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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财经大学交叉科学研究院院长葛冬冬谈前沿趋势

打造“优化求解器”为实体经济服务
本报记者 易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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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将带来颠覆性冲击

建求解器取得阶段性成果

运筹学迎来大施拳脚机会

! ! ! !“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
葛冬冬在交叉科学研究院的院长寄语中写
道，“在我的科研和实践中，不停遇到颠覆
性冲击，感受到的困惑与科研层面遇到的
窘境，是多维度的。”在一个与银行合作的
风险控制项目中，葛冬冬教授发现传统的
时间序列方法精益求精仍然无法提高金融
预测模型，他让另外一组学生尝试用结构
简单的神经网络来解决，结果出乎意
料———经典方法花了大力气，用到了极致，
结果却被粗糙的深度学习方法击败。这件
事在实验室造成的冲击非常强烈，也更加

令他意识到数据科学、机器学习、深度学
习、神经网络等人工智能新兴技术的兴起
已经“形成摧枯拉朽之势”。

最近接触的一家成功的基金公司，已
经主动用机器替代了 !"#行业研究员的工
作，希望通过合作研究如何用深度学习技
术取代部分基金经理的工作。“人工智能取
代人是未来趋势，可能下一刻我的工作就
会被机器取代。”但葛冬冬觉得，在这样大
变革的环境中仍然有许多问题等待被解
答，“机器学习的方法现在非常热门，但我
敢说目前的人才最擅长的只是利用现成代

码‘调参数’，实际上对模型底层设计理解
太浅。人工智能的多数模型和算法，目前还
都属于探索阶段，实践中的杰出表现，并不
能掩盖理论上的不完备，这其中还有许多
基础性问题没有明确解答。”

这个学期开始，交叉科学研究院从上
海财大入校学生中选拔，在一个国际化、开
放式的平台培养基础上，正式招收 $"名本
科生，培养运筹、数据和人工智能的复合型
人才。同时，通过金融科技、人工智能、共享
经济、管理科学与量化信息 %个研究中心
以及和斯坦福大学金融与风险管理研究所
共建的并行优化国际合作实验室，集合一
批最优秀的学者，为科学研究和社会应用
解答前沿问题。

! ! ! !消费者指尖轻点下单，心仪的商品
很快送到家门口，流畅的消费体验背后
是电商技术的不断升级。这其中，海量包
裹的分拣、投递是不小的难题，传统的人
工方式无法满足互联网时代的消费需
求，这个电商企业运营中最希望突破的
问题之一，实际上也是学术研究中值得
研究的内容。“用专业术语来说，这是一
个百万级超大整数规划问题。它有多难？
即使运用世界上最好的商业软件解决，
一秒钟也只能解决很小规模的问题，只
是几百个变量的问题，可能就要花几分
钟。”葛冬冬说。
在某个巨型物流商搭建的智能无人

仓系统里，希望通过人工智能和机器人
来实现全自动来解决这个问题。机器人、
托架、工作站做为一组工作关系，要互相
匹配实现精准运行，已经非常复杂；而同
时，在无人仓里所有机器人、托架和工作
站之间要实现最大效应的联动，同时不
能互相干扰、发生碰撞，运算难度更是翻
倍增加。葛冬冬解释，“我们与企业联合
开发了这套无人仓系统，最大效率匹配、
均衡机器人活动区域、避免碰撞等每一
步都运用了运筹学方法进行优化，最终

实现了最优解决方案，让无人仓高效运转。”根据
资料显示，一般的全自动的无人仓存储效率是传
统横梁货架存储效率的 &倍以上，并联机器人拣
选速度可达每小时数千次，相当于传统仓库作业
效率的 &'(倍。“而我们搭建的智能系统，效率更
要远远高于一般的全自动系统。”

在另一项应用案例中，特大电商上百万个货
物的智能定价，也要依托运筹学获得最“精明”的
决策。“电商定价涉及很多数据，包括竞争对手的
数据，聪明的系统通过对定价数据的分析，甚至能
够预测到明天的销量。但是例如促销就会带来的
不可预测变化，自己的商品之间也会产生相互影
响，这是一个很复杂的动态效应，定价很难决
策。”葛冬冬透露，团队设计的定价量化系统在上
万种商品中测试，综合效果上，能够实现销量、营
收和利润这三项原本会相互制约的项同时提高，
“这个系统是集纳数据挖掘、统计学习、机器学习、
深度学习、经济学、运营管理、博弈论、优化算法、
营销学等综合学科和技术的工具。”

在葛冬冬看来，寻求“最优解”是运筹学的核
心任务，运筹学与近年兴起的大数据和人工智能
等技术的关系，可以用“")*”和“在这之后”来理
解。他补充道，数据的采集、挖掘、存储属于信息
科学范畴，通过数据分析得出一些规律来认识世
界属于统计学习、深度学习、机器学习范畴。之后，
要在现实中进行决策时，往往会发现，规律之间的
关系错综复杂，互相制约，如何权衡建立能够找到
最优化的决策的系统，通过算法、建模，运筹学做
的就是“从 ")*的之后”。

! ! ! !大多数量化管理项目都可归结为数
学规划问题的求解，而在求解的过程中主
要依靠运筹建模问题的支撑软件———优
化求解器，决定效率。而目前，全世界只有
*"个左右的知名优化求解器，中国在这一
领域处于空白。没有自己的求解器，意味
着中国运筹学发展受限，中国企业优化管
理的需求受制于人，无法最大程度获得发
展；而且，运筹学在军事、经济领域作用重
要，求解器的运用事关国家安全。

$"*+年叶教授与国家电网合作，探索
全国电力的实时调度和匹配问题。解决方
案采用国外公司求解器，但由于源代码被

封装，很难根据国家电网的特点做针对性
改良加速。“中国不能没有自己的求解
器！”当叶荫宇教授提出开发并行版本优
化求解器意向时，葛冬冬也热血沸腾起
来。同年，葛教授来到上海财经大学，任管
理科学与量化信息研究中心主任，求解器
开发项目同步开始实施。
“没想到这是一个大坑。”这项工作不

仅在国内是“第一”，在国际上也是占领研
究高地的机会，但是这项工作投入大，时
间长，见效慢，而且是“不能发论文”的基
础搭建工作，葛冬冬和同事的团队作为高
校的研究者，要撑起这个能够在工业应用

中发挥巨大作用的平台建设实在“非常费
力”。葛冬冬为之几乎心力交瘁。

然而，即便困难重重，望着导师坚定
迈步，葛冬冬甘愿追随。“导师做这件事不
为名利，财大给他的几十万元年薪他至今
一分钱没有领过，一直让我分给开发人员
和资助贫困学生。”他说。这件“有意义的
事”终于有了阶段性成果，目前上海财大
团队已经完成国内第一个具有自主知识
产权的开源线性优化及多个非线性优化
求解器的初步技术工作，运行效率和数值
稳定性已经堪比当前主流的开源求解器。
接下来，团队还将针对大数据问题特点，
计划与中科院，北京大学等多所高校的学
者联合，探索用最新算法求解超大规模线
性规划问题。

! ! ! !技术进步与社会发展呼唤优化创新，
对于这种趋势变化，葛冬冬有着非常清晰
的感受。

葛冬冬的导师是国际运筹学大师、冯·
诺依曼理论奖的唯一华人获奖者、斯坦福
大学教授叶荫宇，在美国跟随导师求学期
间就曾参与过谷歌、波音公司、美国信用评
估公司 ,-./ 等企业的优化项目。“早年
,-./公司积极尝试模型来寻找优化方案，
随着数据量激增，就跟我们合作加速算法
优化，甚至后来 ,-./索性收购了专门的优
化软件公司来完成这项工作，满足实际需
求。十年前，还没有大数据的说法，但是我
们已经需要运用数万个美国运通卡
（0123）用户在 (个月的 %"亿美元的消费
行为数据来分析工具，当时已经在运用统

计学习、监督学习和优化算法的方法。”
因此，当数据越来越大，问题越来越复

杂，如何更高效设计算法，一向对优化算法
最擅长的运筹学迎来大施拳脚的机会。而
另一方面，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兴起提高
了公众和企业的认识，尤其是企业越来越
意识到大经济趋势中要寻找发展空间，不
做精细化管理赚不到钱，优化意识越来越
强烈。葛冬冬教授认为，这为运筹学带来机
遇，而结合大数据和人工智能，交叉学科合
作，运筹学能够发挥巨大作用。

这两年，上海财大交叉科学研究院在
这一领域取得丰硕成果，交叉学科有一支
小而精的学者队伍，学者在运筹与优化的
国际顶级期刊上发表论文数量人均全国第
一，$"*(年以来在国际顶级和知名刊物发

表覆盖管理学、运筹、优化算法、机器学习
领域的论文十多篇。葛冬冬去年在优化算
法的国际权威 0类期刊《数学规划》，今年
在机器学习的顶级会议 -.14上，均有关于
大规模回归问题模型的复杂度和算法结果
发表，他的这个系列工作被引用了 $""多
次。包括他自己，学院的骨干教师都有“双
重身份”———一方面他们是高校教师，承担
科研和教学；另一方面，他们是国内一个 0-

与运筹结合方向的明星初创公司杉数科技
的技术骨干，帮助国内一些有重要影响力
的企业合作解决现实中的复杂难题。

除了智慧无人仓，团队还参与了滴滴
出行的一些定价、分单、拼车配对算法，唯
品会数据驱动的量化订货策略，龙头电商
的商品定价系统，龙头物流企业的预测和
地址分析，国金证券投资策略优化，招商银
行大学生信贷消费模型研究等工作，将运
筹学很好地运用于实际。

! ! ! ! !带一只印有校名的杯子回国时

送给老师"#这是葛冬冬教授向毕业生

!讨$的谢师礼%斯坦福大学&沃顿商学

院&卡内基梅隆&哥伦比亚大学&密西

根大学''书柜隔层开始放不下了%

尽管运筹学在国内十分小众" 但这位

从斯坦福博士毕业回国教书的青年学

者却集聚了这一领域的一流人才"让

许多本科生有机会获得全奖" 到世界

名校深造%

葛冬冬"教授&博导"是上海财经

大学交叉科学研究院院长& 信息管理

与工程学院副院长" 他的研究涉及超

大规模机器学习&统计学习&数学规划

等算法设计和并行与分布计算平台开

发" 以及数据驱动的管理学问题研究"

人工智能与管理学交叉领域研究等%他

主持过多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浦江计

划等基金"担任多家国际顶级期刊审稿

人"参与

过波音&

谷歌&上海通

用等知名公

司的多个优化项目% 他带领的交

叉科学院团队深入帮助解决滴滴&顺

丰&京东等知名大企业的技术难题%

葛冬冬很忙" 致力于实现国际运

筹学大师& 导师叶荫宇教授和自己的

共同心愿(((为中国建设自己的优化

求解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