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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国家应用数学中心日前揭牌，该中心主任杨新民解读目标任务——

瞄准四大领域
助力重庆大数据智能化发展

重庆日报记者 李星婷

12月11日，重庆国家应用数学中心（以下简称中心）揭牌。

这是科技部首批支持建设的13个国家应用数学中心之一，也是

重庆市数学领域第一个国家级科研平台。中心由重庆师范大学

牵头，联合北京大学等16家单位共同建设。

科技部为何启动建设国家应用数学中心？数学与生活有

怎样的联系？重庆国家应用数学中心将在哪些领域进行研

究？重庆日报记者就这些问题，对该中心主任杨新民教授进行

了专访。

重庆日报：科技部为何在全国首
批批准建立13个国家应用数学中心？

杨新民：科技部首批批准的 13
个国家应用数学中心，分布在北京、
上海、广东、天津、山东等 12 个省
（市）。创建国家应用数学中心，是推
动大数据智能化产业发展的重要支
撑，可以加快形成和提升创新平台、
人才团队、开放合作、成果应用的能
力和水平。

国家非常重视基础科学。数
学是自然科学的基础，也是重大
技术创新发展的基础。当前我国

面临很多“卡脖子”的技术问题，
根本原因是基础科学以及数学基
础跟不上。很多高校和科研院所
发现许多问题归根结底是数学的问
题；一些知名企业也提出，数学家
应该介入人工智能、大数据产业的
发展。

因此，2018年国务院印发了《关
于全面加强基础科学研究的若干意
见》；2019年，科技部等四部（委）联
合印发《关于加强数学科学研究工
作方案》的通知，提出要以部市、省
部共建的模式，建一批国家数学应
用中心。

重庆日报：中心的主要研究方向
和目标是什么？

杨新民：中心将主要瞄准信息科
学、先进制造、智能交通和生物医学
四大领域，研究解决一批国家重大
科技任务、重大工程、区域及企业发
展中的数学问题；大幅提升重庆应
用数学研究水平，提升数学解决技
术问题、支撑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

支撑重庆建设国家数字经济创新发
展试验区、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创
新发展试验区及西部（重庆）科学城
的建设。

中心还将集聚数学与相关领域的科
学家、行业专家和企业家，搭建人才培养
和交流合作的平台；组建重大研究团队，
培养一批高层次创新人才。力争通过5
年的努力，将中心建设成为国内外具有
重要影响的应用数学中心。

重庆日报：具体来说，中心主要聚
焦的四大领域将重点做些什么工作？

杨新民：在数学与信息科学领域，
将针对大数据、人工智能领域的共性
基础与关键技术，开展数学与信息技
术的基础理论与方法研究，如解决大
数据交易服务、金融消费安全等领域
的大数据分析处理的基础与核心算
法等。

在数学与先进制造领域，开展提
高制造业精度和可靠性的数学建模理
论与高效算法研究，提升智能化、绿色
化先进制造技术水平。

在数学与智能交通领域，针对环
境复杂性与交通需求不确定性的大型
城市交通路网，建立数学优化模型，研
发实时、准确、高效的综合交通运输管
理系统。

在数学与生物医学领域，构建重
大疾病发生、演化、防治中的数学模型
基础理论和方法，为国家公共卫生、疾
病防控等部门的决策管理提供咨询与
建议。

重庆日报：重庆国家应用数学中
心为何由重师牵头？

杨新民：重师的数学学科水平走
在全国高校前列。学校的“最优化与
控制”实验室，是西南地区数学领域唯
一的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我本人2016年获评国际系统与
控制科学院院士；2017 年获重庆市
科技突出贡献奖；2018年领衔的“向
量最优化问题的理论研究”获国家
自然科学奖二等奖；2019年，主持获
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最优
化问题的人工智能方法”，是重庆市
获得的首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
项目。

去年12月，重庆科技局批准重师

牵头成立重庆市应用数学研究中心。
今年2月，科技部批准建设全国首批
13个国家应用数学中心，建设的城市
在北京、上海、天津、广州、深圳、成都、
重庆等地，都是经济比较活跃、科研能
力较强的地方。

重庆近年来大力实施以大数据
智能化为引领的创新驱动发展战
略，加上重师的科研实力，所以重庆
国家应用数学中心就由重师牵头，有
北京大学、中国科学院大学、重庆大
学、中国科学院绿色智能技术研究院、
北京大学重庆大数据研究院、重庆长
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等16家单位参
与共建。

重庆日报：数学跟我们的生活有

怎样的联系？

杨新民：比如，基于数学的运筹学
诞生于二战时期，源于盟军研究如何
更高效地调配军事物资。所以，运筹
学天然带有解决复杂问题的功能，能
让大量原始数据“开口说话”，为重大
决策提供科学依据。

又比如，上世纪80年代，我和另一
位学者合作完成了“重庆产业政策研
究”课题。当时，电脑还没普及，大量
原始数据记录在纸质文件上。我带着
学生将两大车纸质原始数据手动录入
学校的计算机，再进行统计、建模、分
析，得出重庆应该以汽摩、机械等产业
为支柱产业的结论。

在日常生活中，数学也可以发挥

作用。现在红绿灯的时间90%都是固
定的，不够智能。通过应用数学对某
片区每个人出行轨迹的大数据做分
析，就可以设计智能红绿灯。目前我
们的团队通过数学建模、大数据分析、
编程等方式，设计的智能红绿灯已在
南滨路示范应用。

面对突发性传染病，我们也可以
使用数学模型推演发展趋势。在新冠
疫情期间，我们团队就通过建立时间
序列、函数等模型，推演7天后的新冠
肺炎疫情发展情况，并可通过全国、湖
北省、除湖北省外的全国其他省市、重
庆市4个点位，直观地展现不同点位的
疫情推演情况，从而为相关科学决策
提供支持。

所以，数学可以让我们的生活变
得更美好、更智能，大到产业发展，小
到两个地点之间的最短路径，都可
以通过数学建模，得到最优化的解决
方案。

数学是重大技术创新发展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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瞄准四大领域 解决制约产业发展的关键数学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