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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摘要摘要摘要： 

在第4届“管理学在中国”学术研讨会上，围绕“管理学：百年回眸与世纪展望”的大会主题，学者们重点针对

以下2个话题进行了研讨：西方管理理论的发展回顾与展望、管理学在中国的发展回顾与展望。此外，通过专题

论坛的形式，学者们还围绕以下4个方面的话题进行了专题研讨：管理哲学、领导研究、政府与非营利组织管

理、商业组织管理。针对上述话题的研讨情况进行了综述和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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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trospect and Prospect on the Occasion of 100th Anniversary of Management: 
Review of 4th Symposium on the Study of Management in China

 MIAO Li 

Dongbei University of Finance & Economics, Dalian, Liaoning, China 

Abstract: 

In the 4th “Symposium on the Study of Management in China”, scholars, around the conference theme 
of “Retrospect and Prospect on the Occasion of 100th Anniversary”, focused on the following two key 
issues: retrospect and prospect of the theory of western management, retrospect and prospect of the 
development of management theory in China. In addition, scholars also discussed the following four 
topics in the special seminars: management philosophy, leadership, management of government and 
non profit organization, management of business organization. In this paper the topics of discussion 
are reviewed, and at the e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is symposium are summarized. 

Keywords: management   retrospect   prospect   

收稿日期收稿日期收稿日期收稿日期 2011-12-31 修回日期修回日期修回日期修回日期  网网网网络络络络版版版版发发发发布日期布日期布日期布日期  

DOI: 

基金基金基金基金项项项项目目目目: 

通通通通讯讯讯讯作者作者作者作者: 苗莉（1974~），女，辽宁大连人。东北财经大学（辽宁省大连市 116025）工商管理学院副教授，

博士。研究方向为现代管理理论、战略管理。

作者作者作者作者简简简简介介介介: 

作者作者作者作者Email: miaozhao@163.com 

参参参参考文考文考文考文献献献献：：：：

本刊中的本刊中的本刊中的本刊中的类类类类似文章似文章似文章似文章

1． 高婧, 杨乃定, 杨生斌.关于管理学本土化研究的思考[J]. 管理学报, 2010,7(7): 949-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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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孙继伟.论管理学界的价值迷失——实践迷失和客户迷失的深化研究[J]. 管理学报, 2010,7(8): 1117-

4． 吕力.“黑板管理学”的3个来源——操作主义视角下管理理论与实践脱节问题分析[J]. 管理学报, 2010,7

(8): 1123-

5． 姜春林, 胡志刚.《管理学报》2004～2009年载文计量分析[J]. 管理学报, 2010,7(8): 1137-

6． 刘文瑞.和谐管理理论评析[J]. 管理学报, 2009,6(12): 1566-

7． 孙继伟, 巫景飞.管理学研究者客户迷失的判定、原因及出路[J]. 管理学报, 2009,6(12): 1588-



8． 邓三鸿, 金莹.对我国管理学研究最有影响的国外学术著作——基于CSSCI的分析[J]. 管理学报, 2010,7(6): 

804-

9． 梁觉, 李福荔.中国本土管理研究的进路[J]. 管理学报, 2010,7(5): 642-

10． 何斌, 王学力, 魏新, 吴菊华.管理实验与实验管理学研究[J]. 管理学报, 2010,7(5): 649-

11． 贾旭东, 谭新辉.经典扎根理论及其精神对中国管理研究的现实价值[J]. 管理学报, 2010,7(5): 656-

12． 邓三鸿, 严明.对我国管理学研究最有影响的国内学术著作[J]. 管理学报, 2010,7(5): 666-

13． 郭文臣, 迟文倩, 肖洪钧, 乔坤.可就业能力研究：价值与趋势[J]. 管理学报, 2010,7(5): 686-

14． 李德昌.管理学基础研究的理性信息人假设与势科学理论[J]. 管理学报, 2010,7(4): 489-

15． 曹振杰, 王学秀.“管理学在中国”研究的理论反思与实践探索——第2届“管理学在中国”学术研讨会综述

[J]. 管理学报, 2010,7(2): 159-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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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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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韩巍.“管理学在中国”——本土化学科建构几个关键问题的探讨[J]. 管理学报, 2009,6(6): 711-

19．本刊特约评论员.试问管理学——管理学在中国侧议[J]. 管理学报, 2007,4(5): 549-

20． 谭力文.论管理学的普适性及其构建[J]. 管理学报, 2009,6(3): 285-

21． 陈传明, 刘海建.2005～2006年我国管理学的研究热点——基于CSSCI关键词的分析[J]. 管理学报, 2009,6

(2): 143-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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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陈传明, 刘海建.2005~2006年管理学研究简析 ——基于CSSCI的分析[J]. 管理学报, 2009,6(1): 2-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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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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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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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王学秀.“管理学在中国”研究：概念、问题与方向——第1届“管理学在中国”学术研讨会观点评述[J]. 管
理学报, 2008,5(3): 313-

28． 李品媛.试论管理学教学中的案例研究法[J]. 管理学报, 2008,5(3): 340-

29． 韩巍.从批判性和建设性的视角看“管理学在中国”[J]. 管理学报, 2008,5(2): 161-

30． 陈悦, 刘则渊.管理学的基本概念与学科地位——一种基于科学计量学的再认识[J]. 管理学报, 2007,4(6): 

695-
31． 韩巍 .学术探讨中的措辞及表达——谈《创建中国特色管理学的基本问题之管见》[J]. 管理学报, 2005,2

(4): 386-

32． 周祖城.赋予与国外的管理学相对应的学科以应有的学科地位[J]. 管理学报, 2007,4(1): 1-

33． 彭贺, 刘韡.东方管理学的现状与展望——东方管理学学科建设研讨会综述[J]. 管理学报, 2006,3(5): 629-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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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 陈宏愚.正确解读 客观评价 科学创建——与青年学者罗纪宁博士商榷[J]. 管理学报, 2005,2(3): 258-

36． 苏敬勤, 林海芬.管理创新研究视角评述及展望[J]. 管理学报, 2010,7(9): 1343-

37． 苑莹, 庄新田, 金秀.多重分形理论在资本市场中的应用研究综述[J]. 管理学报, 2010,7(9): 1397-

38． 杜荣, 艾时钟, Cathal M Brugha.思维法则学框架下东西方管理理论的比较——探索管理科学中国学派走向

世界的道路[J]. 管理学报, 2010,7(10): 1421-

39． 陈劲, 徐莉芬.建立新的价值体系——评介管理学新著《竞争的未来》[J]. 管理学报, 2004,1(2): 244-

40． 陈劲, 郑刚.企业技术创新管理:国内外研究现状与展望[J]. 管理学报, 2004,1(1): 119-

41．孙继伟,於军.交叉路口的彷徨、兴奋与学术争鸣——第3届“管理学在中国”学术研讨会述评[J]. 管理学报, 

2010,7(9): 1263-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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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 齐善鸿, 白长虹, 陈春花, 陈劲, 程新生, 韩德强, 焦媛媛, 李德昌, 李季, 李莉, 李新建, 林润辉, 刘广灵, 刘云

柏, 罗纪宁, 罗永泰, 彭贺, 齐岳, 申光龙, 沈超红, 石鉴, 孙继伟, 王芳, 王学秀, 吴晓云, 武立东, 武亚军, 邢宝学, 
许晖, 薛有志, 严建援, 杨坤, 于斌, 袁庆宏, 张永强, 周建, 周建波, 周晓苏.出路与展望：直面中国管理实践[J]. 管
理学报, 2010,7(11): 1685-

44． 武亚军.中国战略管理学的近期发展：一种本土视角的回顾与前瞻[J]. 管理学报, 2010,7(11): 1692-



45． 陈劲, 王鹏飞.管理学的新体系[J]. 管理学报, 2010,7(11): 1730-

46． 刘人怀, 孙凯, 孙东川.当前管理科学研究中的若干问题 ——几个疑点的澄清和两种研究方法的评析[J]. 管
理学报, 2011,8(9): 1263-

47． 吕力.论 管 理 学 与 意 识 形 态 ——兼与李平商榷[J]. 管理学报, 2011,8(01): 28-

48． 文理.从中医学的视角来看“管理学在中国” 的和谐发展[J]. 管理学报, 2011,8(2): 179-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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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 彭贺.单向度管理学研究的表现及扭转路径[J]. 管理学报, 2011,8(4): 475-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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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 吕力.管理学的元问题与管理哲学 ——也谈《出路与展望：直面中国管理实践》的逻辑瑕疵[J]. 管理学报, 

2011,8(4): 517-
53． 刘文瑞.守安身立命之地，走继往开来之路 ——简评《管理学报》近期的系列争鸣文章[J]. 管理学报, 

2011,8(8): 1140-

54． 吕力.管理学如何才能“致用” ——管理学技术化及其方法论[J]. 管理学报, 2011,08(06): 796-

55． 彭贺.管理学研究中的“价值无涉”与“价值涉入”[J]. 管理学报, 2011,8(7): 949-

56． 杨乃定.影响我国管理学科发展的环境障碍分析及对策[J]. 管理学报, 2011,8(7): 970-

57． 吕力.管理学合法化运动的历史、危机与前瞻[J]. 管理学报, 2011,8(10): 1419-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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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 郭重庆.中国管理学者该登场了[J]. 管理学报, 2011,8(12): 1733-

60． 赵欣, 赵西萍, 周密, 徐海波.组织行为研究的新领域：积极行为研究述评及展望[J]. 管理学报, 2011,8(11): 

1719-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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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 张金隆, 杨妍.“中国实践管理”相关研究热点分析[J]. 管理学报, 2012,9(3): 322-

文章文章文章文章评论评论评论评论

反

馈

人
  邮箱地址  

反

馈

标

题

  验证码  

Copyright by 管理学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