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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学：在反思中不断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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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年管理学发展呈现以下主要特点：一是经历了对学科发展的总结和反思；二是中国式管理研究取得一定的成果；三是学

术活动活跃，在碰撞交流中进步；四是在全球金融危机的背景下，管理学界对企业伦理和企业社会责任高度重视；五是管理教育

抓住机遇顺势而上取得了较大发展。 

  在新中国成立60周年之际，管理学进行了大的总结。我国现代意义上的管理学在改革开放以前几乎是一片空白，1980年代引

进和起步。1983年，时任国家经委副主任和中国企业管理协会会长的袁宝华针对应当如何看待和学习外国管理经验的问题，提出

“以我为主、博采众长、融合提炼、自成一家”这一重要的十六字方针，为引进、学习和借鉴国外先进的管理理论、管理技术和

方法提供了重要的指导思想。之后，管理学秉承这一重要的指导方针，取得迅猛发展，1990年代经过学习和成长，2001年至今进

入融合与创新的重要阶段，开始走向成熟，学术水平、研究方法的科学性和规范性、研究成果的创新性等显著进步。管理学界对

融合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与国际上现代管理理念、中国特色的管理进行了探索和创新。在中国管理学界不断与世界上先进的管理理

论和方法接轨的同时，对总结中国式自己的管理经验、探索中国式管理的理论开展了大量的工作。 

  2009年，关于中国式管理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进展是，进一步明确了中国式管理研究的目的、重点研究对象、内容和方法。

很多学者的共识是：中国式管理研究的主要目的是发现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中企业管理方面的成功规律；研究的主要对象应该是中

国大陆当代最为成功的企业；研究的主要内容包括管理哲学、战略管理、组织管理、财务管理、运营管理、营销管理、领导与激

励、企业文化及人力资源管理等方面和管理科学、管理艺术和管理手艺等层面；研究的主要方法是通过调查研究、深度访谈等案

例研究的方法研究中国企业管理的实践，从感性知识到理性知识，抽象概括出具有一般性的共同规律，逐步形成中国式管理的理

论框架。 

  全世界范围内发生的金融危机，使很多管理者和企业家陷入困境，管理学术界也面临巨大的挑战。2009年在全球因应金融危

机中，管理学界除了从各个专业的角度对危机的成因和应对方法进行了大量深入的研究之外，一个普遍的共识是企业伦理和企业

社会责任的缺失是产生危机的重要根源。加强企业伦理和企业社会责任的重建得到了高度的重视。8月全国MBA教育指导委员会主

办了全国MBA企业伦理教学研讨会讨论了企业伦理和社会责任的教学问题；11月中国管理现代化研究会举办了第四届会议，从宏

观视野到微观实践，探寻应对金融危机的策略，并促进管理理论创新、发展与国际化。其他的专业研讨会也十分活跃。 

  随着教育改革的深入，管理学教学体系进一步完善，规模进一步扩大，教育管理进一步规范。在研究生教育继续发展和研究

生培养的结构性调整，使专业学位教育面临着大发展的机遇。2009年举办MBA试点的院校从2008年的127家增加到182家，报名人

数从2008年的6万多人增加到近8万人；举办EMBA的单位由2008年的30家增加到2009年的62家。可以预见我国管理教育将进入一个

崭新的发展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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