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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1994年以来，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和中国工业与应用数学学会共同组织开展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活
动，受到了高等学校师生的广泛欢迎。
参赛队数每年以30％的速度递增，仅1997年就有26个省市373所高等学校参加了竞赛，参赛队数达1 874
个，参加校级竞赛和训练的学生有几万人。
目前，这一活动已成为国内规模最大的大学生课外科技竞赛活动。
几年的实践表明，这项活动有利于培养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有利于培养学生创新和合作
精神，有利于推动教学内容、课程体系和教学方法改革。
为了使这项有意义的活动持续、健康地开展下去，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组委会编写了《中国大学
生数学建模竞赛》一书，用以推动各地区和高等学校进一步做好这项工作。
现代数学课程在整个高等学校人才培养中起着极其重要的基础性作用。
随着计算机及数学软件的普及，数学建模活动的广泛开展，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数学教学不仅要注重
演绎思维、归纳思维和创造思维等基本能力的培养，而且要注意运用数学方法和计算机技术解决实际
问题能力的培养。
将数学软件和数学建模融人数学教学的全过程是值得深入研究和大力实践的重要课题。
希望这本书的出版，能够推动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在更大的范围内健康地开展下去，加快数学教学内
容、课程体系和教学方法改革的步伐，促进教学质量不断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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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第3版）》由教育部高教司和中国工业与应用数学学会主办的全国
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一直受到广大同学的热烈欢迎，不断健康地向前发展，有力地促进了高等院校的
数学教学改革，已发展成为国内规模最大的大学生课外科技竞赛活动。
《中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是对我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十六年来发展历程的初步总结，主要收集
了1992年以来有关竞赛的文件、赛题、参赛及获奖情况、组织工作经验及学生参赛收获等。
《中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第3版）》在2001年第二版的基础上进行了补充与修订，主要有：增加
了2001年以来的新资料，包括教育部的有关文件、有关领导和专家的讲话；精选、更新了教师和参赛
同学的体会；保留并添加了每年的竞赛赛题，并指出何处可以查到公开发表的优秀论文和评阅人、命
题者的评阅文章等。
《中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第3版）》可供组织和参加数学建模竞赛的师生参考，也可供有关教育
行政人员查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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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3-15 2006年赛题A题出版社的资源配置出版社的资源主要包括人力资源、生产资源、资金和管理
资源等，它们都捆绑在书号上，经过各个部门的运作，形成成本（策划成本、编辑成本、生产成本、
库存成本、销售成本、财务与管理成本等）和利润。
某个以教材类出版物为主的出版社，总社领导每年需要针对分社提交的生产计划申请书、人力资源情
况以及市场信息分析，将总量一定的书号数合理地分配给各个分社，使出版的教材产生最好的经济效
益。
事实上，由于各个分社提交的需求书号总量远大于总社的书号总量，因此总社一般以增加强势产品支
持力度的原则优化资源配置。
资源配置完成后，各个分社（分社以学科划分）根据分配到的书号数量，再重新对学科所属每个课程
作出出版计划，付诸实施。
资源配置是总社每年进行的重要决策，直接关系到出版社的当年经济效益和长远发展战略。
由于市场信息（主要是需求与竞争力）通常是不完全的，企业自身的数据收集和积累也不足，这种情
况下的决策问题在我国企业中是普遍存在的。
本题附录中给出了该出版社所掌握的一些数据资料，请你们根据这些数据资料，利用数学建模的方法
，在信息不足的条件下，提出以量化分析为基础的资源（书号）配置方法，给出一个明确的分配方案
，向出版社提供有益的建议。
附件1：问卷调查表；附件2：问卷调查数据（5年）；附件3：各课程计划及实际销售数据表（5年）；
附件4：各课程计划申请或实际获得的书号数列表（6年）；附件5：9个分社人力资源细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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