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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1 月 13 日晚 20:00-21:30，运筹千里纵横论坛（第四十二期）通过

腾讯会议平台如期举行。本期报告由中国科学院院士陈木法主讲，中国运筹学会

理事长戴彧虹研究员主持。中国运筹学会名誉理事长胡旭东研究员、副理事长郭

田德教授、北京师范大学李增沪教授、重庆师范大学杨新民教授、北京航空航天

大学韩德仁教授、北京交通大学修乃华教授、河北工业大学刘新为教授等专家出

席本次活动，对论坛给予了大力支持。超 1000 名海内外学者通过腾讯会议和

bilibili在线平台参加了本次活动。 

 

本期运筹千里纵横论坛，陈木法院士作了题为“从华罗庚经济最优化模型谈

起”的精彩学术报告。 

 

在本次报告中，陈木法院士从理想化的华罗庚经济模型谈起引出特征值问题，

详细介绍了华罗庚经济模型（理想化模型）的基本定理和证明提要，华模型的各



种拓广模型，其中重点阐述了带消费的一般模型，并从基本的无消费随机模型谈

到最新研究成果----最大特征对算法，最后还具体介绍了包括算法、量子力学、

稳定性速度估计在内的相关论题。具体报告内容如下： 

一、 华罗庚经济模型（理想化模型） 

陈木法院士首先回顾了产综、结构方阵（消耗系数方阵）、投入产出法的相

关定义及相关公式的意义。进一步详细介绍了理想化模型，理想化模型即假定所

生产的东西全部用于再生产，投入为消耗系数方阵的最大左特征向量，并通过一

个例子给出了失衡时刻（崩溃时刻）的定义和实际应用意义。 

 

之后陈木法院士给出了华罗庚基本定理及其证明提要。首先从概率角度考虑，

将消耗系数方阵 A 转化为转移概率矩阵 P，借助遍历定理和相关极限理论证明了

最佳投入应为 P 的最大左特征向量，其次再进一步考虑一般的消耗系数方阵 A，

利用 A的最大左、右特征向量构造出 P，将 A转化为 P，继而间接证明了结论。 



 

 

 

二、 拓广模型 

华模型的拓广模型有很多，陈木法院士简单介绍了市场经济模型和随机模

型，并重点介绍了带消费的一般模型。市场经济模型只需将前面模型中的消耗

系数方阵 A换成 ，其中 V是元素为  的对角阵， 是市场价格向量，

是 A的最大右特征向量。随机模型则考虑消耗系数方阵，以 1/6 的概率作 1%

的摄动得到一随机方阵及其相对应的随机序列，得到随机情形下的无消费经济

模型，通过带入具体数值计算分析可以断定随机因素不可忽略，陈木法院士还

在此基础上给出了随机情形的华结果及相关定理，并在此情形下提出问题：该

如何调整经济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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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带消费的一般情形中，设定消耗系数方阵 A非负、不可约、可逆，首先简

单介绍了无消费理想模型，再具体介绍了带消费实用模型，以 1997 年山东省 6

部门的投入产出表为例，具体分析了消费比例在 0到 1之间波动时，失衡时刻的

变化，当消费比例逐渐增大到 1时，可取值空间的维数即自由度逐渐增大，失衡

时刻也在逐渐增大，经济结构也应随之调整。 

 

 

三、 相关论题 

在之前内容的基础上，陈木法院士继续介绍了与华模型相关的论题和近期研

究进展。在介绍华模型的关键算法（最大特征对计算）之后，陈木法院士通过给



出两个例子以及随机测试的一系列结构解释了最大特征对计算的具体思想，并向

我们介绍了 2019 的最新研究成果----最大特征对计算的可行通用算法。在此之

前，一直都没有成熟算法。进一步，由最大特征对再延伸到统计力学、稳定性的

速度估计以及三对角阵和二阶椭圆的各类稳定性的显式判别准则。 

 

 

随后，陈木法院士给出了从优选法到随机数学及其交叉领域，再到计算数学

与量子力学的交叉的研究路线，详细介绍了任意一可厄米方阵与生灭矩阵之间的

等谱关系。由此可以看出随机数学、计算数学与量子力学之间的交叉，这进一步

引导出量子力学的新架构、新谱论和新算法。在报告的最后，陈木法院士与大家

分享了近期的研究进展并进行了讨论。 

 

陈木法院士报告内容精彩有趣，讲解深入浅出，激起了听众们的浓厚兴趣。

报告结束后，会议陆续收到了来自在线和直播间的多个问题，针对大家的问题，

陈木法院士一一进行了详细的解答。最后，主持人戴彧虹研究员对陈木法院士的

报告进行了总结，并代表与会听众对陈木法院士的精彩报告再次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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