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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随着大数据应用的普及，特别是人工智能技术的突破，促使决策范式从信息化向智能化

升级转型． 以大数据解析和混合智能为核心技术支撑的决策智能，正处于萌芽阶段，已逐渐受

到学术界、政府部门和产业界的重视，相关研究对实施科技强国战略具有重要意义． 结合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委管理科学部“十四五”规划相关领域的前期专家讨论意见，本文凝练出该领域

五个值得深入探索的研究方向，并给出了每个方向的典型科学问题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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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基本概念、科学意义与国家战略
需求

随着大数据应用的普及，特别是人工智能技

术的突破和商务智能应用的成熟，为决策研究与

应用提供了新的视角、理论范式和技术手段，促使

决策范式从信息化向智能化升级转型． 决策智能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为通过实时有效的大数据

感知和解析来实现知情决策，并采用更加主动和

全面的视角，面向未来可能发生的场景主动进行

情景推演与态势预测，将这些前瞻性分析应用于

决策制定、分析、实施和反馈的全过程． 与传统的

商务智能或者决策支持系统相比，决策智能的重

点在于通过混合智能对决策与其作用效应之间复

杂关系进行深度理解，有助于决策者在复杂、不确

定性的系统和环境中动态地优化各种类型决策

（如企业运营策略、政府政策）的制定、实施、评估

和预演，以更好地达到预期的决策目标．

在商业智能应用日趋成熟的基础上，决策智

能的应用进一步扩展到了政务、工业、农业、安全、

军事等决策相关的其他领域． ２０１６ 年，英国政府

发布的 ＡＩ 报告《人工智能：未来决策制定的机遇

与影响》指出组织决策是人工智能发挥作用的核

心领域，能够推动政府部门更加快速地获取决策

相关的信息、更加精准地预测公众需求、更为全面

地提升公共决策的透明度，从而优化公共资源配

置、提高公共服务效率． ２０１６ 年，习近平总书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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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上指出了要以信息

化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用信息

化手段感知社会态势、畅通沟通渠道、辅助科学决

策． ２０１８ 年，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就人工智能发展

现状和趋势举行的第九次集体学习中，习总书记

又进一步强调要加强人工智能同社会治理的结

合，开发适用于政府服务和决策的人工智能系统．
２０１７ 年，国务院印发的《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

划》，在多个重点任务中指出决策智能的应用场

景：在智能农业领域，建立典型农业大数据智能决

策分析系统；在智能商务领域，推广基于人工智能

的新型商务服务与决策系统，鼓励围绕个人需求、
企业管理提供定制化商务智能决策服务；在智能

政务领域，开发适于政府服务与决策的人工智能

平台，研制面向开放环境的决策引擎；在军民融合

领域，促进人工智能技术军民双向转化，强化新一

代人工智能技术对指挥决策、军事推演、国防装备

等的有力支撑． ２０１８ 年，在首届中国国际智能产

业博览会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

韩正强调以智能化提升社会治理水平，建立“用
数据说话、用数据决策、用数据管理、用数据创

新”的机制．
在智能化时代，如何借助智能革命先进生

产力辅助决策、增强智能化管理水平，既是推动

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支撑，也是实现国家创

新发展战略的重要基石，更是一个国家核心竞

争力的体现． 目前，属于国际前沿交叉领域的以

大数据解析和混合智能为核心技术支撑的决策

智能，正处于萌芽阶段，已逐渐受到学术界和政

府部门的重视，相关研究对实施科技强国战略

具有重要意义．

１　 国内外研究发展态势

从决策智能的内涵和外延来看，其对与决策

相关的行业和应用都可能带来巨大的机遇，在国

际上引发了从产业到政府、再到学术界的高度

关注．
从产业方面看，决策智能在产业方面的突出

表现形式就是各种提供人机融合决策方案公司的

出现和探索． 决策智能主要是由大数据、人工智

能、云计算等新兴技术驱动的、对决策制定相关的

产业产生重大影响的情景推演、态势预测、决策制

定和反馈等新兴的业务模式、技术应用和产品服务

等． ＣＢ Ｉｎｓｉｇｈｔ ２０１７ 年发布的最值得关注的１００ 家

人工智能公司，自 ２０１２ 年来累计融资３８ 亿美元． 美
国国家风险投资协会（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Ｖｅｎｔｕｒｅ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发布 ２０１９ 年投资者为美国人工智能初

创企业的投入达到创纪录的 １８４ 亿美元，而２０１８ 年

的融资额为 １６８ 亿美元． 另据 ＣＢ Ｉｎｓｉｇｈｔ 报道的

２０２０ 年全球 １００ 家最具潜力人工智能初创企业，
涉及到为包括医疗保健、零售仓储和金融保险在

内的 １５ 个行业和跨行业应用提供智能决策和智

能解决方案，总融资额达到 ７４ 亿美金． 这１００ 家

公司中，有 １０ 家正在尝试并专注于利用决策智能

相关的技术提供决策相关的解决方案． 国际金融

公司 ＩＦＣ 就人工智能的投资趋势和特定行业的应

用的报告指出，人工智能在商业、能源、医疗健康、
教育、制造业、金融信贷、物流运输等方面的用途

激增，且人工智能应用将在中国等新兴市场大量

涌现并对主要经济领域产生重大影响． 以决策智

能的典型应用商务智能为例，微软、ＩＢＭ、ＳＡＰ 等

著名 ＩＴ 厂商都开始逐步升级原有的商务智能的

平台，将企业内部和外部数据、信息、资源进行深

度整合，探索将商业智能从商业领域扩展到开放

域的新一代决策智能解决方案．
从国家战略方面看，在主要发达国家中，美

国、英国和欧盟在决策智能领域形成了各自的竞

争优势． 美国联邦政府拥有大量的数据、模型和计

算资源，这些资源对美国决策智能的研究和应用

至关重要． ２０１５ 年以来，美国白宫科技政策办公

室先后发布《为人工智能的未来做好准备》、《国
家人工智能研究和发展战略计划》、《人工智能、
自动化与经济报告》和《美国人工智能倡议首年

年度报告》，指出要增加公众对决策过程的参与

以建立对人工智能技术的信任和信心． 此外，英国

政府 ２０１６ 年发布了 ＡＩ 报告《人工智能：未来决策

制定的机遇与影响》，指出组织决策是人工智能

发挥作用的核心领域，能够推动政府部门更加快

速地获取决策相关的信息、更加精准地预测公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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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更为全面地提升公共决策的透明度，从而优

化公共资源配置、提高公共服务效率． ２０２０ 年欧

盟发布了《人工智能白皮书》，指出人工智能在带

来机遇的同时，也带来了风险，包括决策的不透明

（黑匣子效应）、算法决策信息的不对称、无法判

断在人工智能参与下的决策是否符合现有的欧盟

法律规定． 这些国家战略的发布，指出决策智能可

能带来的机遇，将对决策智能的实施产生积极影

响． 从学术研究的角度看，从 ２０１５ 年至今，决策智

能相关的研究逐渐被国际学者所关注和探索． 由
于大数据、先进算法、计算能力和存储能力的提

高，人工智能在今天变得越来越流行，人工智能系

统正在成为数字系统的一个嵌入式元素，对人类

的决策产生深远的影响［１， ２］ ． 最新的研究揭示了

决策智能在情报分析、医学诊断、商业智能等方面

可能的辅助决策作用，体现出决策智能在多领域

中的重要研究价值［３ － ６］ ． Ｄｈａｍｉ 等人揭示了决策

智能在情报分析领域的重要作用，开展了有关概

率预测和不确定性沟通的决策研究，发现决策智

能可用于改革情报流程并有助于高效地进行情报

监督［３］ ． Ｒａｗｓｏｎ 等人认为决策智能在医学诊断上

的也能发挥重要的辅助决策作用，指出人工智能

工具可以在多个级别上提供支持决策，但是需要

透明的共同的方法来构建以确保在医学诊断实施

过程中被有效采用［４］ ． Ｂｉｖａｒｄ 等人使用人工智能

支持临床决策来减少常规临床实践中评估者之间

的差异，不仅有助于提取重要信息来提升患者类

型识别的精度、预测患者的治疗反应及出院后的

病情，其对医疗图像的处理和解释还可以为任何

临床医生提供与专家相当的影像学评估［５］ ． 商业

智能和分析（ＢＩ ＆Ａ）也已经成为从业者和研究人

员验证决策智能的重要研究领域，反映了当代企

业中要解决的数据相关问题的规模和影响［７］ ． 在
上述应用中，决策大多是在过程中建模的，损害了

过程和决策的可维护性、可伸缩性和灵活性． 因
此，Ｈａｓｉｃ 等人关注于分离流程模型和决策模型，
引入决策模型和符号标准来填补决策表示空白并

增强决策流程，从而将决策和流程进行分离和统

一［８］ ． 据不完全统计，近五年来在 ＭＩＳ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
Ｅｘｐｅｒｔ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Ｗｉｔｈ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Ａｓｓｏ⁃

ｃｉ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等管

理类国际顶级期刊上发表论文近 １０ 篇． 截至目

前，在 Ｇｏｏｇｌｅ Ｓｃｈｏｌａｒ 和著名社会科学工作网站

ＳＳＲＮ 以“ｄｅｃｉｓｉｏｎ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为关键词，搜索到近

五年来的学术论文分别有 ２７６ 篇、２７１ 篇． 此外，国际

研究机构也开展了对决策智能的资助研究． ２００７ 年

美国情报高级研究计划局启动 “深绿” （ ｄｅｅｐ
ｇｒｅｅｎ）项目，其目的是预测战场态势以帮助指挥

员进行情况判断并提供决策方案，但由于当时的

数据处理能力不足、仿真复杂度高而中断． ２０１６ 年

美国情报高级研究计划局发起了“混合预测挑

战”项目，利用人机协同的方法对地缘政治事件

进行预测． 同时，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ＮＳＦ）近些

年来资助了一批关于决策智能理论与应用方向的

研究，例如：２０１９ 年的“面向医疗决策制定的人机

合作研究”项目、以及 ２０２０ 年资助“能源、电力、
控制和网络（ＥＰＣＮ）”项目、“基于数据感知、人工

智能和学习的面向精准健康的多模态传感器系

统”，探索决策智能在各领域的应用．
近年来，我国除了在国家层面提出决策智能

的重大意义，将其列入一些重要国家战略外，产业

界也在关注和探索决策智能的可能应用，急需学

术研究方面的技术支撑．
从产业的角度看，阿里巴巴、京东、华为等互

联网巨头率先意识到人工智能技术在复杂管理决

策系统中的巨大潜力和科学研究价值，针对购物

狂欢节、智能网络调度、工业制造决策系统等实际

应用场景，分别启动达摩院（ＤＡＭＯ）决策智能实

验室、京东零售“智能履约决策大脑”系统、华为

云天才少年专项“强化学习与智能决策系统”，试
图打造全球领先的决策智能研究体系，以降低行

业成本、提升产品和服务． 同时，司启元世界、深演

智能、同盾科技等一些创业公司将决策智能作为

公司核心研究方向，将其技术应用于公共决策、疫
情预测、商业预测等方面，以推动人机理解和人机

协作等决策智能技术的研究． 除了这些新型技术

公司外，中国邮政、平安集团、中国银联、中国农业银

行等传统国企、金融机构也依托自己的优势，大力推

进决策智能创新，以升级加速智能决策平台建设．
中国决策智能实践发展的主要动因体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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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在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过程中，各行各业中

早期的传统决策系统已经不能满足行业平台及其

用户的快速发展的需求，从而为依托于人工智能

技术的决策智能创新留出了足够空间；二是与发

达经济体相比，虽然我国在决策智能方面的研究

与应用处于刚刚起步的阶段，但是我国拥有的巨

大的市场环境和人口红利在客观上对各个行业提

供了更加丰富多样的决策环境，有助于决策系统

智能化升级的研究与实验；三是决策智能自身的

快速发展及其对包括新型技术行业（互联网）、传
统行业（金融、制造）在内的各个产业领域的深度

融合与渗透． 在这种决策智能实践高度发展的背

景下，对决策智能基础理论的深入研究，将一方面

有利于中国决策智能实践继续发扬自身优势、迅
速健康成长；另一方面有助于破解中国决策智能

实践发展过程中存在基础薄弱、技术落后和人才

短缺等一系列内在困境，摆脱对西方发达国家长

时间的技术依赖．
从学术研究的角度看，国内决策智能相关研

究还在起步阶段，国内学者在军事装备［９］、交通

管控［１０］、工业生产［１１］ 等领域探索决策智能的相

关研究与应用． 在面向现实环境下问题驱动中的

决策分析和政策制定进行研究与应用中，需要从

Ｉｎｆｏｒｍｅｔｒｉｃｓ 到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的发展［１２］，使
数据分析与知识发现能在复杂现实环境中有用可

用好用． 因此，不仅需要多数据源、多方法多工具、
多学科跨界融汇，还需要落地行业和实务下的研

究与试验，不满足于“单纯”“研究”环境下的计算

智能和感知智能，挑战复杂环境下的认知智能和

决策智能［１３］ ． 据不完全统计，在 ＣＮＫＩ 数据库以

“决策智能”作为关键字检索文章篇名，在 ２０１６ 年

至今国内仅发表论文 ２ 篇． 在“百度学术”网站，
检索标题中包含关键词“决策智能”的论文，在
２０１６ 年至今公开发表中文学术论文也仅有 ５ 篇．
以“Ｄｅｃｉｓｉｏｎ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为关键词检索文章标题，
在 Ｗｅｂ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 平台上发现中国大陆学术机构

在 ２０１６ 年至今共发表 ５６ 篇国际学术论文，排在

同期全球各个国家和地区同类论文数量的第二位

（美国以 ６８ 篇位列第一）． 检索结果表明近五年

国内在“决策智能”方面的相关研究还处于起步

萌芽阶段．
近年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ＮＳＦＣ）陆

续资助了一系列人工智能、决策控制与智能决策

方法与实际应用方向的研究项目（包括 ２ 个重点

项目、２ 个重大研究计划、１ 个重大项目、１ 个国家

杰出青年科学基金及 ２５ 个面上项目、１４ 个青年

科学基金等），集中在决策智能的理论探讨和在

工业制造、智慧医疗、军事智能、公共安全、社会管

理等方面的具体应用． 与此同时，国内众多高校纷

纷建立与决策智能相关的研究中心、研究院 ／所，
并设立相关课程，对决策智能及其基础理论组织

研究力量开展长期专门的研究（如北京理工大学

复杂系统智能控制与决策国家重点实验室，上海

交通大学环境保护大数据与智能决策重点实验

室，陕西科技大学智能决策支持系统实验室，东北

大学深度学习和先进智能决策研究所及人工智能

与大数据科学中心，大连理工大学大数据与智能

决策研究中心，合肥工业大学智能决策与信息系

统技术工程研究中心，中南大学大数据与智能决

策研究中心，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智能制造与智能

决策中心等等）．
虽然，国内目前关于决策智能相关学术研究

还处于起步阶段，具体研究方向也待进一步探索．
但是，我国决策智能应用与实践高度发展的背景，
为我国学者在决策智能研究领域提供了领先世界

的研究机会． 中国庞大的人口基数通过互联网产

业连接所体现出来的人口红利、巨大的市场空间

带来的复杂多样的决策智能实践场景和已积累的

大量行业基础数据、以及学术界形成的多学科交

叉探索的开放性研究态势，再加上前期科学资助

机构所投入的研究资金、学术界已经取得的学术

成果积累、以及决策智能领先企业与学术界积极

合作的趋势，都构成了支持我国决策智能学基础

研究的有力条件和独特竞争力．

２　 主要研究方向及其典型科学问题

２． １　 决策内在机理探索

随着数据采集处理能力、存储计算能力的提

升及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社会、企业等对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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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设计、流程管控、需求挖掘、资源调配、风险管控

等提出了更高的智能化要求． 为应对决策环境与

决策问题的快速变化，探究决策智能的内在本质

并应用决策智能提升决策的实时性、可靠性和前

瞻性，已经成为管理科学在智能化时代的发展趋

势． 当前决策智能方法存在泛化迁移性差、可解释

性不足、持续学习能力弱、可靠性差等问题，导致

人机不信任、协同差、融合难． 为克服决策基础理

论、关键技术智能化水平低的问题，需参照人脑决

策深度挖掘决策本质，以单体智能、群体智能、体
系智能为主线，以管理科学为主轴，融合脑科学、
类脑计算、心理学、进化生物学、体系科学等成果，
揭示智能技术赋能认知决策的根本机理，探索智

能化时代的新型决策范式，构建行为可解释、持续

演化、智能涌现的决策智能框架，实现从“信息

域”向“认知域”和“决策域”的跨越．
典型科学问题举例：决策智能的基本形态

与赋能机理、类脑知识推理的计算范式和基本

框架、类脑试错学习的内在奖励机制与学习框

架、规则与学习融合驱动的决策智能机理机制、
脑启发的智能学习与决策机理、类脑计算的弱

监督学习、好奇心驱动的内在奖赏机制、辅助任

务驱动的长时决策框架、集智涌现的内在机理、
群体智能演化的机制设计、决策能力自感知的

人机协同框架等．
２． ２　 决策主体智能建模和学习机制

由于未来决策环境的复杂性，涉及到多个决

策主体（包括机器和人），可分为决策主持人、决
策者、决策协调者等，也可分为我方决策主体和对

手决策主体． 在有限理性的情况下，各决策主体不

仅有自己的行为规则方式和自主决策处置能力，
而且它们之间存在着复杂的交互关系． 且在很多

重大决策制定场合，出于伦理和法律以及安全等

方面的因素，决策者和利益相关者需要人工智能

技术具备更高级的可解释性，对其所做出的预测

或者判断给出原因． 此外，在特定的决策环境中法

律制度、伦理规范以及决策文化等社会因素对决

策主体的行为构成实质性的约束，比如法律和伦

理对训练数据集的获取、使用会直接影响决策主

体可能产生的行为，亦或对单个决策主体的影响，

进而对整个决策过程产生影响． 所有这些都对决

策主体智能建模和学习机制提出了新的需求．
典型科学问题举例：数据驱动的决策主体智

能建模方法、基于 ＢＤＩ（ ｂｅｌｉｅｆ⁃ｄｅｓｉｒｅ⁃ｉｎｔｅｎｔｉｏｎ）的

决策主体建模、规则驱动的决策主体智能建模方

法、基于系统动力学的仿真建模、基于桌面演练的

仿真建模、群体智能建模、我方决策主体的效用建

模、我方决策主体的行为建模、竞争对手决策主体

的效用建模、竞争对手决策主体的行为建模、各决

策主体的静态与动态属性以及各属性间的关系、
社会因素等环境对决策主体的影响建模、决策主

体自适应决策的博弈模型、决策方法的可解释

性等．
２． ３　 决策生态系统交互演化机理

近年来，新兴技术领域取得的突破式进步改

变了现有的生产、生活和工作方式． 其中，基于数

字化的新理念、新场景、新应用驱动着万物互联时

代的加速到来，也重塑了人机协同的决策机制． 在
诸如城市、医疗、供应链和能源等超大规模复杂系

统中，决策涉及决策主体、客体、社会、自然、文化、
政治、经济环境等多个参与方，其交互形式多样、
关系复杂，具有很强的动态对抗特性． 且随着各大

系统物理规模增大、数据来源增多、时限容忍减

弱、不确定性增强，决策的难度与复杂度也随之增

大． 决策生态系统指的是决策主体、被决策主体与

外部环境所共同构成的特定空间． 通过研究决策

生态系统的构成要素及其组织方式、交互规律、演
化趋势等，旨在挖掘并掌握决策生态系统交互演

化机理，推演从个体局部决策到生态系统决策的

全流程，提出控制决策生态系统内部交互演化的

方法论．
典型科学问题举例：决策生态系统要素及其

作用机理、决策主体间的交互建模、决策主体的行

为演化规律、外部环境对决策主体的影响机理、生
态系统决策的演化规律、复杂系统的决策生态系

统控制的理论与实验、不确定环境 ＢＤＩ 智能体构

建及推演技术、融合社会因素的决策生态系统建

模等．
２． ４　 决策知识抽取、发现与演绎方法

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复杂系统对于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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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海量用户生成的多模态、多语言、非结构、
非形式化的数据中抽取、发现与演绎决策知识

提出了新的智能化要求． 决策知识反映设计者

运用各种专业知识与经验，定义设计问题、产生

设计概念并进行设计决策的动态心理行为过

程，其按照存在形式通常分为显性决策知识与

隐性决策知识． 显性决策知识是设计人员将设

计过程中产生的决策知识以不同格式的文档保

存下来的历史性的知识，如设计说明书、技术报

告、专利文档等． 隐性决策知识则是在设计过程

中设计人员保留在头脑中而没有形成文字的决

策知识． 在设计决策系统中有效地进行知识抽

取、发现和演绎对于提升系统的设计质量和决

策执行效率均具有决定性作用． 为更好地管理

和应用决策知识，需设计智能化决策知识模型，
通过对显性决策知识进行抽取，对隐性决策知

识进行发现与演绎，来构建决策智能知识库，以
实现决策知识的高效重用．

典型科学问题举例：结构化与非结构化数

据挖掘与数据库知识发现、基于知识发现的自

动化知识抽取策略、决策知识的结构分析与表

示方法、隐式可拓知识与可拓知识推理、知识图

谱构建与可视化分析、自然语言理解和智能知

识信息检索、基于元信息和本体论的多源知识

融合处理等．
２． ５　 决策推演与验证理论与方法

在复杂的现实情境下，决策推演与验证的重

要问题包括多方面评估决策影响、针对群体行为

进行决策结果预测、以及使用大数据进行理论验

证． 以针对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决策评估、推演和

验证为例，决策智能为传染病流行的精准推演、疫苗

研发和综合性免疫策略制定提供框架和工具． 从正

在全球大流行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ＣＯＶＩＤ⁃１９）切
入，疫情已经严重威胁了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

国人民的生命安全，对全球医疗系统造成了巨大

负担，并严重影响了全球经济形势． 针对严峻的全

球大流行情况，各国政府出台了关闭公共场所、社
交隔离等非药物干预决策，并积极开发、试验药

物、疫苗，以减缓疫情扩散． 因此，对于新冠肺炎在

数据不完备的情况下传播规律和群体认知的研

究，并整合人的智慧出台干预决策及对干预决策

的定量化评价，能为当前的防控提供理论依据，减
缓当前新冠肺炎的传播及其造成的损失，并为应

对未来其他新发突发传染病的防控打好坚实的理

论基础．
典型科学问题举例：大数据驱动的风险识

别、政策匹配性评估、政策影响实时分析、人机

结合的政策影响预测、政策影响评估及效果预

测、面向重大风险场景的政策制定、政策制定中

的博弈机制设计与环境与互动要素设计、政策

风险预测与风险要素计算、融合社会认知理论

的“虚事实”政策推演、面向政策制定者和受众

的行为决策分析、政策实施语境下的多智能体

建模等．

３　 结束语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迅猛发展、大数据应用与

决策场景更紧密的结合，混合智能、群体智能、类
脑计算、ＢＤＩ 智能体构建、社会认知理论等为决策

智能研究与实践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技术手段，促
使决策制定从信息化向智能化方向转变． 决策智

能作为决策支持系统的升级，研究在我国正处于

快速起步阶段，需要探索决策内在机理、决策主体

智能建模和学习机制以及决策生态系统交互演化

机理，并聚焦决策知识抽取发现与演绎方法和决

策推演与验证理论与方法． 今后需进一步凝练关

键科学问题，规划和推进相关学科攻关团队的培

养，以推动决策智能理论与方法的进步，促进决策

智能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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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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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ｅｎｃ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ｓ ｏｆ ｇｒｅａｔ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ｔｏ ｔｈｅ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ｏｆ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ｏｎ ｔｈｅ ｅｘｐｅｒｔ ｐａｎｅｌ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ｓ ｃｏｎｃｅｒｎｉｎｇ ｔｈｅ １４ｔｈ Ｆｉｖｅ⁃Ｙｅａｒ Ｐｌａｎ ｏｆ ｔｈｅ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ＮＳＦＣ），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ｓｕｍｍａｒｉｚｅｓ ｆｉｖｅ ｐｒｏｍｉｓｉｎｇ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ｓ， ｗｏｒｔｈｙ ｏｆ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ｅｍｅｒｇｉｎｇ ｆｉｅｌｄ ｏｆ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Ｆｏｒ ｅａｃｈ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ｖｅ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ｓ ａｒｅ ｐｒｅｓｅｎｔｅｄ， ａｌｏｎｇ ｗｉｔｈ ｔｈｅｉｒ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ｈｙｂｒｉｄ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ｂｉｇ ｄａｔａ ａｎａｌｙｔｉ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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