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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杂性科学及其在经济领域中的资助和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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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统计和分析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 以下简称基金委) 管理科学部自 1986 年以来

对复杂性科学及其在经济领域中相关研究的资助情况，同时，对复杂性科学及其与经济科学融

合所产生的复杂经济学等研究进行了梳理，系统总结和分析了国内外相关研究的进展和发展

趋势，以期为该领域的研究者提供参考和启示，促进复杂系统管理的研究，进而为管理科学部

的十四五学科战略规划提供参考，为国家经济治理体系的完善等提供理论储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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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背景下，我国即将

进入“十四五”规划的开篇之年，而新冠疫情加剧

了全球经济发展前景的扑朔迷离，我国经济系统

亦面临着复杂且严峻的内外部形势和考验． 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体系早已深

刻地揭示了经济系统的复杂性，强调运用系统思

维和复杂性科学( complexity science) 方法揭示和

分析复杂经济系统的重要性． 习近平总书记在

2019 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指出“必须从系统

论出发优化经济治理方式，协调不同部门、不同政

策在国家经济治理体系中的定位和功能，加强全

局观念，防止顾此失彼，在多重目标中寻求动态平

衡，在高质量发展中实现系统优化”． 为了落实习

近平总书记的系列讲话精神，揭示复杂性科学在

经济科学领域的研究进展，本文通过梳理自 1986
年基金委成立以来管理科学部资助的所有项目，

分析了对复杂性科学及其在经济系统相关领域的

资助情况，并对复杂性科学及其与经济科学融合

所产生的复杂经济学( complexity economics，CE)

等相关研究进行了评述． 从而为管理科学部的十

四五学科战略规划和有效服务国家重大战略需求

提供科学支撑; 并为总结和分析过去 40 多年中国

经济成功创造奇迹的经济现象和今后的发展探索

可能路径，进而为国家经济治理体系的完善等提

供理论储备．

1 资助概况

首先，对自 1986 年基金委成立以来管理科学

部资助的 22 641 项项目进行关键词搜索和分析，

选定关键词分别为“经济”、“复杂”和“系统”，发

现共计有 296 项项目同时包含两个以上关键词

( 以下用“复杂经济系统”代替) ，其中面上项目

165 项，青年项目 77 项，地区项目 18 项，重点项

目 9 项、创新研究群体 项 目 4 项 ( 含 连 续 资 助

2 项) 、国家杰出青年项目 3 项、优秀青年项目 4
项、其他项目 16 项( 见图 1) ． 通过将这些项目按

1986 年 ～ 1999 年、2000 年 ～ 2009 年和 2010 年 ～
2019 年 3 个 时 间 段 进 行 划 分，其 中 1986 年 ～
1999 年期间 55 项，2000 年 ～ 2009 年期间 72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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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年 ～ 2019 年期间 169 项( 见图 2) ．

图 1 1986 年以来包含“复杂经济系统”的项目分类情况

Fig． 1 Amount of difference categories of projects on

“complex economic systems”since 1986

说明: 1. 面上项目; 2. 青年项目; 3. 地区项目; 4. 重点项

目; 5. 优秀、杰出青年项目; 6. 创新研究群体项目; 7. 其他项

目; 其他项目包括海外及港澳学者合作研究基金项目、专项基金

项目、重大项目、国际( 地区) 合作与交流项目．

图 2 3 个阶段包含“复杂经济系统”的项目数量分布情况

Fig． 2 Distribution of projects on“complex economic systems”

by three periods

对包含“复杂经济系统”的 296 项按学科进

行划分，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 G01 ) 191 项、工商

管理学科 ( G02 ) 30 项，经济科学学科 ( G03 ) 36
项，宏观管理与政策学科( G04 ) 39 项． 其中 G01
的项目数占 65%，占据绝对主导地位，而 G02、
G03 和 G04 的项目数基本相近，分布较为均匀

( 见图 3) ． 究其原因主要是 G01 中一直有关于复

杂性科学研究的申请代码，如: 2000 年版 G0113
复杂性研究( 含一般理论与方法、社会经济系统

的复杂性、其他复杂性研究) ; 2007 年版 G0115 管

理复杂性研究; 2017 年版 G010903 管理系统复

杂性．

图 3 包含“复杂经济系统”项目的学科占比

Fig． 3 Proportion of projects on“complex economic systems”

by different disciplines

考虑到 2017 年管理科学部新增经济科学学

科( G03) ，对 2017 年以来立项的项目进行题目文

本搜索和分析，发现总计有 115 项项目聚焦关键

词“复杂”，其中涵盖面上项目 57 项，青年项目 39
项，地 区 项 目 8 项，三 者 共 计 占 总 项 目 数 量 的

90. 43%，此外，还有国家杰出青年和优秀青年项

目 5 项，应急和专项项目 2 项( 见图 4) ． 从研究对

象来看，涉及全球经济体系的项目有 2 项，关于产

业和区域经济的项目有 5 项; 细分到具体的经济

子系统来看，涉及金融系统、贸易系统和能源系统

的项目分别有 10 项、2 项和 3 项．
总体来看，管理科学部长期资助了有关复杂

性科学及其在经济领域中的相关研究，资助情况

呈现以下特点: 第一，关于复杂经济系统的项目资

助数一直在增长，特别是近 10 年来数量有了较大

幅度的增加． 第二，在所有关于复杂经济系统的资

助项目中 G01 学科所占比率一直较大，进一步分

析发现复杂系统管理研究在国内已经形成了一批

较为稳定的研究团队，并且主要集中在基础理论

和研究方法方面． 第三，2017 年 G03 学科设立以

后，关于经济系统的复杂性研究有所增加，其中宏

观经济、产业和区域经济方面的研究较为集中． 另

外，在经济各子系统中，金融系统、能源系统和贸

易系统的相关研究也相对较多． 但 G03 学科成立

时间较晚，复杂性科学在经济系统中的研究相对

于国家战略需求还是较少，亟待加强．

图 4 2017 年以来包含“复杂”项目数量分布情况

Fig． 4 Amount of difference categories of projects

on“complexity”since 2017

说明: 1. 面上项目; 2. 青年项目; 3. 地区项目; 4. 优秀、杰出青

年项目; 5. 应急项目; 6. 其他项目; 其他项目包括海外及港澳学

者合作研究基金项目、专项基金项目、重大项目、国际( 地区) 合

作与交流项目．

2 研究现状与评述

根据研究内容和学科的发展，将从复杂性科

学及其与经济科学融合而产生的复杂经济学的相

关研究两方面进行回顾和评述．
2． 1 复杂性科学研究进展

复杂系统具有非线性和动态性、非均衡、非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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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性和开放性等一系列特征，而复杂性科学是运

用非还原论方法研究复杂系统产生复杂性的机理

及其演化规律的科学［1，2］． 复杂性科学兴起于 20
世纪 80 年代，是系统科学发展的新阶段，也是当

时科学发展的前沿领域之一． 复杂性科学的发展，

不仅引发了自然科学界的变革，而且也日益渗透

到人文 社 会 科 学 等 领 域． 英 国 著 名 物 理 学 家

Hawking S 称“21 世纪将是复杂性科学的世纪”．
国内在钱学森、成思危等老一辈学者的大力推动

之下，复杂性科学的相关思想、理论逐渐被认可、
接受、应用和发展，而且还广泛运用到经济系统和

管理实践中．
复杂性科学最早可追溯至奥地利生物学家

Bertalanffy 对“一般系统论”的研究，而 1984 年成

立的美国圣塔菲研究所( Santa Fe Institute) 则被

视为世界复杂性问题研究的中枢． 圣塔菲研究所

聚 集 了 以 Cowan G、Holland J、Kauffman S、
Schultz Ｒ和 Sherman H 等为代表的一大批具有物

理、生物、经济和计算机等多学科背景的研究者，

并由此形成了包括系统动力学派、适应性系统学

派和混沌学派等不同学派［1，2］． 与此同时，也有学

者将国外相关研究简单地分为欧洲学派和美国学

派，其中欧洲学派包括布鲁塞尔学派和哈肯学派

等; 而美国学派则以圣塔菲学派和结构基础学派

为主［3］．
复杂性科学的兴起和发展是科学史上研究范

式的一次重大的转变，是一场方法论或者思维方

式的变革［4］． 它涵盖了非线性科学、混沌理论、分
形学、模糊学、信息论、控制论、自组织理论、系统

论和耗散结构论等不同分支学科的内容［4，5］． 具

体而言，欧洲的布鲁塞尔学派的代表人物前苏联

化学家 Prigogine I 在 20 世纪 70 年代提出了复杂

性科学的概念，并以非平衡理论研究为主导，提出

了耗散结构理论［6，7］． 同一时期，哈肯学派的代表

人物德国物理学家 Haken H 在首次提出通过演

化方程的方法研究协同系统的各种非平衡状态和

不确定性，并开启了协同学理论的研究． 美国的圣

塔菲学派则提出了复杂适应系统理论 ( complex
adaptive system，CAS ) ，认 为 根 据 外 部 环 境 的 不

同，微观层面的智能主体可以互动、学习，改变自

身的结构和行为方式，进而造成宏观系统的演变

和进化［8 － 10］． 该学派中最著名的学者诺尔贝物理

学奖获得者 Gell-Mann M 认为复杂性系统起始于

一系列的简单规律，这些简单规律可以随机运转

并组合出一系列“冻结的偶然事件”，进而演化出

复杂性系统②． 此外，圣塔菲研究所的第一任所长

Cowan G 是最早研究复杂适应系统理论的科学

家，尤其在运用非线性动态数学模型对于复杂系

统行为预测的理论方面取得了突出的成就③．
复杂性科学的相关研究，国内在 20 世纪 80

年代末才逐渐兴起． 最早明确提出探索和应用复

杂性科学的是钱学森院士，他提出了具有开创性

意义的“开放的复杂巨系统”理论． 黄欣荣［11］对

复杂性科学的方法论进行了较为系统的阐述． 顾

基发等［12］深入研究了“物理 － 事理 － 人理”三位

一体的复杂性系统工程方法论． 戴汝为和操龙

兵［13］则在智能控制、模式识别及人工智能等方面

运用复杂性科学开展了广泛的研究． 汪小帆等［14］

在复杂网络理论、动力系统理论与控制系统理论

相结合基础上开展了复杂动态网络同步与控制理

论的相关研究．
目前国内复杂性科学的研究已经突破了物

理、生物和数学等研究领域的界限，延伸到经济、
社会和管理等领域． 宋学锋［15］系统总结了复杂性

研究的主要思路、内容和研究中存在的问题，以及

相关理论在经济管理等学科领域的应用和可能发

展． 徐绪松等针对 21 世纪的时代特征提出了“复

杂科学管理”，阐述了其科学性和理论内涵． 吴启

迪等深入研究了复杂制造系统生产计划与调度体

系结构及其关键问题． 陈国权等推进了复杂变化

环境下企业组织管理整体系统及其学习变革的研

究． 范如国等［16 － 18］将复杂网络理论应用于研究环

境规制、产业集群演化、企业治理等不同经济子系

统问题． 黄海军和王慧文等在基于行为的社会经

济复杂系统的建模与管理方面取得了较为突出的

进展，促进了经济管理领域中高度复杂数据分析

的理论与应用． 成思危［8］在研究复杂性科学系统

论的基础上，引领了管理科学方面复杂系统的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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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特别是聚焦了经济系统的非线性问题．
基金委管理科学部一直资助复杂性科学研究

相关的项目、人才和团队，包括: 2 项创新群体( 黄

海军团队、魏一鸣团队) 、10 多项杰出青年 \优秀

青年人才项目． 通过创新群体项目、人才项目以及

面上、青年和地区项目的资助，在城市交通领域形

成了 2 支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研究团队: 北京航空

航天大学黄海军团队和北京交通大学高自友团

队④． 黄海军团队和高自友团队聚焦大城市交通

需求生成、演化与引导，依据大城市复杂交通系统

的特性，通过探索个体出行的决策机理和群体涌

现的基本规律，刻画了多式、多链活动与多态出行

之间的复杂关系，并在不同场景和活动目的下研

究了动态用户最优的路径选择行为，发现了大城

市多方式交通需求动态演化的基本规律． 在能源

环境领域形成了以魏一鸣为代表的特色研究团

队，魏一鸣团队最早从复杂系统分析与建模的角

度出发，结合各模型的建模方法、功能、结构以及

其典型应用，系统总结和比较了国际上具有代表

性且应用比较广泛的能源–经济模型，并在此基

础上，通过复杂性系统进行能源环境政策分析和

能源 － 环境 － 经济系统的研究，形成了一系列具

有影响的研究成果．
2． 2 复杂经济学和基于主体的计算经济学研究

进展

复杂性科学与系统密切关联，其特色是分析

非线性关系、不确定性、自组织性和涌现性，立足

于全新的视角，试图借助于计算和大量的数据来

解读既有的自然和社会问题． 自诞生以来，复杂性

科学迅速与其他学科交叉、融合，得到了快速发

展［19］． 在经济领域，复杂性科学与经济科学的融

合产生了复杂经济学及其建模工具“基于主体的

计算经济学( agent-based computational economics，
ACE) ”; 而复杂经济学还与经济物理有着千丝万

缕的联系，都在一定程度上依赖物理学家开发的

范式、理论和方法以应用或类比研究经济学问

题［20］． 在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复杂系统

方面的知名经济学家 Farmer 和 Foley［21］就呼吁、
提倡使用基于主体建模的思想，规避传统经济学

中基于历史数据的实证分析和假定理性预期( ra-
tional expectations) ⑤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所

带来的不足和缺陷［22］． 因此，将对国内外该方面

的相关研究进行总结和分析．
美国圣塔菲研究所的 Holland 和 Arthur 等学

者首先尝试将复杂性科学与经济学问题融合起

来，并 逐 渐 产 生 了 新 的 研 究 方 向“复 杂 经 济

学”［23，24］． 不同于传统新古典经济学，复杂经济学

强调经济体不必然处于均衡状态中，而是在不断

地运行和变化中; 规模报酬递增和递减可能共存

于一个经济状态中; 经济体并不是给定的，而是发

源于一系列的制度、措施和技术创新的平稳演

变［25］． 随着行为经济学、神经经济学和实验经济

学的兴起，近年来复杂经济学很好地借鉴了它们

的最新成果，用于刻画经济主体行为，分析涌现的

成因［24］．
对于复杂系统，需要考虑大量适应性主体的

反馈和互动，传统的经济学分析工具和手段受到

了极大的制约． 因此，系统建模和模拟仿真成了更

有效的手段，即基于计算机技术发展起来的基于

主体的计算经济学［24］，有时也称为基于主体的建

模( agent-based model，ABM) ． 基于不同的经济系

统和研究问题，研究人员可以选择不同的互动主

体，比如个人、社会团体、管制机构等，并通过一系

列数据和行为模型来刻画各个主体间的互动关

系［26］． 在早期，ACE 建模主要是基于简单同质的

主体来构造复杂系统，这种建模思路虽然能够很

好地 运 用 到 金 融 市 场 中，并 能 解 释 一 些 现

象［27，28］，但是由于不能考虑主体之间的反馈，包

括学习和适应等，使得其应用和发展受到了制约．
后来，简单主体就替换为自主主体 ( autonomous
agents) ，根据一些设定和规则，用以更接近现实

的方式来刻画有限理性主体的学习、适应等决策

行为，从而形成了复杂适应系统及其建模［29］． 美

国爱荷华州立大学的Tesfatsion和布兰迪斯大学的

LeBaron 在 ACE 领域开展了大量基础性建模工

作，为在宏观经济学领域应用基于主体的建模方

法提供了技术基础［30］． 近年来，对于自主主体的

智力异质性、心智模块化( modular mind /brain) 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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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⑤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共享服务网: http: / / output． nsfc． gov． cn
在理性预期设定下，经济主体可以获取大量的信息，并快速地、理性地做出决策，使得长期利益最大化．



其偏好等方面的研究和应用，完善了复杂经济系

统微观层面的研究，发展形成了神经认知主体

( neurocognitive agents) ，并为基于主体的计算机

模 拟 和 基 于 人 类 主 体 的 经 济 实 验 搭 建 起 了 桥

梁［31］． 我国一些学者在 ABM 建模理论与方法方

面进行了一系列的相关研究［32 － 34］，其中，中国台

湾政治大学的陈树衡在 ACE 建模方面开展了不

少重要的探索工作，如计算经济与实验经济融合、
结合大脑与认知能力的 ACE 模型、基于主体建模

与人工智能结合、基于主体建模的计量经济、基于

主体建模的政策设计以及智能计算在金融领域中

的应用等［31 － 33］．
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资助下，国内学者如

汪寿阳、张维等开展了一系列相关应用研究和进

展综述． 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汪寿

阳团队提出了针对复杂经济系统的 TEI@ I 方法

论［35］，即综合采用计量方法( 线性分析) 、人工神

经网络( 非线性分析) 以及 Web 文本挖掘来分析

复杂经济系统并进而作出预测． 该方法在原油价

格预测［35］、GDP 预测、房地产价格预测［36］、外汇

汇率预测［37］以及集装箱物流预测［38］等很多复杂

经济预测问题上得到成功应用． 此外，还有研究人

员通过将传统的宏观经济模型和 ABM 结合起来，

对我国的货币政策和宏观经济波动性、经济系统

中组 织 和 结 构 的 涌 现 等 经 济 问 题 进 行 了 研

究［39，40］; 在金 融 市 场 研 究 领 域，研 究 人 员 通 过

ACE 等建模方法，研究了交易市场“泡沫”效应，

系统性金融问题机理及防治等问题［41，42］．
总体而言，复杂经济学当前应用研究的领域

非常广泛，包括自动化交易( automated markets) 、
商业和管理( business and management) 、自然系统

和人 类 系 统 的 耦 合 ( coupled natural and human
systems) 、经济政策( economic policy) 、电力市场

( electricity markets) 、基于主体模型的实证校核和

验证( empirical validation and verification of agent-
based models) 、制度和社会规则的演变( evolution
of institutions and social norms) 、真实和计算主体

的 实 验 ( experiments with real and computational
agents) 、学习和心智体验( learning and the embod-
ied mind) 、网络形成和进化( network formation and

evolution) 、组织( organizations) 、路径依赖和网络

锁定 效 应 ( path dependence and network lock-in
effects) 、政治经济学( political economy) 以及技术

变迁和发展经济学( technological change and de-
velopment economics) 等． ⑥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由于金融市场有效性和

理性问题等尚未完全解决，同时又存在大量的市

场交易数据，ACE 在金融方面得到了极广泛的应用

和研究，并形成了计算实验金融( agent-based compu-
tational finance，ACF) 这一重要理论和文献分支． 在

ACF 的模型设置上，其研究主要包括主体的偏好，即

CAＲA ( constant absolute risk aversion ) 和 CＲＲA
( constant relative risk aversion) ; 价格的决定; 进化的

机制和策略; 策略表达等［28，43，44］．
天津大学张维团队引入ACE、ACF 等方法，应用

复杂经济学理论在金融体系进行了深入和广泛的研

究． 基于ACF 的多主体仿真技术，张维团队研究了金

融股票市场和信贷市场中的若干重要问题，并提出

了基于主体建模的金融政策研究的基本框架［45 －48］．
此外，张维等运用文献统计方法，对基于复杂金融

系统视角的 ACF 进行了全面的总结和归纳，指出

3 个具有潜力的研究方向，包括构建大规模自主

主体的计算实验模型，研究金融系统复杂演化规

律; 金融市场中的复杂网络的机制与影响; 模型校

准以及新校准方法的发展与涌现［49 － 51］．
2． 3 评述

总体来看，复杂性科学已经从具体经验科学

和形式科学的发展阶段迈入了多学科交叉研究的

综合研究阶段［52］，而且复杂性科学可以有效增进

各学科关系，打破学科之间的界限，能够有效带动

不同学科在理论上和研究方法上的创新和融合，

尤其是在生物工程、航天工程、复杂经济系统等交

叉学科领域．
而复杂经济学和基于主体的计算经济学在过

去 30 多年里经历了快速发展，成为当前主流经济

学及其研究范式的重要补充． 而 Hamill 和 Gilbert
总结、归纳了复杂经济学和基于主体的计算经济

学的发展和不足，认为这一新领域和范式形成较

晚，模型设定、使用等缺乏统一规范、标准，影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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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M 模型在经济学中的应用，应该鼓励更多学者

投入到这一领域中，使得复杂经济学和基于主体

的计算经济学得到更长足的发展［53，54］． 与此同

时，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快速发展，相应的参数设定

过多和计算要求高等问题将会得到缓解，其未来

发展和应用颇具前景．
当前国内的 CE 和 ACE 研究在金融领域、能

源环境经济学和城市和区域经济方面，有着较为

丰富的研究成果，而在其他研究领域，相关成果则

较少． 当前国内传统经济科学研究仍然侧重于动

态随机一般均衡分析框架和计量经济学框架下的

因果分析，对于 CE 和 ACE 的应用、借鉴和研究仍

然有限; 与此同时发表在国际主流经济学期刊的

成果亦不多． 分析原因大概有以下几方面: 第一，

我国经济学现代化教育起步较晚，并且主要是在

引入、吸收动态随机一般均衡分析框架和计量经

济学的因果分析框架; 第二，CE 和 ACE 下的建模

技术仍处于发展阶段，参数过多、模型设置标准和

原则没有统一等也导致了相关研究人员偏少; 第

三，当前我国经济科学相关研究队伍多集中在财

经类院校，与物理学、计算机科学、数学等学科进

行交叉性研究的渠道不顺畅．

3 结束语

从既有研究来看，我国学者在复杂性科学和

复杂经济系统建模方面已经开展了较为丰富的研

究工作，并在经济金融、城市交通和能源环境 3 个

方向形成了有国际影响力的科研团队和研究成

果，但是离实际需求还远远不够，不足以支撑经济

发展和系统治理的需求． 基于文献回顾，我国学界

还存在一些亟待改进的地方: 第一，现有研究在理

论创新和方法创新方面还是偏弱，多是运用国际

上的现有成果结合中国实际进行分析，缺少从中

国实际中提炼出自己的理论方法和分析工具; 第

二，我国当前对复杂经济学的研究主要集中于金

融系统、能源环境系统的研究，但对社会经济系统

及其子系统的研究仍需关注和加强; 第三，CE 和

ACE 是对传统、主流经济学的重要补充，当前仍

在蓬勃发展之中，从国内外研究来看，国内与国外

研究差距较大，发表在主流经济学期刊上的论文

较少，需要进一步增强在该领域的研究力量，加大

对该方面的支持力度．
从历史上来看，复杂性科学更多是由物理学

家或者物理学背景的学者来引领和推动，所以其

研究范式有着深刻的物理学烙印，跟主流经济学

研究范式有较显著的区别． 以对待数学的态度为

例，主流经济学家比物理学家更加依赖数学． 尽管

物理学和经济科学都大量使用数学工具，经济科

学也是学习和借鉴了物理学的成功榜样来发展自

己的方法论，但它们对待数学的态度并不完全一

致: 后发展的经济科学比物理学更加“迷信”数

学． 经济学家会把主要的结论写成数学定理的形

式，前提和结论都非常清晰; 物理学家则不一定如

此，经常在论证过程中做各种近似，并且经常用模

型里没有特别交代的结论作为论证依据． 正如杨

振宁所说，“物理学和数学像一对‘对生’的树叶，

它们只在根部有很小的公共部分，多数部分则是

相互分离的”． 而复杂性科学，特别是复杂经济

学，无论是否基于 ABM 模型，很少把主要结论写

成数学定理，这是目前该方向比较难进入经济学

主流的原因之一，但这也恰恰是能体现出其创新

性和潜力的地方． 对于经济科学而言，数学不仅是

一个工具，更是一门语言． 但是数学作为一门语

言，优势是其精确性，劣势是其表达能力相比自然

语言有较大局限． 学界内外对经济学研究中滥用

数学问题的批评一直没有间断，而且该问题仍然

没有得解决，反而有愈演愈烈的趋势． 究其根本原

因，主流经济学家难以找到更好的替代工具，离开

数学很难进行深入分析． 复杂经济学突破了还原

论和数学表达的束缚，将来有望在此领域取得重

大的原创性成果，在主流经济学之外异军突起，并

最终成为新的主流． 而且，复杂性经济学的发展根

源在于经济系统本身的复杂性，基于 Walres 一般

均衡理论的现代经济学需要更充分地考虑微观基

础和更深层次的参数，如个体的异质性、互动和

有限理性等要素，从而进一步强化模型的解释

力和科学性，揭示复杂经济系统更本质的特征．
此外，一般均衡存在与否是个重要的科学问题，

而趋近于哪一个均衡及其过程是另外一个重要

的科学问题． 对于复杂经济系统的刻画和建模

需要复杂的数学工具体系，每多增加 1 个维度

将急剧增加计算量，这是限制复杂经济学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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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要原因之一． 随着现代高性能计算机的发

展，以及人工智能、机器学习等计算机技术的发

展，势必会突破这些桎梏，为复杂经济学研究提

供新的工具和研究范式．
基于上述分析，建议在以下 3 方面加强引导:

第一、异质经济主体的适应行为建模以及经济系

统和经济单元之间的介尺度治理机制研究; 第二、
探索基于主体的复杂经济系统的计算模拟、情境

推演和智能预测理论及方法; 第三、构建基于微观

数据的复杂宏观经济系统定量分析理论框架，为

构建适合我国国情的经济科学理论体系和逻辑框

架作有益补充． 因此，在短期内，建议结合基金委

推出的“原创探索研究计划”，遴选优势团队开展

相关原创性探索研究，通过多学科交叉融合，突破

既有研究瓶颈，发展新理论、新方法和新工具; 在

较长时期内，以科学基金深化改革为契机，通过优

化学科代码和布局，吸引和培育相关专业人才队

伍，建议通过重点或者重大研究计划形式开展前

沿性研究和探索，期望开发出新的研究范式来研

究中国经济规律、讲好中国故事，既服务于国家重

大战略需要，也开拓相关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的

新视野和新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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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review on complexity science and its application to economics: Based on
supported projects and related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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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presents the discpritive statistics and analysis on the supported research project on the
field of Complexity Science and its application to Economics by the Department of Management Sciences，Na-
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 ( NSFC) since 1986． Meanwhile，it reviews the current research
on Complexity Science and Complexity Economics that emerged from the mix of Complexity Science and Eco-
nomics，and sumerizes the academic progress achieved by domestic and foregin scholars，as well as the trend
in the near future． Based on this work，we are intend to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the researcher in the related
areas，so that to push the frontier of studies on the management of complexity system，and further offer policy
implications for the 14th five-year subject plan of the Department of Management Sciences，as well as theorec-
tic support for the improvement on national economic governance system．
Key words: complexity science; complexity economics; management of complexity system; economic system;

academic prog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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