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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  
管理科学部专项项目指南——基于数据与

行为的金融系统建模分析 

 

健康的金融系统是国家安全与社会稳定的重要支撑。随

着当前数字金融等金融新业态的不断出现，中国的金融系统

正呈现出数据海量、多主体交融等特征。在为金融系统服务

能力的提升提供了巨大潜力的同时，金融新业态也给金融系

统的稳定运行带来了更为隐蔽的风险。因此，亟需增强对当

前金融系统运行规律的科学理解，以充分发展金融系统的资

源配置优势，提高金融风险管控能力，完善金融市场机制，

从而促进社会经济发展。 

  数据驱动是当前金融市场发展的重要特征，市场主体行

为是金融系统运行的微观基础，探索基于数据与行为的模型

与方法是理解金融系统运行规律的重要科学路径。为此，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管理科学部设立“基于数据与行为的

金融系统建模分析”专项项目。 

  一、总体科学目标 

  探索海量异构金融数据的协同建模分析，基于数据和行

为的金融服务建模、投资组合、风险建模，研究基于行为的

金融市场机制、助力可持续发展的金融市场建模，为金融系

统的健康发展提供理论、方法与技术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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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拟资助研究方向 

  （一）海量异构金融数据的协同建模分析（申请代码 1

选择管理科学部 G01 下属代码）。 

  海量异构金融数据的噪声识别与清洗方法；高频高维异

构金融数据的特征提取、高阶收敛与降维分析方法；隐私保

护机制下的海量金融数据建模及统计推断；跨市场海量异构

金融数据的协同建模和分析方法；基于海量异构金融数据的

复杂金融系统因果关系识别和检验；高维金融问题驱动的高

性能计算方法等。 

  （二）基于数据与行为的金融服务建模优化（申请代码

1 选择管理科学部 G01 下属代码）。 

  基于消费者数据和行为的数字金融产品的定价；面向个

体消费者和企业的金融服务建模和优化；基于消费者行为的

金融服务协同合作；基于数据和行为的贷后/投后管理方法的

建模和优化；基于行为的消费者与金融机构之间的博弈均衡；

社交网络环境下消费者行为交互特征的建模与金融服务优

化等。 

  （三）基于数据与行为的金融投资组合优化（申请代码

1 选择管理科学部 G01 下属代码）。 

  数据驱动的投资组合优化理论和算法；兼顾参数化模型

和数据特征的投资组合优化；有效应对信息爆炸的投资组合

优化建模和求解；跨市场跨品种的投资组合优化和资产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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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量信息环境与金融主体决策行为的交互机理和建模；兼顾

海量信息环境和金融主体行为的投资组合优化等。 

  （四）基于数据与行为的金融风险建模分析（申请代码

1 选择管理科学部 G01 下属代码）。 

  数据驱动的市场风险（如波动性、流动性等）生成机理

与度量模型；隐私保护场景下的金融风险跨市场传导机制建

模；市场参与者行为交互下的金融风险传染建模与分析；面

向金融市场韧性与恢复的仿真建模；金融欺诈等异常交易行

为的监测与预警；系统性金融风险监测与预警等。 

  （五）基于行为的金融市场机制建模分析（申请代码 1

选择管理科学部 G01、G03 下属代码）。 

  个体在投资、储蓄等金融行为中的偏好、偏差及行为模

式；金融中介所面临的激励、限制及行为模式；制度环境与

政府政策等对市场参与者的影响；个体和金融中介行为共同

导致的资本市场定价机制和均衡结果；金融市场波动对实体

经济和社会福利的真实影响等。 

  （六）助力可持续发展的金融市场建模分析（申请代码

1 选择管理科学部 G01、G03 下属代码）。 

  气候、环境、社会责任等可持续发展因素对金融市场中

个体与机构决策行为的影响和作用；可持续发展因素与金融

机构经济绩效之间的交互影响；考虑可持续发展因素影响的

金融资产定价、市场机制及政策机制等。 

  三、资助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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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项项目资助期限为 4 年，申请书中的研究期限应填写

“2024 年 1 月 1 日－2027 年 12 月 31 日”，拟资助 6 项左右，

直接费用的平均资助强度约 200 万元/项。 

  四、申请要求及注意事项 

  （一）申请条件。 

  本专项项目申请人应当具备以下条件： 

  1.具有承担基础研究课题的经历； 

  2.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职称）。 

  在站博士后研究人员、正在攻读研究生学位以及无工作

单位或者所在单位不是依托单位的人员不得作为申请人进

行申请。 

  （二）限项申请规定。 

  1.本专项项目申请时不计入高级专业技术职务（职称）

人员申请和承担总数 2 项的范围；正式接收申请到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委员会作出资助与否决定之前，以及获得资助后，

计入高级专业技术职务（职称）人员申请和承担总数 2 项的

范围。 

  2.申请人和参与者只能申请或参与申请 1 项本专项项目。 

  3.申请人同年只能申请 1 项专项项目中的研究项目。 

  （三）申请注意事项。 

  1.申请接收时间为 2023 年 11 月 15 日－2023 年 11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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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本专项项目申请书采用在线方式撰写。对申请人具体

要求如下： 

  （1）申请人在填报申请书前，应当认真阅读本项目指南

和《2023 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指南》的相关内容，不

符合项目指南和相关要求的申请项目不予受理。 

  （2）本专项项目旨在紧密围绕核心科学问题，将对相关

研究进行战略性的方向引导和优势整合，成为一个专项项目

集群。申请人应根据本专项拟解决的具体科学问题和项目指

南公布的拟资助研究方向，自行拟定项目名称、科学目标、

研究内容、技术路线和相应的研究经费等。 

  （ 3 ） 申 请 人 登 录 科 学 基 金 网 络 信 息 系 统

https://grants.nsfc.gov.cn/（没有系统账号的申请人请向依托单

位基金管理联系人申请开户），按照撰写提纲及相关要求撰

写申请书。 

  （4）申请书中的资助类别选择“专项项目”，亚类说明选

择“研究项目”，附注说明选择“科学部综合研究项目”。申请

代码 1 应按照拟资助研究方向后标明的申请代码要求选择管

理科学部下属的申请代码。以上选择不准确或未选择的项目

申请不予受理。申请项目名称可以不同于拟资助研究方向下

列出的研究内容名称，但应属该内容所辖之内的研究领域。 

  管理科学部不受理如下申请人的项目申请：①作为项目

负责人近 5 年（2018 年 1 月 1 日后）已经获得国家社科基金

资助，但在本项目申请截止日期前，尚未获得全国哲学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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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工作办公室颁发的《结项证书》者。若已获得《结项证

书》，申请人必须在申请书后附《结项证书》复印件，并在

复印件上加盖依托单位法人公章。②2023 年作为负责人申请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者。 

  （5）每个专项项目的依托单位和合作研究单位数合计不

得超过 3 个；主要参与者必须是项目的实际贡献者。 

  （6）申请人应当按照专项项目申请书的撰写提纲撰写申

请书，请在申请书正文开头注明“2023 年度专项项目基于数

据与行为的金融系统建模分析研究方向：***（按照上述 6 个

拟资助研究方向之一填写）”。申请书应突出有限目标和重点

突破，明确对实现本专项总体目标和解决核心科学问题的贡

献。 

  如果申请人已经承担与本专项项目相关的其他科技计

划项目，应当在申请书正文的“研究基础与工作条件”部分论

述申请项目与其他相关项目的区别与联系。 

  （7）申请人应当认真阅读《2023 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项目指南》申请规定中预算编报要求的内容，认真如实编

报项目预算，依托单位要按照有关规定认真进行审核。 

  （8）本专项项目实行无纸化申请，申请人完成申请书撰

写后，在线提交电子申请书及附件材料。依托单位只需在线

确认电子申请书及附件材料，无须报送纸质申请书，但必须

在项目接收工作截止时间前（2023 年 11 月 20 日 16 时）对

本单位申请人所提交申请材料的真实性和完整性进行认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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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核。项目获批准后，依托单位将申请书的纸质签字盖章页

装订在《资助项目计划书》最后，在规定的时间内按要求一

并提交。 

  3.本专项项目咨询方式：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管理科学部管理科学一处 

  联系人：章魏 

  电话：010-62326667 

  电子邮箱：zhangwei@nsfc.gov.cn 

  （四）其他注意事项。 

  1.为实现专项总体科学目标，获得资助的项目负责人应

当承诺遵守相关数据和资料管理与共享的规定，项目执行过

程中须关注与本专项其他项目之间的相互支撑关系。 

  2.为加强项目的学术交流，促进专项项目集群的形成，

本专项项目集群将设专项项目指导专家组和协调推进组，每

年举办一次资助项目的年度学术交流会，并将不定期地组织

相关领域的学术研讨会。获资助项目负责人必须参加上述学

术交流活动，并认真开展学术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