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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现阶段 , 国内的管理研究文献普遍存在“方法导向”的弊端 , 究其原因在于不重视科学研究方法论

的运用。从科学研究方法论的角度 , 提出了管理研究过程系统模型 , 包括管理问题产生、提出目标或目的、

诊断问题和预期答案等; 论述了基于科学研究方法论的管理研究途径 , 包括识别问题、限定研究目标、提出

假设等; 指出“科学研究”和“思辨研究”属于研究方法 , 是研究方法论的一部分 , 在不同的阶段各有所为 , 而

科学的管理研究在于以“方法论”作指导 , 遵循“问题导向”的研究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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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前 言

在各个传统社会科学领域所取得的许多进步 , 或多或

少都是以纳入自然科学的成果和方法为条件的[1]。与社会

科学研究一样 , 管理研究的起源也受到了自然科学的启

迪。近现代, 相继出现和发展起来的工业工程、运筹学、系

统工程等学科 , 便集中体现了科学方法在管理研究领域中

的应用[2]。然而 , 实践表明 , 自然科学研究方法在管理领域

中的应用并非没有边界。在很多管理研究专题上 , 还需要

运用主观思辨研究。关键不在于两种方法孰优孰劣问题 ,

而在于针对不同的研究专题 , 应该采用不同的研究方法 ,

也即遵循研究的“问题导向”。然而 , 纵观目前国内的众多

管理研究文献 , 可以发现其存在“方法导向”的弊端 , 把科

学研究或思辨研究的触角深入到各种管理研究专题 , 无论

其是否适合。这不利于管理问题的辨识和解决 , 更不利于

管理知识的系统积累。

出现上述弊端的主要原因在于 , 对“研究方法”和“研

究方法论”缺乏明晰的区分 , 将 前 者 当 作 后 者 。“研 究 方

法”是指用于完成一个既定研究目标的具体技术、工具或

程序。“研究方法论”则是指研究项目的一般途径[3]。“研究

方法”是“研究方法论”所涉及的一部分。科学研究方法论

则强调研究方法论在科学知识拓展上的运用 [3]。因此 , 管

理研究中 , 强调科学研究方法论的运用极为重要 , 但这需

要首先对管理研究过程有一个深入的了解。本文旨在探

讨管理研究过程以及科学研究方法论在管理研究中的运

用。

1 管理研究的过程

管理研究是一个系统的、有规则的获取管理知识的过

程 , 它旨在发现、辨识或解决管理领域中发生的各种问题。

作为一项研究活动 , 管理研究具有以下 3 层内涵 : ①通过

管理研究过程 , 管理的新知识得以创造 ; ②管理研究所产

生的知识是可靠的 ; ③作为一种过程 , 管理研究遵循一定

的顺序或一系列步骤。

管理研究的第一层内涵决定了 , 管理研究过程应该是

以前人的研究成果为基础的创造过程 , 也即 , 管理研究过

程应该始于管理问题的产生 , 并且这种管理问题是前人的

研究成果无力解释或解决的新问题。管理研究的第二层内

涵决定了, 通过管理研究过程所产生的新知识应该经得起

一般承认的论证规则的证明。管理研究的第三层内涵决定

了, 整个管理研究过程是应该有计划 , 并需要管理的。只有

在科学的组织管理下 , 才能确保管理研究产生的知识具有

创新性和可靠性。

根据以上 3 层内涵 , 管理研究的过程如图 1 所示。

管理研究过程中每一环节的特征如下:

( 1) 管理问题的产生。管理研究始于组织活动中管理

问题的产生。这些管理问题可能源自整个组织系统 , 或者

组织系统中的任一个子系统。整个组织系统或者组织系统

中的任一个子系统总在一定的内外部环境中生存和发展。

随着组织内外部环境的变化, 这些系统在适应环境变化的

过程中总会产生新的管理问题。当出现的管理问题用现有

的管理研究成果无法解释或解决时, 就需要进行相应的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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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管理研究过程系统模型

理研究工作。另外 , 由于组织中各个分系统的正常运行需

要以其它学科的知识作为基础 , 因此 , 当其它学科的知识

有所发展时 , 会对组织各分系统的原有知识基础产生冲

击 , 这也会导致新的管理问题的产生。因此 , 也需要进行相

应的管理研究工作。

( 2) 提出目标或目的。作为一个研究过程的组成部分 ,

研究目标或目的指的是研究者预期获得的关于管理问题

的知识、信息或理解。提出目标或目的, 是为了限定问题的

研究范围 , 并为下一环节的工作———“诊断问题 , 预期答

案”指明方向。任何管理问题的研究目标或目的总依赖于

管理问题本身 , 尤其是管理问题所需要解决的程度。由于

管理问题的提出往往源于组织系统或其它学科知识的发

展 , 因此 , 研究目标或目的的提出也相应受到组织系统或

其它学科的影响[3- 5]。

( 3) 诊断问题, 预期答案。为了达到预期的研究目标或

目的 , 接下来 , 应该对所研究的问题进行分析、诊断 , 提出

新的解决思路或新的解决方法 , 并形成预期的答案 , 即 , 在

主观上要有一个清晰的认识。通过管理研究所获取的知识

是否具有创新性以及创新性的程度就体现在这一环节上。

如果所提出的新思路或新方法最后被证实能够解决新出

现的管理问题 , 或者能够为原来提出的管理问题提供新

的、更为科学合理的解释 , 那就意味着这项管理研究取得

了创造性的成果。但这种创新性的判断 , 必须在产生研究

结果 , 并对研究结果与已有文献进行比较的最后阶段做

出。由于“诊断问题, 预期答案”是面向管理问题本身的, 因

此, 该环节的工作受到组织系统本身和其它学科知识的影

响[6-8]。

( 4) 计划和设计研究。“诊断问题, 预期答案”工作所做

的实际是对管理问题的一种主观回答。它虽然以理论为依

据 , 但毕竟是研究者对问题的主观分析结果 , 而管理活动

是一种实践性较强的活动 , 理论分析得出的结果 , 能否经

得起实践的推敲还是一个问题。因此 , 有必要从实际出发 ,

对主观诊断的结果进行经验检验。这一环节的工作称为

“计划和设计研究”, 研究设计关系到研究结果的可靠性。

这种可靠性不仅影响到最后的研究结果是否与主观诊断

的结果一致, 而且影响到通过这项研究能否达到预期的研

究目标或目的 , 并最终是否有助于管理问题的解决。研究

设计是使研究结果得到承认的基础。从一个给定的研究活

动中得出的结果, 其可靠性依赖于研究设计的有效性 , 而

绝不是研究结果本身[7- 10]。

( 5) 产生研究结果。这一步骤的工作是对前一步骤———

研究设计的执行。其主要目的是提供有利于论证观点的确

凿证据。这一步骤常常需要设计调查问卷, 采集数据, 并对

数据进行加工处理 , 最后对处理后的数据进行分析 , 以验

证上述主观诊断的结果是否符合实际。这个环节工作的完

成需要一些服务性专业技能的支持 , 譬如统计分析、系统

建模等。在这一步骤的工作中 , 任何一个细节上出现差错 ,

都可能会对研究结果造成颠覆性的影响。为保证数据处理

的正确性 , 这项工作常常需要“反复进行”。

( 6) 阐明结果 , 引出结论。在这一步骤里 , 需要对研究

结果进行合意的解释 , 并引出相应的结论 , 提出进一步的

处理意见。如何从研究结果引出合理的结论 , 往往依赖于

研究结果所服务的对象。研究结果最终可能是为科学知识

的积累服务 , 可能是为学科专业的发展服务 , 也可能是为

某一个团体服务。服务对象不一样 , 研究结果可以应用的

程度就不一样。因此 , 由研究结果引出的结论也就有所差

别。只要前面的步骤执行得很好, 最终得出的结论就应该

能够实现预期的研究目标或目的。事实上 , 对研究结果的

合意解释比获得数据的过程更为重要 , 更能引起学术上的

争论。得出的结果与现有文献的比较 , 往往能够判断出管

理知识的创新性。

第 6 个环节与第 1 个环节之间的联系 , 表明了管理研

究的不断循环过程。随着管理活动的不断深入 , 当现有的

管理研究成果不能解决新出现的管理问题时 , 就需要作进

一步的研究。管理研究过程就是一个持续不断的“问题—

回答—问题”的连续过程。通过上述管理研究过程 , 一方

面 , 管理科学知识得到了扩展; 另一方面 , 现有的管理科学

知识在正确性或有效性方面得到了检验。两者通过管理研

究过程的循环相互促进 : 一方面 , 管理研究需要利用那些

已经积累起来的管理知识, 并将其作为研究过程中一个不

可缺少的部分 ; 另一方面 , 管理研究过程又使积累起来的

管理知识得以扩展。

2 基于科学研究方法论的管理研究途径

科学研究方法论在管理研究中的运用, 主要强调研究

途径要以管理研究过程为依据。对应以上管理研究过程模

型, 基于科学研究方法论的管理研究途径可以描述为以下

步骤: ①识别问题; ②限定研究目标; ③提出假设; ④科学研

究设计 ; ⑤资料收集、分析与评价 ; ⑥解释结果 , 得出结论

( 见图 2) 。

管理研究途径中几个步骤的特征如下:

( 1) 识别问题。可以通过观察的方法来识别管理中的问

题。最初的问题确定可以是一个宽泛的领域。识别问题是管

理研究途径中最困难的一步。因为识别出新问题或者从新

的角度去认识旧问题, 需要有创造性的想象力, 而创造性想

象力的发挥受到人既定思维方式的影响。如果把思维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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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括为逻辑思维和形象思维两类, 那么, 对创造性想象力贡

献最大的就是形象思维。影响形象思维的主要是某些个性

化的规范主义因素。埃思里奇(1998)指出, 问题识别受到个

人和群体观念的影响 , 并且 , 个人精神特征、个人和公众的

价值观, 以及对事物的优先考虑, 在问题识别过程中是固有

的[3]。由此可见, 正是这些规范主义因素通过形象思维, 影响

了个人创造性想象力的发挥, 并最终影响了个人对问题的

识别能力。在识别问题环节, 科学研究和思辨研究所起的作

用并不一样。由于科学研究和思辨研究在以上两种主要思

维方式选择上分别对应逻辑思维和形象思维, 因此, 在识别

问题的环节上, 思辨研究起的作用最大。

( 2) 限定研究目标。识别出问题以后 , 接下来应该针对

该问题提出相应的研究目标 , 也即 , 提出预期获得的知识、

信息或理解。由于一项研究只能针对有限的研究范围 , 因

此 , 有必要在深入研究前对研究目标进行限定。通过限定

研究目标 , 可以使研究范围不断缩小 , 直至“聚焦”到研究

的主题。这也是从原先较宽泛的问题领域缩小研究问题的

过程。研究目标限定得好, 不仅有利于创新性研究假设的

提出 , 以及相应的研究结果在此有限范围内得以验证 , 并

形成最终的创新性成果; 而且还有利于为后续进一步研究

提供空间和参照点 , 这正体现了该研究的价值所在。限定

研究目标不仅受到研究者本人知识结构的影响 , 而且还受

到埃思里奇(1998)所提到的一些规范主义因素的影响[3]。在

限定研究目标阶段 , 形象思维起的作用最大 , 从而 , 思辨研

究起的作用也最大。

( 3) 提出假设。假设是对某种行为、现象或事件做出的

一种合理的、尝试性的并有待检验的命题[2]。第 3 步骤应该

根据限定的研究目标 , 提出待研究问题的研究假设 , 形成

研究主题。从“识别问题"到“提出假设”实际上是一个“问

题辨 析 ”( Problem Formulation) 的 过 程 , 它 包含 着 “提 出 问

题”和“给出问题的主观答案”两部分。在第 3 步骤所提出

的研究假设就是研究者对问题的“主观答案”。从创造性研

究的过程来看 , “限定研究目标”是为研究者的研究提供参

照点 , 而“提出假设”则使研 究 者 的 预 期 研 究 成 果凸 现 出

来。二者相结合 , 正能表明研究者的研究是否具有创造性

以及创造性的程度如何。李怀祖( 2003) 指出, “假设的基础

是前人已有的知识 , 而目的是扩充知识、发现新知识”[2]。可

见 , 假设的提出和随后对假设的论证 , 构成了管理研究途

径的主线。李怀祖( 2003) 还提出了评判假设成立及其价值

的 3 条标准: 其一是假设应建立在可靠的理论基础之上 ;

其二是假设要尽可能清晰和具体地表达变量之间的关系 ;

最后是必须是可以验证的[2]。从中可以看到 , 在形成假设的

过程中 , 都需要用到形象思维和逻辑思维。以现有理论为

基础 , 对待研究问题给出创新性的主观解释 ( 命题 ) , 需要

形象思维 , 而对该解释的清晰表达 , 并能落实到具体可操

作的变量上 , 则需要逻辑思维的支持。由此可见 , 科学研究

和思辨研究的作用在“提出假设”环节都极为重要。

( 4) 科学研究设计。科学研究设计的目的是为了论证

研究假设。研究假设一般反映了概念以及概念之间的关联

关系。为便于论证这种“概念之间的关联关系”, 需要将所

研究的各种概念转换成在现实世界中可观测到的变量 , 设

计出可操作的数据观测方案。“科学研究设计”环节涉及变

量设计、抽样以及数据观测和收集等方案的设计。该环节

是论证过程中最为重要的部分, 它涉及到论证结果的可靠

性。该环节的各项工作 , 从“变量设计”一直到“数据观测和

收集方案的设计”, 相互衔接。就思维方式而言 , 逻辑思维

在该环节起的作用最大 , 因此 , 科学研究在该环节起的作

用也最大。

( 5) 资料收集、分析与评价。第 5 步骤的工作是实施上

一步骤工作确定的方案。其中涉及收集数据、对数据进行

处理和分析 , 得出对论证假设有用的信息 , 并对这些信息

进行评价 , 最终得到研究结果。研究结果应描述数据处理

和分析的结果 , 并与研究假设进行比较 , 应能从统计上表

明“接受”还是“拒绝”研究假设。这部分工作实质上是通过

资料收集和处理 , 对研究假设( 命题) 进行经验检验。它反

映了研究假设( 命题) 对现实世界的解释程度。同时体现了

论文的主要创新。在这一步骤中 , 常用的数据收集、处理和

分析方法( 技术) 是抽样调查、数据编码、分类、描述统计以

及推断统计。从这一步骤要求的分析方法和技术可以看

到, 在思维方式上, 逻辑思维在这一步骤的支持作用更大 ,

从而 , 科学研究在这一步骤的表现更为明显。

( 6) 解释结果 , 得出结论。管理研究的最终目的是为了

解决组织管理实践中存在的问题。管理研究的结果应该具

有两方面的价值 : 其一是理论价值 , 它应该能够通过引申

为某种结论 , 以弥补或充实现有理论的不足 ; 其二是应用

价值 , 由研究结果引申出来的结论应该能够指导管理实

践。第 6 步骤的工作旨在通过对客观的研究结果在既定的

理论和现实背景中进行恰当地解释, 最终引申出具有理论

和实际价值的研究结论。同样的研究结果 , 不同的研究者

可能会引申出不同的研究结论。这主要在于不同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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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pplication of Scientific Research Methodology in
Management Research

Abstract:The drawback of “methods leading”exists in management research in China at present, because research method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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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and “thinking research”belong to research methods and are included in research methodology. These two methods

show different effects in different stages, and normal management research should be led by “Methodology”, and follows the re-

search logic of “problem l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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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 其具有的相关理论和实际经验的知识结构是不同的。

一般地, 研究结论既包括对研究结果的理论和现实意义的

讨论 , 还包括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和建议。表达得好的

研究结论 , 应该既能表明研究结果的理论与现实价值 , 又

能凸现后续研究的方向。从研究结论所涵盖的内容来看 ,

在思维方式上 , 形象思维在该阶段占主导 , 由此 , 主观思辨

研究的作用更大。

3 结 语

对管理研究过程的辨识是管理研究的基础。从管理研

究的内涵来看 , 管理研究过程应该包括管理问题的产生、

提出目标或目的、诊断问题并预期答案、计划和设计研究、

产生研究结果, 以及阐明结果并引出结论 6 个环节。科学

研究方法论在管理研究中的运用 , 主要强调研究途径要以

管理研究过程为依据 , 具体应该包括识别问题、限定研究

目标、提出假设、科学研究设计、资料收集和分析与评价、

解释结果并得出结论 6 个步骤。

“科学研究”和“思辨研究”都是管理研究途径中互为

补充的两种方法。前者是指解决管理问题的具体手段或方

式; 后者是指解决管理问题的一般途径。二者在不同阶段

所起的主导作用并不一样, 不能相互替代。管理问题的研

究也常常需要具有这两种能力的人分工协作。然而 , 其前

提是遵循“问题导向”, 也即 , 不同的问题在不同的研究环

节上, 应该采用相应的研究方法。但就我国目前的管理研

究现状而言 , 许多管理问题的研究并不遵循“问题导向”,

存在对“科学研究”和“思辨研究”的滥用现象。这不利于管

理知识的系统积累。究其原因 , 在于对“研究方法”和“研究

方法论”缺乏明晰的区分 , 误把“科学研究”或“思辨研究”

这两种具体的“研究方法”当作“研究方法论”来指导管理

问题的研究。科学的管理研究应该以管理研究“方法论”作

指导 , 遵循“问题导向”的研究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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