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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管理学研究情境化的概念、内涵和路径

任兵,楚耀

南开大学商学

摘要： 讨论什么是中国情境、情境化的内涵、以及如何从事情境化的中国管理理论研究；提出“现象驱动”和

“理论启发”2种思路来引导学者们进行深度情境化的中国管理理论研究；建议开展深度情境化基础上的中国管

理理论研究的渐进式路径。最后，分析了更广泛意义上的管理学界的交流和对话问题，借此引发中国管理学研究者

更多的相关思考，以丰富和充实情境化的中国管理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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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ese Management Study：Concept，Meaning and Path 

REN Bing,CHU Yao 

Nankai University, Tianjing,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firstly discusses what is the Chinese context and contextualization, and how to 
conduct contextualized Chinese management theory research. Then it proposes the “phenomenon
driven” and “theory inspiring” as two ways of thinking to direct scholars to do contextualized 

Chinese management theory research and suggests a progressive path for creating Chinese 
management theory. Finally, the paper discusses the importance of communication between scholars 
from different backgrounds in order to provoke the thoughts of researchers doing contextualized study 
and to enrich Chinese management research.

Keywords: Chinese management research   contextualization   progressive path   scholarly 
communication   

收稿日期 2014-01-13 修回日期  网络版发布日期  

DOI: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71272178） 

通讯作者: 任兵（1974～），女，辽宁营口人。南开大学（天津市300071）商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组织与网

络、创业与创新、国际商务。

作者简介: 

作者Email: renbing@nankai.edu.cn 

参考文献：

本刊中的类似文章

1． 吕力.中国管理思想史研究：对象、原则及存在的问题[J]. 管理学报, 2010,7(7): 956-

2． 戴国斌.中国管理学研究的人本主义范式[J]. 管理学报, 2010,7(2): 171-

3． 吕力. “中国管理学”发展中的范式问题[J]. 管理学报, 2009,6(8): 1008-

4． 彭贺, 苏勇.也从批判性和建设性的视角看“管理学在中国”——兼与韩巍商榷[J]. 管理学报, 2009,6(2): 

160-

5． 周建波.中国管理学建构与演化——基于哲学四分法与管理文化结构的推演[J]. 管理学报, 2008,5(6): 781-

6． 李德昌.势科学视域中管理系统的逻辑机制——从整体直觉到逻辑演绎的中国管理学研究[J]. 管理学报, 

2008,5(6): 792-

7． 罗珉.中国管理学反思与发展思路[J]. 管理学报, 2008,5(4): 478-

8． 罗纪宁.创建中国特色管理学的基本问题之管见[J]. 管理学报, 2005,2(1): 11-

9． 罗纪宁.中国管理学研究的实践导向与理论框架——一个组织管理系统全息结构[J]. 管理学报, 2010,7(11): 



1646-
10． 韩巍.珍 惜 学 术 表 达 的 自 由 ——对《出路与展望：直面中国管理实践》的响应与批评[J]. 管理学报, 

2011,8(3): 365-

11． 韵江, 陈丽, 李青霞, 王帅英.中国管理学的效用：基于四维矛盾的解析[J]. 管理学报, 2011,8(4): 486-

12． 谭力文.中国管理学构建问题的再思考[J]. 管理学报, 2011,8(11): 1596-

13． 吕力.中国本土管理学何以可能 ——对“独特性”的追问、确证与范式革命[J]. 管理学报, 2011,8(12): 

1755-
14．郑雅琴，贾良定，尤树洋，蔡亚华.中国管理与组织的情境化研究——基于10篇高度中国情境化研究论文的分

析[J]. 管理学报, 2013,10(11): 1561-
15．刘人怀,姚作为.传统文化基因与中国本土管理研究的对接：现有研究策略与未来探索思路[J]. 管理学报, 

2013,10(2): 157-

16．杨栋,魏大鹏.西方管理学属性之争对中国管理学元研究的启示[J]. 管理学报, 2013,10(5): 625-

文章评论

反

馈

人
  邮箱地址  

反

馈

标

题

  验证码  

Copyright by 管理学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