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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罗庚诞辰100周年纪念会暨应用数学学术思想研讨会举行
  文章来源：研究生院 发布时间：2010-09-13 【字号： 小  中  大 】 

9月12日，由中科院研究生院主办的“华罗庚诞辰100周年纪念会暨应用数学学术研讨会”在玉泉路园区举行。

中科院研究生院副院长吕晓澎主持纪念会，研究生院副院长叶中华致辞。 

在纪念会上，中科院院士王元、石钟慈，海装部赵登平将军，中国铁路建设总公司副总经理扈阵衣、中科院数

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院长助理潘建中，华罗庚先生家属代表华光等专家分别作了发言。 

与会专家认为，华罗庚先生的功绩不仅在于他作为数学家的个人学术成就，更重要的在于他对发展中国数学事

业的指导和领导。上世纪40年代，他提出了发展中国数学事业的三部曲蓝图：包括纯粹数学各分支、应用数学的各

个方面以及计算数学和计算技术的发展。1950年他放弃了在美国的优厚条件回到中国后，立即着手于实施他的三部

曲蓝图。他是中国纯粹数学众多领域的创始人、中国应用数学的先行者和开拓者，同时他是中国计算数学和计算技

术最早的倡导者和组织者。三部曲不仅都取得了辉煌成就，同时为国家培养了大批数学人才，几十个数学将才，包

括中国科学院院士和其他一些国内外著名的数学家。 

与会专家指出，华罗庚对应用数学的贡献是多方面的。首先，华罗庚是中国应用数学发展道路的探路先锋、先

行者和开拓者。中国过去没有应用数学的传统，又没有像纯粹数学那样在国际上已有成熟的套路可循。因此，华罗

庚和他的高足在发展中国应用数学上花费了比发展纯粹数学更多更大的艰辛。国际上许多数学家在试做应用数学后

也体会到，做应用数学比做纯粹数学更为困难。华罗庚探索出了一条发展中国应用数学的道路。 

第二，华罗庚发展中国应用数学，从一开始就在两个层面上工作。一个层面是普及型工作，另一个层面是创造

型工作。普及型工作始于1958年，历时20多年，特别是普及推广统筹法、优选法，遍及全国20多个省、市、自治

区，听众有百万人之多，取得万项成果，产生重大的效益，古今中外史无前例，国内外引起重大反响。创造型工作

也始于1958年也历时20多年，产生了两个新的数学方法（两个新的数学技术）：一个是国际著名的华（罗庚）—王

（元）方法，另一个是正特征矢量法。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开始，华罗庚开始指导他的学生从事面向实际问题、以

解决实际问题为目标的攻关研究。如工业产品（例如电力变压器等）优化设计、军用飞机部件优化设计、两淮煤矿

管理决策、大庆油田地面工程优化改造、准格尔露天煤矿煤电运输优化设计，等等，开辟了中国应用数学的新方

向，取得了重大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攻关研究达到很高的学术水平。 

第三，华罗庚在引领中国应用数学发展的同时，形成了他特有的应用数学学术思想和方法论，统称十二论。他

对数学提出了一些新的见解（新的观点），如数学现象、数学技术、数学工程等等。他的贡献，不仅推动现在的应

用数学发展，而且影响未来。 

中科院基础局数学处负责人、加拿大六和通科技有限公司总裁吴士泉、浙江大学应用数学所所长刘翔官、北京

青少年科技俱乐部秘书长周琳、中科院华罗庚应用数学与信息科学研究中心主任杨德庄以及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部

分师生代表和北京市高中生代表出席会议。 

当日下午，华罗庚应用数学学术思想研讨会举办。刘翔官教授等专家介绍了华罗庚先生在在钢铁行业、无线通

信网络、高速路由器交换、变压器优化设计、大型器件减重等方面应用数学的成果和实践例子。 

华罗庚应用数学与信息科学中心是中科院最早以华罗庚名字命名的科研机构，一直在努力传承华罗庚精神和他

的学术思想，他们实战成果已有100多项，并在王元指导下先后为华罗庚编著了3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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