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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2012年12月8～9日，2012′“中国·实践·管理”论坛在上海交通大学成功举行。基于前两届论坛围绕“直面中

国实践的管理研究内涵、路径、评价和倡议”的研讨成果，以“现象·本质·对策”为主题，探讨实践导向的管理

研究相关问题。从实践导向管理研究的重要性、研究规范和路径的认知，研究进展与反思角度对参会学者的观点进

行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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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actice Oriented Management Research :Review of “2012 China·Practice·
Management Forum”

YANG Yan，CHEN Chunhua，CHEN Hongzhi 

1.Wuhan University, Wuhan, China; 2.Chinese Journal of Management, Wuhan, China; 3.South Chin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Guangzhou, China 

Abstract: 

The “2012 China·Practice·Management Forum” was successfully held in Shanghai Jiaotong 

University on December 8th and 9th, 2012.Based on the achievements of the previous two forums on 
the content, path, evaluation and initiatives of the management research of China’ practices, we 

discuss the problems related to the practiceoriented management research with the theme of 

“ phenomenon·essence·countermeasures ”. In this paper, we review the main arguments of the 

participated scholar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importance, norms and path of practiceoriented 
management research, research progress and reflection.

Keywords: management on China s practice   practiceoriented   scientific problems   management 
innovation   research progress   

收稿日期 2013-01-12 修回日期  网络版发布日期  

DOI: 

基金项目: 

通讯作者: 陈春花（1964～），女，广东湛江人。华南理工大学（广州市510640）工商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研究

生导师。研究方向为组织与文化管理、中国本土企业成长。

作者简介: 

作者Email: bmchchen@scut.edu.cn 

参考文献：

本刊中的类似文章

1． 苏敬勤, 李召敏, 洪勇.管理创新创造阶段：从内部变革促进者视角的分析[J]. 管理学报, 2010,7(7): 1000-

2． 苏敬勤, 崔淼.基于适配理论的中国特色管理理论的研究框架:创新视角[J]. 管理学报, 2009,6(7): 853-

3． 黄如金.和合管理的真谛：和气生财，合作制胜[J]. 管理学报, 2007,4(3): 258-

4． 黄如金.和合发展战略与和合发展力[J]. 管理学报, 2007,4(5): 556-

5． 谢洪明, 王成, 吴隆增.知识整合、组织创新与组织绩效：华南地区企业的实证研究[J]. 管理学报, 2006,3(5): 

600-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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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齐二石, 霍艳芳, 刘亮.21世纪我国工业工程发展及其应用的战略思考[J]. 管理学报, 2004,1(1): 103-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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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陈劲, 王鹏飞.以实践为导向的管理研究评价[J]. 管理学报, 2010,7(11): 1671-

10． 乐国林.实践导向管理研究评价的基本问题探讨——兼论由“出路与展望：直面中国管理实践”引发的学术争

鸣[J]. 管理学报, 2012,9(8): 1147-

11． 苏敬勤, 崔淼.试论外部取向管理创新模式生成机理的研究框架[J]. 管理学报, 2011,8(5): 698-

12． 孙继伟.论实践派管理理论的评价[J]. 管理学报, 2011,08(06): 805-

13． 齐善鸿, 程江, 焦彦.道本管理“四主体论”：对管理主体与方式的系统反思 ——管理从控制到服务的转变
[J]. 管理学报, 2011,8(9): 1298-

14． 苏敬勤, 李召敏, 吕一博.管理创新过程的关键影响因素探析：理性视角[J]. 管理学报, 2011,8(8): 1174-

15． 叶广宇, 黄嫚丽, 王永健.实践导向的管理理论研究：内涵、机制与成果评价 ——2011’“中国·实践·管

理”论坛观点述评[J]. 管理学报, 2012,9(2): 195-

16． 陈春花, 陈鸿志.基于实践导向的管理研究成果评价探析[J]. 管理学报, 2012,9(3): 315-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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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李召敏, 苏敬勤, 吕一博.理性视角下管理创新研究述评[J]. 管理学报, 2012,9(4): 615-

19． 吕力.管理伦理原则、多元性及折衷：管理学“实践导向”中的伦理问题[J]. 管理学报, 2012,9(9): 1277-

20． 苏敬勤, 林海芬.认知偏差视角的管理创新引进机制实证研究[J]. 管理学报, 2012,9(11): 1653-

21． 王昱, 刘作仪.管理数据挖掘研究的基金资助进展分析[J]. 管理学报, 2012,9(11): 1674-

22．蒋玉石,康宇航.中国本土企业研究院自主创新研究[J]. 管理学报, 2012,9(12): 1810-

文章评论

反

馈

人
  邮箱地址  

反

馈

标

题

  验证码  

Copyright by 管理学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