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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管理实践问题与管理的实证理论和规范理论

吕力

武汉工程大学

摘要： 在经济学中，实证理论被认为是一种“科学”，而规范理论是一种“艺术”。管理实证理论解释与预测管

理现象，它回答管理科学问题；管理规范理论是为达到目标而提出的行动规则，它解决管理现实问题。规范理论因

为要在各种复杂的条件下选择一种“可行”的方案，在很多情况下逼迫人们放弃“科学的方法”。仅有实证理论，

管理学的框架就是支离破碎的，无法直接用于解决管理的现实问题，因此，管理规范研究和规范理论有其独立存在

的价值。中国本土管理实践中的现实问题与矛盾的解决需要“规范研究”，在实证至上的情境下谈理论与实践的脱

节本身就是一个伪问题。由于实证研究以探索普遍规律为目的，因此实证研究也绝不可能产生中国本土管理学。中

国本土管理理论一定是规范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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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roblem and Solutions in Chinese Management Practice: Positive Management 
Theory and Normative Management Theory

LYU Li 

Wuha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Wuhan, China 

Abstract: In economics, the empirical theory is considered to be a kind of “science”, the normative 
theory a kind of “art”. Positive management theory explains and forecasts the phenomenon of 

management and answers the management scientific questions. Normative management theory is 
solution to achieving goals and answers the real management problem. Because the normative theory 
must select a feasible solution in variety of complex conditions, in many cases, it forces people to 
abandon the “scientific method”. The management framework is fragmented and cannot be directly 

used to solve the practical problems of management if there is only positive theory. So the normative 
theory has the value of its independent existence. Chinese management practice requires a normative 
theory. Positive research explores the universal law; therefore, positive research never produces local 
Chinese indigenous management the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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