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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筹学》

前言

　　《21世纪大学数学精品教材》为大学本科（本科1普通类和本科2一类）数学系列教材，体现了对
数学精品的归纳及本套教材的精品特征.　　一、组编机构　　丛书设组编委员会，编委由12所高校数
学院系的负责人构成（按姓氏笔画）：　　王公宝方承胜江世宏李逢高何穗张志军时宝杨鹏飞　　周
勇欧贵兵罗从文高明成殷志祥黄朝炎蔡光兴戴明强　　丛书主编：　　蔡光兴戴明强　　二、编写特
点　　1.适用性　　教材的适用性是教材的生命力所在，每本教材的篇幅结合绝大部分高等院校数学
院系对课程学时数的要求.部分教材配有教学光盘，便于教学.　　2.先进性　　把握教改、课改动态和
学科发展前沿，反映学科、课程的先进理念、知识和方法.　　3.创新性　　市场需求和市场变化决定
教材创新需要，数学教学在知识创新、思维创新等方面负有责任，一定程度的创新使教材更具冲击力
和影响力.　　创新与继承相结合，是继承基础上的创新.　　创新转变为参编者、授课者的思想和行
为，达到文化融合.　　4.应用性　　丛书的读者对象为应用型和研究应用型大学本科（本科1普通类和
本科2一类）学生，应用性是数学学科和数学教学发展的新特点，或展现在教材内容结构上，或体现
于某些章节，或贯穿于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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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筹学》

内容概要

《运筹学》系统地介绍了运筹学中线性规划、目标规划、整数规划、非线性规划、动态规划、图与网
络分析、排队论、存储论、对策论、决策论的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21世纪大学数学精品教材”为
大学本科数学系列教材，体现了对数学精品的归纳及本套教材的精品特征，具有鲜明的特点，按照统
一的指导思想组编而成。《运筹学》结构严谨，条理清晰，理论与实际相结合，例题与习题难易适中
，书后附有参考答案，便于教学或自学。
《运筹学》可作为高等学校数学类、工科类、经济管理类、信息与计算类等专业本科生的教材，也可
作为各行业管理者及工程技术人员的自学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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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筹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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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问题的进一步讨论4.3.1　产销不平衡的运输问题4.3.2　有转运的运输问题4.4　应用问题举例习题4
第5章　目标规划5.1　线性规划与目标规划5.2　目标规划的数学模型5.2.1　目标规划问题举例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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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筹学》

章节摘录

　　第1章　绪论　　1.1　运筹学起源　　运筹学是一门应用各种数学方法研究各种系统最优化问题
的学科。运筹学一词起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1938年的英国，运筹学原本是用于研究作战计划的，
后来被一些生物学家、数学家、心理学家、天文学家以及其他方面的科学家沿用。这种由不同领域的
专家研究所形成的科学方法在美国的作战研究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此后，运筹学作为企业经营的一
门管理技术，也开始取得成效并逐渐在国内外发展起来。运筹学自诞生以来，它的定义及说法有很多
种。运筹学在《大英百科全书》中的释义为：“运筹学是一门应用于管理有组织系统的学科”，“运
筹学为掌管这类系统的人提供决策目标和数量分析的工具”。其在《现代科学综述大辞典》中的定义
为：“运筹学是一门诞生于20世纪30年代的新兴的学科，运筹学是用数学方法研究各种系统最优化问
题的学科，应用运筹学解决问题的动机是为决策者提供科学决策的依据，目的是求解系统最优化问题
，即制定合理地运用人力、物力、财力的最优方案。”在我国《辞海》（1979年版）中有关运筹学条
目的释义为：“运筹学主要研究经济活动与军事活动中能用数量来表达的有关应用、筹划与管理方面
的问题，它根据问题的要求，通过数学的分析与运算，作出综合性的合理安排，以达到较经济较有效
地使用人力和物力。”运筹学在英国称为Operational Research，在美国称为Operations Research（缩写
为OR），可直译为“运用研究”或“作业研究”。在二次大战中期及后期，不仅在军事方面，政府和
公司也开始使用运筹学这种方法。该方法的特色在于：它是由各领域的专家学者协力完成并从各领域
的角度出发而得出的定量解决问题的方法。关于运筹学是什么，在学术界曾分别由P.M.Morse
与G.E.Kimball、R.L.Ackoff与E.L.Amoff、S.Beer’提出过三个比较典型的定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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