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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最 近 举 行 的

2016（第十五届）中国

互联网大会上，滴滴

出行总裁柳青发表了

主题演讲。

谈及中国人的出

行 情 况 ，柳 青 指 出 ：

“大家可以看到将近

一半的城镇人口是电

动车和自行车，也就是所谓的两轮车出门的，然后乘巴士和公交地铁

出行的大概是 1/4 左右的人，乘出租车出行的其实只占到很小的一

个比例，然后有将近 1/3是私家车出行。我们的目标是什么，我们的

目标并不是从 3800万的出租车出行里面找市场，而是要从私家车的

市场里面转化到共享出行。这是什么意思？就是今天如果你是选择

买车，选择开车的话，那我们希望我们提供的服务能够好到你可以放

弃去买车，去开车。”

柳青在演讲中说，去年全年滴滴平台上有 14.3亿订单，其实此时

此刻我们每天在处理 1400 万次的完成订单，呼叫订单远比这个要

高，这个 1400 万次是美国的 5 倍。我们平台上的注册司机有 1500 万

个，而且今天我们在全中国的 400个城市提供服务……

关于滴滴如何做好随叫随到，柳青指出：“拼车其实不是那么

容易的事情，因为你不可能跟你的好朋友商量好，我们俩永远一起

走……技术是最重要的解决方案，它能够做到让你想要车的时候随

叫随到，而且能够把更多的人挤到更少的车里面，解决我们现在拥堵

的问题，这个就是技术的魅力。”

柳青：
随叫随到技术是最重要的解决方案

叶荫宇是斯坦福大学教授，华人运筹学的领

袖级学者，同时也是葛冬冬的导师。2013 年与

国家电网合作，探索全国电力的实时调度和匹配

问题。解决方案中，采用的是国外公司的求解

器，但是源代码被封装，很难根据国家电网的特

点做针对性改良加速。

不只是电网，几乎所有的管理优化项目都可

以归结为数学规划问题的求解，而求解器包含了

解决问题的核心算法，决定着问题解决的效率。

国外的商业求解器代码不对外公开，且售价极

高，开源的求解器又不稳定，国内运筹学的发展，

对求解器的诉求越来越迫切。

另一方面，随着大数据的兴起，计算任务越

来越繁重，基于单一处理器的传统算法渐渐无法

满足需求。基于 GPU 架构的算法并行化是解决

大数据问题的一项关键技术。针对所有经典优

化算法，开发并行计算版本的求解器，这在国际

上也才刚刚起步。

“中国不能没有自己的求解器！”于是叶荫宇

教授提出了开发并行版本优化求解器的意向。

葛冬冬一听，觉得这不仅是在国内开荒，还能占

领国际研究高地，是个机会，非常高兴地主动应

了下来。

但随即葛冬冬就发现，这事儿非常难做，是

个大“坑”。

和国外氛围不同，国内的运筹学被看作是数

学的一个分支，锁在大学的围墙里。“注重理论，

和工业结合不紧密，企业对于运筹学的认识普遍

薄弱。”葛冬冬觉得，相比国外，国内运筹学的工

业应用，特别在一些新生的商务企业里，近乎荒

地，相对空白。

葛冬冬团队身在围墙内，却要在围墙外开

垦。推动运筹学的工业应用，也是他们做求解器

的目的之一。看到近几年国内电商发展迅猛，葛

冬冬和导师叶荫宇计划着帮这些企业做点事情，

帮助他们认识运筹学的作用和价值，为实际应用

开个头。

去年，葛冬冬等人东奔西走。三伏天也要顶

着大太阳出门，和很多小公司的技术员讨论他们

的问题，反复跟他们讲运筹学的用处。而面对的

通常是一张张年轻、怀疑的脸，他们压根不知道

葛冬冬在讲什么，对他们意味着什么。

围墙里的运筹学

在最近召开的中国运筹学会数学规划分会

理事会年会上，葛冬冬站上讲台，第一次向外界

报告他们团队正在开发的优化求解器。讲到最

后，想起这些年的开发经历，已近不惑之年的汉

子情难自抑，声音哽咽，双眼泛红。

优化求解器是运筹学的概念，是用来解决运

筹建模问题的基础支撑软件。2013年，葛冬冬来

到上海财经大学，担任管理科学与量化信息研究

中心主任，着手求解器开发项目。

目前，上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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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解器的初步技术

工作，其运行效率和数值稳定性已经堪比当前主

流的开源求解器。并针对大数据问题特点，探索

用一阶算法求解超大规模线性规划问题。

葛冬冬：走出围墙的运筹学拓荒者
文·刘 禹 本报记者 王 春

第十五届中国互

联网大会近日在北京

召开，360公司创始人

兼总裁齐向东在谈及

“魏则西事件”时称，

前段时间的“魏则西

事件”影响甚广，360

搜索宣布放弃一切面

向消费者的医疗商业

推广业务，下架医疗商业广告，并宣布设置医疗机构白名单。此事件

对 360 搜索来说是个机会，用户数也出现了小幅增长。“有的钱是可

赚的，有的钱是不能赚的”，齐向东表示，未来将坚持自己的安全底线

去做搜索。

2015 年 5 月，360 成立企业安全集团，开始大举进攻企业安全市

场。齐向东表示之前 360 一直在做 to C 端的网络安全，主要针对单

一的网民，现在 to B 的声音越来越响，因此企业安全市场业务潜力

巨大。

“企业安全市场刚刚起步，但是投入了大量的人力，发展一年至

今超出最初的预期。”齐向东表示这一市场的国产化需求强烈，是中

国企业的机会。

现在的手机市场竞争激烈，已成血海。齐向东指出，虽然是血海

市场，但是量还是很大，用户更换手机的周期越来越短，因此还是从

移动互联网的趋势上来看，还没有任何一个设备可以取代手机终

端。“尽管是血海市场，但是还有创新的空间。目前 360 手机在试水

一些黑科技，未来我们还是打安全牌”。他说。

齐向东：
未来我们还是打安全牌

由国内机器人产

业骨干企业发起的中

国 机 器 人 TOP10 峰

会近日在辽宁沈阳市

成立。工业和信息化

部 副 部 长 辛 国 斌 表

示，当前我国机器人

产业已出现“高端产

业低端化”的趋势，并

有投资过剩的隐忧，机器人企业要避免盲目扩张和低水平重复建设。

辛国斌对我国机器人产业发展提出 4 点建议：一是不仅要走的

快，还要走得远；二是不仅要看脚下，还要看远方。企业要有长远眼

光，抓住产业薄弱环节，看清未来发展趋势，找准自身的市场定位，坚

持不懈、久久为功；三是不仅要自己走，还要并肩一起走。要注重企

业之间的合作，实现优势互补，合作共赢。同时，要关注机器人产业

与其他科技领域的融合创新；四是不仅要靠自己走，还要会借力。要

充分运用好资本和人才的力量实现企业发展，企业家也应具有国际

化视野，善于利用和整合全球资源。

辛国斌：
机器人产业应避免低端化趋势

北京时间 6月 21日凌晨 1点，《自然》杂志发

表 了 题 为《中 国 科 学 之 星》（Science stars of

China）的新闻特写文章，介绍了 10 位中国科学

家及其科研成就，其中包括 4位女性科学家。从

古老的 DNA 到神经科学，这 4 位巾帼不让须眉

的女科学家正在为提升祖国在全球科学界的地

位发挥巨大的作用。

颜宁
成为结构生物学家是命中注定

小时候，颜宁读过一本 16 世纪的中国经典

小说，小说的主角是一只可以变身成为其它动物

的猴子。颜宁很想知道如果自己也能变身会是

什么感觉：“如果你能把自己缩小到分子或蛋白

质的大小，那一定是个截然不同的世界。”她还记

得自己曾这样想。现在，作为一名顶尖的结构生

物学家，颜宁每天都生活在那个世界里，研究蛋

白质在原子层面如何工作。她说：“我成为结构

生物学家几乎是命中注定的。”

颜宁在普林斯顿大学做了博士和博士后

研究，并于 2007 年在清华大学设立了自己的

实验室。当时她 30 岁，是中国最年轻的女性正

教授之一。

颜宁致力于解析镶嵌在细胞质膜上的蛋白

质的结构。她的目标之一是人类葡萄糖转运蛋

白 GLUT1——一种至关重要的向细胞提供能量

的蛋白质。许多实验室都试图解析它的结构，但

都未能成功，一部分原因是 GLUT1 很容易改变

形状。颜宁使用了一系列技巧来限制它的变化，

最终在 2014年解析出了它的结构。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生物化学家罗纳德·
卡巴克表示：“50 多年来，人们一直在试图结晶

GLUT1，然后突然之间，她就得到了答案。”

颜宁还在接连不断地做出发现，包括一系列

备受关注的结构。大多数夜晚，她都会熬夜到凌

晨两三点，并翘掉晨会，好尽可能在实验室多呆

一会儿。与此同时，颜宁也成为了一位呼吁为女

性和青年科学家提供更好条件的知名倡议者。

她对使用最新的技术，比如冷冻电子显微镜

技术感到十分兴奋。冷冻电子显微镜使研究者

们得以在蛋白质的自然状态下研究它们的细微

结构，而不是以纯化的晶体形式。颜宁说，在中

国工作的优势之一是从来不用担心资金，并认为

结构生物学在中国有光明的前景，“进步的空间

是无穷的”。

叶玉如
热爱故土的脑神经权威

在职业生涯的大部分时间里，叶玉如一直在

牵线搭桥。叶玉如出生于香港，她在哈佛大学

医学院攻读了博士学位，研究神经递质。然

后，她跨界进入生物技术行业，探索支持神经

元存活和发育的神经营养因子。1993 年，她携

知识和经验回到故土，并加入了刚刚成立两年

的香港科技大学。

她说，搬到一个不以研究著称的地方“被认

为是很大胆的举动”，但她想为香港做出贡献。

自那时起，她通过自己的研究工作，促进了香港

科学和生物技术的发展。“我睡得非常少。”叶玉

如说，她每天的工作时间超过 12 小时。“当你在

做自己喜欢的事情的时候，时间就过得飞快。”

回国以来，叶玉如见证了巨大的转变：香港

在 1997 年回归中国，她也见证了中国大陆科学

的蓬勃发展。现在，叶玉如正在搭起一座沟通大

陆的桥梁：她希望能接触到大量患有阿尔茨海默

氏症等疾病的人口，以推进临床研究；培训同时

具有临床医学和研究技能的人才，并在中国正在

开展的一项大型脑计划中承担重要角色。

高彩霞
利用基因工程“设计”作物

在整个职业生涯中，高彩霞一直都在适应

新变化。上大学时，高彩霞本想学医，但被分

配到了农学专业。她说：“我对农学一点也不

感 兴 趣 ，但 我 的 信 条 一 直 都 是 ：只 要 干 这 一

行，就要尽力而为。” 在完成关于草原生态学

的博士研究后，高彩霞再次转行，在丹麦罗斯

基勒市的丹农种子公司（DLF）从事植物基因

工程工作。

在高彩霞任职于 DLF 公司的 12 年里，她实

现了一次又一次的突破——完成了对几种性状

的基因改造，包括控制重要草种的开花时间。但

欧洲对基因改造作物的怀疑让她对自己的工作

能否走出实验室感到悲观。“让一种作物上市非

常困难，到最后，工作本身也无法再激励你了。”

这一点，以及让自己的孩子回到中文和祖国文化

环境的愿望让她选择了回国。

高彩霞对自己回国的决定感到很满意。中

国对资助农业研究的重视程度要高于欧洲。中

国政府已经批准了几种用更早的基因工程技术

培育的作物，但在最近，审批的速度已经慢了

下来。此外，中国也尚未决定如何监管基因编

辑作物。

但高彩霞仍然对自己的一些成果进入市场

感到乐观。与此同时，她的实验室培育的一种抗

病小麦正在被一家美国公司进一步开发。

付巧妹
用古DNA重写欧洲最早人类史

付 巧 妹 说 ，当 她 在 2009 年 来 到 德 国 马 克

斯·普朗克演化人类学研究所攻读古人类基因

组学博士学位时，她的心情十分紧张。她在中

国的硕士研究是关于早期农民饮食的，并没有

古 DNA 或者基因组学方面的经验。但付巧妹

一头扎进了自己的研究领域，并“成为了我们

招收过的最出色的学生之一”。在普朗克演化

人类学研究所工作的遗传学家斯凡特·帕波这

样评价。

在最近的 20 个月中，付巧妹在《自然》期

刊上发表了 3 篇论文，帮助重新书写了欧洲最

早的现代人类历史。她加入帕波的团队时，

他们正在进行尼安德特人基因组序列草图的

收尾工作。“当时的压力真的非常大，对我来

说，那时有许多有意思的事情，也有许多吓人

的事情。”付巧妹说，“我在特别合适的时间来

到了这个团队。”她学会了如何从远古骨骼中

采集微量 DNA 样本，并迅速掌握了演化遗传

学、生物信息学和计算机编程，以分析自己得到

的数据。

2016 年 1 月，她回到中国，担任中国科学

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简称古脊椎

所）古 DNA 实验室的主任。在那里，她希望能

对亚洲先民的历史掀起同样的波澜——古脊

椎所还有大量古人类骨骼，还没有做过 DNA

采集。

经常被问到为什么离开西方回到中国。付

巧妹回答说：“我对中国和东亚发生过什么很好

奇，我觉得是时候回来了。” （据《自然》杂志）

她们是中国科学界的“女明星”
■第二看台

除了让企业了解运筹学遇到了很大阻力之

外，组建团队时葛冬冬也遇到了问题，“运筹学在

国内是个非常小众的学科。”就葛冬冬所知，全国

做优化算法杰出的专家很少，分散在各个高校。

相对重理论轻应用，既精通理论、又代码纯熟的

人凤毛麟角。

开发传统的求解器是件吃力不讨好的事。

要想提升求解器的运算速度，就必须对代码的每

一个细节反复优化，耗时又耗力，还不见得能出

论文，很难说服人来干。

于是葛冬冬将视线投向了海外。

素有“科研狂人”之称的何斯迈是葛冬冬从

香港挖回来的。两人是研究生同学，相识已有

15 年之久。何斯迈曾是国际数学奥林匹克竞赛

金牌得主大学毕业后赴美求学。为人低调、不善

言辞，但学术热情近乎偏执：很少出门，遇到科研

难题就开始和外界“失联”，短信不回、电话不

接。和葛冬冬一起在纽约州立大学计算机系求

学的一年多内，他展露的才华令葛冬冬震惊：一

口气在国际一流期刊和会议上发表了五六篇高

质量的学术论文。

2014 年，应葛冬冬之邀，何斯迈放弃港校百

万年薪，拖家带口来到内地，成为求解器开发团

队的最初班底。

如何劝那些可以轻松在 google、facebook 找

到工作的博士回国？葛冬冬烦白了头。东奔西

走，想尽办法找开发资金，找人帮忙，搭建集群，

反复给各种人解释这件事的意义……

幸好上财对这件事非常支持。“千万级别

的资金，说批就批。”葛冬冬还和学校沟通，减

少引进人才的科研和教学任务，解决团队的后

顾之忧。

目前，团队共有 10人左右，汇聚了全球众多

该领域的专家。叶荫宇、葛冬冬、何斯迈、江波，

何斯迈和江波的博士生导师、明尼苏达大学工业

与系统工程系系主任张树中，以及佐治亚理工运

筹学终身副教授、青年学者蓝光辉等。

“我们需要相信年轻人的力量。”葛冬冬感慨

地说。两周前刚从佛罗里达大学博士毕业，归国

报道的邓琪，第一周就开始在他的油漆味未散的

全世界招兵买马
招人、找钱、谈判……琐事越来越多，葛冬冬

每天都忙到深夜。他觉得自己不像学者，倒像个

项目经理。

女儿所在的幼儿园叫家长，3 岁的女儿拼命

摆手，跟老师说：“我爸爸很忙的，不可能来。”

葛冬冬不仅没时间陪家人，更没时间做科

研。“科研是我的本能，长期不碰，心慌得很。”

葛冬冬心情愈发烦躁，已经到了必须找医生的

地步。医生要他多休息，葛冬冬苦笑，哪有时

间休息！

导师叶荫宇因为家人生病，飞回美国。和导

师通电话，被批评开发进程慢。葛冬冬觉得很委

屈，他的师兄弟都在美国当教授，忙时发论文，余

暇陪孩子，只有他在国内，一直忙着鸡毛蒜皮。

去年春天，葛冬冬去了一次斯坦福，看到导

师满头白发，瞬间鼻子泛酸。

叶荫宇在财大给他的几十万年薪合同签订

后，转头就让葛冬冬分给学校的贫困生和开发

人员；曾经连续 3 天，通宵达旦和团队检查开发

计划的每个细节；曾经坚持搬进设施还未完善

的 学 校 公 寓 ，只 为 了“ 能 给 你 们 省 一 点 是 一

点”；曾执拗地说，国内的企业，需要意识到运筹

与量化的重要性……

想到自己之前的委屈和抱怨，葛冬冬忽然觉

得羞愧无比，导师年近 70，不图名、不为利，他都

能这么拼，自己的一点付出又算得了什么？

“有君子如此，不惜此身，为国铸器。那我当

以命相随！”

渐渐的，葛冬冬和叶荫宇的奔走有了收获。

京东成了他们团队的合作伙伴，在他们的帮助

下，京东的定价系统越来越智能，越来越出色。

运筹学是什么，可以做什么，开始渐渐植入京东

的科研文化里。现在京东的人见到葛冬冬，都会

问他：还有没有专业的运筹学人才推荐给我们？

运筹学应用开门红的同时，求解器的开发也

一直在稳步推进。今年 5月份，上财团队已经将

叶荫宇提供的开源求解器进行深度改造，基本完

成国内第一个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开源线性优

化求解器。

未 来 ，上 财 团 队 计 划 购 入 更 多 带 有 强 大

GPU 的服务器，开发多个整数规划，非线性规划

的并行算法，推出第二版求解器。并适当外延，

开发针对机器学习、统计学习的计算套件。

数学规划理事会年会前夜，葛冬冬回想这几

年和求解器的故事，辗转难眠。思前想后，爬起

来在幻灯片最后加了一页：感谢他（叶荫宇）对中

国，对运筹学的坚持、激情、热爱。

然后安心睡去……

为国铸器不惜身

办公室加班。一些上财管科中心的学生，目前已

经是求解器开发的主力，如在复旦读本科期间得

过很多编程比赛大奖的博士生谢天，研究生毕业

于牛津，又要到伯克利读博士的林天逸。各种背

景的年轻人，在中心里几乎每一天都废寝忘食，

心无旁骛地为了求解器工作。

除了让企业了
解运筹学遇到了很
大 阻 力 之 外 ，组 建
团队时葛冬冬也遇
到了问题，“运筹学
在国内是个非常小
众的学科。”既精通
理 论 、又 代 码 纯 熟
的人凤毛麟角。

开发传统的求
解器是件吃力不讨
好的事。要想提升
求解器的运算速度，
就必须对代码的每
一个细节反复优化，
耗时又耗力，还不见
得能出论文，很难说
服人来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