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授观点 2024-08 

 

 

 

 

 

 

 

 

2024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创新研究群体项目：数智化管理信息系统 

项目负责人： 徐心，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管理科学与工程系 史带讲席教授 

 

 

伴随企业的数智化转型与升级，信息系统学科也在快速进入数智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

指出，为实现高质量发展要“加快发展数字经济，促进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企业级管理信息系统

是推进数实融合的重要管理工具。国务院《“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强调“全面整合企业内部信息系统，

强化全流程数据贯通，加快全价值链业务协同，形成数据驱动的智能决策能力”，是企业管理信息系统建设中

的关键任务。群体面向数智化管理信息系统展开研究，提出数智化 MIS 研究的理论框架包括“智能生成-融合

运行-演化治理”三个方向，在每个方向下，群体的研究工作在一些具体的管理和商务场景下展开。 

1.商务与管理背景下的智能生成系统 

面向人工智能技术尤其是新一代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如何赋能 MIS 的设计、分析与决策支持功能，群体

聚焦在商务与管理背景下的智能生成系统进行研究。智能生成系统建模与分析研究的总体设计按照“数据->

模型->智能->应用”这一思路展开。伴随智能技术和企业内外部用户的深度融合，海量的多源多模态数据快速

集聚，这要求数智化管理信息系统必须发展可以有效融合多源多模态数据的智能模型与方法。但同时，这些具

备强大计算力的分析框架往往输出“黑箱”结果，对商务与管理应用产生挑战。因此，群体提出，新一代 MIS 

更需要关注管理情境/内涵深度嵌入的智能模型，进而才有可能形成兼具管理可解释性与高预测性能的智能应

用。基于此，本群体提出两个研究工作：（1）针对数据与模型，研究融合多源多模态数据的智能生成系统的分

析与设计，和（2）针对智能与应用，研究面向管理决策的可解释性建模与智慧应用。 

2.人机融合的运行模式与商务创新 

面向人机融合的运行模式与商务创新，是群体提出的在方向二拟开展的研究工作。从行为视角研究数智化

管理信息系统的运行，群体提出“人机融合的社会属性->人机融合的行为特征->融合赋能的商务创新和价值创

造”这一研究思路。随着数字化智能化程度快速提升，我们日益观察到人机融合展现出超越传统信息系统中人

机互动的一系列新特征，集中表现在用户的深度沉浸、人机之间更个性化和多样化的互动、具备广泛嵌入性的

人机混合网络等，这些新特征也蕴含着理论创新的契机。信息系统研究的行为视角指出，人机互动的社会属性

是影响人机关系的关键和主要原因，而哪些人机交互社会属性影响了人机融合的新特征，这些新特征又如何赋

能新型商务模式，都是亟待研究的重要理论课题。基于此，本群体提出两个研究工作：（1）人机融合的社会属

性及其行为影响，和（2）人机融合的新型生产与商务模式。 

3.企业数字资源与数智生态的演化治理 

群体长期开展信息技术治理研究，在方向三中提出企业数字资源与数智生态演化治理作为拟开展的研究工

作。总体研究思路为“以技术赋能数字资源的生产->以数字资源赋能企业的数智变革”，这个思路可以概括为

两个目标和一个基础。两个目标体现在，企业数字资源与数智生态演化治理是为数智化 MIS 的“生成”和“运

行”提供保障。在“生成”方面，数智化 MIS 产生了大量新型数字资源（大数据、智能应用等），企业需要有

效的治理方案保障这些新型数字资源是可靠有效的，才能安全地提供给业务流程使用；在“运行”方面，面对

人机融合、数智赋能等新兴业务情景，管理与决策中的行为主体不再是单一的组织或个人，而呈现出人和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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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同交互的新特征，如何建立有效的协调机制和互动机制，实现数字资源的可靠开发和治理，取得管理决策的

阶跃性优化和管理模式的创新提升，也要求企业建立有效的治理机制。一个基础，即“数智技术赋能”基础。

数智技术将赋能企业价值链上新型的生产与商务模式。群体提出，企业价值链需要增加专门的“数智环节”，

即面向大数据与智能分析技术的使用和价值创造环节，这将成为未来企业必不可少的价值增值环节，并对企业

价值链的形态和运行机理带来根本性的变革。基于此，本群体提出两个研究工作：（1）数字资源开发和治理的

原理与技术，和（2）企业价值链数智变革的理论与方法。 

群体的总体研究目标是为信息系统学科在数字经济时代，面向信息系统智能化发展的大趋势，发展数智

化 MIS 的基础理论和关键技术，推动数智化 MIS 研究新范式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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