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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的学科五年发展规划是具有引导性的研究领域布局，他对一

个学科的发展至关重要． ２０１９ 年—２０２１ 年间，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十四五”规划战略研究课

题组探索出一套“以国家需求为引领、以科学分析为支撑，以学者意见为基准，以专业论证为

核心”的学科规划制定方法，开展了丰富的多维度多链条工作，构建了以方法瓶颈、科技变革、
全球治理和中国情景为驱动要素的纲领性学科顶层设计，进而形成了一套详细的、具有较高可

操作性、高度契合基金委点面资助模式的“十四五”学科发展规划． 目前，该学科规划近一半内

容已经实施． 本文阐述并总结了“十四五”学科规划的工作思路、逻辑框架、重要结论和已实施

情况，旨在加深本学科学者对学科规划工作及学科规划意义的理解，促进更多学者参与学科规

划工作，共同推动学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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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　 言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简称基金委）是

我国资助基础科学研究的重要单位． 为了推动前

沿科学与先进技术的快速发展、并使科学技术发

展能更精准地契合国家重大需求，在国家制定 ５
年发展规划时，基金委各个科学部同步开展发展

战略研究，剖析其下设各学科领域的发展特点与

未来挑战，进而形成未来 ５ 年本学部的优先资助

领域；与此同时，各学科处在所属学部的领导下开

展学科层面的研究，制定学科发展规划（简称学

科规划），明确未来 ５ 年学科的发展之路．
学部层面与学科层面的战略规划研究工作并

行开展，两者互为支撑，各有侧重． 通常而言，前者

更趋向于对各学科发展的整体把握与宏观布局，
而后者更注重对前者的具体化与落地化，因此具

有更为现实的重要意义．
学科规划的制定是一项复杂的工作． 首先，学

科规划最终是以资助基金项目的形式而落实，因
此规划内容的设置需遵照基金委的项目资助特

点，以使学科规划具有可操作性并真正得以实施；
其次，学科规划虽在学部战略规划的框架下，但还

需对学科内涵、国家发展需求、国际学术前沿发展

趋势、国内科研力量分布特点、以及学者们前瞻性

观点等开展更有学科针对性的综合分析，并结合

学部战略规划结果，明确学科规划的具体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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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９ 年伊始，基金委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处

（简称学科处）着手准备本学科“十四五”发展规

划的制定，联合来自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天津大

学、东南大学、中科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北京

交通大学的学者们成立了“十四五”学科规划战

略研究课题组（简称课题组）． 其中，天津大学是

管理科学部“十四五”战略研究的重要承担单位，
因此在课题组中起着在学部研究与学科研究之间

架设桥梁的重要作用． 截止目前，课题组已经形成

一套详细的、用于指导学科未来若干年布局重要

领域的学科规划，其中近一半内容已经实施，本文

重点对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十四五”发展规划

制定的工作思路、过程和结果进行阐述和总结，旨
在加深本学科学者对学科规划的由来和意义、及
其与学科发展之间逻辑关系的理解，提高学者对

学科规划工作的参与度，从而使学科规划得以动

态完善．
学科规划工作历时近 ３ 年，内容繁多，本文重在

论述思想、提出结论．读者可参阅课题组即将出版的

《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十四五”发展战略与重点前

沿领域研究报告》和已经发表的相关论文［１ －５］，以获

取更为详细的数据、方法、分析与结论．

１　 管理科学与工程的内涵与特征

学科规划的制定需符合并充分利用管理科学

与工程的学科内涵与发展特征． 课题组首先对其

进行了分析与梳理．
在学科归属上，管理科学与工程是一门横跨

自然科学、工程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新兴交叉学科，
其研究范畴不仅包括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中的管

理问题，还包括社会经济发展中的管理问题． 因其

涉及多个学科，尚不能被目前自然科学和社会科

学体系中任何一个或若干个学科的简单延扩或集

成所替代．
在研究属性上，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的研究

涵盖理论、方法与技术、应用与实践三个层面，如
图 １ 所示，他从系统思想出发，发展出优化、决策、
统计、行为等基础理论，形成了运筹、系统工程、决
策、评价、统计、预测、心理与行为学、博弈论等理

论和方法体系，研究工业工程与质量管理、物流与

供应链、服务科学与工程、信息系统与管理、风险

管理、金融工程、工程管理、交通运输等应用领域

的管理科学问题［１］ ．

图 １　 管理科学与工程的学科内涵［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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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上述分析，可看出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具

有以下鲜明特征［１］：１）学科交叉性：管理科学与

工程学科的发展与数学、工程及科技等领域的发

展密切相关． 例如，现代数学为复杂性管理问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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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提供了重要理论与方法，现代信息技术为求

解管理问题提供了强大的技术支持，现代心理学

为人因方面的管理问题提供了多重思维视角与研

究手段；２）领域拓展性：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是

一门实践性较强的学科，不断变化的外部环境与

研究背景促使本学科不得不将其自身的基础理论

和方法与其他领域深入结合，特别是与新兴领域

的快速融合，表现出较强的领域拓展特征． 在时代

巨变的今天，开拓与创新更是管理科学与工程学

科发展的必由之路；３）方法的科学性：管理科学

与工程学科注重采用数据、计算、模型等定量的科

学分析方法，发现实践问题背后的客观科学规律，
为管理实践者提供科学的决策参考；４）理论与应

用的强结合性：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从管理实践

问题中抽象出管理科学基础理论，发展研究方法，
再应用理论和方法指导实践，由此构建管理科学

体系的基础，并使其理论与方法具有着很强的适

用性．

２　 基于基金资助模式的学科规划组
成结构

学科规划的实施最终将以资助项目的形式来

实现，因此学科规划的制定需与基金资助模式和

特点紧密结合，以保障学科规划切实落地，并发挥

最大效用．
基金委设立了近 ２０ 种项目类型，每种项目类

型有着明确的目标定位，其中有两类项目构成了

基金资助体系的支撑性主体：１）自由探索类：包
括面上项目、青年科学基金项目和地区科学基金

项目（简称面青地项目）等． 该类项目不受命题约

束，学者们可以在本领域开展自由探索． 这类项目

通常资助指标多，涉及范围广，但资助强度略低；
２）顶层布局类：包括重点项目、重大项目、重大研

究计划项目、专项项目等，他们通常面向国际学术

前沿和国家重大需求，有明确的题目导向． 这类项

目通常资助指标少，但是资助强度较大．
在基金委资助体系中，自由探索类项目是

“面”，是基础，顶层布局类项目是“点”，是突破．
人才贯穿两者之中，由自由探索类项目培养的青

年人才逐渐成长为可主持顶层布局类项目的负责

人，由此推动着一个科学领域的萌芽与持续进步．
为契合基金委“点面结合”的资助体系，课题

组确定了“学科整体领域布局” ＋ “重点前沿领域

布局”的学科规划组成结构． 其中，前者是学科规

划在“面”上的体现，通过设置合理的申请代码来

实现对关键领域的引导，他主要影响面青地项目

的领域布局；后者是学科规划在“点”上的体现，
以发布重大和重点项目指南来实现对重要前沿领

域的布局，他给出更为明确的方向性指引，对关键

领域的推动作用将更有力、更快速．
“学科整体领域布局”和“重点前沿领域布

局”两者紧密结合，互为支撑，构成结构完整的学

科规划组成体系． 此外，考虑到基金委对重点项目

和重大项目的不同定位（前者为支持创新性研

究，推动重要领域或者科学前沿取得突破；后者为

面向科学前沿及国家重大需求中的重大科学问

题，开展多学科交叉研究和综合性研究），课题组

将“重要前沿领域布局”分为“学科内”与“学科交

叉”，以进一步增强学科规划的针对性与可操作

性． 图 ２ 为学科规划组成结构示意图．

图 ２　 点面结合的“十四五”学科规划组成结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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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学科规划制定方法与具体工作

学科规划包括发展目标、顶层设计和具体内

容三大部分． 其中，发展目标是方向，顶层设计是

纲领，他们决定了学科规划的具体内容．
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具有很强的实践性和需

求导向性，这些属性也赋予了这门学科服务国家

重大需求的历史责任和使命． 纵观历史，中国管理

科学与工程学科的历次跨越式发展都与时代变革

密切相关［２］ ． 一方面，新技术和新情境驱动着学

科的发展，另一方面，时代变革下国家的发展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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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需求对该学科不断提出新的要求，对其产生了

巨大的引领作用［２］ ． 广义地说，管理科学与工程

学科发展目标就是提高核心领域的研究水平，提
升学科的国际竞争力，为国家实现国家层面的发

展目标提供科学支撑，而找准其中的着力点、构建

纲领性的顶层布局是学科发展目标得以实现的关

键． 在顶层布局的框架下，才可勾勒出更为具体、
细致和可操作的学科规划内容．

为了准确地将时代变革、国家需求、学科特征

等重要因素纳入学科规划中，课题组制定了一套

“以国家需求为引领、以科学分析为支撑，以学者

意见为基准，以专业论证为核心”的学科规划制

定工作方案，如图 ３ 所示，包括四项工作：
（一）剖析国家发展需求：深入解读国家相关

文件，挖掘本学科可服务国家重大需求的关键

领域．
（二）分析学科发展特征与趋势：对 ２０１０ 年

以来上万篇学术文献和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即
Ｇ０１ 学科，在基金委资助体系中，管理科学与工程

学科的代码为 Ｇ０１，下文凡涉及基金资助的描述

均采用 Ｇ０１ 指代该学科）资助的基金项目数据进

行量化分析，并对学者观点开展调研，从而深入理

解本学科前沿领域发展趋势与特征以及国内学术

水平，使学科规划制定的整体工作建立在科学的

数据分析基础上．
（三）开展广泛的学科调研：选取全国多家依

托单位开展学科调研工作，一方面增强广大学者

对基金工作与学科规划的了解，另一方面收集广

大学者对学科发展与基金资助等的意见和建议，
使学科规划具有更强的广泛性与包容性．

（四）组织专家调研与论证：邀请相关领域专

家，开展各种形式的调研、研讨和论证，汇聚专业

的前瞻性观点，不断凝练科学问题，形成学科

规划．
上述四项工作并行推进，构成了纵贯上下、横

跨前后、着眼内外、兼顾点面等多维度多链条的学

科规划制定工作框架，支撑了“十四五”学科发展

目标、学科顶层布局及学科规划具体内容的确定．

图 ３　 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十四五”发展规划制定的工作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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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１　 国家重大发展需求

课题组研读了各年份政府报告、领导重要讲

话、国家发展规划 （如 《“十四五” 发展规划和

２０３５ 年远景目标》）、各项指导意见（如《关于促

进“互联网 ＋医疗健康”发展的意见》）、行业规划

（如《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等文件，汇总了

其中与本学科有关的八条国家发展目标与重大发

展需求：
１）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推动产业

链供应链多元化；构建具有更强创新力、更高附加

值、更安全可靠的产业链供应链；巩固提升高铁、
电力装备、新能源、船舶等领域全产业链竞争

力等．

２）加强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针对新一

代人工智能、量子信息、集成电路、脑科学与类脑

研究、基因与生物技术、临床医学与健康、深空深

地深海和极地探测等科技前沿领域进行攻关等．
３）加快建设交通强国：建设现代化综合交通

运输体系，推进各种运输方式一体化融合发展；推
进战略骨干通道、高速铁路、普速铁路、城市群和

都市圈轨道交通、高速公路、港航设施、现代化机

场、综合交通和物流枢纽等交通强国建设工程等．
４）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制定 ２０３０ 年前碳排

放达峰行动方案，争取 ２０６０ 年前实现碳中和等．
５）打造数字经济新优势：充分发挥海量数据

和丰富应用场景的优势，促进数字技术与实体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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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深度融合；赋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催生新产业

新业态新模式，壮大经济发展新引擎；促进共享经

济、平台经济健康发展等．
６）发展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新一代信

息技术、生物技术、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新
能源汽车、绿色环保以及航空航天、海洋装备等战

略性新兴产业；在类脑智能、量子信息、基因技术、
未来网络、深海空天开发、氢能与储能等前沿科技

和产业变革领域谋划布局一批未来产业等．
７）推进一系列重大工程、重大项目建设：推

进新型基础设施、新型城镇化、交通水利等重大工

程建设；实施川藏铁路、西部陆海新通道、国家水

网、雅鲁藏布江下游水电开发、星际探测、北斗产

业化等重大工程；推进重大科研设施、重大生态系

统保护修复、公共卫生应急保障、重大引调水、防
洪减灾、送电输气、沿边沿江沿海交通等重大项目

建设等．
８）推动制造业优化升级：深入实施智能制造

和绿色制造工程，发展服务型制造新模式；推动制

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培育先进制造业集

群，推动集成电路、航空航天、船舶与海洋工程装

备、机器人、先进轨道交通装备、先进电力装备、工
程机械、高端数控机床、医药及医疗设备等产业创

新发展等．
３． ２　 学科发展特征与趋势分析

随着时代飞速发展，新技术与新需求不断涌

现，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的科学问题、分析方法乃

至研究边界也在快速发生变化． 分析我国管理科

学与工程学科的发展特征与趋势，准确把握学术

前沿以及热点领域的演变规律，对明确管理科学

与工程学科未来的发展目标和重点发展领域具有

重要意义．
３． ２． １　 数据与方法

学术文献是科学研究产出的主要载体之一，
他反映了一个学科实际的发展态势；基金委资助

的基金项目是中国学者正在实施或已经完成的研

究计划，可一定程度上体现一个学科在中国的发

展现状与趋势；科研一线的学者们在长期的科研

实践中对学科的发展形势亦形成了具有较强专业

性的学术判断． 为此，课题组从学术文献、基金项

目、学者调研三个角度开展综合分析，力图全面理

解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发展特征与趋势及其国际

竞争力． 为使三者的分析结果具有可比性，课题组

采用了统一的学科领域划分方法，即用 Ｇ０１ 学科

的 １９ 个二级申请代码（２０１７ 版 ～ ２０２０ 版）代表

１９ 个学科领域．
学术文献分析：课题组通过一系列学者调研

和专家筛选，选取了 ４６ 本本领域最具前沿代表性

的学术期刊，包括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Ｓｃｉｅｎｃｅ（ＭＳ）、Ｏｐｅｒ⁃
ａｔｉｏｎ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 ＯＲ）、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ＰＯＭ）、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 ＆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Ｏｐｅｒ⁃
ａｔｉｏｎｓ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ＭＳＯＭ）、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
ｃａｎ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 ＪＡＳＡ）、 ＭＩＳ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
（ ＭＩＳＱ ）、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 ＩＳＲ ）、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ａｔｉｏ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 （ ＴＳ ）、 Ｉｎｆｏｒｍｓ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ｎ
Ｃｏｍｐｕｔｉｎｇ （ ＪＯＣ）、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Ｍａｎａｇｅ⁃
ｍｅｎｔ（ＪＯＭ）等．

课题组将发文机构属性限制在管理学院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商学院 （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和经济学院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以排除非管理学领域学者的论文．
由此，得到 ２０１０ 年—２０１９ 年间刊载在这 ４６ 本期

刊上的 １１ ６４１ 篇文章作为学术文献分析的基础

数据． 此外，课题组通过专家评议，从 ４６ 本期刊中

进一步选出 １０ 本高影响力刊物（包括 ＭＳ、ＯＲ、
ＰＯＭ、ＭＳＯＭ、ＪＡＳＡ、ＭＩＳＱ、ＩＳＲ、ＴＳ、ＪＯＣ 与 ＪＯＭ）．

课题组采用文献计量、关键词聚类等分析方

法，得到 １０ 年来各研究领域的演变趋势及中国学

者的学术贡献． 文献分析的具体数据与分析方法

详见［３， ４］ ．
基金项目数据分析：课题组选取了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１９ 年间 Ｇ０１ 学科资助的 ４ ２１８ 项面青地、重点

和重大项目，采用关键词聚类等分析方法得到过

去 １０ 年基金项目的研究热点变化趋势，相关数据

与分析方法可参阅文献［４］ ．
学者调研分析：课题组向科研一线学者发

送调查问卷，请学者们给出中国管理科学与工

程学科 １９ 个研究领域的研究水平与美国、加拿

大、英国、德国、新加坡等 ５ 国相比的相对得分，
最高为 ５ 分，代表中国在该研究领域具有较强的

竞争力，在该领域研究水平处于领先位置；最低为

１ 分，代表无竞争力． 课题组共回收到 ３９９ 份有效

问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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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２． ２　 结果分析

（一）国际学术竞争力

图 ４ 对比了学术文献与学者调研表现出的各

领域国际竞争力结果． 总的来说，从两个不同的分

析角度得到的结论具有较好的一致性：１）在学者

评分较高的领域，中国在 ４６ 本代表性期刊的发文

量也通常较多，例如，１９ 个领域中，获学者评分最

高的是管理系统工程（３． ４ 分），他的学术文献占

全球比例为 ２３％，排名第三；同时，学术文献占全

球比例最高的领域是系统可靠性与管理（５２％），

他的学者评分为 ３． ２ 分，位列第四；２）在学者评

分较低的领域，中国的发文量占比也较低，例如

管理心理与行为（２． ２ 分，占比 １３％）、管理统计

理论与方法（２． ３ 分，占比 １５％）等领域，而且这

些领域受基金资助的项目数也不多． 然而也有

例外，例如两者在工程管理、工业工程与管理领

域得到的结果差异较大，可能原因之一是这两

个领域相对宽泛，学者对于他们的界定范围与

文献计量分析中基于关键词的领域界定存在较

大偏差．

图 ４　 文献分析与学者调研中各领域的国际竞争力结果对比

Ｆｉｇ． ４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ｂｙ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ｆｉｅｌｄ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 ｏｆ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ａｎｄ ｓｃｈｏｌａｒ ｓｕｒｖｅｙ
注：图中文献数据为 ２０１０ 年—２０１９ 年中国学者在 ４６ 本期刊上的发表量占全球比例；学者评分为学者对中国各领域研究水平与 ５ 国对比

情况评分（最高 ５ 分、最低 １ 分）；基金资助项数为 ２０１０ 年—２０１９ 年间 Ｇ０１ 学科资助的面青地、重点和重大项目数量． 图中横坐标各领域

按照学者评分从高到低排序．

　 　 基于两个角度的分析，中国管理科学与工程学

科的学术竞争力可归纳为以下特征：１）中国管理科

学与工程学科整体研究水平稳步提升．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１９ 年间，中国学者在 ４６ 本期刊的发文量占全球

比例从 ９． ０％升至 ２１． ４％， 在 １０ 本高影响力期刊

的发文量占全球比例从 ９． ０％升至 １８． ７％． 然而与

美国差距仍然较大（２０１９ 年美国上述两个比例分别

为 ６６． ０％和 ７３． ２％）；２）中国在 １０ 本高影响力期刊

上发文最多的三家单位是香港城市大学（１７６ 篇）、
香港科技大学（１７５ 篇）和香港中文大学（１１９ 篇）；
中国内地发文量排名前三为清华大学（９０ 篇）、
复旦大学（７７ 篇）和上海交通大学（７３ 篇）． 可以

看出，在开展高水平研究上，我国内地高校和香港

地区高校仍有很大差距，持续加强内地与香港地

区高校的学术交流与合作对于带动我国管理科学

与工程学科高水平研究的发展有较大帮助；３）中
国在管理系统工程、交通运输管理、决策理论与

方法、系统可靠性与管理、风险管理这五个领域具

备一定的国际领先优势（学术文献占全球比例≥
１８％，且学者评分≥３． ０），在服务科学与工程、评价

理论与方法、物流与供应链理论等领域与国际平均

水平较为接近；而在管理统计理论与方法、管理心

理与行为等领域与国际平均水平差距较大（学术文

献占全球比例 ＜１４％，且学者评分 ＜２. ５）．
（二）研究热点演变趋势

课题组对学术文献和基金项目进行了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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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类分析 （关于关键词处理方法， 请参阅文

献［４］），两者表现出较强的一致性：１）如图 ５ 所

示［４］，优化、供应链、风险管理、定价等传统领域

依然是国内外研究热点，也是 Ｇ０１ 学科资助的重

点领域；２）２０１０ 年、２０１５ 年和 ２０１９ 年 ３ 个年份的

关键词聚类结果显示，学术文献中，大数据、仿真、
人工智能等关键词增长迅猛，其相关领域已经成

为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新的研究领域，而且在基

金项目中，数据驱动、智能算法、数字平台等领域

的研究也越来越多［４］，可以预见新兴技术的发展

对管理科学与工程领域的理论与实践将产生颠覆

性影响；３）然而，也有统计、预测等领域在学术文

献中占据重要地位，但在基金项目中不具明显

优势．

（ａ）学术文献关键词图谱（词频 ＞ ３０）　 　 　 　 　 　 　 　 　 （ｂ） Ｇ０１ 资助项目关键词图谱（词频 ＞ ６）

图 ５　 ２０１０ 年—２０１９ 年学术文献与 Ｇ０１ 资助项目关键词图谱［４］

Ｆｉｇ． ５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ａｔｌａｓ ｏｆ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Ｇ０１ ｆｕｎｄｅｄ ｐｒｏｊｅｃｔｓ ｆｒｏｍ ２０１０ ｔｏ ２０１９

３． ２． ３　 对学科规划制定的启示

（一）申请代码

图 ６ 为 ２０１０ 年—２０１９ 年 Ｇ０１ 学科资助项目

的领域分布． 近 １０ 年，项目资助数年均增长率为

５． ４％，增速较快，然而各领域的资助格局没有太

大变化． 交通运输管理、物流与供应链理论、运筹

与管理、金融工程、信息系统与管理一直是 Ｇ０１
资助量最大的 ５ 个领域，其项目总和占资助总数

的 ５０％以上． 而管理理论与研究方法论、管理统

计理论与方法、知识管理、博弈理论与方法、系统

可靠性与管理等是资助量最小的 ５ 个领域，且资

助比例逐年下降，２０１９ 年，这 ５ 个领域项目总数

占比已低于 ８％． 资助项目缓慢的领域变化以及

部分领域极低的资助项目数从一定程度上说明了

调整现有申请代码以适应新时代发展的必要性．

根据研究热点演变趋势分析，人工智能、数字

化平台、数据驱动、技术驱动等相关研究已表现出

快速的发展趋势，而且他们也已成为基金项目中

的研究热点． 然而，这些领域在原申请代码中没有

明确的申报入口，这些项目多分布在运筹与管理、
物流与供应链理论、信息系统与管理等代码中． 由
图 ４ 可知，这些代码的基金资助项目数最多，但在

文献分析和学者评分中表现出来的国际竞争力中

并不占明显优势，一方面是因为运筹学、供应链管

理和信息系统等原本是国际上竞争最为激烈的学

术领域，全球多个国家对其均有巨大投入，而另一

方面也可能是滞后的学科申请代码已无助于其领

域发展，应该在学科整体布局中为这些新兴技术

领域设置新的二级代码，以快速推进相关领域的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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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６　 ２０１０ 年—２０１９ 年基金委 Ｇ０１ 学科资助项目的领域分布

Ｆｉｇ． ６ Ｆｉｅｌｄ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Ｇ０１ ｆｕｎｄｅｄ ｐｒｏｊｅｃｔｓ ｏｆ ＮＳＦＣ ｆｒｏｍ ２０１０ ｔｏ ２０１９

注： １）图中领域自下而上按照 ２０１９ 年资助项目数由多到少排序；２）交通运输管理与服务科学与工程为 ２０１７ 年新增申请代码，在此之

前，交通管理领域的项目多分布在物流与供应链理论和运筹与管理，服务科学领域的研究多分布在物流与供应链理论．

　 　 此外，对于在学术文献与基金项目热点分析

中均不占重要地位的研究领域，例如管理理论与

研究方法论等，应考虑取消其二级代码，使申请代

码的体系更为清晰．
（二）重要前沿领域

从图 ５ 可以看出，学术文献中的一些重要的

国际前沿热点在基金资助项目中未有对等体现，
例如预测、统计、博弈、心理与行为等，且由图 ４ 可

获知，我国在这些领域的国际竞争力相对较低，同
时基金项目资助数也相对较少． 然而这些均属于

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的基础理论与方法（见图

１），应该成为“十四五”期间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

的重点突破对象．
对于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等体现科技变

革与国家重大需求的研究领域，除了在申请代码

上予以支持，还应该考虑设立重点前沿领域，推动

相关交叉领域的快速成长．
凭借丰富的研究情景和研究机会，我国已在

系统可靠性与管理、工程管理、交通运输管理等领

域取得了较强的研究优势，应在“十四五”学科规

划中对其进行重点布局，继续扩大领先优势．
３． ３　 “宣传与调研 ２０２０”学科调研

２０２０ 年，课题组制定了一项名为“宣传与调

研 ２０２０”的工作计划，目标是在全国范围内选取

依托单位的管理科学相关院系开展调研，宣传基

金工作与学科规划，与科研者面对面进行交流，并
发放调查问卷． 为了保证该宣传和调研工作在本

学科具有一定的覆盖率，课题组要求参加调研的

依托单位不少于 ２０ 家，且 ２０１６ 年—２０２０ 年这些

依托单位在 Ｇ０１ 学科获取的项目数占比要大于

２０％—此 ２０ 家及 ２０％即为“宣传与调研 ２０２０”中
的“２０２０”除年份之外的另一层意义．

课题组最终完成了 ２１ 家依托单位调研，表 １
呈现了本次调研选取的 ２１ 家依托单位的城市分

布情况． ２１ 家依托单位分布在 １１ 个城市，涵盖了

综合性大学、财经类院校、中科院院所、地区基金

区域高校等多种类型． 他们在过去 ５ 年获 Ｇ０１ 项

目数占 Ｇ０１ 总资助项目的 ２２％，保证了较高的抽

样比例和样本覆盖率． 从样本的项目资助特征上

来看，这 ２１ 家单位有获 Ｇ０１ 学科资助项目较多

及较少的单位（５ 年获资助项目最多 ７１ 项，最少

８ 项），也有资助率较高的单位及资助率较低的单

位（最高 ４６％，最低 １３％）．
２１ 场宣传和调研中，每场参加人数为 ２０ 人 ～

２００ 人，多数场次为 ５０ 人 ～ ８０ 人，共计上千人参

加，约占 Ｇ０１ 学科每年项目申请项数（３ ０００ 多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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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１ ／ ３．
课题组在调研会场发送调查问卷，调查问卷

内容主要为对基金改革、基金工作与学科发展的

意见和建议． 共回收 ４０４ 份有效问卷． 调查问卷填

写人群体与 ２０２０ 年 Ｇ０１ 重点与面青地项目申请

者群体具有较为一致的年龄分布特征（问卷填写

人中申请过 Ｇ０１ 项目者 ＜ ３０ 岁、３０ 岁 ～ ４０ 岁、
４１ 岁 ～ ５０ 岁、５１ 岁 ～ ６０ 岁、 ＞ ６０ 岁分别占 ９％、
６５％、１６％、８％和 ２％，２０２０ 年 Ｇ０１ 项目申请者上

述分布比例为 １０％、５７％、２４％、８％和 １％）． 除此

之外，样本中做过评议人与做过申请人的数量之

比为 ３３％，与 ２０２０ 年 Ｇ０１ 学科评审工作的实际

比例（３０％）非常接近，这说明此次调研样本具有

较好的质量和代表性．
表 １　 “宣传与调研 ２０２０”中 ２１ 家依托单位

Ｔａｂｌｅ １ ２１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ｔｈｅ“Ｐｕｂｌｉｃｉｔｙ ａｎｄ Ｓｕｒｖｅｙ ２０２０”

序号 调研单位 所在城市 调研时间

１ 山东大学 济南 ２０２０ 年 １０ 月 ２２ 日

２ 西北工业大学 西安 ２０２０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

３ 西安交通大学 西安 ２０２０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

４ 深圳大学 深圳 ２０２０ 年 １１ 月 １１ 日

５ 华南理工大学 广州 ２０２０ 年 １１ 月 １２ 日

６ 暨南大学 广州 ２０２０ 年 １１ 月 １２ 日

７ 中国人民大学 北京 ２０２０ 年 １１ 月 １８ 日

８ 北京大学 北京 ２０２０ 年 １１ 月 １８ 日

９ 北京理工大学 北京 ２０２０ 年 １１ 月 １９ 日

１０ 清华大学 北京 ２０２０ 年 １１ 月 １９ 日

１１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北京 ２０２０ 年 １１ 月 ２０ 日

１２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北京 ２０２０ 年 １１ 月 ２０ 日

１３ 福州大学 线上 ２０２０ 年 １２ 月 １ 日

１４ 华中科技大学 武汉 ２０２０ 年 １２ 月 ３ 日

１５ 湖南大学 长沙 ２０２０ 年 １２ 月 ４ 日

１６ 江西财经大学 南昌 ２０２０ 年 １２ 月 ４ 日

１７ 南京财经大学 南京 ２０２０ 年 １２ 月 ９ 日

１８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南京 ２０２０ 年 １２ 月 ９ 日

１９ 合肥工业大学 合肥 ２０２０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

２０
中科院数学与

系统科学院
北京 ２０２０ 年 １２ 月 １６ 日

２１ 北京科技大学 北京 ２０２１ 年 １ 月 １５ 日

　 　 课题组对现场学者提出的共性问题与调查问

卷结果进行归纳和总结，其中关于学科发展与学

科规划的建议如下：
１）学者们认为，未来能引发管理科学与工程

学科发生重大变革的因素为技术发展、国际环境、
商业模式、人口与环境；未来能快速发展的学科领

域为人工智能、平台经济、可持续发展、数字技术

等；支撑学科发展最关键的核心要素为国家需求

与导向、企业需求、创新性、实践性、方法与技术的

提升、人才等． 这部分结论可与课题组平行开展的

第一项、第二项工作（本文 ３． １ 节和 ３． ２ 节）结论

相互印证和补充．
２）问卷填写人中 ２５％认为我国管理科学与

工程学科已经达到国际一流水平，４８％认为没有

达到国际一流水平，２７％认为部分领域已经达到

国际一流水平，这与第二项工作（３． ２ 节）中学术

竞争力研究的结论基本一致． 其中认为我国管理

科学与工程学科没有达到国际一流水平的原因主

要在学科引领、制度环境和评审机制三方面：（ Ｉ）
应进一步强化学科规划对前沿方向的引领性作

用；（ＩＩ）现有科技评价体系鼓励快餐式研究，重短

期成果，轻长期积淀，致使高质量原创氛围不足，
具有国际引领性的原创理论研究少，跟踪性研究

多；（ＩＩＩ）对新兴方向的评审机制滞后，导致资助

力度不足． 在最前沿的新兴领域，最先提出申请的

往往是学术视野超前的先锋学者，而评审人的学

术认知通常相对滞后，因此难以形成正确的学术

判断．
３）问卷填写人有 ４０％表示申请项目时在选

择申请代码上遇到困难或障碍，其中 ２ ／ ３ 认为当

前代码界限不清、把握不好选择哪一个． 此外，问
卷填写人中有 １２％认为当前代码未体现新兴领

域． 这为学科规划中的申请代码调整工作提供了

方案制定依据．
４）在对如何鼓励原创性研究的问题上，学

者们提出：鼓励成果真正落地，鼓励解决实际问

题；鼓励深入实践，管理科学真正的原创性问题

都在实践深处；对原创研究采用灵活的评审机

制；应给予项目承担者足够的宽容与自由度；弱
化指标，成果追求质量、不追求数量；提高基金

项目资助率．
上述意见代表了广大学者的想法，是学科

规划制定工作的基准，应最大程度地考虑到学

科规划中． 其中部分意见与基金评审工作相关，
亦为改善基金管理工作提供了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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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４　 专家调研与论证

学科规划是对学科未来发展的一种方向性指

引，必须具有高度的前瞻性，这本质上决定了学科

规划必然高度依赖本领域专家群体的深度洞察能

力与专业预见能力． 因此，专家调研与论证工作是

学科规划工作的核心，贯穿于整个学科规划工作

的始终．
课题组针对学科规划工作不同阶段的研究目

的，开展了广泛的、多轮次的、以及多种形式的调

研、专家研讨与论证，归纳于表 ２． 表 ２ 中也统计

了上述学科发展特征与趋势分析和“宣传与调研

２０２０”学科调研两项工作中的调研情况． 参与调

研与论证的专家来自多家单位，分布广泛且覆盖

了 Ｇ０１ 学科的重点资助单位． 表 ３ 以确定重点前

沿领域为例，描述了课题组开展多轮调研和专家

论证、最终确定重点前沿领域的过程．
表 ２　 学科规划工作中开展的学科调研与专家论证

Ｔａｂｌｅ ２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ｘｐｅｒｔ ｄｅｍｏｎ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ｅ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ｗｏｒｋ

学科规划工作任务 调研与论证内容
问卷调研 研讨会

提供论证

文字材料

规模 规模 次数 次数

工作四： 专家调研

与论证

宏观战略研讨 ３０ 人 ～ ４０ 人 ２ 次

学科内涵界定 ２０ 人 ～ ３０ 人 ５ 次

学科顶层设计 ２０ 人 ～ ３０ 人 ７ 次 ２０ 次

关键科学问题调研 ３８４ 份 １０ 人 ～ ２０ 人 ３ 次

确定新申请代码 ３１ 份 １０ 人 ～ ５０ 人 ９ 次 ５ 次

确定重点前沿领域 １６６ 份 ２０ 人 ～ ５０ 人 ８ 次 １５０ 次

政策保障措施调研 ５１ 份 １０ 人 ～ ２０ 人 ３ 次

工作二： 学科发展

特征与趋势分析

代表性学术期刊调研 ８３１ 份 １０ 人 ～ ２０ 人 ３ 次

学科国际竞争力调研 ３９９ 份 １０ 人 ～ ２０ 人 ２ 次

工作三： “宣传与

调研 ２０２０”学科调研
学科发展战略调研 ４０４ 份 ２０ 人 ～ ２００ 人 ２１ 次

合　 计 ＞ ２ ０００ 份 ＞ ３ ０００ 人 ６３ 次 １７５ 次

表 ３　 重点前沿领域的形成过程

Ｔａｂｌｅ ３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 ｏｆ ｋｅｙ ｆｒｏｎｔｉｅｒ ｆｉｅｌｄｓ

工作形式 工作内容

（ａ）学科内重点前沿领域的形成过程

步骤一 向专家发送调查问卷 广泛征集学科内重点前沿领域

步骤二 课题组筛选 基于学科顶层设计对征集的领域进行筛选

步骤三 组织第一轮专家评议 审议筛选后的前沿领域建议

步骤四 请专家提供文字材料 对选定的前沿领域进行科学分析与论证

步骤五 组织第二轮专家评议 审议并最终产生 ５９ 个重点前沿领域建议

（ｂ）学科交叉重点前沿领域的形成过程

步骤一 向专家发送调查问卷 征集学科交叉重点前沿领域

步骤二 组织专家评审 对征集到的题目进行评议和打分

步骤三 课题组筛选 基于专家评议，产生 ６ 个前沿领域建议

步骤四 请专家提供文字材料 对选定的前沿领域进行科学分析与论证

步骤五 组织专家论证 再产生 ２ 个前沿领域建议

４　 “十四五”学科规划

４． １　 学科发展目标

基于上述多维度多链条的分析、调研与论证

工作，课题组认为“十四五”期间管理科学与工程

学科总体发展目标是：面向全球变革中的国家需

求，构建新时代管理科学与工程理论与方法，支撑

国家需求与学科发展，提升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

竞争力与高水平研究成果产出． 具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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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在学科领域发展方面，继续扩大系统可靠

性与管理、工程管理等工程应用领域的优势；发展

弱势领域，包括管理统计理论与方法、管理心理与

行为等基础研究领域；提前布局大数据、人工智

能、技术驱动管理等前沿领域．
２）在理论创新方面，形成若干具有原创性和

交叉性、可服务于管理科学的工商管理、经济管理

与公共管理等学科发展的管理科学与工程理论．
３）在基础保障方面，建设一批具有国际影响

力的管理基础设施，形成涵盖基地、数据、平台、方
法、智库、期刊的知识产出体系．

４）在人才培养方面，培养一批服务国家战略需

求的具有学术影响力的领军人才和科学家群体．
４． ２　 学科顶层设计

在数据分析、调研和专家论证的基础上，结合

学部“十四五”发展战略的研究结果，课题组明确

了引发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未来研究重大变革的

四大主要驱动因素，即（一）方法瓶颈、（二）科技

变革、（三）全球治理和（四）中国情景，从四大驱

动因素下具体出八大战略研究方向，如表 ４ 所示．

关于学科顶层设计的详细论证工作，请参见文

献［５］ ． 学科顶层设计与在本文 ３． １ 节总结出的八

条国家重大需求紧密联系，如图 ７ 所示．
管理科学部“十四五”规划战略研究明确了

未来 ５ 年 ～ １０ 年管理学科知识发展的四大类重

要影响因素，包括（ Ｉ）颠覆性技术的重要影响；
（ＩＩ）中国的情境和实践产生的战略需求；（ ＩＩＩ）全
球治理格局的剧变引发的变化；（ ＩＶ）人类发展面

临的共同挑战带来的问题，并从这四大类影响因

素出发形成了 １８ 个优先资助领域，这四大类影响

因素与 １８ 个优先发展领域构成了管理科学部

“十四五”发展战略研究的核心［６］ ． 表 ４ 中学科发

展四大驱动要素中的（二）科技变革、（三）全球治

理与（四）中国情景，分别对应上述（ Ｉ）、（ ＩＩＩ）和

（ＩＩ），另一个学科发展驱动要素为（一）方法瓶

颈，强调方法学上的突破与创新是管理科学与工

程学科的基础属性，更是区别于管理科学部其他

学科的独特属性． 因此，学科规划在顶层设计上即

与学部的整体布局有较高的一致性，又充分显示

了学科的自身特点．

表 ４　 管理科学与工程“十四五”发展战略的学科顶层设计［５］

Ｔａｂｌｅ ４ Ｔｏｐ⁃ｌａｙｅｒ ｄｅｓｉｇｎ ｏｆ Ｔｈｅ １４ｔｈ Ｆｉｖｅ⁃Ｙｅａｒ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Ｐｌａｎ ｏｆ ｔｈｅ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ｅ

四大驱动要素 八大战略研究方向 含义

学

科

顶

层

设

计

（一）方法瓶颈

（二）科技变革

（三）全球治理

（四）中国情景

１． 经典管理科学理论与方法突破
新技术、新现象带来的，对现有的管理科学研究方法

进行变革和拓展的研究

２． 商务数据的理论与方法
基于商务大数据并且具有数据驱动的新研究范式的

管理科学研究

３． 新技术驱动的管理科学共性理论与

方法

基于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等新技术引发的新现

象、新对象和新问题的管理科学研究

４． 面向新产业的管理科学理论及应用
技术革新对医疗、交通、制造、能源等产业带来的变革

和挑战，及其新产业的管理科学问题研究

５． 大国竞合博弈与风险应对
基于国际格局的变革及大国关系的变化，衍生出的新

国际环境中的管理科学问题研究

６． 基于人类发展面临挑战的管理科学

研究

为应对人类发展所面临的气候变化、传染病等挑战而

产生的新管理科学问题的研究

７． 基于我国领跑工程的管理科学理论

与方法

针对我国在国际上具有领先水平的技术、项目和产业

等的管理科学问题的研究

８． 面向关键核心技术突破的管理理论

与应用

针对在国家经济发展中具有重要战略意义但其发展

受限于国外技术等的管理科学问题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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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７　 学科顶层设计中战略研究方向与国家发展需求的对应关系

Ｆｉｇ． ７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ｎｅｅｄｓ ｉｎ 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ｅ ｔｏｐ ｌｅｖｅｌ ｄｅｓｉｇｎ

４． ３　 学科规划具体内容及已实施情况

前文已有论及，学科规划的框架体系是“学科

整体领域布局” ＋ “重点前沿领域布局”的“面 ＋
点”形式，通过影响自由探索类项目与顶层布局

类项目的布局来使学科规划全方位落地． 前者

由实施新申请代码来实现，后者由明确重点前

沿领域并发布重点项目指南与重大项目指南来

实现．
（一）新申请代码

申请代码是科学基金资助体系里一个重要的

基本组成，他的目的是为申请人提供一套逻辑清

晰、层次分明且知识完整的领域列表，帮助基金申

请人选择合适的代码来申报项目． 申请代码的领

域列表可直接影响面青地等自由探索类申请项目

的领域分布，并由此决定了国内基础研究力量的

领域布局． 因此一套完善的申请代码可促进学科

全面发展，引领和推动前沿领域．
课题组首先对原申请代码的逻辑体系进行了

分析，认为他由核心理论、主要理论与方法、关键

支撑技术与主要应用领域三个层级构成，遵从

“始于理论，具象于方法和技术，实现于应用”这

一基本科学认知规律和发展规律，亦符合管理科

学与工程的学科内涵表达（图 １），因此新申请代

码将继续沿用此逻辑体系，主要更新工作聚焦在

基于前期数据分析和专家调研结果对原有申请代

码进行增加、合并和删除，包括：１）在学科顶层设

计四大驱动要素中（一）方法瓶颈和（二）科技变

革的指引下，纳入数据科学、人工智能等发展迅猛

的新技术领域，以及数字平台、复杂系统等新面向

国家重大战略需求的新兴研究领域，为其新设立

５ 个二级申请代码，即新 Ｇ０１０１ 复杂系统管理、新
Ｇ０１１１ 数据科学与管理、新 Ｇ０１１７ 数字化平台管

理理论、新 Ｇ０１１８ 智慧管理与人工智能、新 Ｇ０１１９
新技术驱动的管理理论与方法，以激发这些领域

的成长与壮大，促进青年人才成长；２）对项目数

据分析中发现的领域重复度较高的申请代码进行

合并；３）对申请量和资助量较低且逐年下降的申

请代码进行删除． 三项变化中，对学科未来发展产

生最关键影响的预计是新增的 ５ 个二级代码，他
们均为应对新技术和新需求而设置． 关于申请代

码工作的数据、分析及结果等详细信息，请参阅

文献［４］ ．
新申请代码已于 ２０２１ 年正式使用，从 ２０２１ 年

Ｇ０１ 学科面青地项目申请和资助的情况可以看

出，新增的前沿领域代码吸引了大量学者申报项

目，为在这些领域积累研究基础和科研力量提供

了空间和机会，但 ５ 个新增二级代码下的申请书

质量参差不齐，其整体资助率偏低． 一个领域科研

团队和评审专家队伍的建设和完善是一个相对长

期的过程，而作为学科重要领域布局的重点、重大

项目，可快速遴选出前沿领域内具有潜质的学者，
促进国内优势科研力量的整合，加快前沿领域团

队建设与成果产出，从而真正实现超前部署，这就

是重点前沿领域布局的意义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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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学科内重点前沿领域布局

学科内重点前沿领域布局主要指向科学基金

资助体系中的重点项目，其定位是支持科学技术

人员针对已有较好基础的研究方向或者学科生长

点开展深入、系统的创新性研究，促进学科发展，
推动若干重要领域或者科学前沿取得突破． 因此，
课题组在学科顶层设计的框架下，特别是针对科

技发展四大驱动要素中的方法瓶颈与科技变革，
开展了如表 ３（ａ）所示的专家调研和论证工作，得
到 ５９ 个学科内重点前沿领域，如表 ５ 所示．

前已论及，学科顶层设计中的四大驱动要素

与产生学部 １８ 个优先资助领域的四大影响因素

具有较高的一致性（有三个共同的要素），因此，
课题组得出的学科内重点前沿领域大部分属于管

理科学部 １８ 个优先资助领域，且具有管理科学与

工程学科属性特征．
５９ 个重点领域中有 １４ 属于新增的 ５ 个二级

申请代码，体现了“十四五”学科规划中“学科整体

领域布局”与“重点前沿领域布局”的高度统一．
Ｇ０１ 学科每年资助约 １１ 个重点项目，至本文

截稿，表 ５ 中 ５９ 个重点领域中有 １ ／ ３ 已发布重点

项目指南，或衍生出重大项目指南．
表 ５　 四大驱动要素下的重点前沿领域集群［５］

Ｔａｂｌｅ ５ Ｃｌｕｓｔｅｒｓ ｏｆ ｋｅｙ ｆｒｏｎｔｉｅｒ ｆｉｅｌｄｓ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ｆｏｕｒ ｄｒｉｖｉｎｇ ｆｏｒｃｅｓ

（一）方法瓶颈 （二）科技变革 （三）全球治理 （四）中国情景

１
重要战略物资未来需求与价格

预测研究（１）

基于智能服务机器人的新型

智慧商业模式（１）、（３）

全球供应链风险应对与结构

重整（２）

大型交通基础设施建设项

目环境扰动治理研究

２
复杂经济时间序列预测的基础

理论与建模（１）

新零售环境下的运营管理与

模式创新（１）

海外重大工程建设的投融资机

制、风险防范与合约治理（１）

城市轨道交通网络智慧运

营与管控

３
多风险交互作用下的风险度量

理论与方法研究（１）

大数据环境下企业信息管理

和分享机制研究

重大突发事件中的应急物资

保障优化

乡村振兴下城乡交通运输

体系一体化研究

４ 在线环境下决策问题的研究
在线交易平台中的行为及机

器学习算法（１）、（３）

数据驱动的人类合作与竞争

行为研究（１）

需求响应式多模式公交运

营优化与管理

５
非常规情境下应急管理多主体

博奔与合作激励机制设计

新兴信息技术影响下的管理

决策与优化方法（３）

重大突发传染性疾病下城市

群应急管理

城市交通网络健康诊断与

管理

６ 非盈利性运营管理决策研究
基于数字孪生的智能制造企

业全生命周期管理（１）

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下的

医疗资源应急管理

新运行环境下的城市交通

流分析与运行管控

７
决策者行为偏好下供应链博弈行

为、可持续发展及政策研究（１）

新一代信息技术环境下的知

识管理理论与方法（３）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环境下的

物流与供应链管理

我国关键产业供应链安全

研究（１）

８
复杂金融系统计算实验金融建

模与分析（３）

区块链背景下的供应链管理

与运营管理

大数据驱动的社会公共安全事件

演化规律、治理机制和治理策略

系统性金融风险防控与金

融危机管理研究（１）、（３）

９
大数据环境下质量与可靠性技

术研究

互联网商务平台信息内容治

理策略研究（３）

面向中国老龄化社会的电

子健康管理研究

１０
复杂环境下的大规模随机系统

建模、仿真与优化管理（１）、（３）

大数据环境下智慧休闲服务

系统设计优化理论与方法

数字经济时代下中国情景

管理理论与方法

１１
互联网 ＋ 环境下的评价理论、方

法与应用研究

区块链驱动的互联综合能源

系统交易决策研究（１）

人口老龄化背景下的养老

服务创新与智慧管理

１２
数据与知识融合驱动的突发事

件智慧化防控研究

区块链技术驱动下供应链金

融理论与方法

１３
投资者心理和行为规律量化

研究

共享预约出行的行为决策与

经济效用分析

１４
大数据背景下不完全数据的统

计理论与方法（１）、（３）

面向智能时代的电商物流优

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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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５

Ｔａｂｌｅ ５ Ｃｉｎｔｉｎｕｅｓ

（一）方法瓶颈 （二）科技变革 （三）全球治理 （四）中国情景

１５
面向数据安全与隐私保护的

统计理论与方法（３）

数字货币与数字货币衍生品

风险管理

１６
复杂数据过程的在线监控和

诊断方法（３）

面向智能制造的定制化生产

与质量决策研究（１）

１７
智能决策与数据分析理论与

方法研究（３）
健康平台服务运作管理（３）

１８
数据驱动的平台运营与治理

（１）、（３）

“互联网 ＋ ”工程建造平台模

式与服务管理（１）

１９
实体经济数字化管理理论与

方法研究

智能互联时代的网络文化产

业行为分析与商业模式创新

２０
复杂经济系统的计算建模研

究（１）

大数据环境下行为资产定价

与动态投资组合选择研究

　 注： （１）相关领域已形成重点项目指南，于 ２０２１ 年—２０２３ 年发布，共 １９ 个． 重点项目指南题目须经学科评审会专家的修改和投票

遴选，故表 ５ 中的领域名称与实际发布的指南题目不完全一致；

（２）相关领域衍生出重大项目指南，于 ２０２２ 年发布，共 １ 个．

（３）属新增二级申请代码领域，共 １４ 个．

　 　 （三）学科交叉重点前沿领域布局

学科交叉重点前沿领域布局主要面向科学基

金资助体系中的重大项目，其定位是面向科学前

沿和国家经济、社会、科技发展及国家安全的重大

需求中的重大科学问题，超前部署，开展多学科交

叉研究和综合性研究，充分发挥支撑与引领作用，
提升我国基础研究源头创新能力．

由此，课题组以 ３． １ 节中归纳的八条国家重

大发展需求为核心目标，在学科顶层设计的框

架下，开展了如表 ３（ ｂ）所示的专家调研和论证

工作，最终形成八个学科交叉重点前沿领域，
为：（１）平台供应链管理理论与方法；（２）机器

行为与人机协同决策理论与方法研究；（３）突发

公共卫生事件下应急运作管理理论方法；（４）重
大突发事件下区域综合交通系统应急保障与管

理；（５）数字经济的博弈论基础；（６）基于人工

智能的大型复杂工程系统研究；（７）医联网与智

能医疗健康管理；（８）基于人工智能的预测与优

化理论方法研究，其中（１）和（２）属于新增的二

级申请代码，即分别属于新 Ｇ０１１７ 数字化平台

管理理论和新 Ｇ０１１８ 智慧管理与人工智能，也
充分体现了“十四五”学科规划中“点”与“面”
的高度统一．

这八个学科交叉重点前沿领域被涵盖于管理

科学部 １８ 个优先资助领域中的复杂系统管理理

论（如（３）、（４）和（６）等） ［７］、混合智能管理系统

理论与方法（如（２）等） ［８］、决策智能理论与方法

（如（８）等） ［９］、企业的数字化转型与管理（如（１）
等） ［１０］、数字经济新规律（如（５）等） ［１１］、智慧健

康医疗管理等（如（７）） ［１２］ 之中，体现了学科规划

对学部优先资助领域的一致性与更深层次的落实

意义．
图 ８ 展示了八个学科交叉重点前沿领域与

４． ２ 节中学科顶层设计中八大战略研究方向以及

３． １ 节中八条国家重大战略需求之间的对应

关系．
Ｇ０１ 学科每年资助 １ 项 ～ ２ 项重大项目，至

本文截稿，八个学科交叉重点前沿领域中已有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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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发布了重大项目指南，均得以立项．

图 ８　 学科交叉重点前沿领域、 八大战略研究方向和八条国家战略需求之间的对应关系

Ｆｉｇ． ８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ａｒｙ ｋｅｙ ｆｒｏｎｔｉｅｒ ａｒｅａｓ， ｔｈｅ ｅｉｇｈｔ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ｉｇｈｔ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ｎｅｅｄｓ

注： （１）相关领域已发布重大项目指南．

５　 思考与展望

为了理解学科规划的影响路径和作用机制，
学科处对“十三五”期间的学科规划进行了回顾

和定量评估，发现学科规划可对学科发展产生广

泛且深远的影响，其影响路径自上而下、由点及

面，学科规划不但决定了学科 ５ 年后的优势领域，
还影响着未来青年人才的领域布局［１３］ ． 学科规划

的影响如此巨大，因此指准正确方向对学科规划

而言至关重要． 当前时代巨变下，新问题不断涌现

并快速演变，这极大地增加了学科规划的难度． 如
何找准方向，是“十四五”学科规划制定工作需要

解决的首要难题．
课题组从管理科学与工程的学科内涵与本源

出发，摸索出一套“以国家需求为引领、以科学分

析为支撑，以学者意见为基准，以专业论证为核

心”学科规划制定工作方法，该方法纵贯上下、横
跨前后、着眼内外、兼顾点面，最大程度地保证学

科规划具有引领性、科学性、群众性与前瞻性，并
由此构建了以方法瓶颈、科技变革、全球治理和中

国情景为驱动要素的纲领性“十四五”学科顶层

设计． 如此形成的顶层设计在 ５ 年 ～ １０ 年甚至更

长时间内将会指向正确的学科发展方向，由时代

变革产生的新需求、新问题与新挑战也必定会在

这个顶层设计框架下．
然而，必须认识到，课题组在此顶层设计框架

下制定的学科规划具体内容并非 ５ 年不变，尤其

在如此快速发展的时代． 可以预见，随着年代的推

进，今日之学科规划将愈显陈旧． 因此，学科规划

具体内容必须要动态更新． 此外，一些重要的前沿

领域，课题组在收官之时还未来得及纳入学科规

划，例如“双碳”目标下的管理科学问题研究、面
向复杂管理决策的数学规划理论与方法、复杂系

统管理理论研究［１４］ 等． 课题组在“十四五”学科

规划制定工作中建立的方法与思路，可供学科处

继续探索未来的重要前沿领域，从而布局重点项

目与重大项目，这些内容也将是“十四五”学科规

划的一部分．
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内容繁多、发展迅猛，尽

管课题组开展了大量工作，其制定的学科规划难

免会有重要疏漏． 因此，课题组鼓励广大学者在理

解此文中学科规划制定逻辑的基础上，深入思考

时代发展与学科前沿，想课题组之所未想，得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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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之所不得，积极向学科处提出建议，协力推动学 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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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ＹＵ Ｙｕ⁃ｇａｎｇ１， ＨＵＯ Ｈｏｎｇ２∗， ＺＨＥＮＧ Ｓｈｅｎｇ⁃ｍｉｎｇ１， ＣＨＥＮ Ｓｉ⁃ｈｕａ２， ３， ＺＨＡＮＧ
Ｗｅｉ２， ４， ＬＩ Ｊｉａｎ⁃ｐｉｎｇ５， ＬＩ Ｍｉｎ⁃ｑｉａｎｇ６， ＳＨＵ Ｊｉａ７， ＷＵ Ｊｉａｎ⁃ｊｕｎ８

１．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Ｈｅｆｅｉ ２３００２６， Ｃｈｉｎａ；

２．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Ｂｅｉｊｉｎｇ １０００８５， Ｃｈｉｎａ；
３．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Ｊｉａｎｇｘｉ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Ｎａｎｃｈａｎｇ ３３００１３， Ｃｈｉｎａ；
４．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Ｚｈｅｊｉａ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Ｈａｎｇｚｈｏｕ ３１００５８， Ｃｈｉｎａ；
５．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ａｎｄ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Ｂｅｉｊｉｎｇ １００１９０， Ｃｈｉｎａ；
６．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ｏｆ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Ｔｉａｎｊｉ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Ｔｉａｎｊｉｎ ３０００７２， Ｃｈｉｎａ；
７．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ａｎｄ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Ｎａｎｊｉｎｇ ２１１１８９， Ｃｈｉｎａ；
８． Ｓｔａｔｅ Ｋｅｙ 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 ｏｆ Ｒａｉｌ Ｔｒａｆｆｉｃ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ａｎｄ Ｓａｆｅｔｙ，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Ｊｉａｏｔｏ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Ｂｅｉｊｉｎｇ １０００４４， 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Ｔｈｅ Ｆｉｖｅ⁃Ｙｅａｒ 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Ｐｌａｎ ｏｆ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ＮＳＦＣ）， ａ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ｌａｙｏｕｔ ｆｏｒ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ｅｓ， ｉｓ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ｔｏ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ａ 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ｅ． Ｆｒｏｍ ２０１９ ｔｏ
２０２１， ｔｈ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ｔｅａｍ ｏｆ Ｔｈｅ １４ｔｈ Ｆｉｖｅ⁃Ｙｅａｒ Ｐｌａｎ ｏｆ ｔｈｅ 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ｅ ｏｆ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 ａ ｓｅｔ ｏｆ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ｆｏｒｍｕｌａ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ｅ ｐｌａｎ ｂｙ ｄｅｅｐｌｙ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ｉｎｇ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ｎｅｅｄｓ， ａｎ⁃
ａｌｙｚｉｎｇ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ｄａｔａ ｉｎ ｄｅｔａｉｌｓ， ｗｉｄｅｌｙ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ｎｇ ｔｈｏｕｇｈｔｓ ｆｒｏｍ ｓｃｈｏｌａｒｓ， ａｎｄ ｈｅａｖｉｌｙ ｒｅｌｙｉｎｇ ｏｎ 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
ｏｐｉｎｉｏｎｓ． Ｃａｒｒｉｎｇ ｏｕｔ ｓｕｂｓｔａｎｔｉａｌ ｍｕｌｔｉ⁃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 ａｎｄ ｍｕｌｔｉ⁃ｃｈａｉｎ ｗｏｒｋ， ｔｈｅ ｔｅａｍ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ｅｄ ｔｈｅ ｔｏｐ⁃ｌａｙｅｒ
ｏｆ ｔｈｅ ｐｌａｎ ｗｈｉｃｈ ｔａｋｅｓ ｍｅｔｈｏｄ ｂｏｔｔｌｅｎｅｃｋ，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ｇｌｏｂ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Ｃｈｉｎａ’ｓ ｓｃｅｎａｒｉｏ ａｓ ｔｈｅ ｍａｊｏｒ ｄｒｉｖｉｎｇ ｆｏｒｃ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ａ ｓｅｔ ｏｆ ｄｅｔａｉｌｅｄ ａｎｄ
ｈｉｇｈｌｙ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ｂｌｅ Ｔｈｅ １４ｔｈ Ｆｉｖｅ⁃Ｙｅａｒ Ｐｌａｎ ｆｏｒ 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ｗｈｉｃｈ ｉｓ ｈｉｇｈｌｙ ｃｏｎｓｉｓｔｅｎｔ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ＮＳ⁃
ＦＣ’ｓ ｂａｓｉｃ ｆｕｎｄ ｍｏｄｅｓ ｏｆ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ｎｇ ｐｏｉｎｔｓ ａｎｄ ａｒｅａｓ， ｉｓ ｆｏｒｍｕｌａｔｅｄ． Ｕｎｔｉｌ ｎｏｗ， ｎｅａｒｌｙ ｈａｌｆ ｏｆ ｔｈｅ ｐｌａｎ ｈａｓ
ｂｅｅｎ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ｅｄ．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ｐｒｅｓ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ｓｕｍｍａｒｉｚｅｓ ｔｈｅ ｉｄｅａｓ， ｔｈｅ ｌｏｇｉｃａｌ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ｃｏｎｃｌｕ⁃
ｓ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ｐｌａｎ， ｉｎ ｏｒｄｅｒ ｔｏ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ｔｈｅ ｓｃｈｏｌａｒｓ’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ｅ ｐｌａｎ
ｗｏｒｋ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ｅ ｐｌａｎ， ｔｏ ｅｎｃｏｕｒａｇｅ ｍｏｒｅ ｓｃｈｏｌａｒｓ ｔｏ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ｅ ｉｎ ｔｈｉｓ ｗｏｒｋ， ａｎｄ ｔｏ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ｅ．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ＮＳＦＣ）； 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ｅ ｏｆ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ｅ ｐｌａｎ；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ｃｏｄｅ； ｋｅｙ ｆｒｏｎｔｉｅｒ ｆｉｅｌｄｓ

—８５１— 管　 理　 科　 学　 学　 报 ２０２３ 年 １ 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