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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基金与管理科学

陈晓 田

(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管理科学部
,

北京 1 0 0 0 8 5)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自 1 9 8 6 年成立之初

就肩负起资助我国管理科学基础研究
、

促进管理科

学学科发展的历史责任
。

笔者从事科学基金管理及

管理科学的研究工作近 20 年
,

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委员会成立 20 周年之际
,

就科学基金与管理科学再

次谈谈 自己多年来在工作中的一些认识与思考
。

管理科学研究人类社会组织管理活动客观规律

及其应用
,

是一门跨 自然科学
、

工程科学
、

技术科学

以及人文社会科学的综合性交叉科学
。

它随着现代

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而产生
,

并随着社会与科学技

术的发展而发展
。

从世界范围讲
,

管理科学的发展

已有近百年的历史
。

在中国
,

虽然管理科学的引入

与启蒙很早
,

19 16 年 中华书局就 出版了穆湘 明 (字

藕初 )先生翻译的
“

科学管理之父
”

泰勒的 《科学管理

原理 》一书
,

但是作为一 门科学在中国真正得到发

展
,

并为社会与科学界所承认还是在改革开放以后
。

通过对历史的了解
,

可以更深刻地理解今天的

科学基金与管理科学
。

纵观我国管理科学 的发展
,

有以下几点明显的历史痕迹
。

工程科学的属性
,

也具有社会科学的属性
。

改革开

放前
,

我国人文社会科学受到
“

左
”

倾路线的严重破

坏
,

其 自身发展受到了严重阻碍
,

更无暇去关注与推

动管理科学这样一门新兴的综合性交 叉科学的发

展
。

我国管理科学发展的历史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前

学科发展的历史表明
,

我 国的社会科学不可能接纳

和推动管理科学的发展
。

1 “

左
”

的路线严重影响了我国管理科学的

发展

新中国成立后
,

由于实行 计划经济
,

于上世纪

50 年代初进行的院系调整
,

将带有管理性的院校
、

科系都归并或撤消了
。

特别是到了
“

文化大革命
”

期

间
,

更将科学管理歪曲为
“

管
、

卡
、

压
” ,

是
“

封
、

资
、

修
”

的东西
,

彻底否认管理中需要科学
,

否认管理科学是

一门科学
。 “

左
”

的路线严重影响 了管理科学的发

展
,

使得中国的管理科学学科发展遭受到极大的破

坏
。

2 改革开放前
,

我国的社会科学不可能接纳

和推动管理科学学科发展

管理科学是综合性交叉科学
,

既具有 自然科学
、

3 建国后至改革开放前
,

自然科学家与工程

科学家承担了发展我国管理科学的历史资任

“

左
”

的路线阻碍并破坏我国管理科学的发展
,

社会科学的状况又决定其不可能接纳和推动管理科

学的发展
。

但是
,

社会进步与发展对管理科学有着

十分强烈的需求
,

中国的现代化离不开管理的科学

化
。

上世纪 50 年代初
,

一批从西方国家回国的具有

系统工程
、

数学
、

运筹学等 自然科学
、

工程科学专业

背景的科学家
,

诸如钱学森
、

华罗庚
、

许国志
、

刘源张

院士等高瞻远瞩
,

认识到管理科学对国家发展的重

要性
,

利用当时自然科学 比之社会科学相对宽松的

社会环境
,

积极开创了我国管理科学的理论研究与

实践活动
。

钱老运用系统工程的科学方法
,

推动
“

两

弹一星
”

等大型工程的项 目管理 与科技管理
。

华老

运用统筹法
、

优选法推进企业生产管理
,

即使在文化

革命的逆境与十分 困难的条件下
,

他仍然带着小分

队到企业去
,

抓科学管理
,

抓产品质量
,

并取得成功
。

中国的自然科学家与工程科学家出于对国家的高度

使命感
,

义不容辞地承担了推动与发展我国管理科

学的历史责任
。

4 特定历史条件决定我国管理科学的发展

依托于自然科学和工程科学

1 9 5 6 年中国科学院就成立了运筹学研究小组
,

向全国推广数量管理
,

在纺织生产管理
、

水文水库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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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

邮电投递与电信管理 以及在建筑
、

交通运输
、

冶

炼
、

医药
、

商业等部门的管理中都取得一定效果和经

济效益
。

中国科学院数学所成为最早建立并从事管

理科学理论研究与实证研 究的单位之一
。

而后
,

又

逐渐分 出和组建应用数学所
、

系统科学所
,

以及科技

政策与管理科学所等从事管理科学研究的科研单

位
,

集中了一批具有 自然科学与工程科学知识背景

的科学家
,

从事管理科学研究
。

特 定的历史条件决

定了我国管理科学的发展是依托于 自然科学和工程

科学的
。

正是源于管理科学依托于 自然科学与工程科学

发展的这一实际
,

改革开放后
,

随着上世纪 80 年代

初社会对科学管理 巨大需求的出现
,

作为 以管理科

学基础理论
、

管理技 术与方法等为主要研 究领域的

管理科学与工程这一分支学科 (学科群 )迅速发展起

来
。

首先在理工科院校雨后春笋般地成立了众多管

理院校
、

管理系和专业
。

这些管理院
、

系和专业的入

学考试
、

课程设置
、

学位授予均属于大学理 工科范

畴
,

它们和以 自然科学与工程技术为研究基础 的管

理研 究单位构成了我国管理 科学研 究和教学的主

体
。

其研 究人员大 多数都具有理工科 基础知识背

景
,

并经过管理科学
、

管理工程的定量分析技术与方

法的训练
,

运用定性定量相结合的方法
,

研究现代管

理科学理沦
、

方法与手段
,

研究社会
、

经济
、

科技
、

企

业等重大的管理问题
,

促进决策的科学化和管理现

代化
。

5 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及其前身—
中国科学院基金局资助管理科学研究

19 8 1 年国务院根据 89 位学部委员的建议
,

批

准设立面向全国的科学基金
,

由财政部每年拨出专

款用于资助基础研究
,

为此设立了中国科学院科学

基金委员会
,

下设办公室 (其后组建中国科学院基金

局 )具体负责科学基金的评审与管理工作
。

我国最高学术机构和 自然科学综合研 究中心

— 中国科学院拥有 多所从事 管理 科学研究 的院

所
,

有一大批从事管理科学研 究的科学家
。

作为对

中国国情 与科学发展客观现状的承认与体 现
,

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的前身— 中国科学院基金局

资助管理科学研究
,

积极促进管理科学的发展
,

也就

成为顺理成章的一种结果
。

而申请与承担管理科学

研究项 目的恰恰都是上述中国科学院和理工科院校

的管理学者
。

6 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承担了发展我

国管理科学的历史责任

19 8 6 年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成立后一直

延续着对管理科学基础研究的资助
。

这是 由中国国

情决定的
,

是顺应了我国科学发展的现实
,

是不以任

何个人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委员会 自成立起设立管理科学组
。

资助管理科学研

究是一项具有远见卓识的正确的重大战略决策
,

标

志着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将承担与推动我国管

理科学的发展作为自己的历史责任
。

管理科学学科经过 10 年的不断发展
,

管理科学

对促进社会
、

经济与科技发展发挥出越来越重要的

作用
,

1 9 9 6 年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顺应科学发

展潮流
,

决定将管理科学组升格为管理科学部
。

时

任国务院副总理 的朱榕基 同志在当年 7 月 25 日管

理科学学科战略研讨会上作了题为
“

管理科学
、

兴国

之道
”

的讲话
,

对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成立管理

科学部表示热烈祝贺
。

1 9 9 6 年前后
,

国务院学位委

员会与教育部在学位设置中将管理学科升格为大门

类
。

中国工程院也成立了工程管理学部
。

这些都体

现出中央领导同志
、

政府有关部门
、

社会各界特别是

科技界对管理科学的高度重视
,

也是管理科学 的科

学地位为社会与科技界承认的标志
。

7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对管理科学的发展产

生重要推动作用

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在管理科学领域资助

工作的主要特点与作用主要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
。

( 1) 学科设置较为齐全
。

2 0 0 0 年起管理科学部

按照管理科学与工程
、

工商管理
、

宏观管理与政策三

个学科 (群 )资助管理科学项 目
,

与教育部的学科设

置基本对应
。

最近
,

学部增设管理科学三处
,

使得管

理科学部下设的三个处与管理科学与工程
、

工商管

理
、

宏观管理与政策三个学科一一对应
,

为学科的健

康发展提供了组织保障 ;

( 2) 管理 科学部资助的基金 项 目类型 比较齐

全
,

形成了较为合理的资助格局 ;

( 3) 稳定地资助了一批优秀管理学家
,

培养了

一支年轻的研究队伍与学科带头人 ;

( 4) 由于高等院校是中国管理科学研究的主要

力量
,

科学基金在资助管理科学研究的同时
,

对提高

中国管理教育的水平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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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基金项 目产生了若干优秀研究成果
,

出现

了瞄准学科前沿
、

推动学科发展
、

产生一定国际影响

的研究成果
,

为政府
、

行业等宏观管理与决策提供重

要科学依据的研究成果 ; 还有一些积极为提高我国

企业管理水平 出谋划策
、

解决 企业实际问题的研究

成果
,

对我国经济
、

社会与科技发展产生了较为重要

影响
,

同时也积极地促进了管理科学的学科发展
。

随着国家投入的增加
,

资助规模稳步扩大
,

资助

强度逐步提高
,

但是管理科学研 究经费占自然科学

基金资助总经 费的 比例仍然偏低
,

项 目资助率和资

助强度与全委平均数相比差距有所扩大
。

中国管理

科学的进一步发展
,

迫切需要得到 国家 自然科学基

金的更多支持
。

在这一发展时期
,

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对管理科

学的资助工作应该承认
,

并正视由于我国国情所造

成的管理科学的客观现状
,

发挥前瞻引领作用
,

突出

中国实践特色
,

推动实现 自主创新
。

管理科学研究

要重视理论联系实际
,

显著提高管理科学研究为中

国管理实践服务的能力和水平 ; 强调研究工作要运

用严谨
、

规范的科学方法
,

借鉴与运用自然科学和工

程科学的方法来研究管理 问题 ;要 突出学科交叉的

特色
,

注重 自然科学
、

工程科学
、

人文社会科学 以及

管理科学的学科交叉与融合
,

在发挥具有 自然科学

与工程科学知识背景的科学家作用的同时
,

也要重

视发挥社会科学领域科学家的作用
。

8 管理科学进人各学科全面发展时期

20 世纪 70 年代末至 80 年代末
,

为管理科学的

第一阶段发展期
,

这时期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的发

展独领风骚
。

随着企业改革不断深化
,

现代企业制

度逐步建立与完善
,

对企业进行科学管理的社会需

求 日益增大
。

80 年代末至 90 年代后期
,

为第二阶

段发展期
,

在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持续快速发展的

同时
,

工商管理学 科与 M B A 教育在我国得到快速

发展
。

在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实践中
,

人们逐步认

识到仅有一些具体的管理科学方法与技术
,

仅靠微

观组织的企业管理水平的提高
,

中国社会发展 中的

许多管理问题并不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 ;社会关注

与研究的重点已经从经济管理转 向公共管理
,

人们

更多地关注中国转型期社会发展
、

协调发展和可持

续发展所面临的种种挑战 ;更需要研究政府与其他

公共管理部门在制定公共政策
、

提供公共服务
、

实施

社会管理
,

构建和谐社会所急需解决的理论与实践

问题
。

从上个世纪末
、

本世纪初起
,

我国管理科学进

入第三阶段发展期
,

开始建立公共管理学科与 M P A

教育
,

以公共管理为主体的宏观管理与政策学科进

入初创发展期
。

自此
,

我国管理科学进入 了各学科

全面发展时期
。

9 结束语

20 年来
,

虽然管理科学的生长点有发展
、

有转

移
,

学科研究热点也有变化
,

但科学基金支持基础研

究的任务没变
,

应该说对科学基金与管理科学的资

助工作的要求更高了
,

科学基金工作者肩负的责任

与历史使命更大了
。

最近
,

胡锦涛总书记再次强调管理和技术是推

动经济发展的两个车轮 ; 同发达国家相 比
,

我们在管

理水平上的差距 比技术上 的差距更大 ; 要广泛应用

现代信息技术和科学管理方式
,

努力提高企业管理

水平
。

党和国家领导人都对管理科学的地位和作用

给予了高度评价
,

同时对管理科学的发展寄托 了殷

切的期望
。

20 年的事实证明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承

担 了资助我国管理科学基础研究
、

推动我国管理科

学学科发展的责任与义务
,

对管理科学 的发展产生

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

其作用和影响是任何一个部 门

所无法代替的
。

展望未来 10 一20 年
,

国家 自然科学

基金委员会应继续加强对管理科学的支持
,

保持管

理科学持续
、

稳定
、

健康 的发展
,

为增强管理科学 自

主创新能力
,

逐步建立管理科学中国学派
,

充分发挥

管理科学在建设创新型国家和小康社会中的作用奠

定坚实基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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