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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数据作为一种新型生产要素影响着经济社会发展各方面，在大数据背景下的管理和决

策活动也发生着深刻变化． 围绕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重大研究计划“大数据驱动的管理

与决策研究”的项目部署和执行情况，本文从科学基金管理视角总结该重大研究计划的多学

科交叉融合和多情境需求牵引特点，介绍研究范式的演进规律以及大数据驱动范式在管理与

决策研究中的意义和应用． 同时，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十四五”发展规划为指导，本文围绕全

景式 PAGE 框架梳理了相关的重点发展领域和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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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信息技术的加速创新以及与经济社会的充分

交汇融合，引发数据迅猛增长并发展成为新型生

产要素，对 传 统 的 生 产 方 式 变 革 带 来 重 大 影

响［1］． Nature 和 Science 早在 2008 年和 2011 年就

组织专刊探讨新兴技术背景下大数据驱动的科学

发展，梳理互联网技术、互联网经济学、生物医学

等诸多领域面临的大数据带来的范式变革挑战．
联合国于 2012 年发布《大数据促发展: 挑战

与机遇》白皮书． 同年，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启动

大数据研究和发展计划． 欧盟于 2014 年发布《数

据驱动经济战略》，聚焦开放数据、云计算价值链

等关键领域开展研究． 大数据技术和数字经济的

蓬勃发展对商务管理和经济领域活动［2 － 5］、大数

据决 策 的 范 式［6 － 8］、全 球 性 公 共 卫 生 危 机 治

理［9，10］、数据资源治理［11］等都产生了深刻影响，

为管理与决策研究带来一系列新的重要课题． 美

国国家科学基金会于 2016 年通过社会、行为与经

济科学部门部署“面向数据密集型研究的资源实

现”项目． 随着数据科学的演进发展，澳大利亚科

学院于 2021 年发布《促进澳大利亚数据密集型研

究》报告，提出数据可以为解决复杂问题提供新

思路和方法，并正在改变着未来的研究范式．
我国政府对大数据高度重视并有一系列前瞻

性洞见和部署，在国家大数据战略引导和国家科

技发展战略框架体系下，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

会( 以下简称自然科学基金委) 于 2015 年正式发

布启动“大数据驱动的管理与决策研究”重大研

究计划( 以下简称大数据重大研究计划) ，由管理

科学部联合信息科学部、数理科学部、医学科学部

共同开展研究，旨在揭示大数据时代管理与决策

范式转变的机理与规律、建立面向大数据的全景

式管理与决策理论和方法体系、发展针对管理与

决策问题的大数据分析技术与计算方法． 与此同

时，管理科学部积极响应国家重大战略发展和民

生需求，部署多个与大数据研究紧密相关的重大

类型项目，推动我国在大数据驱动的管理与决策

相关领域的基础研究发展．
本研究依据大数据重大研究计划的项目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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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执行情况，介绍该研究计划的项目特色． 结合科

研范式的演进规律和大数据重大研究计划的研究

实践，总结大数据驱动的研究范式在管理与决策

研究中的意义和应用． 进一步，以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十四五”发展规划为指导，围绕 PAGE 框架，

梳理未来重点发展领域和研究方向．

1 大数据重大研究计划

大数据重大研究计划于 2015 年 9 月发布启

动，包括成果涌现( 2016 年—2018 年) 、凝练聚集

( 2018 年—2021 年) 、集成升华( 2021 年—2023 年)

三个阶段． 资助项目类型包括集成项目、重点项目

和培育项目． 由于大数据驱动的管理与决策研究

面对诸多具有挑战性的研究问题，需要融合管理、
科学、技术等领域的观点、专业知识、方法和场景，

使得该重大研究计划启动伊始便具备了十分鲜明

的多学科交叉融合、多情境需求牵引以及与实践

结合明显的特色．
大数据重大研究计划的资助项目覆盖了自然

科学基金委 7 个科学部，约三分之二的项目覆盖

2 个至 5 个学科． 该研究计划不仅覆盖自然科学基

金委多个学部，还融合了人文社科领域以及多个企

事业单位以及行业的参与． 一定程度有效推进了

学科之间、行业之间的交叉融合和壁垒击破，充分

发挥了科学基金在自然科学领域的学科全覆盖优

势; 促进了各个学科协同应对并主动赋能管理学

科的科研范式演进变革，形成新型的大数据驱动

研究范式［8］．
大数据重大研究计划整体布局与具体实施强

调管理决策导向、大数据特征、动态凝练迭代三个

方面，围绕全景式管理与决策、大数据共享与治

理、大数据价值发现、数据融合方法与技术四个维

度部署 的 项 目 数 占 比 分 别 为 11%、8%、53%、
28% ． 全方位的项目优化布局和部署，推动形成了

大数据驱动全景式管理决策的完整体系，界定了

在管理决策情境下大数据的数据、问题、管理决策

等三维 特 征; 并 首 次 提 出 包 含 决 策 范 式 ( para-
digm) 、分析技术 ( analytics ) 、资源 治 理 ( govern-
ance) 和使能创新 ( enabling ) 4 个方向和粒度缩

放、跨界关联、全局视图 3 类管理决策大数据问题

特征的 4 × 3 全景式 PAGE 管理决策研究指导框

架［3］． 针对多学科交叉融合、管理决策问题导向

的特点，该研究计划在执行过程中重点结合若干

领域情境，开展在诸如商务、金融、医疗健康、公共

管理等领域的示范应用与平台构建，为国家在相

关领域的管理决策和智库服务提供支持．

2 大数据驱动的研究范式

范式由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最早提出，

是指“特定的科学共同体从事某一类科学活动所

必须遵循的公认的‘模式’，包括共有的认知世界

的观点、基本理论、范例、方法、手段、标准等与科

学研究有关的所有东西［12］．”图灵奖得主詹姆斯

·格雷从数据的视角将科学范式的演进过程划分

为实验科学、理论科学、仿真科学以及数据密集型

科学四个阶段［13］． 其中，以数据密集型为特征的

科研范式在研究内容( 静态平均到动态结构、局

部现象到系统行为) 、研究方法( 定性分析到定量

预测、单一学科到学科交叉、数据处理到人工智

能、模拟计算到虚拟仿真) 和研究范畴( 知识区块

到知识体系、传统理论到复杂科学、追求细节到尺

度关联、层次分科到探索共性) 等多方面都发生

着实质性的变化［14］，为大数据背景下基础研究的

高质量发展带来新的机遇和挑战．
在大数据情境下，传统的管理决策呈现出新

型研究方法论的转变［8］． 大数据重大研究计划中

决策范式( P) 的研究方向重点关注管理决策范式

转变机理与理论，其变化将深刻影响着决策问题

建模及其求解，对分析技术( A) 、资源治理( G) 与

使能创新( E) 等各个方向均产生影响． 在大数据

重大研究计划的项目部署中，侧重于 P 方向的项

目占比 25% ． 该模块部署重点项目 14 项，占比

45% ; A、G、E 方向分别部署重点项目 11 项、3 项

和 3 项． 结合大数据特征以及管理学理论和范式

研究的演进，在项目资助下，大数据重大研究计划

凝练并形成“数据驱动 + 模型驱动”的大数据驱

动研究新范式． 该新范式融合反映了大数据管理

决策的“关联 + 因果”诉求，具备外部嵌入、技术

增强、使能创新等要素特征［3］，已经被切实应用

于不同行业领域的科学研究中． 例如，在医疗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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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中，通过汇聚融合各类医疗健康大数据，使用

案例推理等人工智能技术，提高和充分发挥优质

医疗资源利用效率和价值［15］． 在公司财务管理

中，在传统范式采用资产负债表、现金流量表、利
润表基础上，引入基于互联网等渠道获取的多源

大数据作为“第四张报表”，使用机器学习等技术

方法进行数据分析和模型构建，赋能企业在估值、
契约、监管等方面的功能创新和价值［8］．

在转变科研范式以应对全球挑战的背景下，

大数据重大研究计划为管理决策情境下大数据驱

动的研究和应用挑战从范式变革和研究方向提供

了基础［3］． 如何融合微观行为与管理决策目标、
如何管理大数据资源、如何挖掘大数据中蕴含的

管理决策价值等都是政府与企业部门关心的重要

实际问题． 从实际需求和问题导向的角度出发，与

全景式 PAGE 框架映射的商务、金融、医疗健康、
公共管理等不同领域情境紧密相关，国务院于

2021 年印发的《“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

强调增强以大数据等关键技术为代表的战略前瞻

性领域的创新能力，聚焦基于大数据预测在公共

卫生、社会安全和应急管理等领域的场景，加快推

进重点产业数字化转型，促进产业融合发展等数

字经济 的 重 点 发 展 方 向． 中 共 中 央、国 务 院 于

2023 年印发的《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规划》进

一步强调数字化驱动生产生活和治理方式变革对

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意义，

鼓励高等学校和研究机构共同参与数字中国建

设，勾绘了大数据赋能经济社会发展的美好蓝图．
面向未来，需要不断利用新技术与新方法，探索人

与机器关系等问题，研究融合宏、中、微观各层次

管理决策范式的理论、方法与模型，在大数据驱动

研究范式基础上，进一步嵌入领域专业知识，探讨

和拓展形成综合性的新研究范式．

3 重点发展领域和方向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十四五”发展规划指出

要结合学科领域特点聚焦引领和推动科研范式变

革; 管理与经济科学学科发展战略强调要立足中

国管理实践，服务国家战略需求，促进学科交叉，

不断提升我国管理科学水平． 在“十四五”期间，

学科发展战略重点支持数字和智能技术驱动的管

理科学理论，强化中国管理实践的科学规律研究，

扶持全球变局下的管理研究，并重点关注应对人

类发展挑战的管理科学．
以自然科学基金委和管理科学部的学科发展

战略为引导，对大数据重大研究计划资助项目的

研究内容和创新点在各个要素上的凝练，呈现如

图 1 所示的覆盖 PAGE 管理框架的项目布局． 在

项目布局方面，围绕粒度缩放、跨界关联、全局视

图等管理决策大数据问题特征的项目部署比较均

衡; 在 PAGE 各个方向上，覆盖分析技术的资助项

目较多、资源治理方向的资助项目相对较少． 在资

助成果方面，已产出一批国际先进水平的理论和

应用成果，包括在 Nature，PNAS，以及管理、统计、
信息、医学等领域高水平刊物发表学术成果千余

篇，同时取得一系列国家级行业和政策影响相关

的成果． 这些成果为我国大数据驱动的管理与决

策研究发展奠定了突破性和原创性的基础，在推

动管理决策研究［6］、决策范式转变［8］等方面起到

促进作用，丰富和填补了 PAGE 框架涉及的方向

和情境，提升了我国在大数据驱动的管理与决策

领域的整体创新能力和国际地位，也为前沿研究

问题和发展趋势提供了重要参考．
在数字和智能技术新跃迁背景下，可解释的

人工智能技术、数据治理、大数据使能价值创造等

焦点问题受到学术和行业领域广泛关注［7］． 人工

智能、大数据等技术在一定程度上重塑了决策的

基本流程和方法，推动了管理与经济学科的传统

研究范式变革［16］，为基础理论和应用研究在数

据、算法、赋能等层面带来新机遇、新挑战和新空

间［17］． 从管理决策机理与理论( P) 视角，决策范

式转变全面体现在信息情境、决策主体、理念假

设、方法流程等要素之中［8］． 从技术变革和研究

方法( A) 视角，大数据处理技术正在从传统的数

据挖掘和数据分析向深度智能化的最新趋势迈

进［18］，大数据统计推断方法的稳健性和科学解释

等引发学者和行业共同关注［19，20］． 从数据资源治

理( G) 视角，新技术应用下的数据安全和个人隐

私保护［21 － 23］、隐私管理和监管［24］、个人信息透明

度与保护之间的矛盾［25］、个人应当具备决定自身

数据如何被使用的权利［26］等也是大数据时代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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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的管理热点问题之一． 大数据时代下基于区块

链的数字资产理论［27］、数据交易安全性、参与者

可信度、金融风险等也成为目前研究关注的重要

问题［11］． 新兴信息技术和大数据资源为管理与决

策的诸多研究和行业领域赋能并创造价值( E) ．

例如，交通管理和公共安全保障［28］，数字平台产品

推荐和定价优化［29，30］，数字市场中企业技术发展与

数据交换规则［31］，企业采用人工智能技术对员工绩

效的影响［32］，医疗健康管理的数字化及影响［33，34］，

以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下的疫苗分配［35］等．

图 1 覆盖 PAGE 研究方向和管理决策大数据问题特征的项目布局

Fig． 1 The project deployment covering research directions in PAGE and features of big data issues in managerial decision-makings

与此同时，科研范式已进入到“第四范式”或

称之“数据密集型范式”［14，15］． 综合大数据重大

研究计划推动的管理研究范式变革，可以发现管

理科学研究也在适应这种转变． 研究由以往基于

大量的数据采集和问卷调研方式向更迅捷的企

业 /机构电子数据和业务数据转变，海量实时、关
联复杂的数据为管理决策提供了微观数据基础．
然而，从数据流通角度看，在数据获取和使用的过

程中，对于数据的共享途径和范围、数据的开放服

务治理和合规流转管理、数据的安全与伦理等均

是未来的管理科学研究面临的重大挑战． 另一方

面，从算法技术角度看，人工智能时代促使各领域

借助和依赖算法从大数据中挖掘潜在的、更深层

次的规律，以更好地支撑管理决策． 但是，算法技

术的设计与使用并没有十分明确的规范和边界，

不可避免地存在一定偏差与漏洞． 管理学也同样

面临着陷入“算法 /方法陷阱”的潜在风险． 因此，

为深入推进管理学科的科研范式变革，管理科学

家需要在未来的研究中注重揭示大数据资源的治

理机理与规律，弥合微观数据到管理决策的鸿沟．
数据的采集、组织、管理、分析是数据密集型科研

的基本活动，而数据的开放共享不仅有效地支持

对科研成果的检验和重复验证，还有助于科研人

员根据新方法、新视角、新目的等对数据展开重复

利用． 为满足科研范式变革中的大数据需求，要探

索建立科研数据管理与协同治理机制，构建数

据开放共享与互联互通的服务平台，形成科研

数据有效管理、开放共享和深度开发利用的有

效模式．
为此，在“十四五”期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鼓

励探索和提出新概念、新理论、新方法，促进科研

范式变革和学科交叉融合，设置了包括大数据与

—551—第 8 期 任之光等: 大数据驱动的管理决策: 研究范式与发展领域



人工智能时代的计算新理论与新方法、大数据与

交互计算技术、复杂系统管理、决策智能与人机融

合管理、数字经济的新规律、企业的数字化转型与

管理、城市管理的智能化转型、智慧健康医疗管理

等优先发展领域．

4 结束语

重大研究计划集成成果的创新性水平往往反

映出科学技术发展的趋势． 大数据重大研究计划

立项的初心是通过大数据推动学术界、产业界以

及政府部门的管理决策，因此相关项目在选题时

就紧密围绕国家重大需求超前部署． 然而，随着数

字和智能技术的创新发展，特别是人工智能正在

推动企业实践发生深刻变革，各类新兴数字商务

模式和应用情境涌现，同时也不断引发新的实际

需求和管理难题，促使大数据驱动下的管理与决

策研究方法论不断演化发展以突破关键问题瓶

颈． 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十四五”发展规划为指

导，围绕全景式 PAGE 框架下各个方向的研究成

果和相关的重点支持领域，科学基金管理和资助

工作将继续引导和激励科研人员应对重大挑战，

加强科学基金的科技创新源头供给，并努力加强

和畅通科研成果的对接应用渠道，推动将研究取

得的理论、模型、方法应用到实践中，形成“发现

实际问题 － 凝练科学问题 － 提出科学方法 － 解决

实际问题”的逻辑闭环，推动管理科学对管理实

践的支撑，助力实现科学管理和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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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 new factor of production，data is affecting all aspects of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s．
Management and decision related activities are also undergoing profound changes in this big data era． Focusing
on the deployment and management of the Grand Ｒesearch Plan，“Big Data-Driven Management and Decision
Sciences”，launched by the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 ( NSFC)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transdisciplinary and application-driven research characteristics of this plan，and introduces the evolution
law of the research paradigm and the significance and application of the big data-driven paradigm in manage-
ment and decision-making research． Guided by the 14th Five Year Plan of NSFC，this paper further summari-
zes the key development areas and research directions related to the panoramic PAGE framework．
Key words: data-intensive research; Grand Ｒesearch Plan; management and decision sciences; research par-

adigm; research direc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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