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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通过回顾+管理学报,近
'

年争鸣与反思的系列文章$总结了这些争鸣与反思的价

值贡献$同时在这些价值贡献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本文的观点$包括)

!

直面中国管理实践$

不仅仅是一种理念$更是一种行动"

"

讨论现有管理理论$不仅仅是批判$更要做到发展"

#

发

展中国管理学$做好对中国优秀企业的评价是必要前提"

%

管理研究方式没有高低对错$关键

在于能否让成果更加贴近实践'

关键词#管理#实践#争鸣与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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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管理学者们借助5管理学报6)争鸣

与反思*栏目的平台对诸多重要问题展开了深

入的研讨%这些多元化的对话和讨论也共同构

成了促进管理学发展的重要力量+5管理学报6

)争鸣与反思*栏目最近
'

年共刊发了
/'

篇论

文%这些论文主要涉及对重要问题的对话或思

想碰撞/围绕现有理论的不足而展开的反思和

讨论/对管理学整体发展而做的系统性思考%以

及对管理研究更为深入和全面的认识+本研究

将通过对这些论文的梳理%总结这些文章对于

上述若干方面的价值贡献+

$

!

"直面#及其引发的思考

/%$%

年
$$

月%

'(

名中国管理学者-

$

.联名

发表了题为5出路与展望!直面中国管理实践6

$简称5直面6&的倡议性文章%旨在呼吁中国管

理科学的研究要直面管理实践+改革开放
'%

多年来%中国企业在实践过程中积累了一定的

经验%但是也产生了一些问题%面对未来%中国

企业需要更多真正有实践价值的管理理论+同

时%尽管有越来越多的学者从事管理研究%并在

学术上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也存在理论与实

0

2(/$

0

! !

第
$$

卷第
(

期

/%$2

年
(

月 !! !!!!!!!!

管
!

理
!

学
!

报

4H+->,>:PI<-;QPSX;-;

G

>O>-K

!!!!!!!!!!

YPQ&$$AP&(

Z>

R

&/%$2

! !



践脱节的现象%这就迫切需要学者们结合管理

实践开展研究+在这种背景下%5直面6一文在

助力中国管理学科发展的5管理学报6发表+从

某种意义上讲%这是学者们在重要的时间和地

点做的一件重要事情%具有重要意义+

5直面6的意义至少有
'

个方面!

!

将矛盾

和问题拿到台面上来%提出了一些较为尖锐或

敏感的话题%对未来解决问题有着重要的积极

意义#

"

第一次较为全面地讨论了直面中国管

理实践的内涵#

#

引发了更多学者对中国管理

学科发展的争鸣和思考+

5直面6发表之后%学者们在争鸣与反思的

系列文章中围绕其进行了更为详尽的交流+韩

巍-

/

.对直面中国管理实践进行了积极的响应%

同时韩巍也从事实和逻辑的角度表达了他认为

5直面6一文存在的问题+吕力-

'

.则针对这一问

题给出了解决方案%应当重视思辨的方法%鼓励

而非排斥哲学对于管理学的渗入%基于此才能

更好地解决逻辑瑕疵的问题+齐善鸿-

2

.也做出

了对于外界评价的回应%同时进一步明确指出

了直面中国管理实践应聚焦的方向%包括!直面

中国实践的管理研究之内涵/途径与评价#直面

中国管理实践的研究与非直面中国管理实践的

研究各自承担怎样的任务%如何协调发展#西方

管理理论的发展前景#以及识别和排除阻碍直

面中国实践的管理研究之因素+刘文瑞-

7

.对上

述对话进行了总结%指出管理学的安身立命之

地%在于学术本位%而学术本位的活力来源于面

向实践和哲学思考+

如果从整体上来看%这是一个争鸣与反思

的过程%同时又是一个价值发现/价值创造与价

值提升的过程+5直面6作为发现价值的基点%

韩巍/吕力/齐善鸿等以此为基点创造出了更多

有价值的内容%而刘文瑞则对这些价值创造进

一步总结%而学者们的再度总结则是一种价值

的提升+这一价值链的价值是所有学者们集体

共创的%每一个环节的学者都必不可少+试想%

如果没有5直面6的出现%就不会有响应和批评#

没有响应和批评%可能就没有问题的解决方案%

同时%也就没有批评引发的更进一步的思考%也

就缺少了对于管理实践研究焦点的更为明确和

清晰的概括#如果没有这些学者的思想碰撞%最

后的总结和价值提升则无从谈起+这就是争鸣

与反思在直面中国管理实践上所做出的价值贡

献+

/

!

对已有理论的讨论

$($$

年%泰勒5科学管理原理6的出版标志

着管理科学的诞生%该管理理论源于西方%并且

距今已有一百多年+在这种时空差异之下%今

天在中国应该如何来看待和学习5科学管理原

理6%成为学者们争鸣与反思的焦点+5直面6一

文对于泰勒及5科学管理原理6给予了高度的评

价%原因在于泰勒的管理理论来源于管理实践

并能够指导管理实践%这是中国管理学者所需

要学习的+而韩巍-

/

.则更加严谨地补充了泰勒

制在劳资关系上存在的局限+李新春等-

)

.在对

科学管理原理进行理论反思和现实批判时指

出%科学管理原理是科学精神在人类管理行为

上的反映%是现代产业文明的哲学基础和行动

原则%重新发现和挖掘泰勒管理哲学和技术的

现实意义在于坚定管理理论和实践创新的科学

精神+这是一种创新性的观点%因为其看到的

不仅仅是泰勒的)形*%更是看到了更深层次的

)神*+从表面看泰勒采用的方法在不同的时代

和地点可能有其局限性%但是泰勒的灵魂在于

其科学精神%这也恰恰是泰勒理论的生命力所

在%今天的学者和实践者须要把握这种精神%是

颇具建设性的反思+

泰勒的科学管理理论所贡献出的效率二字

对管理实践和管理理论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

响+由此%西方的管理理论开始不断地对生产

效率/组织效率和人的效率进行关注%同时%这

些效率在管理实践当中的运用也促成了诸如福

特汽车/通用汽车/

#FX

等西方世界级企业的

产生%因此%效率成为管理理论和实践备受关注

的重要问题+吕力-

.

.结合中国今天的现实对管

理的效率向度进行了反思%认为富士康事件是

中国管理实践中面临的价值与伦理问题的典型

缩影%因此%提出中国的管理实践不应该仅仅关

注效率向度%还要有对伦理向度的关注+李培

挺-

1

.进一步指出%中国相当多的产业工人处于

富士康化的代工产品流水线上%在这种管理状

态下%中国管理学急需伦理向度的相关研究+

沿着吕力和李培挺的反思进一步去思考%今天

的管理实践之所以会受到如此的挑战%也可能

是因为对企业本身的评价出了问题+成功企业

的标准是什么%是仅仅以企业自身的绩效或者

效率作为标准%还是应当有更加全面的考虑%如

伦理/道德以及可持续发展等%这对管理实践有

重要的导向作用+因此%如何更加系统和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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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对企业进行科学评价%也是未来值得进一步

探索的问题+

除了对于西方已有理论的反思与争鸣外%

也有学者对现有的本土理论提出了改进的建

议+邓中华-

(

.首先回顾了和谐管理理论的理论

体系%在此基础上%结合今天的现实环境%提出

了和谐管理理论所面临的挑战和未来的改进方

向!现代组织面临的不仅仅是复杂性%而且是日

益复杂/快变/模糊性/不确定性$

4459

&的环

境%为了帮助现代组织在
4459

的环境里更好

地生存和发展%和谐管理理论仅仅描绘
4459

的各个部分的要素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要充

分分析
4459

是以何种切入点和何种路径来

影响组织的生存和发展+邓中华之于和谐管理

理论的反思实则是让和谐管理理论与管理实践

又更近了一步+在环境和时代改变后如何保持

企业与环境的和谐互动%这种与时俱进的动态

思想是对于和谐管理理论的启发%事实上%任何

理论的发展都应该做到与时俱进+

在争鸣与反思中%也有学者对管理的基本

命题进行了深入的思考+齐善鸿等-

$%

%

$$

.针对

)管理的基本职能是计划/组织/领导/控制*甚

至)管理就是控制*的说法%指出应当通过管理

从控制到服务的转变还原每个人的主体性#同

时还以海底捞的事例说明了当管理转变为服务

之后个体的主体性能够释放出的价值%进而得

出管理是服务而不应该是控制的新结论!管理

的本质是服务%是上级服务于部下的心智与能

力的成长%管理者是教练不是官僚%要将过去

)惩恶扬善*的技术式的管理信条转变成)拯恶

扬善*的人文信条+管理的基本命题之所以重

要%在于其将决定如何管理以及管理是否能取

得成效%换言之%其是管理在实践中有效性的重

要前提+之所以会有反思和争鸣%原因也是在

于时代和环境的变化%在管理者面临的是新知

识工作者的今天%对管理的重新定义或许更加

有助于帮助管理者获得实践的成效+

无论是对于中西方管理理论的探讨还是对

于管理命题的反思%其价值都是让管理理论更

加符合当下的管理需要+今天的管理须要践行

泰勒的科学精神%今天的管理不仅要关注效率

还要考量伦理向度%不再是进行一味的控制而

是要服务于人+超越这些争鸣和反思的内容%

这些争鸣和反思本身也启示出一种重要的思维

方式!与时俱进+管理的有效性取决于其是否

在合适的时间做了合适的事情+泰勒制的合理

性在于对其所处时代管理效率的价值贡献#而

之所以存在管理就是控制的命题%也是基于其

所处的时代的合理性+关于现有理论和命题%

未来仍然会有不断的讨论%争鸣与反思应当聚

焦的是其如何改变才能更加符合现实需要%只

有如此才能获得实践的价值%这也是上述关于

已有理论的争鸣与反思带来的重要价值贡献+

'

!

对管理学发展的思考

5管理学报6一直以推动管理学在中国的发

展为目标%)争鸣与反思*栏目也刊发了一系列

文章来反思管理学在中国的发展+当构建中国

管理学理论的呼声越来越高时%谭立文-

$/

.更加

理性地对此进行了思考%认为中国管理学理论

体系的构建是一个值得进一步商榷的命题%原

因在于!在科学的领域不存在中学和西学的分

野#中国传统的管理思想/经验和方法难以支撑

中国管理学理论体系的建设#中国目前取得的

重大成功和进步所获取的经验还不能完全支撑

中国管理学理论体系的建设#当前中国的社会

文化/核心价值观还不够清晰%缺乏探讨中国管

理学理论体系的重要基础+这些批判性的思考

蕴含着对中国管理学发展的重要启示!管理学

的发展不在于其中西之形%而在于是否把握了

科学的本质和规律#在借助传统思想构建中国

管理理论时%要找到中国传统管理思想与现代

管理思想的契合点#中国管理学理论体系的构

建需要更多成功的中国实践来支撑#管理学有

其人文社会学科属性%要构建中国管理学%须要

有清晰的社会文化作为基础+

5管理学报6特约评论员-

$'

.提出了我国管理

学发展须要考虑的
7

个关键问题!管理学的边

界问题/管理学的基础研究问题/中国管理学的

创建问题/直面管理实践的问题%以及管理学者

的自我管理问题+这些问题概括了管理学/管

理实践以及管理学者的内涵及关联$见图
$

&%

构建管理学必须要思考和界定管理学的研究属

性和场域%管理学者应当明确自己的研究使命%

对于中国管理学者而言%实则是肩负着创建中

国管理学的使命%在这种使命之下%管理学者应

当明确哪些是自己应该做的事情%即进行有效

的自我管理%管理实践之于管理学和管理学者

而言意味着一座桥梁%直面管理实践是管理学

者构建管理学所必须依赖的路径+5管理学报6

特约评论员概括的这些关键问题为中国管理学

的发展提供了一种思路%作者对这些问题的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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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研究也启发了诸多学者的进一步思考+

图
D

!

管理学'管理实践'管理学者的内涵及关联
!

罗文豪指出%明确管理学的学科边界%或许

重点不在于圈定一个明确的界限%而在于理清

管理学科中的一些基本假设和基本问题-

$2

.

+这

一观点为管理学场域的形成或布局带来了有价

值的启发!在整个管理学场域内须要有一些关

键点支撑起整个场域%而一些基本假设和问题

则可能成为这些支撑点%以此为基础来丰富整

个场域+郭毅认为%管理学理论研究的可取之

处在于能否对社会和组织现象或问题及其可能

存在的机制予以分析和机制性诠释-

$7

.

+这种观

点也可以看作是对基础研究的一种操作性的定

义+田广等指出%中国须要根植于/成长于/适

用于中国的人与人的关系之上的中国管理

学-

$)

.

+这种观点意味着人类学也可能为中国管

理学的建构提供一定的启发+曹振杰在论及自

我管理时考虑到环境因素的影响%管理学者能

否真正做应该做的事情%保持高品质的自我管

理%还要看内忧外患的局面能否得到解决-

$.

.

+

这种思考反映出了中国学者在履行使命过程中

可能存在的矛盾状态%当然%这种状态的改善在

一定程度上依赖于外界的环境%但从根本上讲

还是取决于个人的改变%这正是自我管理的要

求%改变从自我开始%当每个人都遵从于自己的

内心而非向现实妥协时%现实就已经发生改变+

上述学者们的争鸣与反思从总体上为中国

管理学的发展提供了清晰的思路+具体包含两

大方面!一方面%如同建造大楼须要打地基一

样%能否构建起有效的中国管理学理论也需要

夯实一定的基础或系统地考虑到一些前提条

件%这里指的是外在的基础或条件%如中国企业

的实践%而非有学者指出的管理学理论的理论

基础或命题假设-

$1

%

$(

.

%这些可以放在管理学的

内部场域内考虑#另一方面%在构建和发展中国

管理学的过程中%须要把握好若干关键问题%这

些关键问题合在一起就构成了一个清晰的研究

系统%研究者要明确所进行的管理学研究的属

性和边界%并借助管理实践来总结出其中的规

律%而这个过程需要研究者做出大量的付出%需

要基于使命真正做到有效的自我管理+当然%

这也引出了一个值得进一步思考的问题!如果

中国目前构建管理理论的条件真的还不成熟%

那么我们是否还要努力构建中国的管理学理

论, 答案应该是肯定的+如果目前的地基还不

够深厚%盖不了高楼大厦可以盖小楼%盖不了小

楼可以盖平房%重要的是基于当前中国的现实

来构建理论+因此%中国的管理学者也应当珍

惜并积极把握中国企业已有的成就%从中获得

理论的总结+或许这些成功还没有西方发达国

家那么大%但是如果以此为借口而等待中国企

业全都如此成功时才来关注%可能就为时已晚%

因为盖楼也非一朝一夕之事%更重要的是%中国

的管理学和管理学者会因此而错过很多借助管

理实践而有效互动的机会+

2

!

对管理研究的认识

在管理学者们的争鸣与反思中%除了有对

管理学整体发展的思考%一些学者对管理研究

本身也展开了深入的讨论+实证研究是其中争

论或质疑的焦点%部分进行实证研究的中国学

者走入了形式主义的误区+例如有学者打着

)实证的旗号*完全从西方文献出发%毫不关心

中国的现实问题%有学者喜欢套用最流行的统

计方法%建立复杂的模型%而不管问题是简单还

是复杂%有学者挖空心思在已有的模型中修补%

为了发表文章杜撰变量%然后再到现实中寻找

样本%而不是从现象出发来解释问题-

/%

.

%类似的

现象实际上是为了实证研究而研究%脱离了管

理实践和现实%背离了研究的真正意义+

在讨论问题之前%鉴于当前存在的对于实

证研究和经验研究的混淆%有必要先就此问题

进行阐明+黄光国-

/$

.指出%)不久前%我收到陈

晓萍等所编的5组织与管理研究的实证方法6%

发现这本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书%其英

文题目竟然是5

EO

R

+<+N;QX>KHP=,+-"<

G

;-+U;0

K+P-;-= X;-;

G

>O>-K

6+从科学哲学的角度

看%

>O

R

+<+N;QO>KHP=,

应当译为'实征方法(

!

%

而不是'实证方法($

R

P,+K+J+,K+NO>KHP=,

&+我

没有及时提醒主编这本书在题目上所犯的学术

0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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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光国教授的文章中对)

>O

R

+<+N;QO>KHP=,

应当译为

'实征方法(*进行了编者注!大陆通译为)经验主义方法*%

>O

R

+<+0

N+,O

通译为)经验主义*+关于实证主义相关议题的深入研究%详

见黄光国教授推荐的文章%)针对这个议题%吕力曾发表过一篇论

文%题为5案例研究!目的/过程/呈现与评价6%很值得大家参考*+

除此之外%亦可进一步参考吕力的著作5管理学案例研究方法6+



错误%让该书第
/

版再犯同样错误*+吕力-

//

.在

5案例研究!目的/过程/呈现与评价6一文中指

出%)案例研究的权威学者
[#A

在5案例研究设

计与方法6一书中明确指出%案例研究是一种经

验研究+由于对科技哲学较为生疏%5案例研究

设计与方法6的译者将
EO

R

+<+N;Q#-

W

I+<

L

译为

实证研究+将案例研究作为实证研究的一种类

型%忽视案例研究与实证研究的根本区别%对于

案例研究的影响将是致命的+实证研究的目的

是检验理论假说%而案例研究的目的是构建理

论*+由此可见%实证研究不等于经验研究%

EO

R

+<+N;QD>,>;<NH

应翻译为经验研究+

如前文所述%管理研究不应该是走入误区

的实证研究%那么应该是什么样的研究, 在争

鸣与反思中%这一问题的答案是多元的+

吕力-

/%

.认为%中国管理实践中的现实问题

与矛盾的解决需要规范研究%在实证至上的情

境下谈理论与实践的脱节本身就是一个伪问

题%中国本土管理理论应该是解决管理现实问

题的规范理论%而非回答管理科学问题的实证

理论+韩巍-

/'

.认为%实证研究不应沦为一种符

号或工具%并对高质量的实证研究进行了定义%

应该是对管理实践长期的/近距离的观察%应该

是在仔细筛选过现有理论之后努力寻找更新颖

的解释%一项高质量的管理研究%无论是实证的

还是非实证的%更与智慧而不是技术手段有关+

这两种观点虽然有所差异%但是实践导向是这

两种观点的共识+当前一些管理学者对实证研

究的认识存在误区%将实证研究完全等同为一

种操作性的方法%甚至挖空心思杜撰变量增加

模型的复杂度来对这种方法进行主观操作%从

而导致了实证研究与实践的背离+这种认识的

错误在于忽略了实证精神%而仅仅是做了形式

上的实证+在这一点上%社会学和实证哲学中

的实证精神可以对管理学的实证研究起到一定

的指导意义+实证精神是可以说是社会研究的

精髓所在-

/2

.

%孔德在提出实证哲学时强调对社

会的研究要用科学的客观来取代宗教的信

仰-

/7

.

%在孔德提出实证主义思想之前%人们对社

会的思考还大都停留在)神学的*或)形而上学

的*阶段%学者们习惯于将自己的理论大厦建立

在直观的或想当然的基础上%而不是实证的基

础上%在某种程度上%科学的社会科学研究正是

开始于孔德提出的)观察优于想象*的命题-

/2

.

%

据此%实证精神所强调的应该是客观事实而非

主观臆断%以此为指导%管理学中的实证研究应

当与实践密切结合%而对于实证研究的)主观操

作*更是不恰当的做法+研究方法的背后通常

会有一定的哲学假设-

/)

.

%因此%对于管理学中的

实证研究而言%至少包含两个层次!首先是哲学

假设的层面%即实证精神的指导#其次才是方法

本身的层面%后者需要基于前者的指导+乐国

林-

/.

.将直面实践导向的管理研究定义为从管理

实践和经验中发现并探究管理科学知识的研

究%这种认识实际上和实证研究所真正倡导的

精神是一致的+综上所述%实证研究品质的关

键在于是否与管理实践进行了有效的结合%对

于我国学者而言%理论的复杂程度和是否是西

方的前沿理论不应当成为实证研究的出发点%

实证研究所聚焦的应当是与中国管理实践密切

联系的理论%在此基础上进行实证%才能获得更

具实践意义的成果+学者们争鸣和反思的过程

实则是一个不断探索共识的过程%当真正发现

研究的共识/本质或者大家对研究共同的期

望时%实证研究和实践研究的差异可能并不像

想象的那么大%但是又要必须经历这样一个争

鸣与反思的过程%否则就无法发现其中的契合

点+

当然%认识管理研究也不仅仅局限于实证

研究+韩巍-

/1

.从认识论的角度总结了
/

类有效

的管理研究!经验研究以及非经验研究+经验

研究包括案例以及定量和定性的经验研究%而

非经验研究则是指思辨研究%其倡导管理学应

该接纳思辨研究%因为思辨研究可以更加接近

现象的本质%更接近根本的结构和机制+例如%

张钢等-

$1

.所尝试的对组织的前提和管理的本质

的探索%以及李培挺等-

$(

.对于谢尔登管理哲学

定位的探索%这些更为基础的思辨研究可以和

管理理论研究共同置于管理学的场域%从而使

管理学的体系更加完整+除此之外%吕力-

/(

.提

出了元管理研究%这是一种更为系统的思考%融

合了思辨研究和管理的规范理论%元管理研究

不仅借助系统的思辨从管理学诞生的源头追溯

管理学的一系列问题%同时也关注如何将管理

学知识应用于管理实践+

上述学者对于管理研究的争鸣和反思实质

上是一层一层/由内向外地帮助我们对管理研

究有了更加整体的认识+实证研究当仅仅被视

作一种方法时可能会被误用和滥用%因为在方

法的背后%还需要正确的实证精神的指导%脱离

了实证研究精神的实证研究也仅仅可以称之为

方法%而非是一种管理研究+因此%真正的实证

0

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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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同样应该是能够面向实践的管理研究+然

而管理研究又不局限于此%思辨研究和元管理

研究可以为管理学的理论构建提供更加严谨的

逻辑基础和指引%同样也是管理研究的范畴+

能够认识并理解这些要比方法本身的运用更加

重要+

7

!

总结与讨论

通读完诸多学者的争鸣与反思之后%才更

加理解学者们争鸣与反思的意义+尽管每篇

文章会有不同的内容%但是每一篇争鸣与反思

的作者其实都是其他争鸣与反思的作者的合

作者%合作者们可能在不经意之间就已经完成

了价值共创%或让已有的问题受到更多关注%

或让已有的知识变得更有价值%或让未来的发

展更加清晰%或让已有的认识变得更加开阔%

而这样的价值共创仍在继续%这便是管理学者

争鸣与反思的价值贡献+具体而言%学者们争

鸣与反思的价值贡献可以总结为以下
2

个方

面+

"

$

#对直面中国管理实践有了更加深入和

全面的探讨(带动了更多学者对本土管理实践

的关注
!

管理实践的重要性毋庸置疑%因为其

是管理理论是否奏效的关键所在+国外研究

常用相关性一词来表达管理理论与管理实践

的相关程度%而)直面中国管理实践*实际上是

相关性一词的本土化发展%其表达的内涵更加

明确和直接+学者们围绕这一理念展开的对

话%无论是呼吁/解读还是指正%都是在助力这

一理念在中国的发展+5出路与展望!直面中

国管理实践6引发了诸多学者的争鸣与反思%

表明越来越多的学者在关注直面中国管理实

践的理念%同时这些争鸣与反思使得这一理念

更加具体化和系统化+从这个角度%对于直面

中国管理实践的争鸣与反思实际上是促进中

国管理理论与实践更为有效结合的有价值的

开端+

"

/

#对现有管理理论有了更加批判性和建

设性的评价或建议(从而不断延续已有理论的

生命力
!

从某种意义上%管理理论能否发挥价

值不仅仅在于管理理论本身%还在于其所置身

的环境要素%其中%最为基本的环境要素则为时

间和空间+而时间和空间本身又是不断变化和

存在差异的要素%从这个角度%理论须要不断地

被讨论和认识才能发挥并延续其应有的价值+

对现有理论的争鸣与反思本身就是对理论的一

种再认识%学者们无论是对东西方的管理理论

还是对于传统管理命题的争鸣与反思%都使得

这些理论更加符合现实的需要%变得更具指导

意义+

"

'

#对中国管理学的整体发展提供了值得

参考的思路
!

从本质上而言%从事理论研究本

身就是一种实践活动%如果把管理学的基本理

论或原理应用到这一实践活动当中来%那么理

论研究首先应当考虑的就是战略或者经营的方

向%其次才是大量研究资源的投入+而有些时

候我们可能会因过于忙于赶路而忘记了出路在

哪里%例如%我们一直都在企业管理研究上投入

了巨大的精力%但是%如果选择研究的企业没有

选好%这些精力则未必能获得成效%本文将在接

下来进一步对此观点进行阐明+因此%中国管

理学发展首先须要有建设性和全面性的思考+

挑战在于%中国管理学尚未像西方管理理论一

样经历了上百年发展并有着较为成熟的体系和

发展方向%这就需要学者们共同去探索%这恰恰

也是学者们进行争鸣与反思的机遇%无论是对

管理学构建条件的思考还是对关键核心问题的

整理%对我国管理学的进一步发展都起到了重

要的)点灯*作用+

"

2

#帮助管理学者对管理研究有了更为深

刻和全面的认识
!

过于强调某一种研究方式

的重要性%可能仅仅是因为这是自己所采用或

者所熟练和擅长的方式+事实上%采用不同研

究方式的学者都主张自己研究方式的重要性%

这就表明%每种研究方式都有其重要性+明茨

伯格等-

'%

.用盲人摸象的道理引出了其所看到

的战略历程%要能够全面地看到不同的学派才

能够真正了解战略+同样%要认识并肯定到不

同研究方式的价值才能全面地看待管理研究+

学者们的争鸣与反思一方面有助于更加理性

地认识研究方式的价值%否则非理性可能会导

致研究走入形式主义和自我中心的误区%从而

脱离管理研究的本真#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

是%在争鸣与反思的过程中不断呈现出来的

多种研究方式让学者们收获了对于管理研究

更为系统和清晰的认识%同时也为研究者提供

了更多可能的方式选择和更为广阔的合作空

间+

在这些价值贡献的基础上%本文提出以下

观点%供参考+

"

$

#直面中国管理实践(不仅仅是一种理

念(更是一种行动
!

经过管理学者们的持续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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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直面中国管理实践的理念得到了越来越多

的认同+但是%中国管理实践研究的效果却不

仅仅取决于理念的认可%更为关键的是理念的

行动+如同一句格言%很多人都知道怎样成功%

只有成功者去做了+当然%没有去做的人一定

有各种各样的理由%但是这些理由归结起来%多

是外界环境的因素+与此类似%今天部分管理

学者或许面临的挑战是%一方面%他们认同直面

中国管理实践的理念%另一方面%又由于种种原

因无法将此理念转化为行动+当面临这种挑战

时%无论理由看起来再合理%事实是直面中国管

理实践本身失去了成效+从根本上讲%真正的

挑战来源于自己的内心%真正的成效来源于自

己的转变%当每一个管理学者都可以做出这种

转变时%中国管理实践的研究环境和氛围才真

正改变+

"

/

#讨论现有管理理论(不仅仅是批判(更

要做到发展
!

众所周知%管理理论的发展通常

建立在已有理论的基础之上+如果对这句话进

行逆向思维%探讨现有的管理理论%批判则仅仅

是讨论过程中的一部分而非目的%在批判现有

理论的基础上发展新的理论才是目的%如果是

为了批判而批判%则让批判本身也失去了意义+

和一些学者一样%彼得斯等-

'$

.也指出了泰勒的

科学管理在某些方面已经不合时宜%他们的不

同之处在于%他们首先从奉行科学管理学派的

经理人身上归纳出
$$

个不合时宜的管理信条%

进而借助
2'

家美国成功企业的实践进一步发

展出了新的卓越企业特质理论+因此%对于现

有管理理论的讨论%除了以批判的眼光来看待

以外%更应当用发展的眼光%不仅仅应当指出理

论的不足或错误是什么%更应当探索出正确的

或适合当下的理论是什么+在这一点上%在批

判旧的理论不应该是什么的同时进一步用科学

的方式论证出新的理论应该是什么才能有更大

的价值贡献+

"

'

#发展中国管理学(做好对中国优秀企业

的评价是必要前提
!

中国管理学的发展涉及管

理学/管理实践以及管理学者等诸多方面%这些

方面有一个共同的基本元素!企业+当然%管理

学不只有企业管理%所以还存在企业以外的组

织+但事实是%管理学作为科学的开始来源于

企业%同时%这些源于企业的经验又不断应用到

其他组织中%因此%企业组织是管理研究的重要

基础+挑战在于%不论再怎么关乎实践%如果企

业选错了%也无法获得有效的理论+因此%企业

的评价是前提%并且这种评价具有导向功能+

如果富士康成为中国优秀企业的标杆%依据其

经验获得的理论则很难指导出兼具效率与伦理

的企业实践%所以学者们对富士康这类企业的

担心是必要的+柯林斯等-

'/

$

'2

.的管理理论三部

曲之所以产生广泛影响%根源于对企业样本的

科学评价和选择%这些评价标准是少数成功企

业能做到又是很多企业所向往实现的%柯林斯

等借助这些评价标准找到了样本企业%又用这

些企业的实践总结了通向评价标准的路径%从

而引发诸多企业学习其理论+由此%发展有效

的中国管理学理论%离不开对中国优秀企业评

价的科学研究+

"

2

#管理研究方式没有高低对错(关键在

于能否让成果更加贴近实践
!

无论是经验研

究还是非经验研究%管理研究方式本身并没有

高低和对错之分%只有研究成果与实践的距离

有远近之别+德鲁克-

'7

.曾说!)我的管理学研

究方法和许多同学科 的 作 家 或 理 论 家 不

同111大概也是我在学术界不是很受人尊敬

的原因吧+我始终认为管理学是一门临床型

的学科+在医药实践中%对于临床医学的检验

不在于治疗方法是否科学%而在于病人是否康

复+当我推出第一本系统的管理学论著时%我

有意将书命名为5管理的实践6而不是5管理的

原理6%虽然我的出版商指出这个书名会严重

减少本书被大学列为教科书的可能性*+德鲁

克的自谦恰恰是对其他研究方式的尊敬%而德

鲁克之所以受到尊敬%又源于其成果与实践的

贴近+事实上%没有一种管理研究方式有绝对

的好坏%否则所有的学者都会选择同一种研究

方式%从而只剩下一种研究方式+管理研究方

式的多元并存在于彼此的尊重%而彼此的共同

交集都体现在要助力成果接受实践的检验%离

开了这个标准%任何研究方式都难以贡献价

值+研究者可以同时采取或接纳不同的研究

方式%目的在于借助多元的融合让成果更好的

贴近实践%从而让不同的研究方式共创价值%

这也恰恰是和而不同的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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