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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管理学派本土研究的路径探索

谢佩洪　魏农建
（上海对外贸易学院工商管理学院）

　　摘要：随着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本土管理研究的重要性日趋突显。然而，目前中国管理

学界仍然缺乏相应的本土管理研究，如何探索和创建基于中国管理实践的管理理论是海内外

华人学者共同面临的重要研究课题。在分析当前中国管理理论研究现状的基础上，认为本土

管理研究可以围绕３个路径进行探索，以期对实现“中国现代管理学”的目标有所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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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０年１１期《管理学报》发表了一篇非常

特殊的文章———《出路与展望：直面中国管理实

践》。一方面，是该文作者的数量高达３９人；另
一方面，是文章的“体裁”，是一篇呼吁学术研究

“实践导向”的倡议书。文章的主旨：“呼吁中国

管理科学的 研 究 要 直 面 管 理 实 践。从 读 者、研

究者、学生、主管机构、社会评论者的困惑出发，
反思管理科学发展 存 在 的 问 题，主 张 管 理 科 学

研究要重新思考管 理 的 本 质，使 之 从 异 化 中 走

出来，强化对实践问题的研究，从中提炼真正的

科学理论问题，既可以用理论指导实践，也可以

服务于中国管理科学体系的创建。”［１］韩巍［２］对

此文进行了“响应与批评”，他高度认同“实践导

向”在中国管理学术转型中的意义的同时，进而

呼吁致力于“创建中国管理学”的学者要珍惜学

术表达的自由。
其实，不仅中 国 的 管 理 学 者 有“实 践 导 向”

还是“理论导向”的困惑 与 反 思，欧 美 商 学 院 的

博士培养、学 术 研 究、论 文 发 表、职 称 评 审 制 度

等，其工作 重 心 也 是 离“管 理 实 践”越 来 越 远。
先是著名的组织学者斯坦福大学的ＰＦＥＦＦＥＲ
等［３］于２００２年 发 表《商 学 院 的 末 日：看 得 见 的

成功不多》（该 文 荣 获 年 度 最 佳 论 文）。然 后 是

传统美式管理 教育 模 式 的 长 期 批 评 者，加 拿 大

麦吉尔大学的明茨伯格在２００４年出版专著《管

理者而非 ＭＢＡ》。接 着 是２００５年 伦 敦 商 学 院

的著名教授ＧＨＯＳＨＡＬ［４］的遗著《坏的管理理

论正在破坏好的商业实践》（该文荣获年度最佳

论文）的 推 出。最 后 是 领 导 力 专 家 ＢＥＮＮＩＳ
等［５］的《商学院是如何迷失方向的》。这些作者

在学术界的地位都 很 高，文 章 的 题 目 也 是 一 个

比一个引人注目，文章的内容更是有理有据，可
圈可点。

中国的 商 学 院 或 管 理 学 院 一 味 地 为 了 与

“国际接轨”，进而跻身世界一流大学行列，也大

肆模仿美国商学院的运行模式和学术范式。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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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的“量化管理热”中，中 国 的 商 学 院 过 分 注

重量化研究和数据 分 析，在 当 今 高 度 不 确 定 性

的世界里，定性研究理应更受重视，尤其是为了

建构本土理 论，却 反 而 被 忽 略 或 边 缘 化。我 们

认为，如果中国学者 一 味 地 追 随 美 国 的 学 术 前

沿和研究范式，不太 可 能 成 为 具 有 世 界 影 响 的

学者。一是因为这样的研究成果美国学者基本

不看，而中国学者也基本不看，大家都盯着超一

流英文期刊；二是这 样 的 成 果 无 论 是 对 中 国 的

政府还是企业管理实践都很难产生实质性的影

响，因为关注的是美国或全球问题，而不是中国

本土的实际以及理论问题。

中国管理科学研究和管理 学 教 育 的 前２０
年（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期恢复办学迄今）已经

走过了以学 习、借 鉴、模 仿 为 特 征 的 初 级 阶 段，
软硬件的基本骨架已经搭起。现在面临的是今

后２０年如何走的问题，中国管理科学发展正处

于一个历史的转折时期［６］。中国管理学的发展

思路应该借鉴冯友兰先生对中国哲学发展思路

的表述：中国哲学应从“照着讲”转到“接着讲”。
中国管理学不也应对外来管理学从“照着讲”走

向“接着讲”，进而转 到“本 土 讲”吗？这 是 一 个

历史现象：中国近代 学 术 发 展 曾 经 多 次 受 外 来

文化的传引和影响，但 到 头 来 都 是 本 土 文 化 逐

渐溶解融合 外 来 文 化。管 理 不 只 是 一 门 科 学，
还是一种文化，有 它 自 己 的 价 值 观、信 仰、工 具

和语言。管理是一种社会职能并植根于一种文

化，一种价值 传 统、习 惯 和 信 念 之 中，以 及 政 府

制度和政治制 度 中，因 此，管 理，不 论 是 理 论 还

是实践，在本质上都是一种文化的表象，必须本

土化。只有这样，才有希望建立并实现“中国现

代管理学”的梦想。
郭重庆［６］在《中 国 管 理 学 界 的 社 会 责 任 与

历史使命》一文中指出，比照经济学界与社会学

界“可圈可点”的表现，直 言 中 国 管 理 学 界 学 术

研究和管理实践“两张皮”、对 中 国 经 济 与 社 会

发展的管 理 实 践“插 不 上 嘴”、“吃 别 人 嚼 过 的

馍”、需求不足与供给不足同时存在等弊端。并

向中国管理学界发出应摆脱“自娱自乐”尴尬处

境的呼吁，应将“建 立 中 国 现 代 管 理 学，将 管 理

学中国化”作为管理学界下 一 阶 段 的 战 略 发 展

目标。

郭重庆认为如果要使中国管理科学得到发

展，对当今世界管理科学产生重大影响，我们必

须从“照着讲”向结合中国情景的“接着讲”的转

变。至于如何“接 着 讲”，可 以 对 北 京 大 学 汤 一

介关于中 国 哲 学“接 着 讲”的３个 路 径 加 以 修

改：“接着中国传统文化 讲”、“接 着 中 国 管 理 实

践讲”、“对着西方管理学讲”，并将“对着西方管

理学讲”放在后面的位置，以此强调先有本土研

究，然后再与 西 方 研 究 平 等 对 话。本 文 沿 着 这

一思路，继续尝 试 深 入 探 讨 如 何 开 展 中 国 本 土

管理研究。何 谓 本 土 管 理 研 究？总 体 而 言，但

凡涉及某个独特的本土现象或该现象中的某个

独特元素，并 且 以 本 土 视 角 探 讨 其 本 土 性（主

位）意 义 以 及 其 可 能 普 适 性（客 位）意 义 的 研

究，便是本 土 研 究［７］。该 理 念 包 含２个 主 要 特

点，即从独特且新 颖 的 视 角 研 究 某 个 独 特 本 土

现象或该现象中的某个独特元素。

１　基于 阴 阳 平 衡 等 中 国 传 统 文 化 的 理 论

探索

　　中国传统 文 化 是 中 华 民 族 智 慧 的 宝 藏，眼

下管理精英们和 社 会 公 众 的 国 学 热 可 作 旁 证。
更何况管理本身就 是 文 化，须 臾 离 不 开 自 身 赖

以生存的民族文化传统。中国古代的阴阳思维

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之一。《周易》是一部中

国古哲学书籍，是 建 立 在 阴 阳 二 元 论 基 础 上 对

事物运行规律加以论证和 描 述 的 书 籍；《周 易》

堪称我国文化的源头，它的内容极其丰富，对中

国几千年来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都产

生了极其深刻 的 影 响。鉴 于 此，《周 易》可 称 得

上是中华文明史上一部内涵精深、影响广泛、流

传久远的典籍，有“大道之源”之称，是中华民族

文化智慧的结晶。“不读易不可为相”的看法在

传统文化中影响深远，这正 是《周 易》的 特 殊 魅

力之所 在。《系 辞 传 下》曰：“乾 坤 其《易》之 门

邪？乾，阳物也；坤，阴物也。阴阳合德，而刚柔

有体，以体天地之撰，以通神明之德。”文中所谓

“阴阳合德”，即今人所言“阴阳平衡”。
什么是阴阳平衡或阴阳思维呢？从２个阴

阳鱼的太极图中可以看出，阴阳代表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而 且 相 互 依 赖，相 互 转 化，其 核 心 原

则是“对立互 补”，既 对 立 又 统 一。阴 阳 文 化 哲

学遵循二元动态平衡原理，具体包含三大原则：

整体性原则（世间 万 物 均 由 阴 阳 两 面 构 成）、动

态性原则（阴阳两面相互动态转化，可以从一面

为主转化为另一 面 为 主，不 断 寻 找 新 的 平 衡）、

对立统一原则（阴 阳 既 对 立 又 统 一，相 生 相 克，

你中有我，我 中 有 你，呈 现 出 非 线 性 特 征）。中

国古代阴阳思 想作 为 中 国 独 特 思 维 模 式，其 相

对平衡观点不同于，并 远 胜 于 黑 格 尔 辩 证 法 的

绝对扬弃观点［８］。中国人比西方人更善于应用

整体动态对立统一 的 方 式 思 维；而 且 中 国 古 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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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阳思想亦与现代 新 型 逻 辑，例 如 模 糊 逻 辑 及

矛盾逻辑基 本 一 致［９］，并 可 将 以 上２个 现 代 逻

辑整合为一。
量子力学创始人波尔提出“相反即互补”的

核心原则，以此创建量子力学的哥本哈根学派。
这与中 国 古 代 阴 阳 思 维 方 式 不 谋 而 合。１９４７
年波尔被丹麦授予 爵 位 时，波 尔 选 择 了 中 国 太

极图作为他爵位的 盾 形 纹 章 的 中 心 图 案，并 刻

上了“相反即互补”的铭文。微积分及二进制创

始人莱布尼茨一生热衷于中国文化。当发现他

的二进制与宋代邵雍的易经八卦图排序完全吻

合时，他 被 中 国 古 代 阴 阳 思 想 的 伟 大 深 深 震

撼［１０］。此外，莱布尼茨世界和 谐 的 哲 学 体 系 与

中国古代阴阳思想不谋而合。分析心理学创始

人荣格深受中国古 代 阴 阳 思 维 方 式 的 启 发，他

主动应用中国古代 阴 阳 思 想，建 立 了 分 析 心 理

学的核心概 念 与 原 则。此 外，荣 格 专 门 撰 文 介

绍中国道教及中国古代阴阳思想。以上诸多案

例足以说明中国古代阴阳思想绝不是迷信或神

秘巫术，而是一种更具科学性的思维方式。
阴阳思维还能够用于现代管理研究中，金

等［１１］的《蓝海战略》就是一部应用阴阳哲学的管

理著作。蓝海 战 略 理 论 并 不 是 否 定 红 海，实 际

上它是强调企业在 红 海 中 竞 争 的 同 时，要 积 极

开拓无人竞争的蓝 海 新 领 域，其 实 质 就 是 红 海

与蓝海的二元相 对 平 衡。蓝 海（相 对 积 极 的 因

素）与红海（相对消极的因素）本 身 就 是 一 对 阴

阳，而且蓝海战略的操作工具，即四步动作框架

就是两对阴阳：哪些 行 业 中 被 认 为 理 所 当 然 的

因素应该被剔除？哪些行业内从未提供过的因

素应该被创造（剔除和创造这是一对阴阳）？哪

些因素应该降低到行业标准以下？哪些因素应

该提升到行业标准以上（减 少 和 增 加 这 又 是 一

对阴阳）？加拿大 的 太 阳 马 戏 团 因 创 新 性 地 应

用四步动作框架开创新蓝海而大获成功［１１］。金

教授之所以能够提 出 蓝 海 战 略 的 洞 见，因 为 他

是韩国人，他懂得阴阳哲学，韩国受到中国传统

文化的深远影响。

此外，蓝海可进一步分为阴阳，即以蓝海为

主，红海为辅；随 着 时 间 的 推 移，竞 争 者 和 追 随

者进 入，这 一 片 蓝 海 则 变 为 红 海，即 以 红 海 为

主，蓝海为辅，这 是 对 红 海 进 行 的 阴 阳 分 类 法。

为了获得竞争优势则需企业继续在红海中进一

步进行市场细分，发现新的蓝海，豪华轿车中保

时捷就是做高档跑 车 这 片 蓝 海，这 就 是 阴 阳 的

动态转化和相对平衡原理。在当今动荡的环境

中，企业既需要采取 和 实 行 基 于 核 心 能 力 的 竞

争战略或“红海”战略，又 需 要 采 取 和 实 行 基 于

重建市场边界和超越现有需求的价值创新战略

或“蓝海”战 略，两 者 相 互 交 替 和 促 进。任 何 一

个企业都要在 努力 维 持 红 海 业 务 的 同 时，以 相

当精力去不断地开 创 蓝 海 业 务，这 样 才 可 以 获

得动态能力与可持续发展。

阴阳平衡思维可以用来探索现在企业战略

领域中的一些现实难题，例如，如何平衡探索式

学习与利用式学习，以 及 渐 进 性 创 新 和 颠 覆 式

创新，以使企业具备动态能力，从而实现可持续

发展。影像业的霸主柯达公司由于不能很好地

平衡利用与创新，导 致 现 在 处 于 破 产 的 边 缘 挣

扎。手机 的 缔 造 者 摩 托 罗 拉 公 司 由 于 创 新 不

足，被苹果、诺 基 亚、三 星 公 司 远 远 抛 在 后 面。

乔布斯的苹果公司则通过不断探索无形新大陆

和第二曲线，不仅成功地挽救了苹果，而且开拓

并主导了ｉｐｏｄ、ｉｐｈｏｎｅ以及ｉｐａｄ３个新品类，成

为全球市 值 最 高 的 公 司，Ａｐｐｌｅ成 为 创 新 和 时

尚的代名词。“利用和创新”的相对平衡以及企

业的战略转型成为当今动荡环境下企业最为关

注的主题。此 外，阴 阳 平 衡 思 维 也 可 以 为 企 业

整合战略提供新的洞见。企业在制定竞争战略

时仅仅考虑市场因 素 是 不 够 的，还 要 考 虑 到 非

市场因素的影响。西方许多学者的研究均表明

非市场战略与企业绩效正相关。中国正处在经

济转型时期，制度理论认为，政府虽然对企业的

作用已经削弱，但是市场化程度、规制水平等方

面与成熟的市 场经 济 环 境 还 存 在 一 定 差 距，因

此，中国企业更需要在市场竞争的同时，积极开

展非市 场 竞 争，具 备“市 场非 市 场”的 双 元 能

力，而且市场战略 与 非 市 场 战 略 两 者 之 间 存 在

正向外溢性［１２］。
除了阴阳哲学之外，中国传统文化中也 有

着其他丰富的管理 思 想，这 些 思 想 都 经 历 了 几

千年的 实 践 洗 礼。比 如，儒 家 的“内 圣 外 王”、

“义利观”等 思 想；道 家 的“无 为 而 治”、“有 无 相

生”等智慧。宏碁集团创始人、“台湾ＩＴ教父”施
振荣在远离管理中心之后，年近古稀的他一直在

为“王道薪传班”奔走布道，还破天荒地与陈明哲

当了共同“班主任”，这一高阶人才培育计划主要

是针对华人企业领袖与未来领袖。施振荣甚至

在中国文化中找到与之管理思想对应的一个契

合点：王道精神。所谓王道精神，源自２０００年前

孟子主张的“王道”政治。孟子说，“以力假仁者

霸，以德行仁者王”，“霸”与“王”的差别在于前者

以力，而后者以“德”、以“心”，治政孟子主张将政

治与道德合一，“以德行仁，以王天下”［１３］。霸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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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做大，王道可以做久。
王道是一 种 精 神，更 是 一 种 文 化。施 振 荣

说文化是很深的东 西，他 说 自 己 是 在 做 了 多 年

企业 之 后，才 体 会 到 王 道 精 神，具 体 到 企 业 经

营，践行王道精神，就是做“王道企业”。施振荣

解释说，“王道企 业，从 西 方 角 度 而 言 就 是 关 注

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即指消费者、股东、员工、从

上游的 银 行 到 下 游 的 经 销 商，加 上 社 会 的 利

益。”按 照 施 振 荣 如 今 的 搭 档 国 际 管 理 学 会

（ＡＯＭ）主席、美国达顿商学院讲座教授陈明哲

的说法，施振荣本人 的 经 历 就 是 王 道 精 神 的 最

佳说明。中国大陆和台湾企业的中国式管理中

蕴涵着王道精神，陈 明 哲 希 望 王 道 思 想 能 够 影

响全世界。

２　基于中国近现代管理实践的本土化研究

在中国改革开放３０多年的时间里，处于长

期计划经济体制禁锢下的中国企业是最具有学

习精神 的。在 快 速 融 入 全 球 经 济 体 系 的 过 程

中，封闭多年的中国 企 业 表 现 出 如 饥 似 渴 的 求

学精神，国外 企 业 的 各 种 管 理 理 论、方 法、工 具

都成为中国 企 业 学 习 的 对 象。全 面 质 量 管 理、

目标管理、学 习 型 组 织、核 心 竞 争 力、业 务 流 程

再造、六西 格 玛、平 衡 记 分 卡、蓝 海 战 略、执 行

力、虚拟企业、知 识 管 理、业 务 外 包 等 西 方 管 理

理论令 中 国 企 业 经 理 人 应 接 不 暇、眼 花 缭 乱。
但是，这些在西方能 够 得 到 很 好 运 用 的 理 论 到

中国企业管理的实 践 中 就 显 得 不 那 么 灵 验，是

理论 错 了？ 不 是！ 是 我 们 学 习 得 不 好？ 也 不

是！问题在于 任 何 理 论 都 是 有 情 境 的，德 鲁 克

强调管理是一门实践的学科。

中国管 理 研 究 国 际 学 会（ＩＡＣＭＲ）创 会 会

长、亚利桑那州立大 学 凯 里 商 学 院 摩 托 罗 拉 国

际管理讲座教授徐淑英［１４］指出，在过去的２０多

年，套用西方的理论 框 架 在 中 国 进 行 演 绎 性 的

研究主导了中国的 管 理 研 究 领 域，但 这 样 的 研

究往往对现有的理 论 发 展 只 提 供 有 限 的 贡 献，

因为管理的本质是文化。西方管理理论的提出

有其自身的制度情境，与当时西方独特的政治、

经济和社会 背 景 密 切 相 关。因 此，中 国 管 理 理

论发展的未来研究 必 须 关 注 中 国 情 境 的 作 用，
案例研究就是一种具体情境下的探索。ＺＨＡＯ
等［１５］指出，从美国早期的研究历史看，好的研究

理论都是基 于 案 例 开 发 的。如 钱 德 勒１９６２年

的管理名著《战略与结构》就 是 基 于 杜 邦、通 用

汽车、新泽西标准石油、西尔斯等４家公司进行

跨案例分析其战略 与 结 构 的 范 式 转 变，得 出 了

影响深远的“结构追随战略”的著名结论。由此

可见，应用 案 例 研 究 构 建 更 多“管 理 的 中 国 理

论”正当其时！

中国大 陆 的 ＭＢＡ 和ＥＭＢＡ 学 生 经 常 有

这样的困惑：是的，我们承认从哈佛和毅伟的案

例中学到了许多 国 外 企 业 管 理 的 理 论 和 知 识，

但是它们适合在我们自己的企业中运用吗？在

当前管理实践中会有效吗？我们国内不是也有

很多“先锋企 业”如 华 为、联 想、美 的、宝 钢 和 海

尔等大型企业，以 及 更 多 发 展 很 成 功 的 中 小 企

业吗？为什么商学院的老师们不去开发这些离

我们更 近、更 类 似 的 企 业 案 例 来 进 行 教 学 呢？

转型中的中国是一个正在进行的巨大的社会实

验，它为管理与组 织 动 态 理 论 的 发 展 提 供 了 一

个理想的情境，这 样 的 情 境 世 界 上 没 有 一 个 国

家曾经历过，也 没 有 现 成 的 理 论 和 方 法 供 我 们

运用，我们必 须 摸 着 石 头 过 河，从 干 中 学，运 用

案例研究和实证研究发展“管 理 的 中 国 理 论”，
丰富国际管理 学领 域 的 研 究 知 识，并 对 我 国 企

业管理实践人员提供更多的启示［１５］。
案例研究的权威，斯坦福大学教授艾森 哈

特［１６］认为，“虽然未来并不确定，构建 理 论 之 案

例研究方法很有可能成为一个对于中国以及亚

洲研究有着特殊意义的研究方法。持乐观态度

的理由之一是案例研究方法特别适合创建新颖

洞见和独特 理 论。通 过 案 例 研 究 方 法，研 究 者

可能从全新的视角重新审视广为流传的西方理

论。更令人兴 奋 的 是，案 例 研 究 方 法 有 助 于 构

建真正亚洲本土的组织理论和战略理论。持乐

观态度的另一个理由是构建理论之案例研究方

法与中国文化十分吻合。正如李平在阐述阴阳

视角时所指出那样，华 人 重 视 事 情 的 整 体 全 面

性，动态性和复杂性，以及涌现的关键作用。这

些因素与构建理 论 之 案 例 研 究 方 法 一 脉 相 承。
换言之，中国学 者 以 及 亚 洲 学 者 可 能 发 现 案 例

研究方法与他们本身独特的思维方式以及文化

如出一辙”［１５］。“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尤

其是在创建本 土管 理 理 论 的 时 候，案 例 研 究 方

法更是我们的“利器”。正如徐 淑 英［１７］所 言，我

们需要通过案例研究方法来构建能够解释中国

独特管理困境和问题的理论。案例研究方法已

经被广大学者公认为是组织管理研究中的重要

方法。案例研 究 方 法 的 影 响 广 泛，因 为 它 引 导

研究者专注于那些没有明显答案但却非常重要

的问题，即那些研究问题时常“意义重大”，而且

它的研究结果时常 贴 近 现 实，甚 至 具 有 实 用 价

值，让管理实践者感同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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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春花［１８］认为，海 尔、ＴＣＬ、华 为、宝 钢、联

想等中国本土先锋企业的成 功 在 于 秉 持 了“中

国理念，西方标准”，中 国 先 锋 企 业 的 管 理 方 法

与众不同的地方是 能 够 结 合 中 西 管 理 的 精 髓，

能够在中国的环境下运用西方的管理方法。这

些优秀企业的创新举措值得更多的中国企业学

习。华为创业 之 初，技 术 力 量 和 产 品 实 力 非 常

薄弱，因此任正非制定了“农村包围城市”战略。
华为在开拓海外市场的时候也采取了类似的战

略，先是进入电信业 发 展 比 较 落 后 的 发 展 中 国

家。在发展中 国 家 实 现 规 模 突 破 后，再 逐 渐 向

发达国家迈进，华为已成功进入欧洲市场、日本

市场，现在又敲开了美国市场的大门。经过１０
多年的国际化进程，“农村 包 围 城 市”战 略 才 在

全球市场取得了阶段性胜利。此外，中国粤商、
浙商、闽商的商业实 践 也 为 中 国 管 理 学 者 的 本

土研究提供了非常 丰 富 的 土 壤，如 浙 江 工 商 大

学成立的“浙商研究中心”、广 东 外 语 外 贸 大 学

的“粤商 研 究 中 心”、华 侨 大 学 的“闽 商 研 究 中

心”就是尝试本土化研究的范例。可见，中国本

土企业给了我们非 常 丰 富 的 管 理 方 式，值 得 学

者研究以及其他企业学习借鉴。
此外，基于毛泽东思想的毛式管理也是 值

得中国学者们探索的本土化管理现象。在今天

的中国，许多知名企业家吸纳、借鉴毛式管理艺

术进行企业的经营管理。其中著名的有失败者

如牟其中，更有成功 者 如 一 帆 风 顺 的 华 为 任 正

非（其“农村包围城市”的发展战 略 更 是 深 得 毛

式管理的精髓），大起大 落、“征 途”上 的 史 玉 柱

等等。《经济学人》曾在封面文章中专门撰文探

讨毛式管理艺术，认 为 西 方 传 统 的 福 特 式 管 理

思路较适合那些成 功 的 明 星 级 大 企 业，而 对 于

大多数挣扎生存的 小 企 业，它 们 更 多 采 用 的 其

实是毛泽东式的管理［１９］。不仅仅在于毛泽东的

用人之道，如 重 视 培 训，激 励 和 评 估 基 层 干 部，

鼓励员工之间的竞争，弘扬牺牲精神，强调自我

批评等等，更 体 现 在 更 高 的 哲 学 层 面 上。毛 式

管理提倡统 一 思 想、全 体 奉 献。商 业 社 会 永 远

离不开所谓草根商 业 阶 层，他 们 可 以 在 守 法 的

范围内，采取一切手段，为此包括知识分子们认

为是非常“低级趣味”的 那 些 手 段，在 这 类 草 根

商业者身上表现得淋漓尽致。正如《经济学人》

杂志不得不承认的，毛式管理，尽管它可能违背

一切管理教科书，尽 管 它 更 像 是 小 说 中 描 写 的

“邪派武功”，依然会在草根商业者中大行其道。

当然，毛式管理也有其局限性所在，即在政治和

商业的分野。

３　对着西方管理学讲：与中国情境相结合

的情景化研究

　　匈牙利籍的英国哲学家波兰尼（ＰＯＬＡＹＩ）
原本是一个卓 有建 树 的 物 理 化 学 家，后 来 转 向

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他在其１９５８年的著作

《个人知识》中最早提出了默会认识的概 念［２０］，
之后认识的默会维度才日益明晰地呈现在人们

的研究视域中。“默会认识”作为人类创造性认

识活动中最重要、最基本的要素之一，是和人的

（创造性）直 觉、灵 感、顿 悟、想 象 等 非 理 性 因 素

息息相关的。因此，波兰尼的“默会认识”，实质

上是认识 主 体 对 认 识 对 象 身 心 合 一 的 整 体 理

解，它作为认识主体的个体认识活动，具有强烈

的个 人 性、默 会 性。ＰＯＬＡＹＩ［２０］指 出，科 学、宗

教和艺术作为个人知识，在默会层面是相通的，
科学发现、宗教体验和艺术审美都是个人的“理

解”，科学与人文在理解的基础上是统一的。实

际上，他的默会认识论对个人知识理想的确立，

对于“主体如何认识客体”的问题给出了在认识

论史上具有革命性意义的解答，因而被西方学术

界称为“认识论上的第三次哥白尼式的革命”［２１］。

１９９１年，日本学者野中郁次郎（ＩＫＵＪＩＲＯ）
受波兰尼默会认识论的启发并结合日本企业的

知识管理活动，研 究 了 显 性 知 识 和 隐 性 知 识 二

者之间的互相作用、互相转化，并建构了知识转

化的４种基 本 模 式：社 会 化、外 部 化、组 合 化 和

内部化。这 就 是 著 名 的ＳＥＣＩ模 型，清 晰 地 辨

识了 知 识 生 产 模 式 的 常 规 类 别，即“隐 性隐

性”、“隐性显性”、“显性显性”和“显性隐性”。

ＳＥＣＩ知识转化 模 型 准 确 地 揭 示 了 知 识 生 产 的

起点与终点，即始自高度个人化的隐性知识，通

过共享化、概念化和系统化，最终升华成为组织

所有成 员 的 隐 性 知 识。随 后，ＩＫＵＪＩＲＯ等［２２］将

他知识创新理论的核心概念Ｂａ（知识场—巴）引

入ＳＥＣＩ模型。Ｂａ被定义为知识分享、创造和使

用的背景环境，并相应于ＳＥＣＩ模型各阶段引入

各自的Ｂａ（初始巴、对话巴、系统巴和演练巴）。

野中的理论虽然和大前研一一样建构在日

本企业的成功经验 上，但 他 强 调 日 本 企 业 的 成

功并非只是 优 良 的 生 产 技 术，与 顾 客、供 货 商、

政府部门间的良好关系，终身雇用制度、或者重

视年资等 这 些 我 们 所 熟 知 的“日 本 式 管 理”特

色，他试图说 明，日 本 企 业 的 过 人 之 处，其 实 在

于其组织的知识创造能力。他针对日本企业中

的知识管理架 构而 提 出 的 独 特 见 解，对 知 识 创

造和知识管理提出了一个新颖的认识。他创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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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ＳＥＣＩ模型成为知识管理中的核心理论方法

之一，并被广 泛 运 用 到 企 业 实 践 之 中。至 今 知

识管理的主 流 研 究 仍 然 遵 循“波 兰 尼—野 中 郁

次郎范式”，该 范 式 的 基 础 是 波 兰 尼 的 默 会 认

识、言 传 认 识 分 类 法 以 及 野 中 的ＳＥＣＩ模 型 和

Ｂａ理论。２００８年野中被《华尔街杂志》选为“最

有影响力的管理学家之一”，成为少数能登上全

球管理舞台的亚洲大师。

其实，作为当代西方哲学家，波兰尼的默会

认识论却体现出诸多与中国传统体知文化的共

通之处［２１］。“言不尽意”的现象曾引起许多中国

古代思想家的注意。道家的老子在《道德经》开

篇就提出“道，可道，非 常 道”，认 为“道”是 不 可

以用 言 语 来 传 达 说 明 的，否 则，就 不 是 真 正 的

“道”了。在道家那里，“悟 道”的 过 程 就 是 人 的

整个身心与天地万 物 合 而 为 一 的 过 程，其 妙 境

“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几千年来，我们仍然停

留在“道”的抽象层面，而 没 有 结 合 中 国 现 代 企

业的管理实 践 进 行 情 景 化、理 论 化。野 中 却 在

波兰尼默会认识论 的 基 础 上，结 合 日 本 企 业 的

具体情境，改造并升 华 了 波 兰 尼 的 默 会 认 识 理

论，提出了ＳＥＣＩ模型、巴（Ｂａ）与知识资产等知

识管理框架，创造了 一 个 全 面 评 估 企 业 知 识 管

理绩效的工具。野中能够集成西方理论与东方

的情境，将文化特殊 性 的 理 论 变 成 全 球 适 用 的

理论，这种情景化研 究 的 探 索 精 神 值 得 中 国 的

管理学者学习和借鉴。

表１　中西文化维度对比

东方关系取向 西方非关系取向

世界观 整体性 局部分析

兼而有之 非此即彼

对立统一 片面对立

人际观 突出群体与关系 突出个体

群体和谐与整体成就 个体成就

时间观 非线性 线性

过程导向 结果导向

注重历史与传统 注重未来

西方管理学 理 论 是 在 西 方 社 会 的 政 治、经

济和文化背景下提 出 的，是 和 西 方 企 业 的 发 展

状况相适应 的。事 实 上，中 国 和 西 方 的 文 化 存

在诸多差异（见表１）［２３］，而且企业发展的阶段

也截然不同，因此要开展中国的情景化研究，仍

然需要继续学习西 方 管 理 学，但 不 再 是 照 本 宣

科，而是要掌握西方管理学的精髓，并融合中国

情景，进 一 步 结 合 中 国 的 管 理 思 想，从 而 实 现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如果说西方的文化、文

明塑造了西方人的 心 智 模 式 和 行 为 方 式，比 较

容易满足科学管理（相信不 完 全 是 泰 勒 意 义 上

的）的要求。那 么，我 们 也 应 该 研 究 中 国 文 化、
社会化过程如何让我们形成了今天的心智模式

和行为方式。我们正在弘扬中国５０００年的文

化传 统，哪 些 是 值 得 继 承 的，哪 些 是 需 要 扬 弃

的，这些都需要深入研究和探索。
胡适先生曾 提 出“大 胆 假 设，小 心 求 证”的

治学方法。“大胆假设”是要人们打破旧有观念

的束缚，挣破 旧 有 思 想 的 牢 笼，大 胆 创 新，对 未

解决的问题提出新的假设或解决的可能；“小心

求证”即是要 求人 们不 能 停 在 假 设 或 可 能 的 路

上，而要进行 证 明。中 国 的 传 统 学 问 不 能 进 行

大胆假设，而在小心求证方面（如考据、音韵、句

读、版本、注疏、释义等）发展十分充分，但是，中
国传统研究缺乏科 学 求 证 方 法，科 学 方 法 是 实

验法。西方的大胆假设和科学验证是需要我们

进行学习的，因此我们需要进行东西方的融合。

方太集团总裁茅忠群曾说：“必须把现在西方管

理的成果跟中 国优 秀 的 传 统 文 化 融 合 起 来，这

才是比较好的管理 模 式，管 理 必 须 考 虑 文 化 背

景。最大 的 理 论 根 据 就 是‘道 之 以 德，齐 之 以

礼，有耻且格’，这 应 该 成 为 中 国 式 管 理 的 一 个

核心理念。但 是，怎 么 把 西 方 管 理 方 式 跟 本 土

文化很好地融合起来这是一个大课题”［２４］。

对于如何把西方管理理论与本土现象结合

进行研究，徐淑英［１４］认为，目前中国管理研究的

取向应该情景化，一类是挖掘性情境研究，另一

类是探索性情境研究。情境化与本土化管理研

究之间有密 切 的 关 联，但 也 有 一 些 差 异。本 土

化管理研究重点突出本土现象或独特的本土元

素，如“关 系”、“人 情”、“悟”等，或 者 本 土 思 维

方式在现代管理中的应用 价 值，如“阴 阳 平 衡”

和“中庸之道”等。情景化管理研究涵盖的范围

则比本土化更加宽 广，具 体 包 括 现 象 的 情 景 化

（从由外而内到由内而外）、理论的情景化（从应

用到创造）、测量的情景化（从翻译到本土化）和

方法的情景化（从 磨 快 原 有 工 具 到 创 造 新 的 工

具）。为了解释 新 情 境 下 的 现 象 或 者 实 践，“情

境”与现有理论或新理论结合程度的不同，形成

了５类 不 同 的 研 究［２５］：第１类：情 境 Ａ下 的 理

论在情境Ｂ中的应用（如中国的雇佣关系）；第

２类：情境Ａ下理 论 的 拓 展：跨 情 境 研 究（如 情

境在企业家成功中的作用）；第３类：情境Ａ下

理论的细化：单一情境研究（如社会资本的文化

权变性）；第４类：建立情境Ｂ下（本土）的理论

（如东方管理、中 国 式 管 理）；第５类：在 情 境Ｂ
中测量情境Ａ下的构念（如开发新的量表）。

综上所述，中国学者应该基于中国传统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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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及近现代管理实 践 进 行 本 土 研 究，并 与 西 方

管理理论与实践对话及整合，这是时代的呼唤。

本土并不是将外来 理 论 或 实 践 本 土 化，这 一 点

非常关键。至 于 如 何 进 行 规 范 的 本 土 研 究，ＬＩ
（李平）［１０］认 为，本 土 研 究 包 含４个 关 键 要 素：

①是什么：研究对象，本地现象而不是一般性的

全球现象；②为 什 么：研 究 理 由，本 地 问 题 的 内

在根源／趋异特性，而不是外在根源／趋同特性；

③如何做：研究方法，用特定情境下或对情境敏

感的取向来创建对 本 地 实 用 的 构 念、方 法 与 理

论，而不是采 用 全 球 适 用、不 考 虑 情 境 的 取 向；

④为了谁：研 究 结 果，对 本 地 实 用 的 理 论，而 对

其他情境下的研究也有启示。他进一步对中国

本土研究分为４个类型和发展阶段：非本土、弱

本土、强本土和全球整合，见表２。
表２　本土化研究的分类与阶段

挖掘式本土研究

（理论检验与改进）
探索式本土研究

（理论构建与开发）

阶段１（非本土）：把西 方 的 文

化特 殊 性 等 同 于 文 化 普 遍

性；采 用 西 方 的 理 论，验 证／
检验西方的理论

阶段３（强本土）：文 化 特 殊 性

就是 文 化 特 殊 性；建 立 新 的

东方 理 论，以 补 充 或 取 代 西

方理论

阶段２（弱本土）：从文 化 特 殊

性到 文 化 特 殊 性，寻 找 东 方

的特 殊 性，比 较／修 正／修 改

西方理论

阶段４（全球整合）：集 成 西 方

与东 方 的 理 论，将 文 化 特 殊

性的理论 变 成 全 球 适 用 的 理

论

４　结语

中国管理学界应该直面中国管理实践，解

决本国的管理实践 问 题，因 为 管 理 的 本 质 是 文

化。中国情景嵌入与情景依赖的管理研究是中

国管理学界的责任，因为没有人能够替代我们。

曾经大力宣扬北美 主 流 研 究 范 式 的 徐 淑 英，近

来面向中国管理学术界那些主张发英文文章的

主流学者们发出了“警告”，应 该 结 合 中 国 的 具

体情境进行情景 化 的 探 索 性 研 究。只 有“基 于

中国管理实践的理论创新研究”，才能使中国管

理学者得到全球学术界的认可。基于中国管理

实践导向的本土化 研 究，不 是 仅 仅 挖 掘 老 祖 宗

的东西进行思辨式 研 究 的 探 讨，应 该 多 做 些 中

国本土管理的实证 研 究，这 是 目 前 中 国 管 理 学

术界非常缺 乏 的。此 外，应 该 采 取 权 变 的 研 究

方法 导 向 观，结 合 不 同 的 研 究 问 题，对 统 计 分

析、案例研究、演化理论、扎根理论、社会网络分

析、系统动力学等方法进行合适的选择［２６］。

中国管理学 者 应 该 把 研 究 重 点 放 在“解 释

中国现象，解决中国问题”这一根 本 使 命 上［２７］，

可以 从 当 地 媒 体、管 理 学 者、企 业 管 理 者 或

ＭＢＡ学生的对话中寻找有意思的研究话题；然

后把与话题有 关的 现 有 理 论 联 系 起 来；解 释 为

什么现有理论不 能 解 释 这 些 与 众 不 同 的 实 践；

进而建立起新的本 地 管 理 理 论，如 果 有 成 为 通

用理论的潜能则更加令人振奋。从当地现象与

情境入手 对 现 有 非 主 流 研 究 加 大 项 目 和 资 金

“扶持”力度，激发 学 者 进 行 归 纳 性 理 论 构 建 的

探索性研究。只 有 形 成 这 样 的 研 究 氛 围，才 能

摆脱现有中国管理学术界“围 绕 研 究 方 法 而 不

是中国问题”，“国际一流杂志而不是中国实践”

的ＳＳＣＩ发表导向误区。ＳＳＣＩ在亚洲造成的狂

热远 远 超 过 其 在 西 方 国 家 的 影 响。覃 红 霞

等［２８，２９］认为，过度强调ＳＳＣＩ评价功能不利本土

学术发展，过度 倚 重 学 术 评 价 体 系 会 导 致 学 术

创新缺失，强调学术研究立足于本土发展、关注

与解决本土重大问 题、能 够 激 励 本 土 学 术 发 展

应该是我国学术评价的基本原则。

要建立“中 国 现 代 管 理 学”，中 国 管 理 学 界

的队伍建设和 学术 研 究 既 要 反 对 循 规 蹈 矩，也

要反对急功近利、趋炎附势和学术失范；要提倡

科学精神和科学方 法，并 建 立 科 学 的 学 术 评 价

体系［６］。过度强调ＳＳＣＩ作为评价体系的功能，

以及过度依赖评价 指 标，都 会 对 学 术 研 究 发 展

不利。这种主动向西方特别是美国学术体系靠

拢，进而希望获得认证与认可，提升“学术水准”

与“国际学术 竞 争 力”的 做 法，被很多人认为是

所谓“国 际 化”的 必 要 过 程。对 此，有 研 究 者 指

出，“国际水平”与“国际承认”是２个不同概念，
代表着２种不同的学术旨趣和方向。正如杜祖

贻［３０］指出的：放弃了学术自立，放弃了本土化精

神，放弃了拿来主义，拾捡起了西方学者希望了

解却不屑亲为的残羹冷炙，研究那些对外国人有

用，对中国人却毫无益处的东西，以期获得学位

或者谋求论文在西方刊物上发表，赚取经济的实

利或者西方学者的“承认”是西方价值中心的承

认，却并不一定就能够代表真正的国际水平。

或许是中国管理学术界在国际上的影响力

与我国ＧＤＰ居全球第二的地位不太相称，致使

我们过于急于求成，希望创 建“东 方 管 理 学”或

“中国式管理”来传达我们在国际上的声音。但

是仅仅依靠研 究西 方 学 术 界 的 前 沿 问 题，发 表

一些背离中国管理实践的世界顶级ＳＳＣＩ论 文

与国际接轨是无法对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作出

自己的贡献，应在学术成就、学科发展以及与国

家目标上寻求一个平衡点、结合点［６］。对此，我

们管理学者应该走 出 书 斋，投 入 到 管 理 实 践 中

去发现问题、解 决 问 题、建 构 理 论，这 才 是 中 国

管理研究的必由之路！只有着力研究透中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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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问题，民族的就是世界的（比如费孝通先生

提出的中国社会“差序格局”结构），世界必然认

同。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和国际实力真正达到

世界一流，中国世界 一 流 大 学 和 世 界 一 流 学 者

自然也就水到渠成。英国和美国学者的全球地

位变化与他们国家 综 合 实 力 的 演 变 就 是 佐 证。
对此，我们应该有目标，有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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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ｏｓｔＴｈｅｉｒ Ｗａｙ ［Ｊ］．Ｈａｒｖａｒｄ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Ｒｅｖｉｅｗ，

２００５，８３（５）：９６～１０５．
［６］郭重庆．中 国 管 理 学 界 的 社 会 责 任 与 历 史 使 命［Ｊ］．

管理学报，２００８，５（３）：３２０～３２２．
［７］李平．中国管理本土研究：理念定 义 及 范 式 设 计［Ｊ］．

管理学报，２０１０，７（５）：６３３～６４８．
［８］ＬＩＰＰ．ＴｏｗａｒｄａＧｅｏｃｅｎｔｒｉｃ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ｏｆＯｒｇａｎｉ
ｚａｔｉｏｎａｌＦｏｒｍ：ＡＨｏｌｉｓｔｉｃ，ＤｙｎａｍｉｃａｎｄＰａｒａｄｏｘｉｃａｌ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Ｊ］．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ｔｕｄｉｅｓ，１９９８，１９（５）：

８２９～８６１．
［９］ＰＲＩＥＳＴＧ．Ａｎ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ｔｏＮｏｎＣｌａｓｓｉｃａｌＬｏｇｉｃ
［Ｍ］．２ｎｄｅｄ．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ＵＫ：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８．

［１０］ＬＩＰＰ．Ｔｏｗａｒｄａｎ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ｖｅ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ｏｆＩｎｄｉｇ
ｅｎｏｕｓ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ＴｈｅＧｅｏｃｅｎｔｒｉｃ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Ｙｉｎ
ＹａｎｇＢａｌａｎｃｅ［Ｊ／ＯＬ］．［２０１１０４０８］（２０１２０１２０）．
ＡｓｉａＰａｃｉｆｉｃ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ｈｔｔｐ：／／ｗｗｗ．
ｓｐｒｉｎｇｅｒｌｉｎｋ．ｃｏｍ／ｃｏｎｔｅｎｔ／４４１３１３０１３２１４８１５６／．

［１１］金Ｃ，莫博 涅 Ｒ．蓝 海 战 略：超 越 产 业 竞 争，开 创 全

新市场［Ｍ］．吉宓，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５．
［１２］谢佩洪，朱 海 华．基 于 制 度 视 角 的 企 业 非 市 场 战 略

与市场战略 的 整 合 研 究［Ｊ］．南 开 管 理 评 论，２００８，

１１（２）：１０７～１１２．
［１３］徐瑾．中国式管理蕴涵王道精神———访宏碁 集 团 创

始人、智 融 集 团 董 事 长 施 振 荣［Ｎ］．中 国 经 营 报，

２０１１０７１１（Ｃ０８）．
［１４］ＴＳＵＩＡＳ．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ｎｇ ｔｏ Ｇｌｏｂａｌ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Ａ ＣａｓｅｆｏｒＨｉｇｈ ＱｕａｌｉｔｙＩｎｄｉｇｅｎｏｕ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Ｊ］．ＡｓｉａＰａｃｉｆｉｃ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２００４，２１（２）：４９１～５１３．
［１５］ＺＨＡＯ Ｓ Ｍ，ＪＩＡＮＧ Ｃ Ｙ．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ｂｙＤｏｉｎｇ：

ＥｍｅｒｇｉｎｇＰａｔｈｓｏｆＣｈｉｎｅｓｅ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Ｊ］．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ａｎｄ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Ｒｅｖｉｅｗ，２００９，

５（１）：１０７～１１９．
［１６］艾森哈特 Ｋ．序言［Ｍ］／／李平，曹 仰 锋．案 例 研 究 方

法：理论与范 例———凯 瑟 琳·艾 森 哈 特 论 文 集．北

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２．
［１７］ＴＳＵＩＡＳ．Ｃｏｎｔｅｘｔｕ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Ｊ］．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ａｎｄＱ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Ｒｅｖｉｅｗ，

２００６，２（１）：１～１３．
［１８］陈春花．中国领先企业的管理方式研 究———中 国 理

念—西方 标 准［Ｊ］．华 南 理 工 大 学 学 报：社 科 版，

２００９，１１（４）：４３～４６．
［１９］ＭａｏａｎｄｔｈｅＡｒｔｏｆ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ＡＲｏｌｅＭｏｄｅｌ，ｏｆ

Ｓｏｒｔｓ［ＥＢ／ＯＬ］．［２００７０１０１］（２０１２０１０１）．ｈｔ
ｔｐ：／／ｗｗｗ．ｅｃｏｎｏｍｉｓｔ．ｃｏｍ／ｎｏｄｅ／１０３１１２３０．

［２０］ＰＯＬＡＮＹＩＭ．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Ｔｏｗａｒｄｓ ａ
ＰｏｓｔＣｒｉｔｉｃａｌ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Ｍ］．Ｃｈｉｃａｇｏ：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ＣｈｉｃａｇｏＰｒｅｓｓ，１９５８．

［２１］李白鹤．默会维度上认识理想的重建———波 兰 尼 默

会认识论 研 究［Ｍ］．北 京：中 国 社 会 科 学 出 版 社，

２００９．
［２２］ＩＫＵＪＩＲＯＮ，ＨＩＲＯＴＡＫＡＴ．Ｔｈｅ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Ｃｒｅ

ａｔｉｎｇＣｏｍｐａｎｙ ［Ｍ］．Ｏｘｆｏｒｄ：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５．

［２３］ＣＨＥＮＭ，ＭＩＬＬＥＲＤ．Ｔｈｅ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ａｌ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ａｓａ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Ｍｉｎｄｓｅｔ：Ｍａｎａｇｅｒｉａｌ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ｆｏｒ
ＥａｓｔａｎｄＷｅｓｔ［Ｊ］．Ａｃａｄｅｍｙｏｆ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Ｐｅｒ
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２０１１，２５（３）：６～１７．

［２４］张亚军．中国 式 管 理 要“儒 法 并 行”———访 方 太 集 团

总裁茅忠群［Ｎ］．中国经营报，２０１１０８０１（Ｃ０８）．
［２５］ＴＳＵＩＡＳ．ＡｕｔｏｎｏｍｙｏｆＩｎｑｕｉｒｙ：ＳｈａｐｉｎｇｔｈｅＦｕｔｕｒｅ

ｏｆＥｍｅｒｇｉｎｇ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Ｊ］．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Ｒｅｖｉｅｗ，２００９，５（１）：１～１４．

［２６］谢佩 洪，张 敬 来．企 业 战 略 理 论 主 流 研 究 方 法 透 析

［Ｊ］．科 学 学 与 科 学 技 术 管 理，２０１０，３１（３）：１１９～
１２３．

［２７］韩巍，席酉民．“中 国 管 理 学 界 的 社 会 责 任 与 历 史 使

命”——— 一个行动导 向 的 解 读［Ｊ］．管 理 学 家：学 术

版，２０１０，３（６）：３～１９．
［２８］覃红霞．过 度 强 调ＳＳＣＩ评 价 功 能 不 利 本 土 学 术 发

展［Ｎ］．中国社会科学报，２０１１１２０８（１４）．
［２９］覃红霞，张瑞菁．ＳＳＣＩ与高校人文社会科学学术评

价之反思［Ｊ］．高等教育研究，２００８，２９（３）：６～１２．
［３０］杜祖贻．借鉴超越：香港学术发展的正途［Ｊ］．比较教

育研究，２０００，２３（５）：１～４．
（编辑　予衡）

通讯作者：谢佩洪（１９８０～），男，河 南 正 阳 人。上 海 对 外

贸易学院（上 海 市　２０１６２０）工 商 管 理 学 院 副 教 授，哥 本

哈根商学院 访 问 学 者。研 究 方 向 为 企 业 战 略 管 理、本 土

管理。Ｅｍａｉｌ：ｐｈｘｉｅ６８＠１６３．ｃｏ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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