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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十一五”期间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对宏观管理与政策学科的资助格局日益明晰 ,在推进

学科发展 、培养科学人才 、服务管理实践 、拓展国际合作与交流 、发表高质量成果等方面取得了

重要进展 ,基本实现了宏观管理与政策学科 “十一五”预设战略目标.国家宏观经济和社会发

展模式的重大转型 ,对宏观管理与政策学科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也提出了更高要求.“十二

五 ”期间 ,学科发展将面临着科学基金投入的持续增加 、学科布局更趋合理 、优先资助领域的

连续和深化 、强调与自然科学的交叉和研究方法的规范 、关注学科体系建设中的基础性设施 、

提高研究成果的开放和显示度等机遇与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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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以下简称 “基金

委 ”)管理科学部下设的宏观管理与政策学科是

研究政府及相关公共部门为实现经济 、政治 、文化

和社会发展目标 ,制定宏观政策和实施综合管理

行为的学科群的总和.主要资助公共管理与公共

政策 、宏观经济管理与政策 、金融管理与政策 、农

林经济管理 、科技管理与科技政策 、图书情报档案

管理 、资源与环境管理等分支学科与领域的基础

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

“十一五 ”宏观管理与政策学科发展战略确

定的目标为:明确学科发展的历史责任与社会需

求 ,研究当前改革开放中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 ,

为提高国家的宏观管理水平服务 ,争取在若干影

响国家发展的重大政策问题上取得一些重要研究

成果 ,做出更大的贡献;瞄准学术发展前沿 ,拓展

国际视野和思维空间 ,推进学术思想创新和研究

方法创新 ,完善学科体系并力争在 “十一五 ”期间

初步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宏观管理与政策的理论

体系;在若干研究方向上形成中国特色或优势 ,培

养一批创新人才和创新团队 ,进入国际先进行列.

同时在学科发展战略中 ,明确提出要从过去的以

宏观经济管理为主要资助对象转向公共管理与公

共政策领域为主 ,并提出了 “十一五 ”期间的优先

领域与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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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围绕基金委的 “十一五”总体规划与战略及

管理科学部的统一布置 ,按照学科 “十一五 ”发展

战略确定的方向布局 ,宏观管理与政策学科开展

了 “十一五”期间的资助工作 ,在推进学科整体发

展 、培养科学研究人才 、服务管理实践 、拓展国际

合作与交流 、发表高质量成果等方面取得了重要

进展.由于基金项目资助期一般为 3-4年 ,因此

“十一五 ”期间资助的项目成果在 “十二五 ”前期

还会陆续显现.下文将回顾 “十一五 ”期间国家自

然科学基金资助宏观管理与政策学科的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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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学科发展的总体进展 ,并展望 “十二五 ”期间宏

观管理与政策学科的发展机遇与挑战.

1　“十一五 ”期间基金资助基本情况

“十一五 ”期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宏观

管理与政策学科的面上项目 (含地区基金 /青年

基金 ,下同)和重点项目经费为 26 941.5万元 ,约

为 “十五 ”期间资助额的三倍(“十五”期间资助总

经费近 9 000万元).其中 ,资助面上项目 1 116

项 ,经费 24 177.5万元;资助重点项目 24项 ,资

助经费 2 764万元.2001-2010年面上项目的经

费和项目数量按年度分布如图 1所示(经费单位

为 10万元).

图 1　2001-2010年基金资助经费和项目增长情况

Fig.1Growthofthefounsandamountsofprogramprojectsduring2001-2010

　　宏观管理与政策学科经过 “十一五 ”期间的

发展 ,各学科领域均有较好的成长 ,并逐步实现了

“十一五 ”学科发展战略提出的学科资助重点转

向的目标.表 1显示各学科领域在 “十一五”期间

获得资助的项目数量 ,农林经济管理 、资源环境管

理 、金融管理是三个资助数量最多的领域 ,均超过

了 100项.信息资源管理 、区域发展管理 、产业政

策等领域的发展相对比较平稳.各学科领域项目

数量的分布基本体现了国内各领域的综合实力和

基金资助导向.

随着公共管理实践的发展和各个领域改革的

深入及各类矛盾的显现 ,安全管理 、教育管理等以

往较少申请的领域近两年逐年增加.从发展趋势

来看 ,估计今后一段时期内它们还将得到进一步

的关注.卫生政策与管理在 “十一五 ”期间也吸引

了不少申请者的关注 ,近两年成为前四名的热点

研究领域之一.

随着气候变化 、能源紧缺 、环境与生态问题日

益突出 ,近两年这些领域已引起更多申请者的关

注 ,资源环境领域的项目申请越来越多 , 并在

2010年超过农林经济管理领域成为申请数量最

多的领域.重点项目资助领域分布情况也是如此 ,

该领域获得资助数量最多.

通过 “十一五 ”期间的资助 ,宏观管理与政策

学科的资助格局日益明晰 ,逐步形成了四大板块

的资助领域 ,即宏观经济管理 (包括产业经济管

理 、区域经济管理 、宏观经济管理与政策 、财税管

理 、金融管理等)、农林经济管理 、可持续发展与

资源环境管理 、公共管理与公共政策(含科技政

策 、教育管理 、卫生管理与政策 、社会保障 、安全管

理),这四大板块占学科全部资助经费和项目数

量的 90%以上 ,且与公共管理与公共政策相关的

学科领域已经成为资助的主流 ,初步实现了 “十

一五”发展战略中提出的学科资助对象转向的

目标.

在推进国际合作与交流方面 ,宏观管理与政

策学科近几年由被动等待科学家的申请变主动联

系组织相关国际机构开展有针对性的合作 , 如

2007年与美国科学基金会(NSF)联合资助了电

子政府(DigitalGovernment)项目 10项;2008年与

爱丁堡皇家学会(RSE)召开 “管理科学与公共政

策 ”双边研讨会并联合资助了 6个项目;2010年

与英国社会经济研究理事会(ESRC)召开 “经济

管理研究中的科学数据搜集与共享 ”双边会并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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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确定联合资助项目.通过这些国际合作交流 ,一

方面让国际学术机构和学者了解中国学者的研究

进展和成果 ,另一方面也为国内学者的研究成果

国际化提供了平台.
表 1　“十一五 ”期间各领域批准面上项目数量分布

Table1Amountsofprogramprojectsinvariousareasduring“EleventhFive-Year”

学科代码
年度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小计

G0301宏观经济管理 9 13 11 16 28 77

G0302金融管理与政策 19 17 22 16 34 108

G0303财税管理 4 2 8 3 6 23

G0304产业政策 12 18 15 14 21 80

G0305农林经济管理 30 34 37 48 46 195

G0306公共管理与公共政策 12 14 13 20 25 84

G0307科技管理与政策 10 16 20 21 28 95

G0308卫生政策与管理 12 10 14 24 28 88

G0309教育管理 3 1 3 11 9 27

G0310安全管理 5 3 4 7 9 28

G0311社会保障 5 6 9 9 7 36

G0312资源环境管理 16 18 25 28 41 128

G0313区域发展管理 15 18 16 15 22 86

G0314信息资源管理 10 6 10 10 14 50

G03其它 6 0 1 3 1 11

　　　合计 168 176 208 245 319 1 116

2　学科发展的总体进展

宏观管理与政策学科一直强调以中国宏观管

理中的实际问题为研究对象 、规范研究方法 、促使

部分研究成果国际化.通过五年的引导和连续资

助 ,学科群的资助格局基本形成 ,部分学科在国际

上有一定的影响 ,一些分支学科的学术带头人在

国际学术界越来越活跃并产生了积极影响.不少

成果得到决策部门的关注和采纳 ,甚至直接为产

业部门 、政府部门提供了决策参考.

中国学者在国际学术期刊上的论文逐年增

多 , “十一五 ”期间由宏观管理与政策学科资助的

学者在国际顶尖学术期刊如 Nature、American

EconomicsReview、AmericanAgricultureEconomics

等上时有论文发表.同时由中国学者自己主办的

国际学术期刊也开始呈现良好发展势头 , 如从

2008年开始 Emerald公司出版由中国农业大学主

办的 ChinaAgriculturalEconomicsReview, 2010年

8月该刊被 SSCI和 SCIE同时收录.

清华大学课题组(2009)的国际学术期刊文

献计量调研结果显示 ,中国学者在宏观管理与政

策学科领域发表的国际期刊论文中 ,近五年来各

领域均呈现明显增长.资源管理与环境政策领域

在发表论文总数中所占比例最大 ,约占 17%,且

增长速度较快 ,说明当前政策管理领域的热点为

资源环境管理 ,这与当前世界各国普遍关注全球

气候变化与新能源战略密切相关.其他占比重较

大的领域是医疗卫生管理与政策 、宏观经济政策

与管理 、科技管理与政策 、城镇与区域发展管理.

近五年来由中国学者(不含台湾地区)发表(含合

作)的论文在各个领域均进入了前 10位或接近

前 10位 ,特别是图书情报档案管理领域进入了前

3位 ,金融政策与管理领域进入了前 4位 ,科技管

理与政策领域进入了前 7位.中国大陆学者在资

源环境 、农林经济 、图书情报 、城镇与区域四个领

域的论文发表占优 ,而香港学者在金融管理 、宏观

经济 、科技管理 、医疗卫生等四个领域论文发表领

先 ,其中后两个领域两者的实力接近.与此同时 ,

中国问题也成为国际学术界关注的热点问题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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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在不少国外学者发表的论文中 , “中国 ”已经

成为一个重要的关键词.可见 ,中国宏观管理与政

策领域所涉及的问题已经成为国际学术界的共同

研究对象 ,中国学者依赖地缘 、数据易得等优势有

理由在今后做得更好.

“十一五 ”期间 ,宏观管理与政策学科资助的

项目涌现出不少优秀成果.如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重点资助的中国科学院农业政策研究中心黄季焜

教授领导的团队 ,已成为国际上最有影响的中国

农业经济问题研究团队之一.他和合作者正在建

立和完善 “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决策支持系统 ”,

取得了众多原创性成果 ,部分成果发表在 Nature

等国际一流期刊上 ,相关政策建议得到中央领导

的关注和重视.北京大学曾毅教授关于人口老龄

化的研究不仅在理论方法上有创新 ,研究结论与

政策咨询报告得到国家领导人的关注与重视 ,而

且还将研究数据提供给科学界同行共享 ,为提高

该领域国内学者的整体研究水平提供了良好的共

享平台.

尽管如此 ,宏观管理与政策学科在 “十一五 ”

发展过程中也暴露出不少问题或发展瓶颈 ,包括:

学科研究的边界较模糊 ,定位尚不够明确;由于多

学科交叉融合 ,宏观管理与政策学科各分支领域

尚未形成统一的研究范式 ,研究方法的规范性不

够;基础研究相对薄弱 ,缺少针对重大现实问题的

原创性理论成果 ,对实际管理问题的指导和应用

有待加强;高层次 、大师级的高端创新型人才和领

军人物数量不足;对研究数据支撑的强烈需求还

得不到及时满足.上述存在的问题 ,一些是历史原

因积累的 ,一些是发展过程中新产生的 ,一些是学

科自身问题 ,还有一些是外部环境导致的.不管上

述问题的根源何在 ,在即将到来的 “十二五 ”,正

视问题和存在的困难 ,有针对性地重点关注并尽

可能予以解决以确保学科的顺利全面发展 , 是

“十二五 ”学科发展战略中要考虑的重点内容.

3　“十二五 ”学科展望

宏观管理与政策学科的研究成果 ,有助于人

们增强对宏观管理与政策活动规律的科学认识 ,

有助于优化资源配置 ,提高公共服务效率.针对宏

观管理与政策问题的研究 ,可以促进科学研究方

法的创新 ,有助于现代科学研究手段和方法的完

善 ,也有助于各学科的交叉与融合 ,对相关学科的

发展起到促进作用.
[ 3]

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爆发及由此引发的国

际经济萧条 ,导致失业增加;后金融危机时代国际

政治经济结构面临重大调整 ,中国参与国际公共

事务治理地位提升.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模式进行

重大战略转型;科学发展观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

核心指导思想;中国多重转型中矛盾叠加面临各

种挑战等.以上国际国内的新情况 ,使学科发展的

宏观背景与以往相比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按照基

金委更加侧重基础 、更加侧重人才 、更加侧重前沿

的战略导向
[ 4]
,展望 “十二五 ”的学科发展时应该

有更加针对性的考虑学科人才 、基础 、前沿等因素

条件.在可预见的前提下 ,宏观管理与政策学科在

“十二五 ”期间可能会有如下的机遇和挑战:

(1)科学基金的投入将会继续增加.国家对

基础研究的投入随财政收入的增加而逐年增多 ,

预计 “十二五 ”期间科学基金对宏观管理学科的

资助也将逐年提高.因此如何优化配置基金资源 ,

用好基金以保证最优产出是 “十二五 ”学科发展

首先面对的机遇和挑战.

(2)宏观管理与政策学科的学科战略更要强

调与自然科学的交叉 ,强调研究方法的规范;强调

公共政策领域的应用性基础研究 ,发挥对实际问

题的支持作用.自然科学基金资助应突出自身的

特点 ,有意识的融合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 ,尽可能

采用数量分析方法和模型 ,将理工科的分析工具

引入管理学研究 ,使学科布局更趋合理.

(3)充分发挥科学基金的引领和导向作用 ,

关注优先领域的连续和深化.学科优先领域应有

一定的稳定性和连续性 ,不可能一个五年计划将

所有优先领域的科学问题研究透.因此 “十二五 ”

的优先领域的遴选要延续 “十一五 ”的科学研究

进展 ,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梳理科学问题 ,将研究领

域的前沿不断向纵深推进.对关系国计民生的重

要问题进行提炼 ,凝炼其中的科学问题进行合理

布局.不仅要考虑前瞻性 ,更要结合学科已有的前

期基础积累.

(4)进一步加强学科体系建设中的基础性设

施建设.管理科学部早在 “十一五”的学科发展战

略中明确提出 “完成管理科学研究的基础设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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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设计和部分内容建设”
[ 3]
,并在 “十一五 ”期

间进行了有益的探索性的尝试工作.随着研究的

不断规范 、国际化不断拓展 ,学者们对数据 、工具 、

方法等的需求越来越强烈.在 “十二五 ”期间必须

在数据库 、案例库 、工具库 、重要文献资料平台 、模

拟仿真实验室等重大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有所作

为 ,为学者搭建更好的研究平台.

(5)加强对学科青年学者研究方法的培训 ,

用国际学术界通用规范的研究方法开展中国情景

或背景问题的研究 ,提升研究队伍的整体水平.

(6)提高研究成果的开放和显示度.中国问

题既然是国际学术界广为关注的研究选题 ,因此

加强国际合作和交流 ,处理好学科共性问题与中

国特色问题之间的关系 ,宣传中国学者的研究成

果 ,不断提高中国学者在国际学术交流中的影响

力和话语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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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themacro-managementandpolicysubjectwasincreasinglyclear, andwebasicallyrealizedthe"Eleventh

Five-Year"developmentobjectivesofmacro-managementandpolicysubject.Underthecircumstancesthatthe

subjectbackgroundhavechangedgreatly, themacro-managementandpolicysubjecthavemanyopportunities

andchallenges, suchastheinputsofNNSFarecontinuouslyincreasing, subjects' sdistributionismoreration-

al, priorityfundingareasarecontinuedanddeepened, thebasicproblemsofsubjectsystem' sbuildingare

concerned, andresearchresultsshallbemoreopennessandvisi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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