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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与方针

研究目标
确定十一五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的指导思想和战
略目标

遴选十一五优先资助领域

基本方针
立足实际：我国及国际上管理科学与工程发展的历
史和现状

引领未来：管理科学与工程的发展趋势

满足需求：结合中国实际，满足国家和社会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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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国际学科前沿
国家、社会、业界需求

中国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发展现状

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发展战略思想、目标

研究方法
文献调研
专家咨询
资助情况

调查对象
国内学界
海外学界
政府与业界

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十一五”
优先资助领域遴选

需求热点、
发展趋势、
存在问题、
研究力量

研究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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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路线

调查问卷

文献调研

专家咨询

资助分析

内部研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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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卷分析

发放问卷200余+40份，回收国内外本
学科专家调查问卷133份

问卷分析：

通过计量模型，发现专家眼中的优先发展领
域和方向。

分析专家意见，探讨本学科发现的制约因素
和进一步发展的保障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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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调研

国际上管理科学与工程各研究方向按SCI
分区的论文历年发表情况

国内管理科学与工程各研究方向按核心
非核心分类的论文历年发表情况
ISTP会议管理科学与工程各研究方向的
论文历年发表情况

对以上数据进行计量建模，分析国际上
管理科学与工程的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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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调研
国际上对管理科学与工程历史回顾与展望
文献的阅读(28篇)
Management Science, Operations Research,
Mathematical Programming, European Journal of
Operational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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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咨询
国内各方向最好的专家对该专业方向的意义、现状、
社会需求、主要科学问题、国内研究力量等的意见
（收到专家书面意见30多份）

征求战略科学家对管理科学与工程的发展意见（例如：
郭重庆、刘源张、王众托、李京文、乌家培、于景元、
方新、赵纯均、李善同、任若恩、陈荣秋、黄海军等）

利用国内学术会议和专门的会议，集中听取专家的意
见和看法（例如：后评估会议、双清会议、基金评审
会议、咨询专家组会议等）
征求意见稿（一稿收到书面反馈意见20余份、二稿收
到反馈意见14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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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助分析

自然科学基金管理科学与工程的申请与
资助情况

自然科学基金管理学部其它学科的申请
与资助情况

管理学部与其他学部交叉资助情况

全国软科学项目的申请和资助情况
对以上资料进行定性和定量的分析，评
估国内研究基础、发展势态、基金的作
用、学科的交叉与融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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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研讨

战略研究总体组会议(十余次)
除了三个学科研究小组以外，还有周寄
中教授的后评估小组、朱东华教授的文
献检索与分析小组、金碧辉教授的文献
情报小组的支持
每周至少一次的讨论班(至今近30次)
大量使用了文献计量学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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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界定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管理科学部的管理科
学与工程学科，主要资助管理科学的基础理论、
方法与技术的理论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
涉及研究领域有：运筹与管理、信息技术与管
理、管理对策理论与方法、管理系统工程、决
策理论与方法、预测理论与技术、知识管理、
风险管理、金融工程、工业工程、互联网管理
理论与技术、管理科学思想与管理理论、数量
经济理论与方法、评估方法与技术、管理心理、
组织行为、一般管理理论、组织理论、复杂性
研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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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特色

无论国际国内，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都呈快速
发展的势态；

国内外的主流研究领域和热点研究方向基本一
致，略有差异；

研究方法相对而言比较规范；
为工商管理学科和宏观管理与政策提供理论方
法和技术支撑；

三个学科中研究水平与国际差距最小，突破可
能性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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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五”发展战略指导思想

鼓励立足中国管理实践的理论和方法研究；

鼓励将中国管理实践中的成功经验升华到管理
理论和管理方法；

鼓励管理科学家在理论和方法层面进行创新；

鼓励管理科学家在国际学科前沿进行探索；

鼓励多出有国际影响的优秀研究成果；

推动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追赶国际先进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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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五”发展战略目标
重点突破：针对中国社会经济处于转型时期的
实际，发展管理科学与工程的理论与方法，解
决若干中国重大管理问题；

理论升华：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管理实践的成
功经验升华提炼，形成有中国特色的管理理论
和方法；

赶超国际：争取在我国管理科学与工程的优势
研究领域中（如不确定性决策理论、供应链管
理、预测理论与方法等），取得一批具有国际
影响的原创性成果，使这些领域的研究水平达
到国际先进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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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五”发展战略目标（续）

人才培养：培养和造就一批管理科学与工程领域
的将才和帅才，加强创新团队建设，形成可持续
发展的优秀人才梯队；

基地建设：支持建设一批有国际影响的研究和学
术交流基地，带动国内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的发
展，提升我国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在国际学术界
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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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五”发展战略的保障措施

优化资助结构，加大资助力度；

加强对创新研究群体的资助以及优秀学科带
头人的培养；

加强学科交叉；

进一步加强国际学术交流与合作；
建立研究成果和研究资源的共享机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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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先资助领域遴选原则

前瞻性

基础性

战略性

要求：遴选6个左右重点发展领域，每个
领域可包含2--4个重点项目的体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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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资助领域以及重点发展方向的
遴选规则：定量与定性综合集成

定量：不同指标分层次进行加权排序

从三个维度进行考量：

1、国际发展趋势（主要考察论文发表的数量和速度）

2、国内发展趋势（主要考察论文发表的数量和速度）

3、专家调查意见（国内水平、社会需求、突破可能性、
重要性）

三维加权排序

定性：国家需求和学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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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大重点资助领域

以管理为背景的理论和方法研究
管理科学的基本研究方法

• 决策、对策和预测理论与技术
• 复杂系统与复杂性研究

问题导向的应用基础研究
运筹与管理中若干重大问题研究
金融工程与风险管理
信息管理与知识管理
管理心理与组织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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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重点资助领域（一）
管理科学的基本研究方法：

• 基础性
• 对学科发展的重视性
• 国内的研究基础
• 突破可能性
• 专家意见

本领域重点发展方向：
（1）基于中国文化/复杂性科学的管理研究方法论；
（2）优化理论与方法；
（3）管理科学中的新型计量和统计方法；
（4）评估方法和技术；
（5）模拟与仿真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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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重点资助领域（一）
重点发展方向(1)
基于中国文化/复杂性科学的管理研究方法论

关键科学问题：
基于中国文化的管理思想研究
基于复杂性科学的管理方法论研究
中国文化与复杂性理论相结合的管理方法论研究
中西管理思想与方法论对比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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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重点资助领域（一）
重点发展方向(2)
优化理论与方法

关键科学问题：
数学规划的理论与方法
随机规划的理论与方法
软计算方法
智能优化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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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重点资助领域（一）
重点发展方向(3)

管理科学中的计量和统计方法

关键科学问题：
基于时间序列的计量经济模型研究
Panel 数据处理的计量经济方法的研究
计量经济统计量关于模型的敏感性研究
计量经济模型的选择与诊断方法研究
高维、不完全复杂数据的统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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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重点资助领域（一）
重点发展方向(4)

模拟与仿真技术

关键科学问题：
经济与金融系统的仿真研究
生产作业系统的仿真研究
作战及军事训练的模拟技术
复杂系统仿真技术的理论方法及其应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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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重点资助领域（一）
重点发展方向(5)

评估方法和技术

关键科学问题：
企业绩效评价的基本理论与方法体系
项目评估的理论与方法研究
信用评价中的指标体系和信用等级评估理论
科技成果的评价指标体系与评价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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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重点资助领域（二）
运筹与管理中若干重大问题研究：

• 基础性
• 国内外的重视程度
• 国内的研究基础
• 突破可能性
• 专家意见

本领域重点发展方向：
（1）供应链管理；
（2）交通行为与交通管理；
（3）复杂系统的可靠性分析；
（4）中国工业工程与管理的理论和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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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重点资助领域（二）

重点发展方向(1)
供应链管理

关键科学问题:
供应链的运行机制与合作激励机制研究
供应链运作的协作与协调
敏捷供应链管理系统及其Web技术实现研
绿色供应链研究
供应链的绩效评价标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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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重点资助领域（二）
重点发展方向(2)

交通行为与交通管理

关键科学问题：
交通需求分析与预测
交通行为及其对交通系统运行的影响分析
交通污染和交通事故的规律与控制研究
交通运输系统组织和运作管理
交通流理论（微观）
城市道路安全与市民的心理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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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重点资助领域（二）
重点发展方向(3)

复杂系统的可靠性分析

关键科学问题：
复杂系统可靠性建模方法及理论
复杂系统可靠性综合评估方法研究
复杂可修系统可靠性指标的计算
复杂系统贮存可靠性综合评估方法研究
复杂系统可靠性验证方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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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重点资助领域（二）
重点发展方向(4)

中国工业工程与管理的理论和应用

关键科学问题：
信息化环境下经典工业工程理论与技术的新需求
知识经济环境下制造业设备管理、可靠性管理及生

产运作管理模式研究
面向高技术企业发展的人因工程与知识管理
面向工程建设业的集成管理系统
信息化时代基于效率集成的军事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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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重点资助领域（三）
决策、对策和预测理论与技术：

• 基础性
• 国际发展潮流
• 国内的研究基础、突破可能性
• 国家需求
• 专家意见

本领域重点发展方向：
（1）不确定性决策问题的建模与分析技术；
（2）网络环境下的决策与对策的理论与方

法；
（3）群决策理论与方法；
（4）定性与定量综合集成预测方法。



管理科学与工程 32

建议重点资助领域（三）

重点发展方向(1)
不确定性决策问题的建模与分析技术

关键科学问题：
不确定性环境下的投资决策问题
不确定性环境下的运作管理问题
不确定性环境下的行为金融问题
不确定性环境下的谈判理论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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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重点资助领域（三）
重点发展方向(2)

网络环境下的决策与对策的理论与方法

关键科学问题：
网络组织形成的动因、特征、类型和理论基础研究
网络组织的运行机理和体制研究
网络组织的治理成本和治理机制研究
网络组织的协调管理研究
网络组织的核心竞争力研究
网络组织的运作绩效研究
虚拟企业和动态网络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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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重点资助领域（三）

重点发展方向(3)
群决策理论与方法

关键科学问题：
网络环境下群决策模式的选择、设计、群决策行为
基于Internet的群决策支持系统的研究与开发
群决策的评价（包括质量、效率等）
群决策过程的设计理论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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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重点资助领域（三）

重点发展方向(4)
定性与定量综合集成预测方法

关键科学问题：
综合集成的预测理论技术研究
非线性预测方法研究
国家重要战略资源的预测应用研究
面向金融市场与货币市场的预测理论与方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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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重点资助领域（四）
金融工程与风险管理：

• 战略性
• 国家需求
• 专家意见
• 突破可能性

本领域重点发展方向：
（1）衍生金融产品的设计与定价；
（2）风险价值和一致性风险度量的理论与

技术；
（3）金融机构的风险管理；
（4）动态投资组合理论与方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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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重点资助领域（四）
重点发展方向（1）

衍生金融产品的设计与定价

关键科学问题：
风险中性定价的理论与方法研究
动态资产定价理论与方法研究
外汇衍生产品的设计研究
信用衍生产品的设计研究
期权理论在经济与管理中的应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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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重点资助领域（四）
重点发展方向（2）

风险价值和一致性风险度量的理论与技术

关键科学问题：
风险价值的理论与方法研究
一致性风险度量的理论与方法研究
多阶段风险度量的理论与方法研究
新的风险度量之下的风险投资决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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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重点资助领域（四）
重点发展方向（3）

金融机构的风险管理

关键科学问题：
金融机构的信用风险研究
金融机构的操作风险研究
金融机构的流动性风险研究
金融机构的市场风险研究
金融机构的全面风险管理研究
突发金融事件的应急管理与风险化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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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重点资助领域（四）
重点发展方向（4）

动态投资组合理论与方法

关键科学问题:
收益-风险型动态投资组合选择问题
分散化风险管理和多重风险控制
基于行为金融学理论的动态投资组合选择研究
不完备市场条件下的投资组合选择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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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重点资助领域（五）
信息管理与知识管理：

• 基础性
• 发展速度、社会需求

• 国内的研究基础、突破可能性
• 专家意见

本领域重点发展方向：
（1）知识管理系统设计；

（2）知识管理的理论与方法研究；

（3）认知工效学与脑力劳动效率改善；

（4）信息技术对管理模式的影响研究

（5）电子商务管理的理论与方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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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重点资助领域（五）
重点发展方向（1）
知识管理系统设计

关键科学问题:
对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的提取、表达、存取和分析；
隐性知识向显性知识转换过程的研究和实现；
网络技术、群技术、数据仓库、格奌计算、文本挖掘、
Web挖掘及CSCW等信息技术的应用；
人在知识管理中的作用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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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重点资助领域（五）
重点发展方向（2）
知识管理的理论与方法研究

关键科学问题:
业务流程导向的知识管理
知识转移及创新机制设计
知识挖掘理论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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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重点资助领域（五）

重点发展方向（3）
认知工效学与脑力劳动效率改善

关键科学问题:
个体认知效率研究
知识工作的效率研究
个体与群体的认知交互研究
人机系统的效率及人机系统优化方法的研究



管理科学与工程 45

建议重点资助领域（五）

重点发展方向（4）
信息技术对管理模式的影响研究

关键科学问题：
企业对信息系统技术的接受与应用研究
基于信息系统的企业组织变革
信息系统对组织行为及管理模式的影响
商务智能对社会行为和组织管理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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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重点资助领域（五）

重点发展方向（5）
电子商务管理的理论与方法研究

关键科学问题：
我国电子商务的运行环境及发展战略研究
网络经济机理分析
电子商务引发的管理变革研究
电子商务交易的信任及其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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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重点资助领域（六）
管理心理与组织行为 ：

• 战略性
• 国家需求
• 专家意见
• 突破可能性

本领域重点发展方向：
（1）管理心理与社会安全；
（2）激励理论；
（3）社会经济转型中的组织变革与发展；
（4）组织协调与组织进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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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重点资助领域（六）
重点发展方向（1）
管理心理与社会安全

关键科学问题：
风险信息与发布途径对民众心理行为的影响
突发事件中风险认知与风险沟通
常态下的心理准备对危机事件的民众应对行为的
作用
群体冲突的机制与管理策略
民众心理行为预测模型和预警指标体系及其整体
性验证
危机管理中的领导决策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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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重点资助领域（六）
重点发展方向（2）

激励理论

关键科学问题：
工作设计对员工激励效果的影响
个性心理因素对公平知觉的影响作用
公平感对工作满意度和组织公民行为的影响
工作绩效与员工公平知觉的作用关系
组织类型与组织-员工间心理契约模式变化的关系
知识型员工的激励模式
经理层的激励问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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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重点资助领域（六）
重点发展方向（3）

社会经济转型中的组织变革与发展

关键科学问题：
我国社会经济转型中组织变革模式
社会经济转型中组织变革对员工心理的影响
管理者与员工的压力管理
健康型组织建设



管理科学与工程 51

建议重点资助领域（六）

重点发展方向（4）
现代中国管理人的心理与行为研究

关键科学问题：
管理者情绪智力、工作满意度和工作绩效的关系
心理契约性质与管理者员工交互作用的相互影响关系
思维方式对管理行为的影响模式与应用研究
变革型领导的结构、有效性及其作用机制
群体间冲突与心理契约的关系
影响情绪劳动的情境、认知、动力学因素
组织心理资本与管理者绩效的关系
情绪劳动者的工作倦怠的成因及应对
转型期中国人工作价值观与工业化的关系



管理科学与工程 52

建议重点资助领域（六）
重点发展方向（5）
组织协调与组织进化

关键科学问题：
组织变革中的战略管理
经济一体化环境下组织协调与进化的模式
组织协调与组织进化机理分析
跨文化组织管理



管理科学与工程 53

建议重点资助领域（七）
复杂系统与复杂性：

• 基础性
• 延续性
• 突破可能性

本领域重点发展方向：
（1）复杂系统与复杂性的理论与方法研究；
（2）逐步开放条件下我国金融系统的复杂性

和风险规避；
（3）复杂社会系统的建模控制与组织管理；
（4）灾害复杂系统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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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重点资助领域（七）

重点发展方向（1）
复杂系统与复杂性的理论与方法研究

关键科学问题：
复杂系统的动力学与建模
复杂系统结构、功能与行为
复杂系统的度量、辨识、预测与评价
复杂系统的演化、涌现、自组织、自适应、自相似
的机理
复杂系统中的策划与调控
人－机结合的综合集成
复杂性系统认识论的科学哲学基础
复杂性科学研究的方法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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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重点资助领域（七）
重点发展方向（2）
逐步开放条件下我国金融系统的复杂性
和风险规避

关键科学问题：
金融复杂系统与复杂性理论与方法
金融复杂系统的风险规避理论与方法
金融复杂系统的复杂性测量和评价
金融复杂系统的运行效率与金融安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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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重点资助领域（七）

重点发展方向（3）
复杂社会系统的建模控制与组织管理

关键科学问题：
网络社会与知识经济时代的组织结构与调控
复杂社会系统的非均衡分析
复杂社会系统的反馈互动和整体复杂性
复杂社会系统的非线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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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重点资助领域（七）

重点发展方向（4）
灾害复杂系统研究

关键科学问题：
灾害复杂系统理论与方法研究
灾害预测与预警研究
生产安全管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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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以上七个领域是根据目前对学科发展趋势和
社会需求的判断而设想的管理科学与工程学
科研究未来数年内重点发展领域的判断，随
着社会、经济和科学的发展，会有不断的调
整和补充。此外它们也不代表资助项目的全
部，对其他的非重点领域的自由探索研究项
目将仍有很大的资助空间和发展的余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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