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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针对现实生活中投入产出数据的不确定性!许多学者提出从乐观和悲观角度计算决策单元的效率区间!但

每个效率区间的上&下界值都是决策单元表现的两种极端情况$本文通过引入心态指标衡量决策者的偏好!获得

了一个最有可能的效率值!它与上界值&下界值共同组成了三元效率区间$然后改进了两级排序方法%提出了三元

有向距离指数!为所有决策单元获得全序化结果$本文引用前人文中的数例验证了该方法是一种更为精确&可全

序化的评价&决策方法!可广泛应用于效率测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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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之后发展起来的!它是一种线性非参数模型!用来

评价一组具有相同的多投入多产出的决策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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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是最有利的!这种评价方法是从乐观角度进行的!

获得的相对效率称之为最好相对效率或乐观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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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率和悲观效率测评了每个
B3c

两种完全不同情

形下的效率!为了准确的衡量决策单元的全局绩效!

我们必须同时考虑乐观和悲观效率$同时考虑每个

决策单元乐观和悲观效率的方法!我们称之为"双前

沿面分析法#$

使用双前沿面分析法一般需要考虑两个步骤$

第一个步骤为如何计算效率区间$最先提出从乐观

和悲观角度去评价每个决策单元全局绩效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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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两个明显的缺点%一是在计算效率区间的下界时

只利用了一个投入和一个产出!导致了信息缺失!二

是使用了可变生产前沿面!使得计算的效率区间不

具有可比性$为了改进这些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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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决策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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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率进行集结!得到综合效率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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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观赋值变为客观计算!避免了由于人为因素引

起的权重偏差$

不可否认!无论是从乐观还是悲观角度!效率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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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两种极端情况!上述提到的任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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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的值$同理!我们也可获得最有可能的悲观效

率值$本文将反映决策者不同期望偏好的心态指标

引入乐观和悲观效率中!获得决策单元的三元效率

区间$然后提出了区间数据两级排序决策全序化的

一种方法%三元有向距离指数!解决优势度方法排序

后出现多于一个决策单元排在同一位置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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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乐观环境下!我们倾向决策单元拥有更好的

绩效!即消耗更少的投入!得到更多的产出!这样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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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信息系统
@^

(

F

!

TD

!

#

!

E

)为区间序信息系统

(

DCD7

)$

在区间序信息系统中!任意属性
A

的取值都是

可以通过优势关系
K

A

来表示的!

5

K

A

W

表示在属

性
A

上
5

优于
W

$同理!

5

K

T

W

7 H

A

,

T

!

5

K

A

W

$

!!

基于上述描述!我们可以通过引入优势关系来

定义优势类$在区间序信息系统中!关于属性集
T

I

TD

上有
W

优于
5

!即
W

K

T

5

!可以通过
W

=

&

T

5

来

定义%

=

&

T

&

/(

W

!

5

)

,

F

,

F

1

A

*

$

(

W

)

&

A

*

$

(

5

)!

A

F

$

(

W

)

&

A

F

$

(

5

)(

H

A

$

,

T

$

)'

A

*

!

(

W

)

)

A

*

!

(

5

)!

A

F

!

(

W

)

)

A

F

!

(

5

)(

H

A

!

,

T

!

)0

&

/(

W

!

5

)

,

F

,

F

1

(

W

!

5

)

,

=

&

T

0!

其中
T

&

T

$

=

T

!

!

T

$

为收益型属性集!

T

!

为

成本型属性集$

根据区间序信息系统中的优势关系
=

&

T

!我们

定义方案
H

的优势类%

*

5

+

&

T

&

/

W

,

F

1

A

*

$

(

W

)

&

A

*

$

(

5

)!

A

F

$

(

W

)

&

A

F

$

(

5

)(

H

A

$

,

T

$

)'

A

*

!

(

W

)

)

A

*

!

(

5

)!

A

F

!

(

W

)

)

A

F

!

(

5

)(

H

A

!

,

T

!

)0

&

/

W

,

F

1

(

W

!

5

)

,

=

&

T

0$

我们现在考虑区间数据基于优势度排序方法$

定义
?

%

@

&

(

F

!

TD

!

#

!

E

)为区间序信息系统!

T

I

TD

$基于优势关系
=

&

T

!两个方案间的优势度

定义为%

%

T

(

5

0

!

5

3

)

&

1

'

*

5

0

+

&

T

=

*

5

3

+

&

T

1

1

F

1

! (

$$

)

其中
L

,

L

代表集合的基数!

'

*

5

0

+

&

T

&

F

'

*

5

0

+

&

T

!且
5

0

!

5

3

,

F

$

当 (

5

0

!

5

3

)

,

F

,

F

时!基于优势关系可以获

得在属性集
T

上的优势关系矩阵!通过这个矩阵!可

以得到方案
5

0

的整体优势度%

%

T

(

H

(

)

^

$

1

F

1'

$

%

3>

0

%

T

(

5

0

!

5

3

)!

5

0

!

5

3

,

F

(

$!

)

,

RR$

,

第
!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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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建平等%三元效率区间下决策单元的全局绩效评价



由上可得!

%

T

(

5

0

)的取值越大!方案
5

0

的表现

越好$整体优势度
%

T

(

5

0

)即可用来给论域中所有方

案进行全局排序$

无论在数例还是实证研究中!基于优势度排序

后!常常发现两个或多于两个的方案排在同一位置!

并且排序越靠前的方案越容易出现这种并列现象$

为了获得方案的全序化!宋鹏*

!R

+提出了有向距离指

数作为二级排序方法!它关注于区间数据的取值!是

一种更为精确的测量方案
5

0

相对于
5

3

优劣程度的

方法$

定义
"

%

E

(

5

0

!

A

)

&

*

A

*

(

5

0

)!

A

F

(

5

0

)+!

E

(

5

3

!

A

)

&

*

A

*

(

5

3

)!

A

F

(

5

3

)+为给定的区间数据!在属性

A

上!方案
5

0

相对于
5

3

的有向距离指数定义为%

%%8

A

(

5

0

!

5

3

)

&

$

!

2

$

"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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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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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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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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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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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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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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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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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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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5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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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F

(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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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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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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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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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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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F

(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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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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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F

(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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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F

(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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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F

(

5

1

F

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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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

(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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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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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

(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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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

(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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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A

*

(

5

1

F

1

)0!

5

0

!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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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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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
50H

(

A

F

(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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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

A

*

(

5

))!

%%8

A

(

5

0

!

5

3

)

&

$

!

$

基于有向距离指数定义!我们可以看出!它不仅

度量了两个区间的距离!而且带有了方向性特征$

当方案
5

0

优于
5

3

时!

%%8

A

(

5

0

!

5

3

)

&

$

!

$

将
%%8

A

(

5

0

!

5

3

)扩展到某一属性集上!属性集

T

上的有向距离指数定义为%

%%8

T

(

5

0

!

5

3

)

&

$

1

T

1

%

H

A

,

T

%%8

A

(

5

0

!

5

3

)

其中!

T

,

TD

!

1

T

1

为属性集里属性个数$

为了获得全序结果!需要获得方案的整体有向

距离指数$将方案
5

0

的整体有向距离指数定义为%

%%8

T

(

5

0

)

&

$

1

F

1'

$

%

3>

0

%%8

T

(

5

0

!

5

3

)

整体有向距离指数
%%8

T

(

5

0

)越大!方案
5

0

排

序越好$

#%"

!

三元有向距离指数

给定的两个区间数据
E

(

5

0

!

A

)

&

*

A

*

(

5

0

)!

A

-

(

5

0

)!

A

F

(

5

0

)+!

E

(

5

3

!

A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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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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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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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相对于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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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三元有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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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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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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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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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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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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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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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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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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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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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8

A

(

5

0

!5

3

)仅仅考虑了方案
5

0

相对于
5

3

在

属性
A

上的相对优劣程度!同样我们将
D%%8

A

(

5

0

!5

3

)扩展到属性集
T

上!属性集
T

上的三元有

向距离指数定义为%

D%%8

T

(

5

0

!

5

3

)

&

$

1

T

1

%

H

A

,

T

D%%8

A

(

5

0

!

5

3

) (

$R

)

其中!

T

,

TD

!

1

T

1

为属性集里属性个数$

同理!方案
5

0

的整体三元有向距离指数定义

为%

D%%8

T

(

5

0

)

&

$

1

F

1'

$

%

3>

0

D%%8

T

(

5

0

!

5

3

)

(

$%

)

这样!每一方案总体优劣的评价则可以通过任

意方案两两之间的比较来获得$整体三元有向距离

指数
D%%8

T

(

5

0

)越大!方案
5

0

排序越好$

$

!

数据结果及分析

引用
S)60)(

*

?

+文中的数例!十个决策单元的产

出数据为区间数据!如表
$

所示$基于投入产出数

据!通过模型(

$

)和(

!

)可以获得七个决策单元的乐

观效率!如表
$

第五列所示!可以看出%四个决策单

元!即
%+F

$

&

%+F

R

&

%+F

A

&

%+F

$#

因为
#

F

-

3

&

$

为乐观有效决策单元!确定了有效前沿面$剩下的为

乐观无效决策单元$利用模型(

?

)和(

"

)得到了决策

单元的悲观效率!表
$

第六列所示!

%+F

$

&

%+F

!

&

,

%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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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

为悲观无效决策单元!位于无效前沿面上!

剩余五个决策单元为悲观非无效$

根据优势度!给出所有决策单元关于乐观效率

的排名$首先!基于优势关系!找出每个决策单元的

优势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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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根据公式(

$$

)计算每个决策单元的优势

度!可以得到优势度矩阵!如表
!

所示$利用公式

(

$!

)和优势度矩阵!计算得到每个决策单元的全局

优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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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

七个制造企业的投入产出数据及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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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 $

*

R:%

!

%:"

+ *

$:A

!

!:?

+ *

#:E!O%

!

#:OA%$

+ *

$:$E$#

!

$:"%O?

+

$# $

*

%:A

!

A:?

+ *

#:E

!

$:!

+ *

#:O$AE

!

$:####

+ *

$:####

!

$:$OOR

+

表
"

!

决策单元间的优势度矩阵

$ $ $ $ O

-

$# $ $ $ $ E

-

$#

?

-

$# $ %

-

$# E

-

$# !

-

$# E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

-

$# $ E

-

$# R

-

$#

R

-

$# $ E

-

$# $ "

-

$# O

-

$# %

-

$# E

-

$# %

-

$# ?

-

$#

$ $ $ $ $ $ $ $ $ O

-

$#

R

-

$# $ E

-

$# O

-

$# "

-

$# $ %

-

$# E

-

$# %

-

$# ?

-

$#

O

-

$# $ $ $ E

-

$# $ $ $ O

-

$# A

-

$#

A

-

$# $ O

-

$# $ %

-

$# $ E

-

$# $ E

-

$# R

-

$#

O

-

$# $ $ $ E

-

$# $ O

-

$# $ $ A

-

$#

#

$

;

<

$ $ $ $ $ $ $ $ $ $

!!

根据全局优势度的大小!决策单元的排名如下%

%+F

$#

K

%+F

R

K

%+F

$

K

%+F

A

%+F

#

$

;

<

O

K

%+F

?

K

%+F

E

K

%+F

"

%+F

#

$

;

<

%

K

%+F

!

$

正如上文中提到的!不止一个决策单元会排在

相同的位置!本例中
%+F

A

和
%+F

O

&

%+F

"

和

,

AR$

,

第
!

期
! !!!!!!!!!!!

范建平等%三元效率区间下决策单元的全局绩效评价



%+F

%

排在相同位置$现在使用有向距离指数将这

些决策单元区别开来$

%%8

T

(

%+F

O

)

&

%%8

A

(

%+F

O

!

%+F

A

)

&

$

!

2

$

"

,

#:OA%$

'

$:####

2

#:E!O!

'

#:AO$"

$

'

#:"$%#

&

#:R#%#

!

%%8

T

(

%+F

A

)

&

%%8

A

(

%+F

A

!

%+F

O

)

&

$

'

%%8

A

(

%+F

O

!

%+F

A

)

&

#:"O"#

!

%%8

T

(

%+F

O

)

*

%%8

T

(

%+F

A

)!所以
%+F

O

K

%+F

A

$同理可得
%+F%

K

%+F

"

$

七个决策单元在乐观效率区间下的排序为%

%+F

$#

K

%+F

R

K

%+F

$

K

%+F

O

K

%+F

A

K

%+F

?

K

%+F

E

K

%+F

%

K

%+F

"

K

%+F

!

!与

我们事前估计的一样!这个排序结果和使用
b0)

4

d()

4

5()

4

等*

!%

+提出的偏好度排序方法得出的结果

是一致的$因此基于上述描述!全局优势度和有向

距离指数是一种合理有效的排序方法!并且能够提

供全序化结果$

现在引入反应决策者偏好的心态指标去计算每

个决策单元的三元效率区间$在乐观情形下!将投

入
)

值设为
#:?

!产出
)

值设为
#:E

$在悲观情形

下!将投入
)

值定为
#:E

!产出
)

值定为
#:?

(投入产

出的
)

值是随决策者的期望偏好变化的!决策者可

自行设定)$引入心态指标后七个决策单元的乐观

和悲观三元区间数据如表
?

所示!分别计算的效率

区间如表
"

$

基于三元乐观效率区间给决策单元排序时!每

个决策单元的优势类为%

*

%+F

$

+

&

T

&

/

%+F

$

!

%+F

R

!%+F

$#

0'

*

%+F

!

+

&

T

&

/

%+F

$

!

%+F

!

!

%+F

?

!

%+F

"

!

%+F

R

!%+F

%

!

%+F

A

!

%+F

E

!

%+F

O

!

%+F

$#

0'

*

%+F

?

+

&

T

&

/

%+F

$

!

%+F

?

!

%+F

R

!%+F

A

!

%+F

O

!

%+F

$#

0'

*

%+F

"

+

&

T

&

/

%+F

$

!

%+F

?

!

%+F

"

!

%+F

R

!%+F

A

!

%+F

E

!

%+F

O

!

%+F

$#

0'

*

%+F

R

+

&

T

&

/

%+F

R

!%+F

$#

0'

*

%+F

%

+

&

T

&

/

%+F

$

!

%+F

?

!

%+F

R

!%+F

%

!

%+F

A

!

%+F

E

!

%+F

O

!

%+F

$#

0'

*

%+F

A

+

&

T

&

/

%+F

$

!

%+F

R

! %+F

A

!

%+F

$#

0'

*

%+F

E

+

&

T

&

/

%+F

$

!

%+F

R

!%+F

A

!

%+F

E

!

%+F

O

!

%+F

$#

0'

*

%+F

O

+

&

T

&

/

%+F

$

!

%+F

R

! %+F

O

!

%+F

$#

0'

*

%+F

$#

+

&

T

&

/

%+F

$#

0$

表
#

!

决策单元乐观)悲观情况下投入产出数据

乐观 悲观

%+F

3

投入 产出
$

产出
!

投入 产出
$

产出
!

$ $

*

#:E

!

$:$!

!

$:!

+ *

A:R

!

E:?#

!

E:R

+

$

*

#:E

!

#:O!

!

$:!

+ *

A:R

!

A:E#

!

E:R

+

! $

*

$:E

!

!:$!

!

!:!

+ *

!:"

!

?:?%

!

?:%

+

$

*

$:E

!

$:O!

!

!:!

+ *

!:"

!

!:A%

!

?:%

+

? $

*

$:A

!

!:$E

!

!:?

+ *

R:A

!

%:$E

!

%:?

+

$

*

$:A

!

$:EE

!

!:?

+ *

R:A

!

R:EE

!

%:?

+

" $

*

!:R

!

?:?#

!

?:R

+ *

!:A

!

?:$E

!

?:?

+

$

*

!:R

!

!:E#

!

?:R

+ *

!:A

!

!:EE

!

?:?

+

R $

*

!:E

!

?:$!

!

?:!

+ *

%:A

!

A:$E

!

A:?

+

$

*

!:E

!

!:O!

!

?:!

+ *

%:A

!

R:EE

!

A:?

+

% $

*

?:E

!

":$!

!

":!

+ *

$:E

!

!:$!

!

!:!

+

$

*

?:E

!

?:O!

!

":!

+ *

$:E

!

$:O!

!

!:!

+

A $

*

?:"

!

":?%

!

":%

+ *

":%

!

R:!"

!

R:"

+

$

*

?:"

!

?:A%

!

":%

+ *

":%

!

":E"

!

R:"

+

E $

*

":A

!

R:$E

!

R:?

+ *

$:R

!

!:?#

!

!:R

+

$

*

":A

!

":EE

!

R:?

+ *

$:R

!

$:E#

!

!:R

+

O $

*

R:%

!

%:!"

!

%:"

+ *

$:A

!

!:$E

!

!:?

+

$

*

R:%

!

R:E"

!

%:"

+ *

$:A

!

$:EE

!

!:?

+

$# $

*

%:A

!

A:$E

!

A:?

+ *

#:E

!

$:$!

!

$:!

+

$

*

%:A

!

%:EE

!

A:?

+ *

#:E

!

#:O!

!

$:!

+

表
$

!

决策单元的三元乐观效率区间和三元悲观效率区间

%+F

3

乐观效率区间 (*

#

*

-

3

!

#

-

3

!

#

F

-

3

+) 乐观排名 悲观效率区间 (*

$

*

-

3

!

$

-

3

!

$

F

-

3

+) 悲观排名 全局排名

$

*

#:EE!"

!

#:OA%R

!

$:####

+

?

*

$:####

!

$:#AEE

!

$:!%!R

+

O ?

!

*

#:"$%#

!

#:R?RA

!

#:R%R%

+

$#

*

$:####

!

$:#E?O

!

$:!AOE

+

E $#

?

*

#:A!EO

!

#:E$!$

!

#:E??#

+

%

*

$:!"#O

!

$:??RE

!

$:RRA#

+

? %

"

*

#:R!"E

!

#:%%!$

!

#:%E%R

+

O

*

$:$A%O

!

$:!%OO

!

$:"EA#

+

" E

R

*

#:O#EO

!

#:OE$E

!

$:####

+

!

*

$:E$$A

!

$:EE#$

!

!:#?OA

+

! $

%

*

#:%$"!

!

#:%AO?

!

#:%OR%

+

E

*

$:#$AE

!

$:#A$#

!

$:$OR"

+

A O

A

*

#:AO$"

!

#:ORE?

!

$:####

+

R

*

$:EO"%

!

!:#?#O

!

!:?$#$

+

$ R

E

*

#:A#$E

!

#:E!R#

!

#:ERRE

+

A

*

$:#$RA

!

$:$?RE

!

$:"$%#

+

% A

O

*

#:E!O%

!

#:O"%A

!

#:OA%$

+

"

*

$:$E$#

!

$:!%AR

!

$:"%O?

+

R !

$#

*

#:O$AE

!

#:OE?%

!

$:####

+

$

*

$:####

!

$:#ROE

!

$:$OOR

+

$# "

,

E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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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会发现三元乐观效率区间上的优势类与二

元乐观效率区间上是一致的!所以用优势关系给决

策单元一级排序之后获得的顺序与上述顺序也是一

致的!即为%

%+F

$#

K

%+F

R

K

%+F

$

K

%+F

A

%+F

#

$

;

<

O

K

%+F

?

K

%+F

E

K

%+F

"

%+F

#

$

;

<

%

K

%+F

!

现在使用三元有向距离指数将获得一样排名的

决策单元区别开来%

D%%8

T

(

%+F

O

)

&

D%%8

A

(

%+F

O

!

%+F

A

)

&

$

!

2

$

$!

,

#:OA%$

'

$:####

2

#:E!O%

'

#:AO$"

$

'

#:"$%#

2

$

$!

,

#:O"%A

'

#:ORE?

2

#:E!O%

'

#:AO$"

#:OE?%

'

#:"$%#

2

$

$!

,

#:OA%$

'

$:####

2

#:O"%A

'

#:ORE?

$

'

#:OE?%

&

#:?!RR

D%%8

T

(

%+F

A

)

&

D%%8

A

(

%+F

A

!

%+F

O

)

&

$

'

D%%8

A

(

%+F

O

!

%+F

A

)

&

#:%A"R

D%%8

T

(

%+F

O

)

&

D%%8

T

(

%+F

A

)! 所 以

%+F

O

K

%+F

A

!同理可得%

%+F

%

K

%+F

"

$

所以在三元乐观效率区间下!决策单元排名为%

%+F

$#

K

%+F

R

K

%+F

$

K

%+F

O

K

%+F

A

K

%+F

?

K

%+F

E

K

%+F

%

K

%+F

"

K

%+F

!

$与在

二元乐观效率区间的结果相比稍有不同!容易发现

%+F

A

和
%+F

O

排序位置互换$我们称这种排序结

果的变化是因为加入了反映决策者偏好的最有可能

的效率值引起的$同理!我们可以获得决策单元在三

元悲观效率区间下的全序排名!结果为%

%+F

A

K

%+F

R

K

%+F

?

K

%+F

"

K

%+F

O

K

%+F

E

K

%+F

%

K

%+F

!

K

%+F

$

K

%+F

$#

$

三元乐观效率区间和三元悲观效率区间下的排

序是对决策单元在两种极端情况下的测评!这两种

排序结果是完全不同的!如表
"

第三和第五列所示$

既然这两种情况是彼此冲突&互不包容的!那么任何

一种只考虑其中一种情况的测评方法一定是片面

的&没有说服力的$为了对每个决策单元进行全局

绩效测评!将三元乐观效率和三元悲观效率看做决

策单元的两个属性!这种方法既同时考虑了两种极

端效率!也替代了其他论文中将这两种效率整合成

一个效率的方法$计算优势度和整体三元有向距离

指数后!七个决策单元的全局排序为%

%+F

R

K

%+F

O

K

%+F

$

K

%+F

$#

K

%+F

A

K

%+F

?

K

%+F

E

K

%+F

"

K

%+F

%

K

%+F

!

$

需要说明的是%我们不可能总把乐观有效的决

策单元排在乐观非有效决策单元的前面!当将悲观

效率考虑进来时!一些乐观有效的决策单元就会获

得比其他决策单元更低的排名$如本例中!

%+F

$

&

%+F

$#

是乐观有效的!但也是悲观无效的!在全局

排序中!

%+F

O

排在了他们前面$

4

!

结语

在实际应用中!由于观测与统计误差(如经营成

本的变动&利润的估计等问题)&信息不完全(如市场

或企业信息的不确定性)及实际问题的局限性等原

因!往往存在着区间数据的情形$使用
BSI

区间

效率测评具有区间数据的决策单元的绩效是当下使

用越来越广泛的方法!本文不仅测评了乐观和悲观

情形下效率区间的上界值和下界值!更多的考虑了

决策者期望偏好下最有可能的效率值$通过将心态

指标引入乐观和悲观效率中!获得了关于每个决策

单元的三元乐观效率区间和三元悲观效率区间去评

价他们的全局绩效$基于全序化特点和更精确的刻

画方案间的优劣程度!我们提出了三元有向距离指

数!作为第二级排序方法解决了多于一个决策单元

排在同一位置的现象$因此!当决策单元数的数据

为区间型&或由于模糊不确定性导致的数据缺失等

问题出现时!可应用本文方法进行决策单元的测评

和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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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届中国管理科学学术年会征文通知

!!

第十八届中国管理科学学术年会将于
!#$%

年
$$

月
$$

日
@$?

日在西安交通大学召开!欢迎广大专家学者&科技和教育

工作者积极投稿并参加会议$

主办单位!中国优选法统筹法与经济数学研究会
!!!

西安交通大学

中国科学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 4中国管理科学5编辑部

支持单位!陕西省科学技术厅
!

陕西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承办单位!西安交通大学管理学院

会议主题!大数据驱动的管理创新

征文范围!

优选法与优化管理
!!!!!!!!!!!!!!!

统筹法与项目管理
!!!!!!!

经济数学与低碳经济

大数据技术与方法
!

数据驱动的过程管理决策
!

健康管理与大数据医疗

金融工程与风险管理
!

工业工程与运作管理
!

信息系统与商务智能

物流与供应链管理
!

营销工程与服务科学
!

战略管理与认知决策

数据挖掘与知识管理
!

人力资源与组织绩效管理
!

创业与小微企业管理

安全与应急管理
!

资源型产业发展模式
!

能源与环境管理

公共管理与复杂系统管理
!

战略型新兴产业与产业金融
!

企业管理创新理论与实践

大数据与智慧城市(智慧交通&智慧养老&智慧社区)

!

大数据金融产业研究

征稿要求!

N

未在其它学术会议&论文集和刊物上公开发表过$

N

文章具体格式可参照4中国管理科学5近期期刊$

N

来稿篇幅要求
R@E

页(

R

页以内版面费
%##

元!超过
R

页每增加一页加收版面费
$R#

元)$

N

来稿注明!征文类别(从征文范围中选择一个接近的类别填写)&作者简介&单位&通讯地址&邮编&联系电话&

SK50(1

地

址 $

截稿日期!

!#$%

年
%

月
?#

日

录用通知!

!#$%

年
E

月
$R

日

论文出版!

出版4中国管理科学5专辑(已被
&;VD

数字图书馆全文收录(

]]]>8)G(>)*6

))!以国家正式出版物的方式出版发行!书中

将收录通过评审录用的论文$并在会前将所有录用论文的长摘要编辑成册4第十七届中国管理科学学术年会论文摘要5$

大会设优秀论文报告奖!

会议论文通过评审录用后可参加本届年会专题会议的交流评议!获4优秀论文报告奖5的论文将颁发获奖证书并安排在

4中国管理科学5正刊发表!直接列入
!#$A

年刊登计划$

会议具体情况请登陆中国优选法统筹法与经济数学研究会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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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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