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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视角下管理创新研究述评

李召敏１　苏敬勤２　吕一博２

（１．雨润集团；２．大连理工大学管理与经济学部）

　　摘要：管理创新一直是学术界和实务界积极探讨的焦点问题，基于此，从理性视角采用归

纳法和比较法对管理创新研究做了较为系统的梳理。针对管理创新内涵表达的不一致性，在

解析４个关键问题的基础上进行了重新界定；针对管理创新影响因素研究呈现多而散的特点，
在归纳４个分析层面的基础上构建了一个整合分析框架；针对管理创新研究方法的多元化，在
比较各种方法的基础上提议应加大多案例研究法的使用；最后，就未来研究所关注的４个基本

问题做了进一步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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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理创新属于 创 新 的 范 畴，也 是 熊 比 特 创

新体系的 一 部 分［１］。它 在 推 动 企 业 发 展、建 设

国家与企业创新体系中与技术创新起着同等甚

至更重要的 作 用。遗 憾 的 是，与 技 术 创 新 研 究

相比，管理创新研究 不 论 在 关 注 度 还 是 在 研 究

成果方面都与其有较大差距。在建设创新型国

家与创新型企业过 程 中，需 把 管 理 创 新 摆 在 突

出位置，搭建研究平台，做出有价值的工作。
目前管理创新研究主要基于制度、时尚 和

理性三大视 角［２］：①任 何 管 理 创 新 都 是 在 某 种

特定条件下形成的，制 度 视 角 从 宏 观 层 面 分 析

管理创新是如何在相关制度和社会经济等条件

下产生的；②使用新 管 理 思 想 的 领 导 者 与 提 供

这些思想的“时尚领导者”之间存在动态的交互

影响，时尚视角 就 是 探 讨 在 这 种 影 响 下 管 理 创

新是如何发生的；③变 革 者 会 为 组 织 工 作 更 加

有效率而进行管理 创 新，并 会 针 对 特 殊 问 题 提

出创新性解决方案，理性视角以此为前提，从微

观层面重点探 讨变 革 者 如 何 驱 动 管 理 创 新、管

理创新受哪些主要 因 素 影 响，以 及 管 理 创 新 最

终会给企业带来什么绩效结果等。
本研究认为，从理性视角探讨管理创新 是

未来研究的趋势，原因有三：①管理创新成果绝

大部分来源于企业，而 企 业 又 是 理 性 视 角 所 主

要关注的对象，因 此 理 性 视 角 理 所 当 然 成 为 管

理创新研究所推崇 的 主 流 视 角；②理 性 视 角 注

重成效性、操作性和实践性，该视角研究成果相

对于其他视角而言，更 有 可 能 为 企 业 管 理 提 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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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有理论性和实践 性 的 指 导；③理 性 视 角 旨 在

提高组织管理效率，与制度和时尚视角相比，该

视角下的研究更符合管理学科的研究范式。再

者，纵览理性视角下管理创新研究的文献，数量

不断积聚，且呈现研究内容广泛化、研究方法多

元化等特点，甚至出 现 了 某 些 研 究 结 论 相 互 对

立的情形。基 于 此，本 文 就 当 前 理 性 视 角 下 管

理创 新 的 内 涵、影 响 因 素、研 究 方 法 等 进 行 归

纳、比较和讨论。

１　理性视角下管理创新的内涵

１．１　４个关键问题的解析

由于学者对理性视角下管理创新的研究兴

趣和认知倾向存在 差 异，以 致 内 涵 的 界 定 也 各

不相 同。例 如，ＡＢＲＡＨＡＭＳＯＮ［３］认 为，管 理

创新是组织为了协调输入和输出而实行组织结

构和 文 化 的 变 革；ＧＯＰＡＬＡＫＲＩＳＨＮＡＮ 等［４］

把它界定为组织结 构、管 理 过 程 和 人 力 资 源 的

变革；常修泽［５］认为，管理创新是组织创新在经

营层次上的辐射，是新的管理方式方法的引入，
并把降低交易费用 视 为 管 理 创 新 的 目 标；芮 明

杰［６］界定管理创新是创造一种更有效的资源整

合范式，这种范式既 可 以 是 新 的 有 效 整 合 资 源

以达到企业目标和 责 任 的 全 过 程 式 管 理，也 可

以是新的具体资源整合及目标制定等方面的细

节管理。对比 各 文 献 提 出 的 管 理 创 新 内 涵，发

现一个问题：表达的 不 一 致 性 是 由 于 所 涉 及 的

某些关键内容还未达成共识。为能合理地界定

理性视角下 管 理 创 新 内 涵，有 必 要 解 析 以 下４
个关键问题。

（１）管理创新 到 底 是 指 哪 方 面 的 创 新　目

前该问题有２个分析层面：①在抽象层面上，管
理创新是指管理思想的创新，如ＫＲＡＭＥＲ［７］把

它界定为“有关管理者应该做什么的、比较稳定

的知识体、设想体系、公认原则和程序准则”，例
如科学管理、全面质 量 管 理 和 学 习 型 组 织 等 就

是管理思想创新的 代 表 性 成 果；②在 具 体 操 作

性层面上，管 理 创 新 是 指 管 理 实 践、管 理 过 程、
管理技术和 组 织 机 构 等 方 面 的 创 新［８］，该 层 面

管理创新具有可见 性，并 且 创 新 过 程 也 具 有 可

见证性。本研 究 认 为，新 管 理 思 想 和 管 理 实 践

之间具有重要的交 互 作 用，理 论 上 的 探 讨 应 综

合考虑这２个层面。
（２）管理创新 的 新 颖 性 应 达 到 什 么 程 度　

目前学者对此有２种 对 立 的 观 点：①把 管 理 创

新视为现状的更新，本 质 上 这 意 味 着 没 有 已 知

的先例［９］；②把 管 理 创 新 默 认 为 对 组 织 是 新 颖

的，如对组织来说，全面质量管理的引入就属于

管理创新［１０］。以上２种 观 点 存 在 模 糊 的 情 形。

研究认为管理创 新 按 新 颖 程 度 可 划 为３类：企

业创造的管理创新在国际上任何企业都没有使

用过的，此属第１类；其他行业曾出现过类似的

管理创新，本企 业 在 所 属 行 业 中 首 次 引 入 并 实

施的管理创新，此 属 第２类；行 业 内 已 使 用 过，

本企业通过引 入而 加 以 改 进 的 管 理 创 新，此 属

第３类。与第２、第３类企业相比，第１类企业

具有对特定环境的 适 应 能 力 强、管 理 创 新 绩 效

不确定性高等特点。

（３）管理创新 目 标 可 带 来 什 么 效 果　对 该

问题同样有２种 不 同 的 认 识：①管 理 创 新 对 组

织有很少的持续性 影 响；②管 理 创 新 能 对 创 新

型企业和（或）社会产生 积 极 的 影 响，认 为 企 业

之所以实施高 风险 和 高 代 价 的 管 理 创 新，是 因

为它可以更好 地推 动 组 织 目 标 的 实 现，如 传 统

性绩效（如财务目标等）和软性绩 效（如 员 工 满

意度等）。研究认为，管理创新绩效有直接和间

接之分，某些管 理 创 新 虽 然 在 短 期 内 很 难 为 企

业带来显著的绩效，但从长期来看，它对企业绩

效会产生积极的影响。
（４）管理创 新 应 包 括 哪 几 个 实 质 性 阶 段　

该问题通常 被 学 者 们 忽 视。目 前，有 一 种 观 点

认为，已提出的创新性管理 思 想（或 方 案）就 是

管理创新；另一 种 观 点 则 认 为 已 拟 定 的 管 理 创

新方案没有经 过变 革 者 的 决 策 和 实 施，不 宜 称

为管理创新。本 研 究 认 为，不 管 是 原 创 型 管 理

创新，还是模仿型管理创新，一个完整的管理创

新过程至少经历创造（原 创 型 通 常 是 根 本 性 创

新，模仿型是在模 仿 的 基 础 上 再 次 创 新）、决 策

（在评价 各 种 方 案 的 基 础 上 进 行 选 择）和 实 施

（创新性 方 案 的 实 践 过 程）３个 阶 段。鉴 于 此，

理性视角下管 理创 新 不 仅 要 体 现 出 创 新 性，还

需体现出成效性，因 此 管 理 创 新 至 少 要 经 过 创

造、决策和实施３个实质性阶段。

１．２　内涵的界定

基于上述４点分析，管理创新内涵可 界 定

为：新的管理 思 想、管 理 实 践、管 理 过 程 或 管 理

结构等的创造、决策和实施，这些与组织普遍接

受的或标准化 的管 理 有 着 重 大 的 背 离，目 的 是

进一步促使组织目标的实现。该界定包含４层

含义：①包括 管 理 思 想、内 部 实 践、过 程 或 结 构

等方面的变革，或几种形式的结合；②对采用的

组织来说，管理创新必须是其所不熟悉的，而不

是照搬其他企业 已 证 实 的 管 理 创 新 成 果；③目

标应能为组织带来利益；④需经创造、决策和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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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三阶段，那些没有 经 过 决 策 予 以 实 施 的 创 新

方案不能视为管理创新。

２　理性视角下管理创新的影响因素

目前理性视角下管理创新影响因素研究呈

现多而散的局面，为理清研究脉络，将其归纳为

４个分析层 面：变 革 者、管 理 创 新 性 质、内 部 环

境和外部环境。由此涉及的影响因素基本涵盖

了理性视 角 下 管 理 创 新 研 究 的 热 点 和 重 点 问

题。

２．１　变革者层面

由于变革者在管理创新的创造、决策和 实

施过程中起着关键的推动作 用（通 常 扮 演 着 思

想产生者、决策者、实施者和评价者等角色），所
以变革者是理性视角下管理创新研究的重点考

虑对象。目前 理 性 视 角 文 献 主 要 从 企 业 家、高

层管理团队和员工３个方面深入探讨变革者的

影响因素（见表１）。其中，企业家关注度最高，
识别的影响因素主要来源于企业家的人口学特

征和特质，前者包括年龄、学历、专业背景等，后
者包括动机、风险偏好、业绩需要等。高层管理

团队同样是按人口学特征和特质进行影响因素

的识别与探讨，前者包括年龄、学历、任期、职业

背景等，后者包括异质性、社会融合等。员工也

影响着管理创新的产生，如员工的业绩需要、权
力需要、态度等因素。

表１　变革者层面的影响因素

研究方面 影响因素

企业家［１１］

人口学 特 征：性 别、年 龄、学 历、专 业、任 期 年 限、工 作

经历等；
特质：动 机、风 险 偏 好、业 绩 需 要、期 望、自 治 性、创 新

性、先动性、竞争积极性、知 识 积 累 能 力（知 识 选 择、
获取、建立、扩散、储存）、自 我 效 能、认 知 复 杂 性、过

去经验、社会资 本、认 知 能 力／风 格、战 略 决 策 者 赞

成变革的价值等

高层管理团队［１２］

人口学 特 征：性 别、年 龄、学 历、任 期、职 业 背 景、管 理

层规模等；
特质：异质性、社会融合、领导风格等

员工［１３］
业绩（或权力）需要、态度、工 作 满 意 和 工 作 参 与、绩 效

不满意

２．２　管理创新性质层面

管理创新自身的性质也是理性视角研究所

需考虑的。管理创新性质的考察可按一般属性

和创新 类 型２个 方 面 进 行 归 纳（见 表２）：①管

理创新涉及工程科 学 和 商 业 管 理 两 大 领 域，前

者包括工程系统、计算机应用、运筹学等相关学

科，后者包括战略管理、财务管理、营销管理、组
织行为、人力资源管理等相关学科。据此，学者

关注的管理创新一 般 属 性 通 常 包 括 技 术 性、基

于平台性、层 次 性、复 杂 性 等，这 些 都 反 映 了 管

理创新自身特有的性质。②企业管理创新涉及

的类型各式各样，不 同 创 新 类 型 具 有 不 同 的 性

质；学者通常关注的类型包括战略创新、商业模

式创新、流程创新、营销创新等。区分不同类型

有利于特定管理创新的深入研究。
表２　管理创新性质层面的影响因素

研究方面 影响因素

一般属性［１４］
技术性、基于平台性、层次性、复 杂 性、创 新 性、管 理 性、成 效

性、可尝试性、可观察性、可操作性

创新类型［１５］
战略创新、商业模式创新、流程创新、营销创新、财务创新、制

度创新、物流创新、生产运作创新等

２．３　内、外部环境层面

变革者创造、决策和实施管理创新过程 会

受所处内外部环境的影响。管理创新在以组织

为载体的内部环境 中 发 生，整 个 过 程 都 会 受 到

组织结构、组 织 战 略 等 因 素 的 影 响。目 前 内 部

环境中所识别的影响因素主要来源于结构性变

量和组 织 管 理 特 征２个 方 面（见 表３），前 者 诸

如规模、权力结构、专业性、正式化、层 级 化 等，
后者诸如组织 战 略、组 织 类 型、组 织 文 化、组 织

学习、授权、各类资源特性等。外部环境是一套

广泛的外部刺激因 素 的 集 合，能 影 响 变 革 者 进

行管理创新的优先权和积极程度。目前外部环

境中的影响因 素主 要 按 一 般 属 性 进 行 描 述，例

如动态性、敌对性、复杂性、竞争压力等。
表３　内、外部环境层面的影响因素

研究层面 研究方面 影响因素

内部

环境

结构性

变量［１６］

规模、权力结构（扩散、集 中）、专 业 性、正 式 化、层 级

化、部门差异、结构差异、专业知识、变革的管理 态

度、管理强度、沟通（外部、内部）、垂直差异

组织管理

特征［１７］

组织战略、组织类型、组织文化（支持的、创新的）、组
织学习、授 权、未 支 配 资 源（多、少、可 获 得）、冗 余

资源、技 术 知 识 资 源、培 训、信 息 处 理、能 力、变 革

领导、战 略 机 会、机 会 评 价、报 酬、决 策（过 程、模

式）、创新支持

外部

环境［１８］

动态性、敌 对 性、复 杂 性、竞 争 压 力、环 境 变 化 频 率、
变化规 模、市 场 范 围、环 境 不 确 定 性、组 织 的 独 立

性、制度化组织使命（多、少）

２．４　整合分析框架的构建

上述４个分析层面的归纳表明，理性 视 角

下管理创新会受变 革 者、管 理 创 新 性 质 以 及 所

处内外部环 境 的 影 响。此 外，可 看 出 学 者 们 在

管理创新影响因素研究过程中通常只从其中某

一个层面进行分析，这虽然有利于深入研究，但
因为某些因素 之间 存 在 复 杂 的 内 在 关 系，从 而

易导致一些研究结论普适性不强。为了从整体

上把握管理创新，增强研究结论的普适性，构建

了理性视角下管理创新影响因素的整合分析框

架（见图１），相互关系可描述为：①变革者会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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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影响管理创新，亦 会 通 过 影 响 管 理 创 新 性 质

或所处环境而间接影响管理创新。②管理创新

性质会直接影响管 理 创 新，也 可 能 会 通 过 内 外

部环境而间接影响管理创新。③内外部环境会

直接影响管理创新，同时，管理创新也会反过来

影响内外部环境（内生关系）；并且，内外部环境

还会通过影响变革 者 和 管 理 创 新 性 质，从 而 间

接影响管理创新。以上涉及的相互关系有待于

进一步论证与分析。

图１　理性视角下管理创新影响因素：

一个整合分析框架
　

３　理性视角下管理创新的研究方法

目前理性视角下管理创新的研究方法呈现

多元化特点，以下按案例研究法、统计调查研究

法和其他研究方法进行归纳和比较。

３．１　案例研究方法

案例研究方 法 的 思 路 是 通 过 对 成 功 的（或

典型的）企业管理实践进行总结的方式，提炼出

有经验的和有价值 的 结 论，并 期 望 从 中 发 掘 出

新理论。案例研究有单案例研究和多案例研究

２种形式。目 前，理 性 视 角 下 前 者 使 用 频 率 较

高，后者还鲜 见 于 文 献。应 用 案 例 研 究 方 法 的

代表 学 者 有：ＨＥＮＲＹ［１９］以 定 期 航 线 为 例 指 出

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组织、计划、信息系统和营

销系统的观点；ＳＨＡＮＮＯＮ等［２０］以美国通用和

戴姆勒克 莱 斯 勒 汽 车 企 业 为 案 例 做 了 深 入 分

析，提炼出了“作业成本计 算 法”的 管 理 创 新 模

式；屈佩明［２１］以西安航空企业为案例研 究 了 管

理创新，提出了多元价值管理创新的理念；李露

钢等［２２］以海 尔 为 案 例 提 出 了 综 合 管 理 创 新 的

观点。

３．２　统计调查研究方法

统计调查研究利用具体数据探讨管理创新

的相关内容，增 强 了 研 究 结 论 的 科 学 性 和 说 服

力。目前，理性 视 角 下 使 用 统 计 调 查 研 究 方 法

的代 表 学 者 有：ＣＵＲＲＩＥ［２３］通 过 对 全 面 质 量 管

理、准时生产、业务流程再造、过程创新的比较，

并结合统计调查研究方法对管理创新进行了研

究，证实了创新主 体 需 要 用 战 略 的 视 野 而 不 是

狭隘 的 视 野 看 待 管 理 创 新；ＳＩＮＣＬＡＩＲ［２４］从３
种渠道得到数据，应用统计调查研究方法，找出

了阻 碍 管 理 创 新 的 影 响 因 素；李 燚 等［２５］对２５６
位被试人员进行问 卷 调 查，运 用 结 构 方 程 模 型

验证发现：组织 学 习 方 式 对 管 理 创 新 活 动 的 成

效起到部分的影响；夏 冬［２６］通 过 对 中 国６００余

家企业的调查问卷 和 实 证 分 析，研 究 了 经 营 者

因素对企业所有权结构和企业组织管理创新之

间关系的影响。

３．３　其他研究方法

除了上述２种研究方法，理性视角下 使 用

的研 究 方 法 还 有 数 学 建 模 法、扣 除 法、经 济 学

分析法和经验类比法等（见表４）。不同的研究

方法为探讨管 理创 新 理 论 增 添 了 多 种 路 径，得

出的结论 和 揭 示 的 规 律 也 充 实 了 管 理 创 新 理

论。
表４　其他研究方法

研究方法 代表文献的贡献

数学

建模法
ＳＴＥＰＨＥＮ等［２７］运用数学 建 模 方 法，指 出 企 业 在 面 对 市 场 萧

条和处在竞争及财务压力的情况下，最有可能引进一种新的

管理方式维持经营

扣除法 李子奈等［２８］提出了一种测度管理创新在经 济 增 长 中 贡 献 的 方

法———扣除法，并采用经验分析方法 定 量 测 度 了 管 理 创 新 在

中国经济增长中的贡献

经济学

分析法
王锐兰［２９］从经济学角度 对 中 国 企 业 管 理 创 新 进 行 了 分 析，指

出经济绩效是企业管 理 创 新 的 逻 辑 出 发 点 和 归 宿 点，但 是，
管理创新既不必然等于经济性，也不必然等于不经济性

经验

类比法
谢洪明等［３０］比较２个分别在中国大陆和台 湾 做 的 关 于 市 场 导

向组织学习组织创新组织绩效关 系 的 研 究 后 发 现，管 理 创

新是提升组织绩效的瓶颈

３．４　研究方法的比较

由于理性 视 角 下 管 理 创 新 研 究 的 复 杂 性，

研究者多采用案 例 研 究 法 和 统 计 调 查 研 究 法。

多案例研究法的优势在于得出的证据更有说服

力，且有利于构建新的理论；单案例研究法则更

为深入和细致。单案例研究虽然可以揭示某些

规律性认识，给人们提供观察和思考的视角，但

由于管理创新的内容五彩缤纷，方式多种多样，

结果千差万别，且 管 理 创 新 本 身 的 内 在 属 性 就

在于差异和新奇，因 此 某 一 类 型 的 管 理 创 新 行

为很难解释其 他类 型 的 创 新 行 为，也 无 助 于 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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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认识管理 创 新 的 整 体 概 貌。不 可 否 认，国 内

外诸多学者通过问 卷 调 查 获 取 数 据，在 统 计 分

析的基础上得出研 究 结 论，在 一 定 程 度 上 弥 补

了单案例研 究 的 缺 陷。然 而，统 计 调 查 研 究 有

一个关键的弱点就是探索性不强。理性视角下

管理创新的相关理 论 构 建 属 于 探 讨 性 研 究，使

用统计调查研究方法不利于构建新的管理创新

理论。综上所 述，囿 于 理 性 视 角 下 管 理 创 新 的

内容丰富和现象复 杂，本 研 究 认 为 未 来 研 究 应

加大多案例研究法 的 使 用，并 建 议 在 进 行 多 案

例研究时最佳的案例数目为４～１０个。

４　理性视角下管理创新未来研究的讨论

通过文献回顾，理性视角下管理创新研 究

不再泛泛于企业整 体 层 面，而 已 经 通 过 各 种 方

法深入企业内外部环境的各个层面。目前理性

视角下管理创新研 究 涉 及 的 变 革 者、管 理 创 新

性质、内外部环境、案例研究方法等基本问题还

存在某些争议。下面针对这４个基本问题做进

一步的讨论，以抛砖引玉。
（１）变革者　理 性 视 角 下 的 变 革 者 应 该 是

广义的概念。在 很 多 企 业 中，管 理 创 新 的 提 出

者和执行者往往是 二 级 经 理，企 业 的 一 把 手 通

常只是最终的决策者。对变革者的研究一定是

理性视角 下 管 理 创 新 研 究 中 重 要 且 首 要 的 问

题。变革者是 特 殊 的 人 群，因 而 可 采 用 人 力 资

源与组织行为科学的研究方法进行研究。由于

与技术创新相比，变革者的作用更大，可以进行

管理创新的选择更多（例如，从一般操作层面的

创新到制度层面的 创 新、从 管 理 方 法 的 创 新 到

商业模式的创新 都 有 可 能），由 此，诸 如 变 革 者

年龄等信 息 实 际 上 不 构 成 特 征 分 析 的 主 要 方

面，未来研究有必要 挖 掘 诸 如 企 业 家 风 险 偏 好

等内在因素。

（２）管理创新 性 质　目 前 研 究 应 以 现 有 管

理创新成果为研究载体。不同的管理创新成果

具有不同的性质，选 择 何 种 性 质 进 行 研 究 应 视

具体的管理创新成 果 具 有 的 本 质 特 征 为 依 据。

企业管理创新各式各样，在研究的过程中，需要

按照一定的标准对其进行分类。分类一定要为

研究服务，如 果 不 能 就 失 去 了 意 义。理 性 视 角

下管理创新的分类可考虑按职能范围和创新程

度等进行分类。
（３）内外部环 境　内 外 部 环 境 在 变 革 者 创

造、决策和实施管理 创 新 过 程 中 起 什 么 作 用 是

至关重要的，但内外部环境影响因素众多，哪些

因素对管理创新起 着 基 本 的 作 用，是 需 要 认 真

研究的一个问题。为此，提出一个猜想，即管理

创新是变 革 者 在 内 外 部 环 境 适 配 的 基 础 上 所

做的创造、决策和 实 施，而 创 造、决 策 和 实 施 的

质量（由变革者主导的管理创新成果）取决于变

革者的各个方面（包 括 能 力、视 野、风 险 偏 好 和

对企 业 的 控 制 力 等）。内 外 部 环 境 需 要 采 用

量表开发的方式进 行 开 发，才 可 能 有 深 入 的 研

究。
（４）案例研究 方 法　目 前 采 用 的 案 例 研 究

方法主要是单案例研究，个案虽具备典型性，却

缺乏统计意 义。由 此，管 理 创 新 研 究 可 采 用 国

际通行的多案例研 究 方 法，辅 之 以 问 卷 统 计 的

方法更为科 学 合 理。案 例 研 究 过 程 中，微 小 的

管理创新成果 虽然 可 能 是 有 价 值 的，但 缺 乏 典

型性，挖掘具有典型意义的管理创新成果，对深

入研究管理 创 新 理 论 更 为 有 利。目 前，见 诸 报

道的管理创新成果为案例研究提供了有意义的

线索。案 例 研 究 是 件 复 杂 的 工 作，一 旦 采 用，

必须对变革者情况、管 理 创 新 成 果 以 及 企 业 内

外部环 境 展 开 深 入 的 调 查 和 了 解，甚 至 采 用

纵惯式、田野式的调查才可以得出有价值的 事

实。

另外，是 否 可 以 考 虑 采 用 实 验 的 方 法，例

如，企业家在什么 环 境 下 作 出 什 么 样 的 管 理 创

新决策是非常令人向往的课题。此前有许多实

验开展这方面的工作，这样的实验，只是测度某

一个因素对企 业家 的 决 策 起 什 么 样 的 作 用，在

管理创新研究刚刚 起 步 时，对 构 建 研 究 框 架 作

用比较小。在 未 来 的 研 究 中，采 用 一 种 类 似 于

实验的方法，在案例的辅助下，也许是一种值得

考虑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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