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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7

管理科学部重大项目指南

2025年管理科学部共发布 6个重大项目指南，拟资助 4个重

大项目。项目申请的直接费用预算不得超过 1200万元/项。

注意事项：

为优化国家科学基金资源配置，保证项目负责人有精力完成

好已承担的国家项目，除相关指南特别说明之外，2025年度管理

科学部不受理下列申请人以项目负责人或课题负责人身份申请重

大项目：

（1）作为项目负责人近 5年（2020年 1月 1日后）已经获

得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但在当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申请

截止日期前，尚未获得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颁发的《结

项证书》者。

注：已获得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颁发的《结项证书》

且 2025年以项目负责人或课题负责人身份申请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管理科学部重大项目的，需以附件方式在线提交加盖依托单位

法人公章的《结项证书》电子版扫描件。

（2）在 2025年度以项目负责人或课题负责人身份申请管理

科学部重大项目、同年又作为负责人申请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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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碳算力服务系统管理”重大项目指南

随着以大语言模型为代表的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迅

猛发展，算力服务的供给和需求呈现出“异质化、多元化、生态

化”的显著特征，导致算力服务系统建设面临能耗需求持续攀升、

算力资源配置不均衡、兼顾效率与隐私的算力市场亟待形成、算

力服务系统的安全风险难抵御等现实挑战。以优化决策、机制设

计与风险管理等理论方法为基础，发展面向低碳算力服务系统的

优化理论与管理决策体系，在资源配置中统筹电力与算力，兼顾

效率与隐私，设计面向异质性低碳算力服务的市场交易机制，对

实现系统性供需平衡、推动我国算力系统向低碳、高效、安全的

方向迈进具有重要意义。

一、科学目标

推动管理学研究范式与前沿计算、人工智能、能源系统、网

络科学交叉融合，以分布式优化理论方法、机制设计理论与系统

风险管理方法等三个方面作为突破口，聚焦低碳算力服务系统建

设中的需求挑战，研究面向低碳算力服务系统的优化理论与决策

方法、兼顾效率与隐私的博弈理论与算力服务市场机制设计、多

层级电力-算力网络鲁棒性分析与系统风险管理方法等关键科学

问题。从复杂系统管理的视角，构建针对低碳算力服务系统的分

布式优化方法，形成系统规划、系统调度、系统运营、系统风险

抵御的全流程管理体系，创新适用于低碳算力服务系统的管理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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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并开展应用示范。

二、研究内容

（一）面向低碳算力服务系统的分布式优化基础理论。

含复杂约束条件的分布式随机动态优化算法；融合多智能体

强化学习的异构资源分布式协同优化方法；人工智能赋能的分布

式优化方法。

（二）可持续低碳算力系统演化规划方法。

电力-算力供需协同预测-决策融合技术；电力-算力多时空尺

度协同优化机制；算力网络演化规划方法；低碳政策工具与全栈

技术协同规划路径。

（三）多元主体下的低碳算力服务系统优化调度方法。

异构算力资源多物理过程协同与融合建模；超大规模分布式

算力调度的并行计算机制；多元异构云-边算力资源协同调度；高

维耦合约束下的算-电协同优化调度决策。

（四）兼顾效率与隐私的低碳算力服务市场机制设计理论。

算力服务交易平台的交易与价格发现机制；隐私与激励对算

力供应方的竞合影响分析方法；主体差异化行为偏好刻画与动态

算力定价方法；异质性算力供应方的合作机制。

（五）低碳算力服务系统动态安全管理理论。

多源异构数据跨域流通的安全边界融合与动态防护理论；大

模型内生安全可信保障与外衍风险主动防御机制；多层级安全风

险链式传播机理解析与韧性协同治理方法；大规模算电耦合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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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模与鲁棒性分析方法。

三、申请要求

（一）申请书的附注说明选择“低碳算力服务系统管理”，

申请代码 1选择 G0102。

（二）咨询电话：010-62327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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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对称金融风险管理的基础理论与方法”重大项目指南

非对称金融风险是指金融机构在资金交易中被动承担的、净

预期收益为负的损失可能性。该风险主要源于金融机构被具有特

殊目的的复杂资金交易行为所利用，具有预期损失远大于潜在收

益、隐匿性强、演化迅速、传导路径复杂等特征，且传统金融监

管模式难以有效识别和应对。典型的非对称金融风险包括金融机

构被套现、欺诈等资金交易利用而承担的风险，以及商业银行的

部分操作风险等。在数字化时代，非对称金融风险发生更频繁、

形式更隐匿，严重威胁国家金融安全与社会稳定发展。因此，发

展非对称金融风险管理的基础理论与方法，揭示相关金融活动实

施主体的行为规律，构建有效的风险识别测度方法和跨部门协同

治理体系，是保障国家金融安全、推进金融治理体系现代化、服

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迫切需求和重大理论创新方向。

一、科学目标

深刻理解非对称金融风险的形成机理和多层跨部门治理规

律；提出非对称金融风险有效识别和测度的原理与方法；为国家

防范化解非对称金融风险的战略需求提供理论基础、方法支撑和

应用示范。

二、研究内容

（一）非对称风险源的交易行为及其演化规律研究。

非对称风险的金融交易活动中，主动实施主体的决策模式与

行为规律，被动参与主体的行为偏误、交易动机及其行为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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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类金融交易活动的路径特征及演化规律；金融机构视角下的风

险识别方法与风险主体对抗的动态博弈模型。

（二）金融机构非对称风险管理行为研究。

运营、服务、风险识别成本等因素对金融机构非对称风险主

动管理行为影响研究；金融机构非对称风险与资产相关风险（如：

信贷风险、影子银行风险等）的交互影响规律及其管理行为；数

智时代的金融机构非对称风险管理行为演化规律研究。

（三）非对称金融风险测度方法与识别技术创新。

融合行为博弈、风险偏好异质性与异常交易模式的识别模型；

客户体验与非对称金融风险的智能测度评估方法；跨境交易中结

构穿透、交易路径穿透与跨市场规则映射的多层级识别机制。

（四）金融系统非对称风险的溢出路径和经济后果。

金融系统整体非对称金融风险度量与推断方法；非对称金融

风险溢出路径规律；不同政策条件下非对称金融风险对其他部门

造成的经济后果和福利损失。

（五）多层跨部门的非对称金融风险治理研究。

非对称金融风险的多层跨部门管理协作机制、制度框架与相

关数据安全分享机制；不同非对称金融风险类型与等级下差异化

监管策略研究，进行“情景-应对”式的分析与策略优化。

三、申请要求

（一）申请书附注说明选择“非对称金融风险管理的基础理

论与方法”，申请代码 1选择 G0114，备选代码可选 G0414、F610。
（二）咨询电话：010-62327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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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智能制造的协同质量管理理论与方法”
重大项目指南

智能制造通过新一代信息技术实现产品全生命周期和供应网

络的互联，推动质量管理从“局部优化”向“全局协同”跃迁，

对跨设备、跨工序、跨阶段、跨企业的协同质量管理带来了机遇

和挑战。数据科学、人工智能和大模型的发展，为揭示质量规律

并实现多主体协同质量管理提供了技术支撑。通过整合多源多模

态质量数据与领域知识，运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提出智能

制造环境下协同质量管理理论和方法体系，构建数智化质量管理

学科前沿理论和研究新范式，对于实现制造强国、质量强国目标

以及提升我国企业质量竞争力具有重要价值。

一、科学目标

以产品全生命周期为对象，运用管理科学、大数据和 AI等多

学科交叉方法，增强对质量边-端-云-网协同、跨域协同、质量波

动传播规律和生态演化的科学理解，研究融合质量多模态数据与

工程机理的质量大模型，构建面向智能制造的协同质量管理理论

方法体系，为我国质量强国建设提供科学支撑。

二、研究内容

（一）跨域质量数据全链路协同理论与方法。

协同制造网络质量数据分布式可信管理机制；多主体质量数

据安全共享与价值共创；边-端-云-网协同的质量数据分析框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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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

（二）多层级多主体质量生态演化与协同质量决策。

多层级多主体协同的质量生态网络建模；多层级多主体质量

生态演化规律与价值共创策略；AI驱动的多主体质量协同决策与

优化方法。

（三）跨周期多阶段质量协同管控理论与方法。

产品全生命周期关键质量特性与节点识别；多阶段质量协同

优化与管控方法；跨代产品动态质量溯源。

（四）人机物融合的质量链协同优化。

面向人机物融合的质量链多层网络模型及演化规律；基于重

要度理论与知识增强的质量链预测模型；认知融合决策驱动的质

量链协同优化。

（五）数据+机理双驱动质量大模型。

数据-机理融合的质量知识图谱构建；通用人工智能+人类专

家智能的质量大模型开发；多主体多角色智能体构建。

三、申请要求

（一）申请书的附注说明选择“面向智能制造的协同质量管

理理论与方法”，申请代码 G0108下选择相关代码。

（二）咨询电话：010-623268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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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模型时代数智商务的理论和方法”重大项目指南

开展数智商务研究是落实国家推动“人工智能＋”行动的客

观要求，对推动企业数智化转型、赋能经济社会发展、服务构建

新发展格局具有重要意义。当前，以大模型为代表的智能技术广

泛应用并快速迭代，智能体等新技术和人智融合的新模式为数智

商务的发展带来全新的机遇，也提出了诸多挑战。亟需针对大模

型时代数智商务的理论与方法开展深入研究，推动该领域的管理

理论和方法突破，为数智商务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的科学支持。

一、科学目标

融合管理学、经济学、信息与计算机科学、心理与行为科学

以及运筹学和数理统计等研究领域的理论、技术和方法，基于大

模型并结合数字化、网络化和智能体等相关技术，研究面向数智

商务的大模型垂域化关键技术与方法、数智商务系统智能决策与

协同的理论和方法、人智融合新型组织的管理、人智融合新型商

务模式和数智商务变革的创新机制等关键科学问题，并推动在具

体商务场景开展模式创新与应用示范，构建大模型时代数智商务

自主知识体系，推动管理学研究范式变革。

二、研究内容

（一）面向数智商务的大模型垂域化关键技术与方法。

面向商务垂域大模型的高质量数据开发与治理机制方法；商

务场景下垂域大模型的知识检索、推理与决策增强技术；资源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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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商务场景下大模型迁移学习技术；基于商务垂域大模型的 AI

智能体构建、学习及评价方法。

（二）数智商务系统智能决策与协同的理论和方法。

数智商务 AI智能体决策的技术方法与行为规律；多智能体合

作与博弈、智能体和人机协同决策与信任机制、智能体社会治理

机制的理论建构；数智管理决策理论与方法创新。

（三）人智融合新型组织的管理研究。

基于智能体的人智融合工作机制与流程再设计；人智融合团

队的领导力与过程建模；人智融合的组织学习机制；人智融合驱

动的组织变革与效能。

（四）人智融合新型商务模式的机制研究。

人智融合下的新产品与新型竞争机制；人智协同商务的激励

机制设计；人智共创的信息与价值分配机制；基于新型智能体的

人-智-平台三元新商务制度体系设计。

（五）数智商务变革的创新与战略研究。

基于大模型的智能体人类行为模拟与决策仿真；智能体群体

协同的商业模式创新机制；智能体赋能下的组织战略与结构运行

机制重构；数智时代新型组织间协作模式与治理机制。

三、申请要求

（一）组织学科交叉的研究队伍，开展深入扎根商务场景的

理论与方法研究，并与有代表性的商务组织开展持续深度合作，

推动将关键理论、技术和方法创新应用于具体场景，助力大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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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数智商务模式创新与应用示范。

（二）申请书的附注说明选择“大模型时代数智商务的理论

和方法”，申请代码 1选择 G0209。

（三）咨询电话：010-623269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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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时代劳动力市场理论与微观结构计量研究”
重大项目指南

以人工智能技术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正在以前所未有

的速度重塑全球产业结构和劳动力市场格局。这一变革不仅不断

催生出新产业、新业态和新模式，而且对劳动力技能结构提出了

更高的要求。中国作为全球最大劳动力市场国家，实现高质量就

业和提升人力资源配置效率至关重要。这不仅关乎数亿家庭福

祉，更影响经济社会健康发展及国家治理体系完善。因此，亟需

科学、精准地评估人工智能发展对劳动力技能需求的结构性变化

及其对劳动力市场均衡的影响。本重大项目旨在推动人工智能时

代中国劳动力市场的经济学研究，促进劳动经济学理论创新，并

改进人工智能时代的微观结构计量方法，为实现高质量发展和推

进共同富裕的相关政策制定提供科学依据。

一、科学目标

探索人工智能时代中国劳动力市场的制度体系重构，开展前

瞻性的理论和政策研究；推动人工智能时代人力资本、“搜寻—

匹配”等经典劳动经济学理论的创新，实现原创性经济理论突破；

深化人工智能技术在微观结构计量方法中的理论与应用，对接国

际学术前沿，推动相关领域的理论与方法发展。

二、研究内容

（一）人工智能时代劳动力技能需求的理论建模与实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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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与多维度人力资本的替代与互补效应；企业的技术

采纳决策以及技术扩散与要素结构调整的动态机制；企业的劳动

力雇佣决策以及技能溢价和技能结构调整的演变机制；企业的技

能培训决策、培训成本结构与新型的劳动合同关系；人工智能驱

动的企业组织架构重构与内部协调成本演化。

（二）人工智能时代人力资本供给的测度与建模。

人力资本培育过程中，人工智能时代劳动力“数量—质量”

供给结构与供需匹配；包含健康、认知与非认知能力的人力资本

多维测度体系重构；技术冲击下人口老龄化、延迟退休、迁移决

策与区域人力资源配置动态；人工智能时代的生育、养育、教育

与在职培训等政策的效果评估；人工智能时代的学科设置与技能

培养的动态调整机制。

（三）人工智能时代劳动力市场均衡与技能匹配的理论机制

与实证研究。

人工智能时代下劳动力市场“搜寻—匹配”机制与匹配效率

测度；新就业形态下兼顾效率与公平的劳动关系重构；劳动力迁

移模式与劳动力市场空间均衡；劳动力市场结构与技能溢价变动

的一般均衡机制；人工智能时代人力资本需求与供给的长期动态

均衡。

（四）人工智能对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的影响机制与制度优

化。

人工智能增长效应与收入分配效应的理论研究；人工智能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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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要素收入分配的机制研究；保障公平分配的政策优化设计与仿

真模拟；新就业形态下的社会保障制度优化设计与仿真模拟；人

工智能时代实现包容性发展的最优财税政策设计。

（五）基于劳动力市场的微观结构计量方法创新与应用。

运用因果推断方法解决劳动力市场政策评估中的选择性偏差

及相关内生性问题；运用人工智能方法评估劳动力技能再培训的

社会经济收益；运用复杂网络方法系统性研究劳动力市场空间高

维异质性；基于劳动力市场大数据测算多维度人力资本体系及技

能溢价；基于智能体模拟方法的劳动力市场预测与政策仿真模拟。

三、申请要求

（一）申请书的附注说明选择“人工智能时代劳动力市场理

论与微观结构计量研究”，申请代码 1选择 G0313。

（二）咨询电话：010-62327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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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经济转型理论与政策研究”重大项目指南

开展农村经济快速、包容和绿色转型的理论及政策研究，不

但直接面向国家重大战略需求，而且为全球治理与发展提供中国

方案，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重大项目旨在揭示农村经

济转型的一般规律，探索科技创新、改革创新及城乡融合发展对

农村经济快速、包容和绿色转型的影响机理与途径，为中国和发

展中国家农村发展与治理提供理论和政策支撑。

一、科学目标

聚焦乡村全面振兴和全球发展与治理的重大需求，建立农村

经济转型路径与阶段发展理论，揭示主要科技创新与改革创新以

及城乡融合发展对农村经济快速、包容和绿色转型的影响机理与

途径，构建多驱动力和多目标的农村转型过程模拟与政策优化工

具，建立农村经济转型理论、方法和政策体系。

二、研究内容

（一）农村经济转型路径与效果及其驱动力的理论和方法。

农村经济转型路径与效果（增长、包容和绿色）的一般规律

和农村经济转型类型学；制度、政策和投资创新对农村经济转型

速度的影响机理及在不同转型阶段影响的差异性；制度、政策和

投资创新在农村经济转型不同阶段对增长、包容和绿色发展的影

响机理；多驱动力与多目标导向下的转型过程模拟与优化方法。

（二）农业科技创新及对农村经济转型的影响机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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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领域的制度、政策与投资对农业科技创新的影响机理；

农业科技创新对农村经济转型路径与速度的影响机制；数字技术、

人工智能、生物技术等跨界科技对农村经济转型路径与速度的影

响机理；跨界技术对农村经济转型效果影响的科学评估。

（三）农村经济快速包容转型的制度、政策和投资创新。

高质量公平发展领域的制度、政策与投资对农村经济快速包

容转型的影响机理；主要制度创新对快速包容的农村经济转型影

响的因果识别和实证依据；系统评估促进公平发展的制度安排、

政策支持和投资创新对快速包容的农村经济转型影响方法体系；

促进农村经济快速包容转型的主要制度、政策和投资的优先序。

（四）农村经济快速绿色转型的制度、政策和投资创新。

资源与环境领域制度创新、激励政策与投资策略对农村经济

快速绿色转型的影响机制；适应农村经济转型不同阶段的水土资

源动态优化配置理论与可持续发展方法体系；面源污染治理、生

态补偿等关键制度创新对生态产业化与产业生态化的影响机制与

实现模式；低碳农业制度、政策与投资体系创新对农村经济快速

和绿色转型互动反馈机制的作用机理与系统优化决策方法。

（五）城乡融合发展驱动农村经济转型的机制、途径与成效。

城乡融合发展及其制度、政策和投资影响农村经济转型的机

制与模式；城乡融合发展的制度、政策和投资影响城乡土地和劳

动力等要素流动并驱动农村经济转型的途径与模式；城乡融合时

空演化与产业发展引致农村经济转型的理论方法创新；城乡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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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驱动农村经济快速、绿色与包容性转型的成效与发展愿景。

三、申请要求

（一）申请书的附注说明选择“农村经济转型理论与政策研

究”，申请代码 1选择 G0415。

（二）咨询电话：010-62327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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