一本书：
1）以书中的章节结构来体现学习SAS核心内容的路线图。
2）在每个章节的内容中，包含路线图中对应部分的必要学习资料，并且使得读者在读完相应的内容
之后，有能力并且了解如何去学习更加深入和广泛的知识。
3）提供贴近实际应用项目甚至有些复杂的例子，让读者领会解决实际问题的思路和技巧。
本书就是基于上述构思的一个实现，希望能够帮助大家系统地掌握SAS的专业知识，进而从容地将其
应用于商业实际中。
读者对象
本书主要适合于以下读者：
使用SAS进行数据抽取、转换和清洗的技术人员。
需要使用SAS对数据进行深入分析和数据挖掘的分析人员。
需要使用SAS进行时间序列预测和优化决策的建模专家。
使用SAS进行项目规划、实施和管理的系统架构师、系统管理员和项目管理人员。
团队的工作涉及SAS产品与技术的管理人员。
如何阅读本书
本书共4篇，系统介绍了SAS的核心技术模块和架构体系。
↓展开全部内容
媒体评论
SAS引领大数据时代的发展，产品线覆盖了数据分析的各个方面，包括高性能分析、可视化分析和云
计算等诸多新领域。但是从何处开始学习SAS、如何在实际工作中使用和部署SAS，却让很多初学者感
到困惑，这时如果有长期使用SAS的专业人员把他们的宝贵经验分享出来，将会给大家更多的指导和
帮助。而本书的几位作者恰好具有优秀的专业背景和丰富的SAS实践经验，其中，夏坤庄先生有5年多
的时间在客户一线从事SAS产品咨询和项目实施工作；且在最近的9年中，他作为SAS研发北京中心客
户职能部的总监，在进行产品研发的同时还在对SAS全球客户提供技术支持。而其他几位作者作为夏
坤庄先生的同事，同样有着丰富的实践经验。本书的实战指导性非常强，它的结构体现了SAS核心内
容的学习路线图，内容包括了SAS的核心技术模块乃至整体架构体系，并运用了很多源自实际应用的
案例，非常适合广大数据分析从业者的需要。

—— 刘政博士，SAS软件研究开发（北京）有限公司总经理

我与本书作者之一夏坤庄先生在我行的一个大型项目中有着成功的合作。合作过程中，夏坤庄展现出
了卓越的专业能力、项目把握能力及一丝不苟的敬业精神，以至于我团队中那些昔日的成员即使现在
已身为分行或支行的行长，仍然会尊敬地回忆当年的夏工是如何手把手教导他们设计和开发的。现在
，夏坤庄及其团队通过本书将他们丰富的知识和成功经验进行了总结和提炼，在对简单和优美的追求
中，完成了对SAS系统的完整和深入介绍，满足了复杂的数据分析和大数据应用时代的要求。本书是
不可错过的优美之作！

—— 张晓波，中国工商银行软件开发中心上海研发支持部总经理、《计算机上的银行》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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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时代的核心是数据的分析和利用，分析利用的关键是模型和挖掘。本书不但通俗易懂地向大家
介绍了数据分析的方法和应用案例，而且通过对 SAS高性能及SAS应用架构规划的解析，对如何将数
据分析的方法和应用部署到大数据环境中，满足海量数据和大规模运算的要求做了清楚的介绍。是一
本难得的好书！

—— 鲁百年博士，SAP大中国区商业创新首席架构师

本书将统计分析和SAS应用成功地结合在了一起，既能够让熟悉统计理论的学习者有信心和能力将统
计方法应用到现实中去，也能够让熟悉SAS的人有底气和理论高度在商业环境中选择和运用统计的分
析方法。尤为难得的是，本书涵盖了预测及优化的丰富内容，并且结合复杂生动的案例对理论和方法
进行了阐述。无论是对数据分析和SAS的初学者来说，还是对有不错基础的从业人员来说，本书都是
很好的学习材料！

—— 赵彦云博士，中国人民大学统计学院院长、中国人民大学竞争力与评价研究中心主任

中国统计学会副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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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详细，工夫足，很好的工具书
2、终于买了它，打折之后依旧花了快八十，只能说好用且贵了
3、最最最好的SAS书，打六星都不为过，因为非常有帮助，每当有问题翻看都能得到答案，而且此书
贵在深入浅出让你明白基本原理。
4、统计学基础知识提纲挈领 开始踏上Python同构脚步
5、非常详尽和实用的工具书 循序渐进，想要吃透还得反复操作 摸了半年多还不敢说全部领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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