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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文章基于对理论价值的辩证性思考!主要从开发式与探索式创新的视角回顾改革

开放以来管理学在中国的理论创新现状!并进一步提出未来演进的相关理论命题从而构建"中

国管理学理论知识创造与传播的发展模型#$基于对相关理论文献的推演以及对中国管理学纵向

的实际考察!文章认为管理学在中国的理论创新存在多元化的开发与探索象限)虽然数十年以来管

理理论的贡献水平逐渐提高!这也在很大程度上符合主流学术共同体的制度逻辑!但是中国管理学

理论知识的有效创造与传播还应该兼顾其他理论创新程度较低或者非理论化研究的可能空间!甚

至需要保持上述不同象限之间的平衡!从而为全球管理知识的更新做出来自中国的独特价值贡献$

关键词! 管理学在中国)理论创新)辩证性思考)必要的张力)发展模型

中图分类号!/!4$%%文献标志码!5%%文章编号!1$$$ !1:#!!$!$"$! $$"$ 1:

<=>)1$(1#1"#?@(A+BC(A+""D1""E?F(!$!$($!($$"

M@5+003A/=:30& N:/<52=:2/<O/<;5/07(;=;65N5A5<3B450=

38./0/95450=M@536C :0-@:0/

d5=hTUC

1

& 6>5HTCUC+I

!

!!"9%11.:.%8#$%&%'($)UJ*&*:.'.&6& 23*P0%&: T:-($3163-*14&(5.-)(67& K30*& ;Q<<B<& 90(&*%

="/$0%%1%8J*&*:.'.&6& K30*& ,.V6(1.4&(5.-)(67& K30*& ;Q<=<<& 90(&*"

&D?=6/2=) 8-Q*S '+ JN*SC-.*AJCA-.V-.T*'FJN*JN*',U& JNCQ-,JCA.*J,C*QJ'O-B*-A'OR,*N*+QCV*-+S QUQJ*O-JCA,*VC*P'+ JN*

JN*',US*V*.'RO*+J'FO-+-I*O*+JC+ dNC+-F,'OJN*R*,QR*AJCV*'F*]R.'CJCV*-+S *]R.',-JCV*C++'V-JC'+(\',*'V*,-+S O',*COR',D

J-+J.U& P*-AA',SC+I.URTJF',P-,S -<*V*.'RO*+J-.\'S*.'FL+'P.*SI*d,*-JC'+ -+S <CQQ*OC+-JC'+ 'F\-+-I*O*+JGN*',UC+ dNCD

+-& PNCAN A'+J-C+Q-Q*,C*Q'F,*.*V-+JJN*',*JCA-.R,'R'QCJC'+Q(>JCQSCQA'V*,*S JN-J+'J'+.U-,*JN*,*OT.JCR.*R'QQC0C.CJC*Q'FJN*',U

C++'V-JC'+ S*,CV*S F,'OSCFF*,*+JA'O0C+-JC'+Q-.'+IJN*',U*]R.'CJ-JC'+ -+S JN*',U*]R.',-JC'+& 0TJJN*A'+J,C0TJC'+ .*V*.'FJN*',U

C++'V-JC'+ N-Q-.Q'0**+ I,'PC+I,-RCS.U*V*,QC+A*dNC+-kQc*F',O-+S =R*+C+IDTR R'.CAU(5.JN'TIN JN*JN*',UA'+J,C0TJC'+ 'FO-+D

-I*O*+JC+ dNC+-CQ,CQC+IU*-,0UU*-,& PNCAN O-U0*C+ -AA',S-+A*PCJN C+QJCJTJC'+-..'ICA'FO-C+QJ,*-O-A-S*OCAA'OOT+CJUC+

JN*P',.S& CJJT,+Q'TJJN-JJN**FF*AJCV*A,*-JC'+ -+S SCQQ*OC+-JC'+ 'FJN*',*JCA-.B+'P.*SI*'FO-+-I*O*+JC+ dNC+-QN'T.S F'ATQ

O',*'+ JN*',*JCA-.-+S +'+DJN*',*JCA-.B+'P.*SI*DA,*-JC'+ R'QQC0C.CJC*Q-+S O-C+J-C+ JN**QQ*+JC-.0-.-+A*QQCOT.J-+*'TQ.U0*JP**+

V-,C'TQJN*',*JCA-.C++'V-JC'+ R'QQC0C.CJC*Q-QP*..-Q0*JP**+ JN*',*JCA-.-+S +'+DJN*',*JCA-.,*Q*-,AN -RR,'-AN*Q& Q'-QJ'R,'O'J*

dNC+-kQA'+J,C0TJC'+ J'I.'0-.O-+-I*O*+JB+'P.*SI*-+S C+A,*-Q*JN*O-+-I*O*+JSCQA'T,Q*R'P*,C+ JN*P',.S(

E5C F367?) O-+-I*O*+JC+ dNC+-% JN*',UC++'V-JC'+% SC-.*AJCA-.V-.T*% *QQ*+JC-.J*+QC'+Q% -S*V*.'RO*+J-.O'S*.



&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在于事物内部的矛盾性( 事物内部的这种矛盾性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原

因() %%%毛泽东!*矛盾论+!12"4 年 9 月

一# 引G言

在各种学科领域中&理论为掌握学科知识以及了解其中的重要关系奠定了基础
.1/

(理论是管理研究

的重中之重
.!/

&不仅可以描述与解释管理现象
."/

&简化对管理实践的认识
.#3:/

&还可以进行预测
.:3E/

(理论

甚至成为学术领域的#流通货币$

.4/

&好的理论本身就具有实用性
.9/

(科学系统激励着学者不断做出新的

知识贡献&而理论构建在一个完整学科的发展'演化和变革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2311/

(管理学作为一个

面向管理实践的特殊社会科学系统&理论的构建与检验是这个系统的核心
.1!/

&所以已有众多学者认为&理

论创新已经成为管理学科亟待解决的发展瓶颈&而核心理论体系的创立是这门学科走向成熟的必经阶

段
.1"/

(为此&公认的管理学顶级期刊及其审稿专家大都重视文章的理论贡献水平
.1#/

&无论是对理论的新

颖性还是连续性
.1:/

均有较为严格的要求&甚至一些著名管理学期刊的审稿人经常以理论贡献不足为由拒

绝一些优秀稿源&即使这些探究运用了非常严谨的实证研究方法&提出并解决了重要的问题&或是发现了

重要的管理规律&但是遗憾的是&这种制度顺从几乎已经成为世界范围内的学术共同体约定俗成的规则(

为了促进管理理论的创新&继西方顶级期刊如 5\c'5\6'5Xg

$ 等纷纷专门召开研讨会之后&国内管理学

优秀期刊与学术共同体也纷至沓来&希望抓住中国经济转型时期所带来的重大历史机遇&力求在理论创新

方面有所突破&如#中国企业管理案例与质性研究论坛$

%

#管理学在中国$与#中国3实践3管理$

&系列学

术会议等(不难得知&在现阶段&期刊'学者'评审人均深谙理论价值对于学科发展乃至科学贡献的重要性&

而关注理论创新已然成为国内外管理研究的一种主流趋势(

鉴于理论的举足轻重'甚至不可替代的地位
.1E314/

&管理学在中国的理论创新数十年以来一直是国内

外学者必须直面的话题
.193!:/

&不仅攸关中国管理研究的#道路选择$

.19&!E/

&而且关系着管理学在中国发展

的战略方向与合法地位&甚至直接决定了中国经济发展宏微观管理模式的选择(因此&改革开放以来&理论

创新自然而然就成为了管理学在中国逐渐取得合法性的基本要求'主要特征与重要标志
.!E3!9/

(对此议题&

众多管理学者已经进行了探讨与关注&或强调经典管理理论的应用&或重视理论成长的内生与外生环境&

或从不同的子学科与领域进行比较&或基于纵向的演变视角进行总结
.!4&!23""/

(虽然现有研究具有一定的

启发性与参考价值&但是主要存在以下遗憾)一是缺少对管理学在中国的理论开发!*]R.'CJ-JC'+"与理论探

索!*]R.',-JC'+"进行系统与全面的考察%二是缺少对相关的理论价值进行辩证性的反思&尤其是对其消极

作用缺少思考%三是缺少基于具体的解释逻辑对管理理论在中国的未来创新路线进行提炼(为了弥补现有

研究的不足&本文主要基于对理论价值的辩证性思考&试图从开发式与探索式创新的视角
.1E&14&!"&"#/

出发&

回顾改革开放以来管理学在中国的理论创新现状并进一步提出未来演进的相关理论命题&从而构建#中

国管理学理论知识创造与传播的发展模型$(

本文的理论与实践价值主要体现在)首先&创造性地从管理理论的开发式创新与探索式创新两个维度

出发&基于二者不同程度组合所得到的四个象限!分别是#接着西方管理学讲$'接着中国的#故事$讲'中

西融合与探寻实证规律"&对管理学在中国的理论创新进行不同层面的回顾与反思&在与现有文献进行学

术对话的同时&也指出现阶段所存在的问题%其次&通过分析四个象限的逻辑关系以及各自的特征&本文阐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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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5\c是 5A-S*OU'F\-+-I*O*+Jc*VC*P的缩写&5\6是 5A-S*OU'F\-+-I*O*+J6'T,+-.的缩写&5Xg是 5SOC+CQJ,-JCV*

XAC*+A*gT-,J*,.U的缩写%下同(

#中国企业管理案例与质性研究论坛$由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和+管理世界-杂志合作主办&创建于!$$4年&旨在探索

与提炼中国特色管理理论%!$12年该论坛的主题为#数字经济时代的企业管理理论构建$(

#管理学在中国$与#中国3实践3管理$学术会议均由+管理学报-杂志主办&前者于!$$9年开始&至!$12年已召开1!

届%后者于!$1$年开始&至!$12年已召开1$届(二者都非常重视本土管理理论的创新(



述了管理学在中国的理论创新如果过于追求开发或探索,,,国内外学术共同体的主流价值取向,,,可能

会带来的优势与挑战&以及如果不强调理论开发与理论探索对中国管理学的发展而言所蕴含的重大历史

机遇%最后&在对现状进行梳理与对理论价值进行辩证思考的基础上&进一步基于必要张力的思想&围绕四

个象限的知识创造目的及其之间的关系&提出了崭新的理论命题并构建了相应的发展模型(本研究议题的

开展既是总结与提炼管理学科的中国特质的重要使命所驱
.":/

&又应该是每一位中国本土管理学者义不容

辞的责任(无论是管理理论的内生与外生创新&还是管理理论与研究方法的交互影响与互相促进
."E/

&抑或

是管理理论与管理实践的复杂与动态关系
.!9&"43#!/

&均体现为理论对于管理学科发展与演变的引领与决定

作用&故本文必然为洞察管理学在中国过去与未来的科学演进提供重要的价值参考(

本文首先交代了立论的基础与研究目的&并澄清主要的创新点%其次&基于理论开发与理论探索两个

维度对管理理论在中国的创新现状进行回顾&并从理论的辩证价值出发&梳理与考察四个理论创新象限各

自的知识创造特征'存在的挑战以及逻辑与现实基础%再次&基于必要的张力思想&提出未来演进的相关理

论命题&从而构建#中国管理学理论知识创造与传播的发展模型$%最后&对相关研究发现进行总结并提出

未来的展望(

二# 管理学在中国的理论创新空间与现状

图 1%管理学在中国的理论创新空间

理论构建对学科发展的影响不仅通过对现有范式的拓展

来衡量&还通过对传统世界观的挑战和对变革学科自身概念的

更加多样化的轨迹来衡量
.2/

(管理理论的探索强调新理论的

提出与构建&而管理理论的开发强调对现有理论的检验'应用

与完善
.#"3##/

(因为前者体现学者对理论知识新颖性的重视&后

者体现学者对理论知识连续性的强调&二者均是促进管理理论

科学成长与获取合法化的重要前提
.1:/

&所以本文主要从理论

开发与理论探索两个维度对管理学在中国的理论创新进行回

顾(一方面&学者对现有理论的开发可以#从距离理论最远$到

#距离理论最近$

.#:/

%另一方面&学者对新理论的探索也是一个

连续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
.!$&#E/

(因此&本文认为&无论是理论

开发还是理论探索&均可以区分为#高$与#底$两种不同的层次&故可以从这两个维度的不同组合,,,四

个象限,,,进行考察&如图1所示)

$一% 第 +象限!'接着西方管理学讲(

改革开放#$年以来&随着学术共同体越来越追求与重视理论贡献在中国管理研究中的价值
.#!/

&理论

创新的第 >象限主要对现有理论,,,主要是西方,,,的开发'利用与完善&即#接着西方管理学讲$

.#4/

&侧

重于在中国背景下运用与完善其他情境中发展出的管理理论&而正在兴起的中国经济环境为验证与完善

通用性的管理理论提供了一个天然的实验室
.!!&#9/

(因此&这一象限的一个中心议题便是关注管理理论与

管理情境的复杂与动态关系
.14&#2/

&基本假设是文化具有普遍性和理论不具有情境专有性&其目的是增加

现有管理理论的普适性&从而#借鉴旨在改良$

.12/

(

在现有的学术制度压力下&这条套用西方发展起来的理论在中国进行演绎的研究方式主导了管理学

在中国的研究领域
.14/

&大部分的中国管理研究倾向于在有限的情境中使用已有的管理理论和管理概

念
.:$/

&而且管理学者比较擅长于增加情境调节变量或者改变现有的理论联系
.1E/

(尤其是!$$$年以来&伴

随着中国主流的权威管理学期刊,,,如+管理科学学报- +管理世界- +南开管理评论-,,,纷纷效仿西方

主流的理论范式
.#!/

&第 >象限顾名思义&已经成为国内外管理学者开展中国管理研究的首要选择&而且学

者对其憧憬似乎有增无减&从而进一步强化这一象限获得越来越广阔的传播渠道与逐渐强化的合法地位(

!" 商%业%经%济%与%管%理 !$!$ 年



然而&质疑与反思的精神是#创造性破坏$的创新产生的前提
.#4&:13:!/

&目前已有不少学者开始从辨证

的视角开始对这一象限进行担忧与反思&或认为虽然可以基于西方的管理理论来解释新情境下所出现的

独特现象与问题&但是却对现有的理论发展只提供有限的贡献&因为这种理论创新的目的并不是寻找地方

性问题的新解释
.12/

%或认为这一象限缺乏对科学方法和科学哲学观的深入理解&以及对舶来理论情境假

设的适当认识&可能会导致对中国管理现象的有限或者是错误的理解
.14/

%或认为如果长此以往&管理学者

注定要在科学严谨性 !,CI',"与实践相关性 !,*.*V-+A*"之间有所取舍&这会妨碍对新知识的发现与探

索
."#/

(因此&越来越多的学者呼吁其他的理论创新途径(

$二% 第 ++象限!接着中国的'故事(讲

第 >>象限着力于对中国独有的管理现象给出解释&强调针对中国的现象和问题提出自己的管理理

论
.14&#2/

(这一象限的基本假设是文化具有特殊性和理论具有情境专有性&其诞生的历史背景是&中国独特

的文化环境
.:"/

的演变与变迁&使得那些旨在使用西方的舶来理论来解释中国独特管理实践的研究议题和

套路&可能不适合理解中国的管理与组织
.#9/

&因此需要基于中国的传统文化与哲学&或者基于转型时期独

特的管理实践来构建与创新本土管理理论&从而提高中国管理学科的世界话语权(从理论创新的现状来

看&这一象限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接着中国传统文化讲$

.#4/

(随着改革开放以来管理学在中国的发展&中国博大精深的管理思想

逐渐显露光芒%随着中国本土化管理研究呼声之高涨
.:#3:E/

&中国传统文化与哲学不断被国内外管理学者

所挖掘&用以构建本土的管理理论(据此&已经有许多优秀的学术成果诞生并产生一定的影响力&如和谐管

理理论'd理论'东方管理学'中国式管理'和合管理'道本管理等(需要注意的是&对中国传统文化与哲学

的挖掘并不是国内管理期刊的特权&一些相关的优秀成果同样也出现在西方较有影响力的管理学期刊上

!如 5\6'=X 等"&并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管理学主流群体的认同&这些理论成果有关系理论
.:4/

'儒家思

想
.:9/

'人情理论
.:2/

等(

二是#接着中国近现代管理实践讲$

.#4/

(从!$世纪:$年代以来&关注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以及从管理实

践中构建管理理论一直都是管理研究中永恒的时代主题(!$$#年以来&随着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管理学科

部对中国管理实践的持续重视&中国管理学学术共同体'本土较有影响力的管理学期刊也纷纷加入时代的

主流&主动成为基于中国管理实践进行管理理论构建的弄潮儿&相关的理论成果如#物理 事理 人理系统

方法论$

.E$/

#领先之道$

.E1/

等因此得以涌现(与此同时&为了扎根于中国特殊的管理实践从而构建本土的

管理理论与模型&国内的管理学权威与核心期刊也纷纷开设了案例研究专栏&甚至召开专门针对案例研究

的理论构建的主题会议,,,这些基于中国管理实践探索与构建管理理论的重要举措&均产生了较大的影

响力(

然而&从科学共同体学术对话的视角来看
.E!/

&无论是#接着中国传统文化讲$还是#接着中国近现代

管理实践讲$

.#4/

&目前第 >>象限的学术成果主要发表在中文期刊上&其在世界主流的管理学社群中的合

法性与认可程度还有待进一步提高&这一理论创新象限对提高中国管理研究的世界话语权似乎依然任重

道远&其学术潜力尚需管理学者进一步深度挖掘(在中国传统文化与哲学的挖掘方面&虽然!$$$年以来本

土逐渐诞生了一些崭新的管理理论与模型&而且有些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国内学者的认同&但是现有情况

表明&即使对新理论的验证'复制与检验是理论发展与获得合法性的重要途径
.E"3E#/

&国内学者似乎缺少对

本土管理理论与思想进行检验与验证的信心&导致并未对其进行有效的完善与发展(另一方面&从中国的

近现代管理实践的角度来看&虽然理论的组成要素包括概念 !PN-J"'概念之间的联系 ! N'P"'解释逻辑

!PNU"和适用边界!PN''PN*,*和 PN*+"&而且其中最为重要的是解释逻辑
.1#&E:/

&但是!$$E年之后&本土管

理学者构建与探索管理理论的途径似乎主要是通过案例研究&似乎很少有学者提出新的理论解释逻辑(同

样&这些诞生于本土的理论模型在被提出后&也似乎很少有研究进一步对其检验'复制与完善(

从图1所构建的分类法来看&无论是对理论开发的追逐还是对理论探索的强调&二者应该不能代表管

理学在中国的理论创新所有空间&而且一些有代表性且有影响力的其他空间确实存在&比如文化普遍性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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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特殊性相结合
.!!/

'实证规律探寻
.EE/

等(因此&管理学在中国的理论创新还应该包括同时强调理论开

发与理论探索的知识创造空间以及既不重视理论开发也不强调理论探索的较低程度理论研究或非理论研

究!-JN*',*JCA-.,*Q*-,AN"

.E4/

(

$三% 第 +++象限!中西融合

随着近年来中西方文化更多的交流与学术对话
.!1/

以及学者对中国本土管理实践更多的关注
.E93E2/

&

东西方文化与理论的整合备受重视
.::/

&如文化双融思想
.4$341/

因受到不同情境与分析层次的文化观念启

迪而得以实现平衡和超越&

$既涉及中西方理论的融合&又涉及中西方不同情境元素的互动与超越&甚至

强调不同文化与情境的矛盾与辨证关系(对此&a*T+I&\',,CQ'a*T+I'5O*Q和 aCAB*.以及 aC也提供了重要

支持
.!!&4!34"/

(

因此&第 >>>象限强调在对现有的西方管理理论进行开发与利用时&同时也进行本土新的管理理论的

探索与构建&甚至是实现中西管理思想的整合与动态互动&是对文化普遍性与文化特殊性的同时重视(无

论是使用西方现有的理论解释中国管理实践问题的同时对这些理论进行完善&从而增强现有理论的普适

性&还是基于中国传统文化与特殊的管理实践来构建本土管理理论&其背后的文化背景逻辑都是文化普遍

性与文化特殊性'探索新理论与完善已有理论'主位!*OCA"与客位!*JCA"的抉择与比较(相对于第 >象限与

第 >>象限而言&第 >>>象限强调东西方文化的共同追求以及文化普遍性与文化特殊性在横向与纵向的整

合(一方面&中西方管理思想的有效融合&可以促进中西不同文化的交流与碰撞&这种理论融合的方法可以

在国际学术界产生重大的影响
.!!/

%另一方面&中西方管理思想的动态互动可以充分体现文化特殊性与文

化普遍性二者的动态影响)文化特殊性研究可以通过提供新观点来修正和扩展文化普遍性理论%文化普遍

性研究可以突出在某一特定文化中被文化特殊性研究者错过的重要理论构念和过程(随着研究的积累&文

化特殊性和文化普遍性理论通过不断交流和相互刺激得以完善&进而出现理论整合和普遍性理论的形

成
.!!/

(基于其特殊的价值以及对中西方文化交流的促进作用&这一象限目前已经开始被国内外众多管理

学者所重视&一些优秀的管理研究成果也已经出现在中西方重要的管理学期刊杂志上(目前&第 >>>象限仍

正在吸引越来越多的管理学者纷纷做出尝试(

然而&由于第 >>>象限既关注开发现有理论&又同时强调探索新理论&往往要求管理学者对中西方现有

的理论与思想要有比较透彻的理解&尤其是需要理解中西方管理思想背后的不同文化背景和情境逻辑(在

现阶段&管理学者开展中西文化与理论的整合研究还处于起步与尝试阶段&目前比较擅长在西方现有管理

理论的基础上&通过案例研究等方法尝试构建本土管理框架或模型&但是这些新的框架与模型能否经得起

实践考验&以及是否能被学术群体广泛接受&还有待未来进一步验证(

不可否认&理论对于学者认识管理实践的价值不可低估(理论满足了人类对现实进行归类和理解的需

求
.#/

&学者对开发现有理论'探索新理论以及对二者的同时强调&自然成为管理学获得话语权与合法性的

有效途径(然而&需要注意的是&并不是所有的学者都完全认可现阶段管理理论在知识创造'学科发展等方

面的作用与价值&已有学者开始对之质疑并认为学术群体对理论创新的过度强调已经到了理论崇拜的境

地
.44349/

&或认为应该暂停对理论创新的步伐&更加关注证据
.42/

与知识
.9$/

的积累%或认为理论的过度创新

导致了远离管理实践
.91/

%或认为理论创新并不是最终目的&若是过度强调就会阻止对管理实践重要事实

的发掘&妨碍科学研究理解目的的实现&还可能阻碍管理学科的发展
.44/

(甚至有学者直接批判理论对于科

#" 商%业%经%济%与%管%理 !$!$ 年

$

除了 5\c在!$1#年"2卷第!期和!$1:年#$卷第1期的发表与对话外&文化双融得到管理学届广泛认可的一些证明

有)陈明哲!dN*+&!$1#"一文在!$1:年的 XXd>数据库中曾被列为#高被引论文$&即根据对应领域和出版年中的高引用阈

值&到当年七月?八月为止&其被引次数已将其归入最优秀的1j之列%陈明哲
.4#34:/

'dN*+

.4E/

等均基于文化双融思想&同时又

推进其合法性进一步加强(与此同时&从中国管理学者交流营年会!d\XM"每届的举办来看,,,第一届!!$1"&清华大学"'

第二届!!$1#&华中科技大学"'第三届 !!$1:&南开大学"'第四届 !!$1E&浙江大学与浙江工业大学联合举办"'第五届

!!$14&吉林大学"'第六届!!$19&西北工业大学"与第七届!!$12&上海财经大学",,,文化双融思想一直是 d\XM的一个

重要主题&而且产生了较大的学术与实践影响力(



学新知的创造与传播的价值与作用&认为理论往往限制了可以提问的各种问题&影响可以接受的数据以及

决定解释调查结果的方式&从而阻碍了学者对管理实践与现象的准确观察
.!"&49&9!/

&因为 #见如不见$ !-

P-U'FQ**C+ICQ-P-U'F+'JQ**C+I"

.9"/

&而且#在科学知识积累的过程中&学者越是接近理论的中心公理

!A*+J,-.-]C'OQ"&就越可能是不充分的$

.9#/

(M-.QN-O也认为&如果学者只从理论的视角进行窥探并以一

种僵化的方式应用的话&就会扼杀知识探索的其他有效途径
.9:/

(而 GN'O-Q和 6-O*Q观点可能更为发人深

省)#理论,,,如果爱因斯坦是正确的话,,,不会诞生新的发现4$

.9E/

(因此&以上三个象限并不成为中国

管理学知识创造的全部空间(

$四% 第 +O象限!探寻实证规律

结合图1的分类法并基于对理论价值的批判性思考&本文认为第 >f象限,,,非理论研究或理论创新

程度较低的管理研究,,,也可以'也应该成为管理学在中国的理论创新的重要议题&即使在现有的学术制

度下国内外科学共同体对这一象限的认知与尝试较少(正如 \C..*,所建议的一样
.49/

&主流的学术期刊应

该给予这种非主流的实证研究更大的比重&只要它们可以)

$

关注了管理实践的重要问题或检测到了有意

义的规律&并至少对一些组织的利益相关者是有益的%

%

付出了大量的搜寻与努力成本从而探究到了原创

性的新发现%

&

遵守了研究方法的严谨性从而可被复制与检验(\C..*,认为这种非理论研究已在科学研究

中诞生了重大的研究成果)如 /.*OC+I突破现有理论范式束缚而对青霉素的发现&以及霍桑试验'M''SD

P-,S 对技术显著影响组织结构的重要发现等
.49/

(这一象限多起源于对管理实践最为逼真的观察与发现&

在体现了研究方法的科学严谨性时拥有重要的实践价值!即实践相关性程度可能较高"&并对后期的管理

知识创造与传播产生了,,,甚至比很多理论,,,重大与深远的影响(对此&管理学者也可以从 H*.F-J

.94/

找

到类似的共鸣(H*.F-J认为这种非主流的研究因为深刻关注管理情境与实践&所以一定是与实践息息相关

的&并通过菲利普斯曲线与经验曲线等案例进行了有效的阐述(与之类似&H-O0,CAB 鼓励管理学应该向社

会科学中的其他学科!如经济学"学习与借鉴&认为除了理论创新可以促进管理知识的贡献以外&报告与

关注重要的管理实践现象也可以促进管理新知的有效发掘&并强调#事实必须先于理论$

.44/

(作为这一象

限的有益尝试与例证&GQ-+I在探寻迷信有助于商业决策的实证规律时&发现迷信可以有效帮助中国管理

者应对决策不确定性带来的风险与焦虑%虽然迷信经常被视为非理性并缺少现实根据&但是被试者依然相

信其预测价值&并依赖迷信进行商业决策
.EE/

(这一研究被 =,I-+CW-JC'+ XJTSC*Q称为创刊以来最有趣的研

究&并得到了 6-O*Q\-,AN

$ 的盛赞
.!"/

(类似的&8*-OCQN 和 8-RT@CS 的实证规律发现
.99/

在西方对政府与企

业均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力(

因此&本文认为第 >f象限既不重视对现有理论的开发与利用&也不重视对新理论的构建与探索&而是

可以深刻描述与窥探中国独特的管理实践(虽然这种研究的理论贡献程度很低&但却可以有效地贡献必要

的实践知识!R,-AJCA-.B+'P.*SI*"

.#$/

(其实&对于实践规律与事实的提炼与重视&还有类似于#雾霾调查报

告$#激荡三十年$#大败局$等较有影响力并对中国管理实践产生了重大影响的非理论创新成果&只不过

在中国管理研究逐渐向国际化接轨时&学术共同体与制度环境太过于重视理论创新的合法性而忽视了这

种非以理论贡献为主要目的'但却可以深刻关注转型期的中国管理实践并有效地揭示实践背后的重要规

律类型的研究(近几年&随着西方顶级管理学期刊!如审稿要求理论贡献"'学术共同体和学术会议对管理

理论的重视&管理学在中国的发展也纷纷效仿&再加上本土管理学者一直想摆脱中国管理研究被西方理论

与议题所制掣的尴尬局面
.19/

&直接导致了这一象限的话语权有日益衰减之趋(

综上所述&同时从不同程度的理论探索与理论开发组合来看&改革开放以来管理学在中国的理论创新

空间存在四种可行的空间&每一象限都有自己的知识创造特征'存在的挑战以及逻辑与现实基础(

三# 不同象限之间的必要张力与未来的管理知识创造

本文的研究目的不仅在于揭示改革开放以来管理学在中国的多元化理论创新空间以及在现阶段各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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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GQ-+I对实证规律的探究过程&可参考 GQ-+I

.!"/

的相关论述(



的特征与问题&更旨在基于必要的张力思想&提出未来演进的相关理论命题从而构建#中国管理学理论知

识创造与传播的发展模型$(

必要的张力最初被 LTN+ 用来描述自然科学中平衡传统性与创新性的共同价值主张
.92/

&随后被管理

学者用以表示对理论范式的收敛与发散的同时追求
.2$321/

&甚至被拓展至维护管理学理论与理论之间
.2!32"/

以及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平衡关系上
.21&2#32E/

(因为带有不同价值主张的管理理论
.#$&24/

只能对真实的管理实

践与现象提供有限'简约与不完整的内部一致性解释
.2"/

&导致每一种理论都只是片面与相对精确的&所以

平衡理论与理论之间的必要张力有助于对比竞争性的理论解释及其各自的优势利弊&从而既有利于比较

系统地认识管理世界的复杂性&又有助于诞生管理新知与创新洞见
.2!32"/

(与此同时&又因为管理理论与管

理实践本身是既竞争又促进的矛盾统一体
.2#/

&所以平衡二者之间的必要张力不仅可以强化各自存在的合

法性与必要性&还有助于促进管理思想的诞生与理论的构建
.2:32E&29/

(正是由于矛盾双方或多方之间的必

要张力思想在管理学中存在比较广泛的应用基础
.!9/

&以及管理学的理论开发与理论探索在中国现阶段有

所失衡&甚至还有迹象表明这一趋势还有可能继续加剧&故本文主要从上述理论与理论之间以及理论与实

践之间的必要张力,,,本文统称为#理论与实践发展的必要张力$,,,视角进一步探寻未来管理学在中

国的知识创造路径(

$一% 第 +象限与第 ++象限!孰优孰劣"

第 >象限强调文化普遍性以及对现有理论的开发&其遵循的价值主张与逻辑是#由外而内$&而第 >>

象限强调文化特殊性以及对新理论的探索&其遵循的价值主张与逻辑是#由内而外$(本文认为&管理学在

中国的理论创新需要同时兼顾国际化与本土的视野&最终目的应该是创造与传播管理新知并为全球管理

知识
.14&!:&E9&2231$$/

做出贡献&因此需要同时兼顾并在二者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管理学者不应该过于推崇

其中的某一象限而忽视另一象限&因为在学者认为第 >>象限更有利于通过中国传统文化与哲学以及管理

实践构建本土理论时&第 >象限也可以通过理论复制与检验来提高现有管理理论的内部效度'外部效度'

信度与预测能力
.E"/

&在一定程度上也有利于解决中国的管理实践问题&二者之间的互相竞争与互相依存

既有利于解释中国复杂与多维,,,尤其是处于转型期,,,的管理实践&同时又可以增进不同的理论创新

途径之间的情境对话与学术交流%既有助于揭示中西方管理理论的不同价值逻辑与优势利弊&也更有利于

为中国管理研究进一步的理论创新提供了更为开阔的视野(与此同时&#不同类型的理论之间的对话与交

流&用意并不在比较不同理论到底孰优孰劣&而在于强化每种理论的知识价值&而这种价值对于理论的未

来发展是非常必要的(这种理论之间的对话与学习&对于长久扮演5先行者2角色的西方理论来说&是非常

有意义的&或许更为重要&因为在过去的发展之中&西方理论甚少师法 5追随者2而极其缺乏自省的机

会($

.!$/

由于二者是管理研究知识生产的不同过程&会互相限制与互相竞争
.1E/

&若过于重视第 >象限除了

会继续使管理学在中国的议题被西方所主导外&还可能会限制对中国情境与管理实践的深度挖掘与理解%

如果过于强调第 >>象限的合法性&则可能会导致中国管理学者只关注中国管理情境和实践与西方的差

异&而忽视了中西方管理实践中相同的部分
.!1/

&从而使得中国管理学科国际化与本土化之间产生显著的

冲突
.!#/

(因此&本文认为平衡第 >象限与第 >>象限之间的必要张力体现了同时追求理论扩散与理论一致

的#保持$

.2$/

&故提出)

命题1&_(1'%强调理论开发的第 >象限与强调理论探索的第 >>象限均是可行路径!虽然二者各有利

弊!知识创造特征也不同!但均是重要与必要的)在学科整体上保持对二者的同时追求与平衡!从而形成必

要的张力!既可以成为理论开发与理论探索的崭新来源!又有利于科学知识的创造与传播!从而促进管理

学在中国的科学发展$

$二% 第 +象限#第 ++象限还是第 +++象限"

因为第 >象限的理论创新价值主张是从西方现有理论到中国情境的应用'开发与完善&而第 >>象限的

理论创新价值主张是从中国本土的文化'实践与情境到新理论的构建与探索&所以二者或情境理论化&或

理论情境化&主要遵循线性的理论创新逻辑与思维&因此缺少同时对中西方管理理论的互动与整合的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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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相对而言&第 >>>象限同时重视较高程度的理论探索与理论开发&强调中西方文化'理论与情境的同时

互动'互释'整合甚至是超越&从而体现理论与情境的非线性整合价值&旨在既强化中西文化与情境的有效

交流与对话&又有利于实现中西方理论与情境的整合与超越&并为全球管理知识做出贡献&所以未来可有

所重视(

需要注意的是&现实具有复杂性与多面性&希冀管理理论对动态的管理实践与组织提供一致性和稳定

性的解释是不现实的&因此一个好的管理理论一定是对管理实践进行有限的'相对精确的阐述&而不是试

图覆盖现实的全部维度&否则势必会失去理论固有的简约性特征
.2"/

(与此同时&管理学者的有限理性特征

导致任何管理研究都不是价值无涉的&也不可能实现对真实管理世界的完全反映&所以任何一种管理理论

对管理实践进行的理论化阐述&都只能是对实践的一种片面解释&体现了理论构建者个人的价值主观

性
.#$/

(因此&同时追求各种不同视角下的理论解释&既重视第 >象限与第 >>象限&又同时注重第 >>>象限&

从而实现不同理论价值主张在互相竞争的同时也互相补充'互相揭示&有利于探索中西文化情境的异同与

相互影响&有利于从国际化的视角审视本土的管理问题与从本土化的视角看待国际化的管理问题&又有利

于基于本土化与国际化的互动视角实现中西管理文化与情境的整合'超越与双融&从而既有助于共同呈现

较为真实'较为全面'较为动态的管理实践&又可以帮助中国管理学者更为全面与更为系统地对正处于转

型时期的中国特殊管理实践与现象进行必要的理论化抽象
.2!/

&进而有利于管理新知的创造与传播(

无论是管理研究对#从匀质化到多元化$的呼吁&还是提高中国管理学的合法性&对管理实践与现象

进行理论化提炼与概括并形成多元化的观点与理论&本身是一个必要的过程&因为抽象与一般化概括能力

是人类在文明化进程中的固有能力与天生活动&理论建构,,,开发与探索,,,作为这种抽象能力的一种

方式&是知识创造与积累的重要形式
.2!/

(这些多元化的理论'模型与观点之间互相比较'互相竞争的目的

并不是为了生产管理理论本身&也不仅仅是探索新的管理理论或是应用'开发与完善已经存在的理论&而

是为了创造管理新知与传播更多的科学知识&从而帮助人类更好地理解和解释外部的真实管理实践(因

此&本文认为较高程度的理论探索或理论开发,,,无论是第 >象限'第 >>象限&还是第 >>>象限,,,本身都

是管理知识积累'抽象'规范和合法化
.2!/

的重要体现&学者可以适度加强对其中一种象限的重视&但不应

该提倡某一象限将来占据绝对地位而忽视其他象限&因为真正的知识创造来自于不同价值主张下理论之

间相互竞争而形成的必要张力(因此&本文提出)

命题!&_(!'%无论是强调理论开发的第 >象限与重视理论探索的第 >>象限!还是同时强调理论开发

与理论探索的第 >>>象限!均是创造与传播管理理论知识的重要选择)在这三种不同的理论创新路径之间

保持必要的张力!既有助于更为全面地解释中国的管理实践与现象!又可以促进理论自身的演进!从而促

进管理学在中国的科学发展$

$三% 管理理论是否需要普适化"

管理学在中国的理论创新议题需要关注理论是否以及如何普适化的问题
.12&!#&!4/

(从理论的发展过程

来看&任何形式的理论发展都具有阶段性演变特征
.E!/

&而追求普适化是理论成长的高级发展形态
.!#/

(既

然诞生于西方本土的管理理论可以被接受&甚至有些已经逐渐被世界范围内的学者所认可&具备了普适性

特性%而且全世界的管理学者几乎都在应用诞生于西方的'又在全世界范围广泛传播的管理理论知识&因

此没有任何理由可以证明在中国的文化情境中或通过第 >>象限或通过第 >>>象限诞生的管理理论不能像

已有的西方理论那样&发展成为被全世界学者都认可的管理理论(a*T+I的论述,,,#美国理论起源于文

化特殊性视觉并主要采用美国数据验证这些理论&但并没有妨碍美国研究者将这些理论定位为放诸四海

而皆准(66同样道理&除非有相反的证据&并没有任何理由妨碍中国研究者在中国情境中提出具有普遍

性的理论$

.!!/

,,,在很大程度上也佐证了这一观点(

其实&从西方管理理论的演变过程来看&不难得知&理论的发展过程大致是基于一定的路线)西方管理

理论!主要是美国",,,管理学理论!部分理论逐渐被世界范围内的管理学者接受",,,对已有的西方管

理理论进行应用与开发,,,其他国家开始借鉴(从理论研究主体的能动性来看&理论体系的形成是一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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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体学者思维开始&到学术团体整合&再到学术社区辩证的动态与跨层次制度对话过程
.E!/

&这一对话过程

不受地域限制&是一个管理理论从特殊到一般'从文化特殊性到文化普遍性&以及从主位到客位的普适性

过程(从理论自身的演变特性来看&管理理论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即理论情境化或情境理论化'理论抽象

化以及理论普适化
.!#/

(因此&在现阶段有学者提出追求普适性的管理理论来提高管理学科,,,相对于自

然科学的学科!如物理学",,,的合法地位&甚至将此视为管理学在中国发展的最终目的(然而&本文认为

虽然第 >象限'第 >>象限与第 >>>象限都是学者创造新知并为全球管理知识做贡献的途径&但它们均不是

最终目的(无论选择哪一象限&都应该是促进理论创新与成长的一种选择&是理论演变的一种可能形态及

其阶段性特征的具体表现&因此中国管理学者不应只将追求理论普适性作为最终归宿和目的&不能为了理

论而理论
.1$1/

&而是需要将理论付诸实践&在实践中不断检验理论&实现其不断地完善与升华&在各种理论

创新象限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使具有不同价值主张的管理理论互相竞争'互相补充与互相促进&从而促

进理论知识的有效创新(因此&本文提出)

命题"&_("'%第 >象限(第 >>象限与第 >>>象限都可以发展为普适性的管理理论!但是这些具有不同

程度的理论开发与理论探索特征的不同选择!都只是中国管理学者开展理论创新工作的中间途径!而不是

最终目的)最终目的应该是保持它们之间的必要张力!从而为全球管理知识做出自我的价值贡献$

$四% 理论创新是否足够"

相对于以理论创新为导向的第 >象限'第 >>象限与第 >>>象限&第 >f象限的管理知识创造逻辑并不重

视理论探索或理论开发&而是以直面管理实践问题与发现客观规律为导向&更注重对实践知识
.#$/

的总结

与提炼(本文认为&第 >f象限也是为全球管理知识做出重要贡献的有效路径&因此学者应该至少给予同等

的重视(

无论是对全球还是对中国的管理学者&理论与实践以及科学严谨性与实践相关性一直都是学术界与

实践界持续关注与争论的话题
.!9&21/

&也是中国管理研究的基本出发点与目的(这种科学严谨性与实践相

关性之间的争议难以消除&甚至有学者认为理论与实践均有各自不同的价值观'规范与准则要求&因此是

不可弥合的
.1$!/

&但正是这种争议产生对二者同时追求的共同压力&进而在二者之间产生必要的张力&形

成促进管理学科健康发展的基石
.21/

与正能量
.:1/

&充分体现了#管理学发展的两条路线)一条是科学化路

线%另一条是人文化路线333333这两条路线在向未来的延展中&不管哪一条&只要单兵突进发展迅速&另一

条就会产生一种矫正效应($

.1$"/

需要注意的是&第 >象限'第 >>象限抑或是第 >>>象限都只是较高程度的理论开发或理论探索的具体

表现&这些不同象限的基本出发点都强调理论贡献(虽然中国管理学科需要借助理论发展提高世界话语权

与合法性地位&但是对理论价值的过度强调可能会限制不同的子群体之间知识的有效流动与传播&过度地

关注理论探索与开发可能会使已有的'已经较为碎片化的学术共同体更加碎片化&这种对理论的过分关注

而忽视其他非旨在贡献理论知识的可能性&最终可能会限制管理知识的有效创造
.!"&2!/

(其实&关注管理实

践'直面中国管理实践并不只局限在理论创新上&中国管理学者或可以采取 H-O0,CAB 学者的建议&即提倡

顶级管理学期刊应该给予那些数据有趣和重要的发现相对更高的评价&尽管这样的理论贡献不能即刻显

现或是其研究发现不能融入目前的理论架构之中
.44/

%或可尝试 \C..*,和 GQ-+I的建议&寻找与发掘中国管

理实践中特殊的实证规律以及开展管理实践背后的深度描述与调查
.!"&E4/

&因为很多时候一项重大的研究

发现往往是基于真实的实践与现象而实现突破&与实践结合最为紧密&对人类实践与生活的改善更具有影

响力(这样的研究思路无论是对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都是一样的&对于管理学这门实用性很强的学科恐

怕更是如此(

因此&本文认为管理学在中国的未来发展既应该包括重视理论贡献的研究&又应该包括不重视理论发

展但可以更加贴近管理实践的研究&而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必要张力是管理学者为全球管理知识做出贡献

的前提条件&因为有效的科学追求是对#知识生产系统共同的'制度性的承诺$

.2!/

(若学者过度强调理论开

发或理论探索&而忽视了其他重要的知识创造途径&那么无形中只会导致管理学科出现更加碎片化的趋

势&同时可能使得管理范式更加难以建立与保持一致性&也可能会更加动摇管理学在中国乃至世界的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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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位(因此&作为时代的弄潮儿&中国管理学者应该更加全局与批判地思考管理理论在中国管理研究中的

重要作用&并充分认识到追求科学知识并为全球管理知识宝库贡献自己的力量才是为学的最重要目标(管

理学者应该承认&对科学的追求以及对知识的创造与贡献&不应仅仅侧重第 >象限'第 >>象限或者第 >>>象

限&因为理论只是知识生产这个科学系统的一个产物与反映
.2!/

(任何一种旨在理论贡献的象限都只是知

识生产'积累'传播与共享的中间途径与过程&而不是最终目的和归宿&中国管理学者应该关注理论对于科

学探索与知识创造的价值&但也应该至少同等程度地关注知识创造与积累的其他有效途径&这些重视理论

创新与不强调理论发展的研究互相竞争'互相补充也相辅相成&维持其间的必要张力是管理学在中国的知

识创造使命所然(学者在吸收与消化全球管理知识的同时&也在为全球管理知识做出自我的价值贡献&从

而形成良性的知识循环与生态系统(因此&本文提出)

命题#&_(#'%管理学在中国的知识创造不应该只强调第 >象限(第 >>象限或第 >>>象限!还应该至少

同等程度地重视第 >f象限)虽然理论开发与理论探索程度均较低的第 >f象限不强调理论贡献!但是却可

以通过对管理实践深刻的描述(揭示管理实践背后的实证规律等途径更加直面中国转型时期下的管理实

践$因此!第 >象限(第 >>象限(第 >>>象限与第 >f象限相辅相成!在共同有效推进管理学在中国的知识创

造时!也在无形中强化了理论与实践发展的必要张力!从而更有利于为全球管理知识做出价值贡献$

$五% 为全球管理知识做出贡献

理论知识与实践知识分别代表不同的知识体系)实践知识是为了知晓如何处理具体的情境问题&往往

直接面向真实的实践%而理论知识是为了解释管理实践的本质&更加追求知识的概括性与一般性&经常将

具体的管理实践问题视为理论的具体应用&因此越与情境无关&这些理论知识就越具有普适性
.#$/

(

管理学者对理论的重视&是理论探索与理论开发的具体应用与体现(虽然管理理论的创新对于管理学

科的建设乃至世界话语权的获取至关重要&而且在现阶段的制度压力下&理论的诱惑力将使得管理学者或

继续对之持之以恒&但是致力于中国管理研究的学者应该知晓在转型时期是否所有的管理实践现象背后

都一定蕴藏着构建本土管理理论的重大机遇(由于东西方文化的巨大差异而导致的中国独特管理实践与

管理现象&其所根植与嵌入的文化情境也一定与西方迥然有别&但是有些比较新颖的现代管理实践很有可

能有悖于管理中人性的基本假设&也未必与时俱进
.!#/

&所以这些管理实践可能就不值得'也不一定蕴藏着

创造和构建新的本土管理理论的可能性(因此&本文认为无论学者是选择第 >象限'第 >>象限还是第 >>>象

限&都不能忽视第 >f象限&因为正是不同学者同时追求不同的管理理论创新途径之间&以及追求理论创新

与直面管理实践之间&形成了管理学在中国知识创造的必要张力(

因此&本文认为四个象限都应该是创造与发掘管理新知的有效途径&学者没有必要将中国管理研究过

于绝对化和局限化&不能只定位在第 >象限与第 >>象限上而导致忽视了其他有效的象限选择%中国管理学

者应该更加辨证地看待管理学在中国的理论创新议题&更加遵循中国管理学科自身发展的客观规律(虽然

有不少学者认为&管理学在中国的理论创新旨在关注管理理论的贡献&最终目的或是拓展现有理论&追求

管理理论的普适性&或是构建新的本土管理理论&但是这些论断是基于一个非常强的前提假设&即当西方

管理理论不能解决中国的管理实践问题时&就应当构建本土的管理理论(但仔细分析便会发现&这可能是

一个非此即彼的非真命题&因为中国管理研究不只是包含理论创新研究&还应当包括非理论性质或者理论

贡献程度较低的探索研究&而且当西方管理理论不能很好地解释中国情境下的管理问题时&也并不意味着

一定非要开发本土管理理论(当中国管理学者过于追求第 >象限时&即使这是通往普适性管理理论的重要

途径&也可能会导致中国管理研究被继续掣肘于西方管理议题而失去增强中国管理学科合法性的机遇%当

中国管理学者过于追求第 >>象限时&虽然有利于解决本土管理问题与增强中国管理学科的合法性&但是

很可能形成短期导向的问题&从而导致忽视中国管理学科长期发展的问题出现(然而&当过度追求管理理

论的探索或开发!第 >象限'第 >>象限或者第 >>>象限"而忽视第 >f象限时&也可能会出现另一种短板&即

由于管理理论的过度繁衍&从而可能会分裂已经支离破碎的管理学科&因为薄弱的或者错误的理论既会阻

碍好理论的发展&也会妨碍科学的进步
.1$#/

&甚至一个错误的新理论将会比初期没有这个理论时带来的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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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更大
.!"/

(因此&若是过于强调对管理理论贡献的关注而忽视管理研究的其他方面&可能只会让中国管理

学科在因为缺乏理论自信而不得不探索新理论以增加世界话语权时&因为不恰当理论的过度繁殖&从而导

致中国管理学科更加缺乏自信&甚至很有可能导致管理学在中国朝着更加碎片化的方向发展&也很有可能

在无形中继续拉大了理论与实践的距离&继续动摇中国管理学科的合法地位&甚至是陷入孔茨十分担忧并

试图竭力避免的#管理理论丛林$困境(因此&本文提出以下综合命题)

命题:&_(:'%管理学在中国的理论知识创造不是在第 >象限(第 >>象限(第 >>>象限与第 >f象限之间

进行选择!而是尊重中国管理学科的客观发展规律与历史演进特征!更为辩证与客观地看待不同理论创新

空间以及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并在学科整体上保持对四种可行路径的同时主张与追求$因此!不仅需要在

不同的理论探索与理论开发途径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追求与保持重视理论贡献的第 >象限(第 >>象限与

第 >>>象限之间的有机平衡!还需要在强调理论创新的三种象限与可以更加面向管理实践的第 >f象限之

间保持必要的张力!同时追求理论与实践的相互制约与相互促进的有机平衡!从而创造与传播管理新知并

为全球管理知识的更新做出自我的价值贡献$

综合上述各命题!_(1'_(!'_("'_(#与 _(:"&本文认为无论是对于个体层面的学者与团体层面的学

术共同体&还是对于中国制度层面的管理学术引领力量而言&管理学在中国的理论创新过程与未来发展路

径应该如图!所示)

图!%中国管理学理论知识创造与传播的发展模型

四# 结论与展望

对于管理理论的开发与探索并不只是中国管理学者必须直面的话题&也是西方!如美国"管理学术界

需要关注的重要议题(因此&本文从开发式创新与探索式创新的视角对管理学在中国的理论创新进行了系

统的回顾与总结%更进一步地&本文还基于对理论价值的辩证性认知与现有的文献&提出相关命题并构建

了#中国管理学理论知识创造与传播的发展模型$&既为国内外的学者未来更为深入地探讨相关议题奠定

了重要的理论基础&又为学术共同体提供了崭新的视角与洞见&因此同时具有本土化与全球性的重要意

义(

需要强调的是&管理学在中国的理论创新的每一象限都需要知晓转型时期中国特殊的文化情境与制

度特征(管理具有开放性系统的特征&不是一种封闭的活动&管理理论是过去和当前的经济'社会'政治和

$# 商%业%经%济%与%管%理 !$!$ 年



科技等要素构成的文化环境的一种产物
.:"/

(鉴于文化环境也塑造了中国管理实践
.E2/

&管理理论可能反映

并嵌入在中国现代管理实践与现象当中(随着西方价值观与文化逐渐在中国的渗透&中国难以与其传统文

化完全割舍&既要面对西方文化强有力的冲击&又不得不郑重审视自己的传统文化与哲学(#华人的西化

经验并非是一种取代性的学习&而是演化性的转变)透过5中庸2哲学的调和&一方面西方文化价值观顺利

地进入华人文化体系内&另一方面华人传统也未受到全面的破坏与毁灭&而与现代价值共存($

.!$/

因此&中

国现代的管理情境与文化是融合了中国传统文化与哲学'西方文化与价值观以及中国近现代管理实践特

征的混合体&所以探索与开发的管理理论需要考虑的中国情境不仅需要定位于中国独特的历史'文化与传

统&还应该考虑由中西文化碰撞所产生的复杂情境与现象(因此&无论是对第 >象限'第 >>象限与第 >>>象

限的关注&还是第 >f象限的突破&中国管理学的理论创新议题未来应该不仅从传统文化与哲学中发展理

论构念'变量关系与解释逻辑&还应该充分反映中国现在的真实情境'文化与实践&探索与开发理论构建与

规律探寻的重要元素&从而在关注理论与情境时&更加尊重中国管理学科的自身发展规律&设定既符合管

理实践要求又充分体现学科特征的知识创造组合(

本文有理由相信&在改革开放的下一个#$年或者更遥远的未来&管理学在中国的理论创新征程绝不是

事先被西方学者所设定&而是按照#探究自主性$原则
.14/

&结合中国转型时期下制度情境与管理实践的真

实特征&甚至应用本文所构建的发展模型&重视理论与实践发展的必要张力&从而努力打造属于自己的科

学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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