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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均衡这一实际问题出

发$设计线性权互补问题的内点算法$就中小规模问

题给出了数值结果%对于大规模问题$迭代步数和

计算时间会有所增加$因此如何调节仿射方向和中

心方向参数以提高算法效率$或设计更为高效的宽

邻域内点算法是未来的研究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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