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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建立数据缺失情况下的学生能力测评系统，并在新的属性集覆盖率和属性重要性等概念的基础上，提出该

测评系统的属性约简和规则提取方法，最后用实例验证方法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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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高等职业教育招生规模的不断扩大，各招生

单位都面临一个急需要解决的问题：提高毕业学生的

就业率．而就业率的高低在很大程度上由学生的能力

来决定．因此，建立一种测评学生能力的模型和方法

很有必要．经典粗糙集理论只能处理数据完整的测评

系统，其等价关系是对属性集进行分类的基础，但是，
在对学生能力进行实际测评时，经常遇到收集数据不

完整或数据有缺失的情形，而当属性集中的数据存在

缺失时，就不能再利用等价关系对属性集进行分类．
已报道的能对数据有缺失的属性集进行划分的方法

有：相似关系［１］、非对称相似关系、量化容差关系、限

制容差关系、赋值容差关系［２］等．本文在处理数据有

缺失的学生能力测评问题时，尝试利用相似关系进行

分类和约简．在相似关系下，通过对各属性重要性的

比较和度量，对数据有缺失的学生能力测评系统进行

属性约简，再对约简所获得的测评系统进行规则的提

取，得出评价模式和测评方法．由于对存在缺失值的

学生能力测评系统进行属性约简和规则的提取，必须

在上近似和下近似下才能进行，因此，还要建立该系

统的上、下近似集．

１　数据有缺失的测评问题模型的建立

１．１　学生能力测评系统

　　定义１．１　设 （Ｕ，ＡＴ，Ｆ）是一个学生能力测评

系 统，其中Ｕ为对象集，ＡＴ为属性集，Ｆ为Ｕ与ＡＴ
之间的关系集，ｆ（ｘ，ａ）（ｘ∈Ｕ，ａ∈ＡＴ）表示对象ｘ
在 属性ａ下的取值．若存在一个ｘ∈Ｕ，ａ∈ＡＴ，ｆ（ｘ，

ａ）未知（记作ｆ（ｘ，ａ）＝ ＊），则称测评系统（Ｕ，ＡＴ，

Ｆ）是数据有缺失的学生能力测评系统，即不完备信

息系统．
　　 如果ＡＴ ＝Ｃ∪Ｄ，Ｃ∩Ｄ＝ ，则称测评系统

（Ｕ，ＡＴ，Ｆ）为 数 据 有 缺 失 的 学 生 能 力 决 策 测 评 系

统，其中Ｃ为条件属性集，Ｄ为决策属性集．
１．２　 测评系统的相似关系

　　 定义１．２［３］ 设（Ｕ，ＡＴ，Ｆ）是数据有缺失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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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测评系统，ＡＡＴ，记

　　ＲＡ ＝ ｛（ｙ，ｘ）∈Ｕ２｜ａ∈Ａ，ｆ（ｙ，ａ）＝ｆ（ｘ，

ａ）∨ｆ（ｙ，ａ）＝ ＊ ∨ｆ（ｘ，ａ）＝ ＊｝，
并称ＲＡ 为数据有缺失的学生能力决策测评系统的相

似关系．记ＳＡ（ｘ）＝｛ｙ∈Ｕ｜（ｘ，ｙ）∈ＲＡ｝，ＳＡ（ｘ）表

示ｘ的相似类．
１．３　 测评系统的粗糙集模型

　　定义１．３［３，４］　设（Ｕ，ＡＴ，Ｆ）是数据有缺失的学

生能力测评系统，对于 ＡＡＴ，ＸＵ，Ｘ的上近

似与下近似为

　　Ｒ
－

Ａ（Ｘ）＝ ｛ｘ∈Ｕ｜ＳＡ（ｘ）∩Ｘ≠ ｝，Ｒ
－
Ａ（Ｘ）

＝ ｛ｘ∈Ｕ｜ＳＡ（ｘ）Ｘ｝．
其中ＳＡ（ｘ）表示ｘ的相似类，ＳＡ（ｘ）＝｛ｙ∈Ｕ｜（ｘ，

ｙ）∈ＲＡ｝．
１．４　 测评系统属性重要性

　　 定义１．４　 设（Ｕ，ＡＴ，Ｆ）是一个数据有缺失的

学生能力测评系统，Ｕ／｛ｄ｝＝｛Ｄ１，Ｄ２，…，Ｄｍ｝，Ａ
Ｃ，记

　　ηＡ ＝
１

｜ｃａｒｄ（Ｕ）｜２∑
ｍ

ｉ＝１
ｃａｒｄ（Ｒ

－

Ａ（Ｄｉ）），

且ηＡ 称为Ａ 的覆盖率．
　　 定义１．５　 设（Ｕ，ＡＴ，Ｆ）是一个数据有缺失的

学生能力测评系统，Ｕ／｛ｄ｝＝ ｛Ｄ１，Ｄ２，…，Ｄｍ｝，Ａ
ＡＴ ，则对任意的条件属性ａ∈ＡＴ＼Ａ，其属性的重要

性定义为

　　ρ（ａ，Ａ）＝ηＡ －ηＡ∪｛ａ｝．
　　 定理１．１　 设（Ｕ，ＡＴ，Ｆ）是一个数据有缺失的

学 生 能 力 测 评 系 统，Ａ１，Ａ２  ＡＴ，若 Ｕ／Ｒ≥
Ａ１ 

Ｕ／Ｒ≥
Ａ２
，则有ηＡ１ ≤ηＡ２．

　　 证明 　 因为Ｕ／Ｒ≥
Ａ１ Ｕ／Ｒ

≥
Ａ２
，即 ｘ∈Ｕ，有

ＳＡ１（ｘ）ＳＡ２（ｘ），又由于Ｒ
－

Ａ（Ｘ）＝ ｛ｘ∈Ｕ｜ＳＡ（ｘ）

∩Ｘ≠ ｝，因此若假设Ｕ／｛ｄ｝＝｛Ｄ１，Ｄ２，…，Ｄｍ｝，

那 么 对 于 Ｄｉ， Ｒ
－

Ａ１
（Ｄｉ）  Ｒ

－

Ａ２
（Ｄｉ）， 即

∑
ｍ

ｉ＝１
ｃａｒｄ（Ｒ

－

Ａ１
（Ｄｉ））≤ ∑

ｍ

ｉ＝１
ｃａｒｄ（Ｒ

－

Ａ２
（Ｄｉ）），又 由 于ηＡ

＝ １
｜ｃａｒｄ（Ｕ）｜２∑

ｍ

ｉ＝１
ｃａｒｄ（Ｒ

－

Ａ（Ｄｉ）），故ηＡ１ ≤ηＡ２．

　　 定理１．２　 设（Ｕ，ＡＴ，Ｆ）是一个数据有缺失的

学 生 能 力 测 评 系 统，Ａ１，Ａ２  ＡＴ，若 Ｕ／Ｒ≥
Ａ１ ＝

Ｕ／Ｒ≥
Ａ２
，则有ηＡ１ ＝ηＡ２．

　　 证明 　 因为Ｕ／Ｒ≥
Ａ１ ＝Ｕ／Ｒ

≥
Ａ２
，即 ｘ∈Ｕ，有

ＳＡ１（ｘ）＝ＳＡ２（ｘ），故Ｄｉ，Ｒ
－

Ａ１
（Ｄｉ）＝Ｒ

－

Ａ２
（Ｄｉ），所以

ηＡ１ ＝ηＡ２．

　　 定理１．３　 设（Ｕ，ＡＴ，Ｆ）是一个数据有缺失的

学生能力测评系统，属性集Ａ１，Ａ２ＡＴ，对于任意ａ

∈Ａ１＼Ａ２，令Ｕ／｛ｄ｝＝｛Ｄ１，Ｄ２，…，Ｄｍ｝，若Ｕ／Ｒ≥
Ａ１ 

Ｕ／Ｒ≥
Ａ２
，且ρ（ａ，Ａ２）＝ ０，则 有 Ｄｉ，Ｒ

－

Ａ１
（Ｄｉ）＝

Ｒ
－

Ａ２
（Ｄｉ）．

　　 证明 　 因为Ｕ／Ｒ≥
Ａ１ Ｕ／Ｒ

≥
Ａ２
，即 ｘ∈Ｕ，有

ＳＡ１（ｘ）ＳＡ２（ｘ），又因为ρ（ａ，Ａ２）＝０，而ρ（ａ，Ａ）＝

ηＡ －ηＡ∪｛ａ｝，ηＡ ＝
１

｜ｃａｒｄ（Ｕ）｜２∑
ｍ

ｉ＝１
ｃａｒｄ（Ｒ

－

Ａ（Ｄｉ）），因

此ηＡ１ ＝ηＡ２，所以Ｒ
－

Ａ１
（Ｄｉ）＝Ｒ

－

Ａ２
（Ｄｉ）．

　　定义１．６　设ρ（ａ，Ａ）是属性ａ∈ＡＴ＼Ａ的重要

性，ρ（ｂ，Ａ）是属性ｂ∈ＡＴ＼Ａ的重要性．

　　（１）若ρ（ａ，Ａ）＞ρ（ｂ，Ａ），则属性ａ∈ＡＴ＼Ａ 比

属性ｂ∈ＡＴ＼Ａ 的重要性大；

　　（２）若ρ（ａ，Ａ）＜ρ（ｂ，Ａ），则属性ａ∈ＡＴ＼Ａ 比

属性ｂ∈ＡＴ＼Ａ的重要性小；

　　（３）若ρ（ａ，Ａ）＝ρ（ｂ，Ａ），则属性ａ∈ＡＴ＼Ａ 与

属性ｂ∈ＡＴ＼Ａ同等重要．
　　定义１．７　设α（０＜α＜１）为某一给定的阈值，

ρ（ａ，Ａ）是属性ａ∈ＡＴ＼Ａ的重要性．

　　（１）若ρ（ａ，Ａ）＞α，则属性ａ∈ＡＴ＼Ａ的重要性

大，是重要属性；

　　（２）若ρ（ａ，Ａ）≤α，则属性ａ∈ＡＴ＼Ａ的重要性

小，是冗余属性．

２　 数据有 缺 失 的 测 评 问 题 的 属 性 约 简 和 规

则提取方法

２．１　 属性约简方法

　　 定义２．１［５］　 设（Ｕ，ＡＴ，Ｆ）是一个数据有缺失

的学生能力测评系统，ＲＢ是Ｕ上的相似关系，ＢＡ，

令Ｕ／｛ｄ｝＝｛Ｄ１，Ｄ２，…，Ｄｍ｝，如果满足以下的条件：

　　（１）Ｄｉ，Ｒ
－

Ｂ（Ｄｉ）＝Ｒ
－

ＡＴ（Ｄｉ），

　　（２）ａ∈Ａ／Ｂ，Ｄｉ，Ｒ
－

Ｂ－｛ａ｝（Ｄｉ）≠Ｒ
－

ＡＴ（Ｄｉ），
则称属性集Ｂ是（Ｕ，ＡＴ，Ｆ）的一个属性约简．

　　 定义２．２［５］ 设（Ｕ，ＡＴ，Ｆ）是一个数据有缺失的

学生能力测评系统，且属性集ａ∈ＢＡＴ，令Ｕ／｛ｄ｝

＝ ｛Ｄ１，Ｄ２，…，Ｄｍ｝， 对 Ｄｉ， 如 果Ｒ
－

Ｂ（Ｄｉ）＝

Ｒ
－

Ｂ－｛ａ｝（Ｄｉ），则称ａ是Ｂ中不必要的属性，否则称ａ是

Ｂ中必要的属性．如果属性集Ｂ中的任意属性ａ在Ｂ
中都是必要的，则称属性集Ｂ是独立的，否则称为相

依的．ＡＴ 中所有必 要 属 性 组 成 的 集 合，称 为 属 性 集

ＡＴ 的核，记为Ｃｏｒｅ（ＡＴ）．因此，Ｃｏｒｅ（ＡＴ）＝ ｛ａ∈
２４３ Ｇｕａｎｇｘｉ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Ｖｏｌ．２０Ｎｏ．４，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３



ＡＴ｜ρ（ＡＴ，ａ）＞０｝．
　　 定义２．３　 设（Ｕ，ＡＴ，Ｆ）是一个数据有缺失的

学生能力测评系统，ＢＡＴ，ａ∈ＡＴ－Ｂ，若属性

集Ｂ中的重要性ρ（ａ，Ｂ）＝０，则称属性ａ相对于属性

集Ｂ为不重要的属性，否则称为重要的属性．

　　 定理２．１　 设（Ｕ，ＡＴ，Ｆ）是一个数据有缺失的

学生能力测评系统，且ＢＡＡＴ，ａ∈ＡＴ－Ａ，
若ρ（ａ，Ｂ）＝０，则ρ（ａ，Ａ）＝０．

　　证明　因为当ＢＡ时，有ｘ∈Ｕ，ＳＢ（ｘ）
ＳＡ（ｘ），又由于 ａ∈ＡＴ－Ａ，ρ（ａ，Ｂ）＝０，即ρ（ａ，

Ｂ）＝ηＢ －ηＢ∪｛ａ｝，则ηＢ ＝ηＢ∪｛ａ｝，故对 Ｄｉ，Ｒ
－

Ｂ（Ｄｉ）

＝Ｒ
－

Ｂ∪｛ａ｝（Ｄｉ），因 此，对 ｘ ∈Ｕ，Ｄｉ，Ｒ
－

Ａ（Ｄｉ）＝

Ｒ
－

Ａ∪｛ａ｝（Ｄｉ），所以ρ（ａ，Ａ）＝０．

　　 定理２．２　 设（Ｕ，ＡＴ，Ｆ）是一个数据有缺失的

学生能力测评系统，且ＢＡＴ，若ρ（ＡＴ，Ｂ）＝０且

ａ∈Ｂ，有ρ（ＡＴ，Ｂ－｛ａ｝）＞０，则属性集Ｂ是测评

系统的一个约简．

　　证明　因为ρ（ＡＴ，Ｂ）＝０，故ηＢ ＝ηＢ∪｛ ｝ＡＴ ，即

对Ｄｉ，Ｒ
－

Ｂ（Ｄｉ）＝Ｒ
－

Ｂ∪｛ａ｝（Ｄｉ）．又因为对ａ∈Ｂ，有

ρ（ＡＴ，Ｂ － ｛ａ｝）＞ ０，故 对 Ｄｉ，Ｒ
－

ＡＴ（Ｄｉ）≠

Ｒ
－

Ｂ－｛ａ｝（Ｄｉ），则属性集Ｂ是测评系统的一个约简．

　　 根据 前 面 的 理 论，容 易 求 出 缺 失 测 评 系 统（Ｕ，

ＡＴ，Ｆ）属性集ＡＴ 的核集Ｃｏｒｅ（ＡＴ）．又由于核集是

唯一的，而且是任何约简的子集．因此，选择核集作为

启发式算法的起点，逐步删除ＡＴ－Ｃｏｒｅ（ＡＴ）中相

对于 核 集 不 重 要 的 属 性，然 后 再 逐 步 添 加 Ａ －
Ｃｏｒｅ（Ａ）相对 于 核 集 最 重 要 的 属 性，直 到ρ（ＡＴ，Ｂ）

＝０为止，则属性集Ｂ是缺失测评系统的一个约简．
算法步骤如下：

　　 输入：缺失测评系统（Ｕ，ＡＴ，Ｆ）．
　　 输出：缺失测评系统的一个约简Ｂ．
　　 步 骤１　 求 出 核 集．对 ａ∈ＡＴ，计 算ρ（ａ，

ＡＴ），若ρ（ａ，ＡＴ）＞０，则Ｃｏｒｅ（ＡＴ）＝ ｛ａ∈ＡＴ｜

ρ（ＡＴ，ａ）＞０｝，且令Ｃｏｒｅ（ＡＴ）＝Ｂ．
　　步骤２　若ρ（ＡＴ，Ｂ）＝０，则转步骤４，否则转步

骤３．

　　步骤３　ａ∈ＡＴ－Ｂ，计算ρ（ａ，Ｂ）．若ρ（ａ，Ｂ）

＝０，则删除属性ａ，否则选择ａ满足ｍａｘ｛ρ（ａ，Ｂ）｝．
令Ｂ＝Ｂ∪ ｛ａ｝，重复步骤２．

　　 步骤４　若对ａ∈Ｂ，有ρ（ＡＴ，Ｂ－｛ａ｝）＞０，
则转步骤５．

　　 步骤５　 输出算法约简Ｂ．

２．２　 规则提取方法

　　 定理２．３　 设（Ｕ，ＡＴ ∪ｄ，Ｆ）是一个数据有缺

失的学生 能 力 测 评 系 统，如 果 属 性Ｂ 为 约 简，则 由

ｆ（ｙ，ａ）＝ｆ（ｘ，ａ），ａ∈ＡＴｆ（ｙ，ｄ）＝ｆ（ｘ，ｄ）可

以化简 为ｆ（ｙ，ａ）＝ｆ（ｘ，ａ），ａ∈Ｂｆ（ｙ，ｄ）＝
ｆ（ｘ，ｄ）．
　　 定理２．４　 设（Ｕ，ＡＴ ∪ｄ，Ｆ）是一个数据有缺

失的学生能力测评系统，如果属性Ｂ为约简，若 ａ

∈Ｂ，ｆ（ｙ，ａ）≠ｆ（ｘ，ａ）可 推 导 出ｆ（ｙ，ｄ）≠ｆ（ｘ，

ｄ）．此时的规则为否定的决策规则．

３　实例分析

　　对如表１所示的评价系统进行相关计算．
表１　有缺失值的学生能力评价系统

Ｔａｂｌｅ　１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ｓｔｕｄｅｎｔ　ａｂｉｌｉｔｙ　ｗｉｔｈ　ｍｉｓｓｉｎｇ　ｄａｔａ

Ｕ　 ｃ１ ｃ２ ｃ３ Ｄ

１　 ３　 ３　 ２　 ３
２　 １　 １　 １　 １
３　 ０ ＊ １　 １
４　 ３　 ３　 ２　 ２
５　 １　 １ ＊ １
６ ＊ ３　 ２　 ２

　　 注：ｃ１ 表示理论课成绩，ｃ２ 表示实训课成绩，ｃ３ 表示自学能力．

　　Ｎｏｔｅ：Ｃ１，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ｌｅｓｓｏｎｓ；Ｃ２，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ｌｅｓｓｏｎｓ；Ｃ３，Ｓｅｌｆ－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ａｂｉｌｉｔｙ．

　　（１）计算各个对象的相似类．
　　ＳＡＴ（１）＝ ｛１，４，６｝，ＳＡＴ（２）＝ ｛２，５｝，ＳＡＴ（３）＝
｛３｝，ＳＡＴ（４）＝ ｛１，４，６｝，ＳＡＴ（５）＝ ｛２，５｝，ＳＡＴ（６）＝
｛１，４，６｝，Ｕ／ＲＤ ＝ ｛｛１｝，｛２，３，５｝，｛４，６｝｝．
　　（２）计算各个 对 象 在 条 件 属 性 下 关 于 决 策 属 性

分类的上近似．

　　 令Ｄ１ ＝ ｛１｝，则Ｒ
－

ＡＴ（Ｄ１）＝ ｛１，４，６｝．令Ｄ２ ＝

｛２，３，５｝，则Ｒ
－

ＡＴ（Ｄ２）＝ ｛２，３，５｝．令Ｄ３ ＝ ｛４，６｝，则

Ｒ
－

ＡＴ（Ｄ３）＝ ｛１，４，６｝．
　　（３）求出缺失测评系统的属性约简．
　　 由 于 ρ（ＡＴ，ａ） ＝ ηａ － ηＡＴ， 而 ηＡＴ ＝

１
｜ｃａｒｄ（Ｕ）｜２∑

ｍ

ｉ＝１
ｃａｒｄ（Ｒ

－

ＡＴ（Ｄｉ））．故 需 要 计 算 各 个 条

件属性 下 对 象 的 分 类：即Ｓｃ１（１）＝ ｛１，４，６｝，Ｓｃ１（２）

＝ ｛２，５，６｝，Ｓｃ１（３）＝ ｛３，６｝，Ｓｃ１（４）＝ ｛１，４，６｝，

Ｓｃ１（５）＝ ｛２，５，６｝，Ｓｃ１（６）＝ ｛１，２，３，４，５，６｝，

　　Ｓｃ２（１）＝ ｛１，３，４，６｝，Ｓｃ２（２）＝ ｛２，３，５｝，Ｓｃ２（３）

＝ ｛１，２，３，４，５，６｝，Ｓｃ２（４）＝ ｛１，３，４，６｝，Ｓｃ２（５）＝
｛２，３，５｝，Ｓｃ２（６）＝ ｛１，３，４，６｝，

　　Ｓｃ３（１）＝ ｛１，４，５，６｝，Ｓｃ３（２）＝ ｛２，３，５｝，Ｓｃ３（３）

＝ ｛２，３，５｝，Ｓｃ３（４）＝ ｛１，４，５，６｝，Ｓｃ３（５）＝ ｛１，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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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５，６｝，Ｓｃ３（６）＝ ｛１，４，５，６｝．

　　令Ｄ１＝｛１｝，则Ｒ
－

ｃ１
（Ｄ１）＝｛１，４，６｝，Ｒ

－

ｃ２
（Ｄ１）＝

｛１，３，４，６｝，Ｒ
－

ｃ３
（Ｄ１）＝ ｛１，４，５，６｝．

　　 令 Ｄ２ ＝ ｛２，３，５｝，则Ｒ
－

ｃ１
（Ｄ２）＝ ｛２，３，５，６｝，

Ｒ
－

ｃ２
（Ｄ２）＝ ｛１，２，３，４，５，６｝，Ｒ

－

ｃ３
（Ｄ２）＝ ｛１，２，３，４，５，

６｝．

　　 令Ｄ３ ＝ ｛４，６｝，则Ｒ
－

ｃ１
（Ｄ３）＝ ｛１，２，３，４，５，６｝，

Ｒ
－

ｃ２
（Ｄ３）＝ ｛１，３，４，６｝，Ｒ

－

ｃ３
（Ｄ３）＝ ｛１，４，５，６｝．

　　 又由于ηＡＴ ＝
９
３６
，ηＣ１ ＝

１３
３６
，ηＣ２ ＝

１４
３６
，ηＣ３ ＝

１４
３６
，

故ρ（ＡＴ，ｃ１）＝
４
３６＞０

，ρ（ＡＴ，ｃ２）＝
５
３６＞０

，ρ（ＡＴ，

ｃ３）＝ ５３６＞０．
即Ｃｏｒｅ（ＡＴ）＝ ｛ｃ１，ｃ２，ｃ３｝＝ＡＴ．

　　 由于ρ（ＡＴ，ＡＴ）＝０，故ＡＴ ＝｛ｃ１，ｃ２，ｃ３｝是表

１的缺失测评系统的约简．
　　（４）缺失测评系统的规则提取．
　　ｆ（ｃ１）＝３∧ｆ（ｃ２）＝３∧ｆ（ｃ３）＝２→ｆ（Ｄ）＝３；
　　ｆ（ｃ１）＝１∧ｆ（ｃ２）＝１∧ｆ（ｃ３）＝１→ｆ（Ｄ）＝１；
　　ｆ（ｃ１）＝０∧ｆ（ｃ２）＝ ＊ ∧ｆ（ｃ３）＝１→
ｆ（Ｄ）＝１；
　　ｆ（ｃ１）＝３∧ｆ（ｃ２）＝３∧ｆ（ｃ３）＝２→ｆ（Ｄ）＝２；
　　ｆ（ｃ１）＝１∧ｆ（ｃ２）＝１∧ｆ（ｃ３）＝ ＊ →

ｆ（Ｄ）＝１；
　　ｆ（ｃ１）＝ ＊ ∧ｆ（ｃ２）＝３∧ｆ（ｃ３）＝２→
ｆ（Ｄ）＝２．
简化得

　　ｆ（ｃ１）＝１∧ｆ（ｃ２）＝１→ｆ（Ｄ）＝１；ｆ（ｃ１）＝０
∧ｆ（ｃ３）＝１→ｆ（Ｄ）＝１；
　　ｆ（ｃ２）＝３∧ｆ（ｃ３）＝２→ｆ（Ｄ）＝２；ｆ（ｃ１）＝３
∧ｆ（ｃ２）＝３∧ｆ（ｃ３）＝２→ｆ（Ｄ）＝３．
　　综上所述，本文提出的方法是有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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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区科协第七次代表大会召开

新闻时间２０１３－１０－２８
　　１０月２５日～２６日，广西壮族自治区科学技术协会第七次代表大会在南宁举行。自治区党委书记彭清华、
中国科协副主席程东红出席会议并讲话。大会选举中国工程院院士郑皆连任广西壮族自治区科协新一届主
席。

　　彭清华指出，希望全区科技工作者立足基本区情，努力将个人追求与“中国梦”及广西发展战略深度融合；
树立创新趋动发展理念，善走产学研相结合之路，加快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坚持兼容并举，积极发掘和
培养科技新生力量。

　　程东红代表中国科协对大会的召开表示热烈祝贺。她希望广西壮族自治区科协以伟大的中国梦凝聚智慧
力量，充分调动科技工作者的积极性、创造性；发挥学会在创新体系中的重要作用，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中
作出新贡献；肩负提高全民科学素质的崇高使命，为建设创新型国家筑牢基础；着力促进人才成长，形成各类创
新人才竞相涌现的局面。

　　大会听取并审议通过了广西壮族自治区科协第六次委员会工作报告，选举产生了新一届委员会主席、副主
席、常委。大会还对“第十二届广西青年科技奖”、“２００８～２０１３年广西科协系统先进集体和先进工作者”进行
了表彰。

摘自《中国科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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