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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科学与系统科学青年学者研究的新进展
(专辑的序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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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出版管理科学与系统科学青年学

者的研究专辑的背景

全国青年管理科学与系统科学学术会议是由

中国系统工程学会青年工作委员会主办、国家自

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管理学部资助的系列学术会

议. 系列会议旨在专门为广大青年学者和专业人

士、以及研究生提供一个展示研究成果的平台,鼓

励管理科学与系统科学青年研究者们充分交流,

加深友谊,共同为我国管理科学与系统科学事业

的发展而努力.同时,每一届也邀请了资深学者到

会给予指导和交流. 自首届全国青年系统科学与

管理科学学术会议 (陕西省西安市, 1991)举办以

来, 先后在西安、天津、上海、南京、武汉、徐州、广

州等城市举办过, 每次会议都有接近百人的代表

与会,特别是吸引了许多有志于系统科学和管理

科学的青年学者, 对于推动我国系统科学和管理

科学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2009年 10月 17 - 18日在古城西安举行了

第十届全国青年管理科学与系统科学学术会议.

本次会议由西安交通大学管理学院、�管理科学

学报  、�管理学家 (学术版 )  编辑部、�西安交通

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编辑部、西安市系统工

程学会承办. 来自全国 39所高等院校、科研机构

和企业的 83名代表参加了会议.

会议邀请了来自全国主要高校、科研机构的

7位知名学者做了大会报告, 他们是: 席酉民 (西

安交通大学 )、张维 (天津大学 )、杨晓光 (中国科

学院 )、吴冲锋 (上海交通大学 )、张卫国 (华南理

工大学 )、胡祥培 (大连理工大学 )、李汉东 (北京

师范大学 ) .会议出版了会议论文集. 会前收到全

国各地管理科学和系统科学青年工作者投稿 70

余篇,其中录用了 58篇,由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

正式出版了会议论文集 ( �系统工程与和谐管

理 ) .第二届青年工作委员会进行了换届选举,

产生了第三届青年工作委员会, 对章程进行了适

当的修订.新一届青年工作委员会设立主任 1人

(王刊良 )、副主任 3人 (唐锡晋、熊熊、刘作仪 )、

秘书长 1人 (王磊 ), 以及包括主任、副主任、秘书

长在内的委员 38位,覆盖了全国从事管理科学与

系统科学的主要高校和科研机构;此外,在征求相

关专家意见的基础上提出了青年工作委员会的顾

问, 他们包括席酉民 (西安交通大学 )、汪寿阳 (中

国科学院 )、张维 (天津大学 )、吴冲锋 (上海交通

大学 ) .

为反映我国青年学者在管理科学与系统科学

的新成果,推广学术成果,提高全国管理科学与系

统科学青年会议的影响力, 在 �管理科学学报  主

编和编辑部的大力支持下,特出版本专辑.经过大

会组织委员会和 �管理科学学报  编辑部组织评

审, 从会议投稿中遴选出了 14篇论文, 聘请了专

家进行了细致的审稿工作,并请作者进行反复修

改后,在本专辑中发表.

2� 入选本专辑论文的简要介绍

入选的 14篇论文按研究对象大致可以分成

4个方面: 管理理论, 管理工程, 工商管理, 金融

市场.

(一 )管理理论



在管理理论方面,共遴选出 3篇论文.这些论

文分别从战略、商务模式分析以及网络创新机制

等方面进行了研究.

尚玉钒等作者提出了愿景、战略与和谐主题

的相互关系模型, 并运用案例研究分析了一家集

团公司发展历程,论证所提出的概念模型.徐迪等

作者提出了应用计算实验的方法研究商务模式创

新的方法论基础及其基本框架, 认为基于智能算

法的计算实验为商务模式创新复杂性研究提供了

有效的方法论、工具和平台, 是商务模式创新复杂

性研究的根本途径. 葛如一等作者通过建模分析

悬赏制和招标制两种网络创新外包交易机制的适

用范围,为企业在网络创新市场中的交易机制选

择提供了理论基础.

(二 )管理工程

在管理工程方面,共遴选出 4篇论文.这些论

文进行了动态决策、交通控制、供应链管理和调度

方面的研究.

刘庆顺等作者分析了动态决策过程中备选项

随机出现的序列特征, 运用实验室实验的方法分

析了噪音信息对动态决策行为的影响. 刘健美等

作者从微观层面上利用谱系聚类法对路口路段的

拥堵程度进行分类, 从宏观层面上提出了判断整

个路网拥堵程度的状态参量最大流, 并构造了节

点和边都有容量约束的多源多汇最大流算法 ! ! !

改进的割集矩阵算法, 最后利用算例验证了方法

的可行性和有效性. 杜少甫等作者在假设零售商

是公平关切的基础上展开行为运筹分析, 分别探

讨了零售商的公平关切行为倾向对批发价契约,

收益共享契约和回购契约等协调性的影响, 并用

算例加以验证.宋莉波等作者针对柔性工作车间

调度问题提出了一种基于混合遗传算法的求解方

案, 以提高遗传算法的执行效率,并通过仿真实验

验证了算法的可行性和有效性.

(三 )工商管理

有 3篇关于工商管理的论文入选了本专辑.

入选论文分别从动态能力,开源软件的采纳与应

用, 管理层对 ERP使用绩效的影响机制进行了

研究.

李晓燕等作者通过对三个案例的纵向研究,

发现离岸软件外包供应商的动态能力是个多维度

的聚合构念,包括利用企业周边搜索、高管个人认

知、组织机制实现的感知机会和威胁的能力,面向

市场的及时决策能力,和包含人力资源开发、软件

过程改进、客户关系管理三个子维度的改变资源

基础能力.郭迅华等作者基于组织层面信息通信

技术采纳的 TOE框架, 提出了一个政府组织环境

下的开源软件采纳影响因素模型, 并运用案例分

析的研究方法,在北京市政府部门中开展了针对

性的访谈调研,对模型进行了实证检验和修正,研

究结果较好地显示了该模型的解释能力. 叶强等

作者从组织的视角出发, 基于中国数据研究组织

变革与高层领导支持要素在 ERP系统使用过程

中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 利用结构方

程模型方法对数据进行了统计分析.

(四 )金融市场

在金融市场方面,专辑遴选了 4篇文章. 分别

从可转换债定价,波动性传递,股指期货操纵判别

及信息传递方面开展了研究.

张卫国等作者研究了具有支付红利以及标的

资产为美式期权的可转债模糊定价问题. 在

B lack�Scho les模型的基础上, 提出了该类型可转

债的模糊定价模型, 并选取实例分析和检验了该

模糊定价方法的实用性. 谢飞等作者以对冲基金

作为国际热钱的代表、国际期货价格指数和国际

油价作为大宗商品价格的代表、标普 500指数作

为国际证券市场的代表, 研究国际热钱冲击对于

国际资本市场波动性的影响,进而提炼金融危机

发生前的警示性征兆. 李悦雷等作者利用极值相

关理论对沪深 300指数期货的操纵防范问题进行

了研究,通过分析发现, 权重板块 (股票 )与指数

在价格下跌过程中的极值相关性明显强于价格上

涨过程中的极值相关性, 并根据极值相关性的强

弱关系,给出了相应的沪深 300指数期货操纵防

范的策略.陈君兰等作者对当前金融危机下中国

内地、香港以及美国三地证券市场的信息传递效

应进行了比较分析. 研究结果表明, 2003年以后

三地证券市场的联动关系得到加强, 存在长期协

整关系;美国证券市场与中国内地和香港证券市

场均存在 Granger因果关系. 同时, 通过事件研究

法检验得出了中国内地证券市场对金融危机信息

的反应能力和吸收信息的能力都不及香港和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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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市场结论.

3� 结束语

自 1991年首届全国管理科学与系统科学青

年学术会议举办以来,转眼十八年过去,弹指一挥

间, 我国乃至世界的社会、经济、技术等发生了翻

天覆地的变化. 2008年我国的经济总量已经位居

世界第三;世界经济论坛 �2008 - 2009全球竞争

力报告 显示, 中国的竞争力排名 30位; 中国互

联网络信息中心 ( CNN IC ) �第 23次中国互联网

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 显示, 截至 2008年底,我国

互联网普及率以 22. 6%的比例首次超过 21�9%
的全球平均水平. 我国网民数达到 2. 98亿, 宽带

网民数达到 2. 7亿, 国家 CN域名数达 1 357�2
万, 三项指标继续稳居世界排名第一.

与此同时,我国在社会、经济、文化各方面还

面临着许多严峻的挑战,特别是 2008年爆发的金

融危机也给我国各行各业带来了很大的困难,例

如自然灾害、就业和通货膨胀、食品安全、收入差

距等,同时社会保障、住房、医疗和教育依然是近

些年来难以医治的顽症, 依然没有找到行之有效

的解决之途.

我国无论是在宏观层面还是在微观层面都存

在着日益严重的问题和挑战,需要学术界和工业

界共同携手,运用系统科学和管理科学的理论和

方法, 解决问题应对挑战, 积累并交流实践经验,

从实践中提炼总结并发展理论和方法.

∀十一 #五 ∃期间, 随着国家对科技工作的重

视程度和支持力度不断加大,对于管理科学与系

统科学的研究来说, 既是机遇,也是挑战. 在学术

界,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管理科学部正在进

行着管理科学 ∀十二 #五 ∃战略研究与规划和 �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 ! 中国科学院学科发展战

略研究 ( 2011 - 2020)  . 系统科学与管理科学有

着对象、方法和研究人员的交叉. 对我国的管理科

学与系统科学的研究者而言,需要进一步提高研

究水平,关注国家和学科发展的需求和发展战略,

为我国的管理科学和系统科学发展承担历史的

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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