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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国 管 理 学 者 该 登 场 了

郭重庆
（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摘要：从中国经济与社会的发展所取得的历史性突破和面临的挑战的现实，提出中国管

理学界的历史责任是“发现规律，解释现象，指导实践”。要实现中国管理学界的历史使命，管

理研究必须融入中国情境，即管理科学部首次明确地提出实践导向。为此，分析了中国管理科

学研究面临的挑战，并提出了几个值得关注的中国管理实践研究的课题。基于此，展望了５!

１０年内中国管理科学研究的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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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中国 经 济 与 社 会 发 展 中 所 取 得 的 历 史

性的突破和所面临的挑战需要中国管理学

家去发现规律、解释现象并指导实践

　　“发现规律，解释现象，指导实践”，这１２个

字所表述的任务是 中 国 管 理 学 界 的 历 史 使 命，
也是 本 次 论 坛（指 第６７期 双 清 论 坛———编 者

注）所应追求的理想境界。
现在是时候了，中国管理学者该登场了，透

过经 济 与 社 会 现 象，找 出 管 理 变 量，推 动 中 国

经济与社 会 发 展，因 为，中 国 今 天 不 论 宏 观，
还是微观层面上所 面 临 的 挑 战，与 其 说 是 一 个

资金与技术问题，毋宁说是一个管理问题。
几个悖论：
（１）福山 的“历 史 终 结 论”之 悖 论 　２０世

纪９０年 代 初 苏 东 巨 变 后，福 山［１］提 出 了 一 个

被喻为“大思想”的“历史终结论”，即世界经济

与社会的发展被终结在“民主政治和市场经济”
上。中国近年伟大的历史变革似乎并没有验证

福山的终极 论，中 国 仍 然 被 西 方 归 类 为“威 权

国家”，市场经济也被我们自家人吴敬琏［２］先生

认为是“权贵资本主义”和张朝阳 的“半 个 市 场

经济”［３］，那为什么又能取得他们也认同的历史

性的突 变？这 需 要 中 国 管 理 学 家 透 过 中 国 情

景，找出规律，作 出 解 释。刚 过 世 的 社 会 学 家

贝尔［４］的“意 识 形 态 终 结 论”也 算 得 上 是 本 世

纪的大思想，但在现实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

中意识 形 态 真 的 终 结 了 吗？人 类 取 得 共 识 了

吗？从１％ ＶＳ９９％ 而引发的资本主义文化与

社会危机，不 由 联 想 到 贝 尔 的“资 本 主 义 的 合

法性”的追问，但 也 未 必 如 张 五 常［５］所 归 结 的

中国竞争 力 优 势：“中 国 创 造 了 人 类 最 好 的 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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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既不搞福利，也不搞工会。”这也在考量中国

学者和管理层的智 慧：什 么 因 素 促 进 了 今 天 中

国的变化？

（２）“中国模式”的纠结 　“中国模式”原本

是西方提出的，而我 们 老 是 躲 躲 闪 闪 地 不 认 为

存在什么“中 国 模 式”，现 时 也 许 可 称 之 为“中

国现象”，一个显学，这倒给学者们出了一个研

究题目，中国差异化发展模式存不存在规律性

的东 西，哪 些 值 得 继 续 推 进 下 去，哪 些 须 要 摒

弃，作出调整。
（３）克鲁克曼悖论　诺奖得主克鲁克曼［６］

始终对中国经济发 展 抱 有 偏 见，他 认 为 中 国 高

储蓄转化的投资，以及廉价劳动力所赢得的快

速发展是建 立 在 沙 滩 上 的，并 认 为“没 有 科 技

与经济紧密结合的制度体系不可能实现持续的

经济增长”。我们 自 己 也 常 诟 病 自 己 是 科 技 与

经济脱节的两张皮，那 为 什 么 我 们 已 经 持 续 了

３０年的高速发展，眼下还看不出有停下来的迹

象，是克鲁克曼错了，还是他根本就没有掌握

中国情境下的发展规律，而中国情境下的发展

规律到底是什么，需要学者们，特别是中国学

者们来回答。
（４）唯技术论的悖论 　诺奖得主索洛［７］以

及增长理论学家罗默（ＲＯＭＥＲ）［８］认为，是否把

技术进步作为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是否建立

起科技与经济结合的制度体系，将直接关系到

一国经济能否保持长期增长。中国的实践似乎

并未呼应索洛、罗默的观点，中国技术供给大

多来自引进，内在创新机制还没建立起来，内

生的技术进步成果较少，是索洛和罗默认识上

有偏差、偏激，还是其他？需要中国学者回答。

蛮有意思的是，管理学界的巨擘德鲁克［９］

却认为：“创新不是一种技术用语，而是经济与

社会的一种 变 革”。吴 敬 链［１０］说 得 更 直 率：“制

度高于技术”；“生产的发展与其说是技术本身，

毋宁说是有利于人的制度安排”。
诺奖得主制度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诺斯［１１］

也认为：“对经济增长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制度性

因素，而非技术性因素”，他在《西方世界的兴

起》中认为：“这些国家具有更有效率的经济组

织和保障个人财产安全的结构体系。”
———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创新首先取决于制度安排，但也取决于制

度及民族文化传统 本 身 的 适 配 性，创 新 的 本 质

实质上是一个文化问题，而制度、民族文化传

统是一个民族深层次的信念结构，这些信念结

构是左右社会经济活动的根本力量，也是一个

国家强弱的根源，摆在中国管理学界面前的任

务是挖掘并重视这些民族文 化 传 统 中 的“信 念

结构”，并促进“经济与社会的变革”，找出“有利

于人的制度安排”，促进“更有效率的经济组织”
和“保障个人财产安全的结构体系”的诞生，其

后才可能产生科技与经济结合的制度体系而成

为一个可持续增长的公平型国家，这里有一个

因果关系，前因后果是急不得的。

２　中国 管 理 科 学 发 展 正 处 于 一 个 历 史 的

转折

　　中国管 理 科 学 研 究 和 管 理 学 教 育 的 前２０
年（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期恢复办学起）已经走

过了学习、借 鉴、模 仿 的 阶 段，软 硬 件 的 基 本

骨架已经搭起，这应是一个基本评价。现在面

临着后２０年如何走的问题，这里包括发展的战

略目标、发展思路等。
中国管理学的发展思路很像冯友兰先生对

中国哲学发 展 思 路 的 表 述：中 国 哲 学 应 从“照

着讲”转到“接着讲”。
中国管理学 不 也 是 应 对 外 来 管 理 学“照 着

讲”走向“接着讲”吗？

这是一个历史现象：中国近代学术发展 曾

经多次受到外 来文 化 的 传 引 和 影 响，但 到 头 来

都是本土文化逐渐溶解融合外来文化———管理

学也应是这样。

特别是管理思想根植于一国社会组织和民

族文化之中，管 理 本 质 上 也 是 一 种 文 化，因 此，

必须本土化。

中美２个 核 弹 之 父：邓 稼 先、奥 本 哈 默；２
种管理思维，２个都成功了，但若２个人互换个

位置，可能都不成功（杨振宁）。

２０世 纪８０年 代 中 期，日 本 人 颠 覆 了 美 国

世界制造业的霸主地位，美国人不服，ＭＩＴ深

入丰田总结出驰名 的 精益 生 产模 式（ｌｅａｎｐｒｏ

ｄｕｃｔｉｏｎ）的经营理念：贴近客户，善待员工，低

成本，零缺陷，它 根 植 于 日 本 民 族 文 化 传 统，美

国人很难学到手，就 像 日 本 人 很 难 学 到 美 国 人

的创业、冒险的创新精神，只长于模仿一样。

如果要使中国管理科学得到发展，对当 今

世界管理科学产生 重 大 影 响，我 们 必 须 实 现 从

“照着讲”向结合中国情境的“接着讲”的转变。

至于如 何“接 着 讲”，仍 可 援 引 北 大 汤 一

介［１２］先生关于中国哲学“接着讲”的路径：

（１）接着中国传统文化讲 　中国传统文化

是中华民族智慧的 宝 藏，就 连 诺 奖 得 主 们 的 巴

黎宣言也说：“人类迎接２１世纪的挑战必须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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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５００年前的孔子那里寻求智慧”［１３］。———更何

况管理本身就是文 化，须 臾 离 不 开 自 身 赖 以 生

存的民族文化传统。
（２）接着西方管理学讲 　但不再是照本宣

科，而是融合中国的情境，接着讲中国的管理

实践的规律。
（３）接着中国近现代管理实践讲 　包括毛

泽东、邓小平、江 泽 民、胡 锦 涛 的 管 理 思 想。尽

管我们也犯过很多错误，但也取得了很多历史

性的成就：中国人数次濒临经济崩溃的边缘时

独特地处理化解危机的能力；调整自己，拨乱

反正；成功地处理ＳＡＲＳ公共危机；适应经济

全球化；毛泽东的“鞍钢宪法”：“两参一改三结

合”（工人参 加 管 理，干 部 参 加 劳 动；改 革 不 合

理的 规 章 制 度；工 人、干 部、技 术 人 员 三 结

合），以及粤商、浙商、晋商的创业实践等。

后２０年中国 管 理 学 的 战 略 目 标：建 立 中

国现代管理学。它的特征是融合世界古今中外

管理思想的精髓，能 够 指 导 中 国 经 济 与 社 会 发

展的管理实践问题，能 够 对 民 族 的 伟 大 复 兴 和

对人类的发展作出贡献。

３　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面临的挑战

（１）这 是 一 个 信 息 泛 滥 而 思 想、知 识 及 解

决方案贫乏 的 时 代 　我 们 是 有 史 以 来 获 得 信

息最多的一代人，但 信 息 并 没 有 有 效 地 转 化 成

思想和知识，我们淹没在海量信息中，沉浸在

无序、混杂的 噪 声 中，沉 溺 于 科 学 计 算，而 疏

于海量 数 据 挖 掘 的 信 息 服 务，即ＩＲＫＰ 困 境

中。一 所 大 学 失 去 了 思 想 和 知 识 的 引 领 性，其

社会 地 位 是 可 想 而 知 的。北 大 最 近 在 追 问：

“为什么我们思想界没有李泽厚了”［１４］。———出

思想、出理念 以 及 从 对 海 量 数 据 的 挖 掘、分 析、

优化、决策到提出整 体 解 决 方 案 理 应 是 我 们 管

理学界份内的事。

（２）这是一个管理研究需求和管理研究成

果供给双不 足 的 困 境　 管 理 科 学 研 究 缺 少 足

够的横向需求支持，大多来 自 于 强 势 的（如“基

金委”）纵向导向，研究成果较难应用于实践，形

成了“自己出题 目，自 己 封 闭 做 研 究，自 己 欣 赏

自己成果”的自娱自乐的窘迫处境。

有效的 管 理 研 究 成 果 供 给 不 足 的 后 果 是

“摸着石头过河”和“跟着感觉走”的无奈。
这种管理实践状况必须改变。

（３）这是一个发散的、低水平重复，同质化

的管理研究 格 局 　中 国 管 理 科 学 研 究 的 现 状

是并不令人满意的：一 方 面 缺 乏 结 合 中 国 情 境

的新理论的提出；另一方面又缺乏经实证、实

验验证的方法、工具的推出。这正如刘源张先

生说的：“一 方 面 缺 乏 影 响 管 理 决 策 的 治 理 理

念；另一方面又缺 乏 经 过 验 证 的 可 操 作 的 管 理

方法与工具：两头皆空，上不着天，下不着地，
与顶天立地的愿景相悖。”

面对以上管理科学研究队伍、成果、水平３
个方面出现的问题，鉴 于 基 金 项 目 在 学 界 评 价

体系中的地位，“基金委”管理科学部理应负有

一定的导向责任，论文导向？还是实践成果导

向？这是基金评审的一个价值取向，也是长期

拿捏不准的 问 题。现 在 连 数 学 界 也 提 到 了“问

题意识”［１５］，“应用是数学的生命线”［１６］；力学所

童秉纲也认 为：“真 正 好 的 成 果 是 在 解 决 实 际

需求上经得起检验的成果”［１７］。管理 学 界 当 应

自省。

“基金委”管理科学部每５年开始都进行战

略研究，作优 先 资 助 领 域 研 究，寻 找 科 学 前 沿，

我们在仰望天空，苦苦地寻找星星，但我总感

觉不到我们管 理 科 学 领 域 的 星 星 在 哪 里？“十

二五”战略研究，我们明确地提出了３项战略目

标：① 形成中国特色研究，提升国际学术影响；

② 贴 近 管 理 实 践 需 求，增 强 实 践 支 撑 能 力；

③ 完成数据建设框架，奠定扎实研究基础。
管理科学部这么明确地提出研究的实践性

导向还是第 一 次。过 去 有 顾 虑，怕 冲 击 科 学 问

题的理论性研究，管理科学部今后在评审和资

助工作中将考虑建立“实践相关性”（ｒｅｌｅｖａｎｔ）

评价指标，形成管理实践对管理科学研究的需

求导向，以 及 在 评 估 中 项 目 成 果 的 实 践 指 标

等，利用多种方式引导科学家重视管理实践和

国家重大需求，从中国管理实践中凝聚科学问

题，在科 学 问 题 与 现 实 问 题 之 间 建 立 明 确 的

“依存路径”。积 极 与 政 府 有 关 部 门、企 业 建 立

联合资助机制。

其次，“十二五”战略研究着重强调原创性

高水平 基 础 研 究，管 理 科 学 部 将 进 一 步 明 确

“知 识 原 创 性”（ｏｒｉｇｉｎａｌ）指 标 在 各 类 项 目 申

请、结题中的重要性。
总之，今后基金项目着力要向学科前沿 和

国家发展需求２个方向导向。
程序 公 正 不 等 于 基 金 管 理 的 全 部 宗 旨，

“失去灵魂的卓越不是卓 越”，基 金 的 灵 魂 应 是

如何引领、鼓励科学家的创新，但对于一个“功
利”、“浮躁”、“趋 炎 附 势”、“循 规 蹈 矩”的 学 术

环境来说，如何营造一个崇尚科学精神、科学

方法和变革性创新的氛围是我们的追求。

·５３７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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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几个值得关注的中国管理实践研究

（１）竞争性领域（不包括国家安全领域）的

国家创新体系可否拓展为全球创新体系的研究

　自主创新是国家 发 展 的 核 心 战 略，但 在 实 施

中各主体 的 发 展 诉 求 与 国 家 战 略 诉 求 存 在 差

异，态度明显分化，特别是非国家主体对自主创

新态度明显弱化，因 此 在 多 年 实 施 上 成 效 差 强

人意。另外，考虑到科技资源的配置已全球化，

一个企业的竞争力不仅取决于其内生的科技资

源，而同时取决于其 整 合 社 会 化 和 国 际 化 资 源

的能力，一个企业，甚至一个国家很难在一个

产品的整个价值链 上 都 占 据 优 势，逼 得 它 只 得

守住增值最大的一块，这已经成为世界制造业

的一种常态。由 此，开 放 联 盟 式 的 创 新 将 是 一

个主要选择，单打独斗式的创新不符合科技发

展的潮 流。自 主 创 新 与 国 际 合 作 是 相 辅 相 成

的，唯有自主 创 新，才 有 国 际 合 作 的 基 础；有

了国际合作，才能提升自主创新的水平。

（２）符合中国情境的企业治理结构的研究

　英美 是 以 股 东 为 中 心 的 企 业 治 理；德 国 是

“劳资同权”的企业治理；日本是以经营者为中

心的企业治理，尽管日本《商 法》规 定 股 东 进 行

企业治理，但实际操作上是“内部人控制”，有人

认为这是 人 力 资 源 重 于 资 本 的 现 代 观 念 的 反

映，也有人认为是经营者失去有效监督的祸根。
中国模仿英美模式，以股东为中心的企 业

治理，是否适 合 中 国 情 境 和 价 值 理 念？国 美 事

件暴露的问题值得研究。
另外，大学的治理结构也该到研究的时 候

了。

（３）中国企业的重新定义研究 　延续了一

两百年的经 典 经 济 学 的 概 念：“利 润 最 大 化”，

“股东回报第一”。

现代企业的管理概念：“客户价值第一”。
席酉民［１８］的 和 谐 企 业 概 念：“企 业 内 部 管

理层和员工的利益协调”。
社会企业概念：对客户、对社会、对环境、对

资源的友好。

理想的企业概念：不再以追求利润为唯 一

目的；人的价值高于物的价值；共同的价值高

于个 人 的 价 值；用 户 的 价 值 高 于 公 司 的 价 值；

企业利益、社会利益、员工利益一体化。
可否建立一 个 中 国 的 企 业 评 价 指 标 体 系，

试试对中国的５００强企业做个评估，指引中国

企业的健康发展。
（４）后工业化社会　中国大规模的工业化

建设是否已接近尾声，后工业化社会产业结构、
就业结构的研究，以 及 如 何 迎 接 后 工 业 化 社 会

的到来，已经摆在管理层或学界的面前。
（５）城 市 化 　中 国 城 市 化 进 程 是 否 已 趋

缓，如何摆脱二元经济结构，进一步促进城乡一

体化的研究。
（６）中国社会建设的架构及路径研究

（７）网络环境下的管理再定义的研究 　传

统的管理 及 其 理 论 将 受 到 挑 战，ＩＴ 将 重 新 定

义“管理”，在网络环境下，管理决策的主体、工

具、方法和过程都在发生变化，这是一个信息

技术引领潮流的时 代，管 理 理 论 与 方 法 工 具 必

须跟着变。

５　期 盼 中 国 管 理 科 学 研 究 在 未 来５～１０
年内有一个大变局

　　能够形成若干具有中国情境的特色研究领

域，对国家重大政 策 制 定 和 企 业 的 重 大 经 营 决

策的决定提供支持服务，在推动人类管理知识

发展中具有显著的 作 用，并 涌 现 出 一 批 具 有 国

际影响的学术领导人物。
一个优秀的管理学者，他必须是一个战 略

科学家，因为管 理 的 职 能 是 统 筹 优 化 配 置 生 产

力三要素（资 本、劳 力、知 识），一 个 战 略 科 学 家

就应该 具 有 以 下５个 特 征：善 于 多 视 角、广 视

野的思考；敢于挑战传统的抱负；富于想象力

和创造 力 的 创 新 冲 动；长 于 组 织 与 沟 通 的 能

力；勇于实 践 的 诉 求 和 成 果。也 就 是 视 野、抱

负、创新冲动、沟 通 能 力 和 勇 于 实 践，一 个 不 能

少。
还要有质疑精神，因为质疑是科学家最 宝

贵的精神，要 反 思、批 判，不 要 趋 炎 附 势，要 有

“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１９］和竺可桢［２０］先生

所表 述 的 科 学 精 神：“但 求 是 非，不 计 利 害，虚

怀若谷，专心致志”———而不是匆匆过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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