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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对中国企业管理实践经验与问题的理论归纳是中国管理学界面临的重要战略任务，目
前这方面的研究进展并不理想，研究领域的“跟风”现象普遍，大多数研究只是对西方构念和

理论在中国情境下进行了实证检验，而具有中国特色的企业管理理论进展缓慢． 本文从制度和

历史文化两方面揭示了中国企业面临的情境特征，总结了国内外学者对这些情境特征的理论

阐述和研究发现． 结合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管理科学部“十四五”规划相关领域的前期专家讨

论意见，凝练出该领域四个值得深入探索的研究方向，即“中国企业组织演进、管理制度变迁

及基础理论”、“市场 － 政府双重驱动下的企业管理理论”、“不同所有制企业及其产权多元化

演化与企业管理理论”和“中国情境和文化要素对企业管理的作用机制”，也同时提出了每个

方向的一些关键科学问题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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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基本概念、科学意义与国家战略
需求

“中国特色的企业管理理论研究”是指研究

者辨识中国社会制度和文化中具有独特性和代表

性的要素，如关系、辩证思维、市场转型等，并将这

些元素应用到中国管理与组织的情境化研究中，
进而更加深入地阐述具有中国特色的企业行为和

管理现象． 中国企业管理实践为中国特色的企业

管理理论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研究基础，中国特色

的企业管理理论研究有助于贡献管理知识、丰富

管理理论，并更好地服务国家发展战略．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是以大批企

业诞生、成长与衰败作为微观基础的［１， ２］ ． 根据国家

统计局数据，２０１１ 年底我国共有企业 ７３３ １ 万家，至
２０１９ 年底时已实有注册企业 ２ １０９． １ 万家． 相对

于以上数量变化，中国企业的整体管理水平也在

迅速提升． ２０１９ 年中国进入《财富》５００ 强排名的

企业数量超过美国，其中也涌现出一批像华为、海
尔、阿里巴巴等拥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知名企业．
１９９６ 年开始有中国大陆企业入选哈佛案例库，截
至 ２０１９ 年 ８ 月入选哈佛商学院案例库的大陆企

业案例共有 １４７ 个，涉及 １１０ 家企业［２］ ． 展望未

来，中央在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要深化国有企业

改革，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

的世界一流企业． 这要求更多中国企业能够在技

术和管理方面从重视“模仿创新”转向“原始创

新”，在全球范围内引领社会和经济的发展．
管理理论与管理实践都强调权变观点． 事实

上，任何管理理论都有其解释和产生的情境，管理

学实践性的学科属性决定了情境因素对其知识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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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传播和应用具有重要影响，中国特色的企业管

理理论的发展无疑就是中国情境下的知识创新产

物②． 那些高情境化的研究往往具有更高的理论

创新性，可以改变人们对于现有理论的认识、或者

提出更具有原创性的概念与理论［５］ ． 例如，前期

在中国情境下的研究贡献或修正的一些重要管理

概念包括市场转型、组织公民行为、关系、社会资

本等等；相应的，这些研究也都具有很高的引用

率［６］ ． 这里“高情境化”是指在研究中将西方成熟

概念经过情境化修改，或者发展新概念描述中国

情境特有现象，而“低情境化”是指直接将西方概

念应用于中国情境中［７］ ． 本文所提到的中国特色

的企业管理理论优先研究领域是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委管理科学部 “十四五”规划的部分研究成果，
旨在系统总结过去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企业

管理实践的历史事实基础上，结合中国特有历史

文化、制度体制以及科技发展背景等综合要素所

塑造的“中国情境”，开发出能够反映中国特色

的、对其他国家 ／地区企业发展亦具借鉴意义的管

理理论．
总体而言，中国企业管理研究对以上历史发

展经验的理论探究还不够深刻，尚不能较好地满

足企业未来发展的现实需求． 目前，侧重于企业微

观层面理论研究的“跟风”现象还比较普遍，大多

数研究追随西方学术范式，关注西方情境下发展

出来的理论和构念，而旨在解决中国企业面临的

现实重大问题和针对中国管理现象提出有解释意

义的创新理论的探索性研究发展缓慢［８］ ． 例如：
贾良定等通过分析 １９８１ 年 ～ ２０１０ 年间发表在

６ 种全球顶级管理学期刊上的 ２５９ 篇与中国情境

有关的文章，发现只有 １０ 篇论文在理论、方法、测
量等方面考虑了中国情境的作用［６， ７］；这种情况

之后也没有明显改变，只是更及时地关注到西方

情境下提出的一些概念． 不同国家 ／地区的企业和

企业家是不同文化和制度环境的产物，对情境因

素的忽视带来了理论研究和管理实践之间的差

距，引发了管理学界对研究价值和意义的深入反

思． 同时，中国企业管理研究还面临很多其他挑

战，如学科基础发展不牢固、学科积累不充分，教
育质量有待提高，研究学术水平与国际水平还存

在较大差距；面对快速发展的中国经济尚未形成

能够反映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

的企业管理理论，对丰富而活跃的管理实践缺乏

理论归纳和指导［３］ ． 更重要的是，目前尚未提出

源于中国情境，但又能有国际影响、被国际管理学

界所接受、对指导企业管理实践具有一定普遍意

义的原创性管理理论． 因此，本优先领域的相关研

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１　 国内外研究发展态势

中国企业管理研究有其独特的历史和发展环

境． 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初期，中国企业管理模

式逐渐从计划经济下的生产管理型转向市场经济

下的经营管理型，对国外管理知识的学习重点也

从刚开始的前苏联转向美、日、欧等发达国家，管
理学在学科建设、学术研究、教育培训等方面都取

得较大进展，一批研究中国企业管理的期刊（如
《管理世界》、《经济管理》等）和学会（如中国管

理现代化研究会、中国企业管理协会、中国管理科

学研究会、中国系统工程学会等）相继成立［１］ ． 进
入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以后，伴随着 ＭＢＡ ／ ＥＭＢＡ 教育

在国内管理学院 ／商学院的广泛开展，以战略管

理、创新创业、组织行为、人力资源、市场营销等方

向为代表的工商管理研究得到高度重视和快速发

展，中国管理研究国际学会（ ＩＡＣＭＲ）等学术组织

成立并成为联系国内外学者的重要桥梁． 中国企

业管理的学科范式逐步成熟，研究队伍日趋专业

化，研究方法日趋规范，实证研究方法开始占据主

导地位． 同时，国际管理学界对来自中国情境的

组织和管理研究表现出浓厚的兴趣． 例如：在

１９８１ 年 ～ ２０１９ 年的 ４０ 年间，发表于 ７ 本顶级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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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事实上，很多国内外学者对“中国特色”、“本土管理研究”等类似提法依然持怀疑甚至否定观点；他们认为：理论应该追求普适性，为什

么要用中国 ／ 本土这样的概念来限定研究者的研究目的？ 研究者如果强调中国 ／ 本土情境下的研究，怎么可能得到具有普遍意义的、原
创性的管理理论？ 针对这些质疑观点，我们召集一些在本土管理理论开发方面有丰富经验的学者进行了讨论，进而对以上问题进行了

澄清和解释［４］ ．



际管理学期刊 （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Ｒｅｖｉｅｗ，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Ｍａｎ⁃
ａｇｅｍｅｎｔ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Ｓｔｕｄｉｅｓ）上有关中国

情境的管理与组织研究的学术论文共 ４９４ 篇． 其中，
１９８１ 年 ～１９９０ 年均发表 ０． ６ 篇（占总数 ０ ２１％），
１９９１ 年 ～ ２０００ 年均发表 ５． ５ 篇（占总数 １． ６７％），
２００１ 年 ～ ２０１０ 年均发表论文数上升为 ２０． ９ 篇

（占总数 ５ ２８％），２０１１ 年 ～ ２０１９ 年均发表论文

数上升为 ２４． ８９ 篇（占总数 ４． ８６％）③． ２００７ 年至

２０１９ 年之间（２０１９ 年数据截止到 １０ 月 ２９ 日），
３９３ 种国际管理学期刊上发表的有关“中国议题”
的管理研究论文共 １９ ７１８ 篇且每年增长迅速，其
中完全由国外学者发表的“中国议题”论文 ７ ５１４
篇，占论文总数 ３８． １１％；这其中，来自美国、英国

和澳大利亚的国外学者关注“中国议题”最多［９］ ．
近年来，很多国际管理学权威期刊（如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Ｊｏｕｒｎ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 Ｂｅ⁃
ｈａｖｉｏｒ，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ａｎｄ Ｈｕｍａｎ Ｄｅｃｉ⁃
ｓｉｏｎ 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 ） 都 曾 组 织 中 国 情 境 研 究 的 专

刊［１０ － １２］，越来越多的中国学者也开始在这些国际

权威期刊上发表论文．
在此形势下，“情境”也逐渐成为国内管理学

研究的关键词，如何真正挖掘中国情境下管理研

究的独特理论价值成为学界普遍关心的问

题［５， １３］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管理科学部在制定

“十一五”战略时就已经提出“发挥前瞻引领作

用，突出中国实践特色，推动实现自主创新”的指

导思想． 中国管理学界认识到不能仅仅依赖西方

理论框架和研究范式开展研究，更需要结合中国

国情和社会背景探索具有中国本土特色的管理理

论． 例如：２００５ 年启动的“中国式企业管理科学基

础研究”课题是由国家发改委、财政部、国资委等

部门批准立项实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企

业联合会、清华大学三家单位联合组成专项课题

组投入百余名专家学者历时 ６ 年多完成． 该研究

课题包括背景研究、案例研究、专题研究、理论研

究四部分，其中背景研究部分着重分析中国企业

生存发展的环境；案例研究部分针对在国内外有

较大影响的 ３５ 家中国企业进行深入剖析；专题研

究从 ９ 个不同方面总结出中国企业相应的管理经

验；理论研究则是在前三项基础上进行深入总结、
提炼，形成总结报告［１４］ ．

为了贯彻落实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更
加侧重基础、更加侧重前沿、更加侧重人才（三个

更加侧重）”的资助方针，管理科学部在“十二五”
发展战略中提出了“顶天立地”的指导思想，努力

从中国的管理实践中提炼更加基础的科学问题，
瞄准一些可能引领国际研究的前沿方向，从研究

领域、研究方法、研究文化等多个方面体现科学基

金的战略导向和引领作用［１５］ ． 回应中国企业管理

实践的重大需求成为国内管理学者的重要职责．
例如，郭重庆院士强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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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６］ ． 如今，“鼓励探索、突出原创；聚
焦前沿、独辟蹊径；需求牵引、突破瓶颈；共性导

向、交叉融通”成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所倡导

的新的资助导向，该导向强调面向国家重大需求

的科学问题提炼机制和面向世界科学前沿的科学

问题凝练机制同等重要，并于 ２０１９ 年开始试点分

类申请与评审制度． 事实上，在以上分类申请过程

中，工商管理学科项目申请人选择“需求牵引”的
比例相比于其他类型也是最高的．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工商管理学科发展规

划及‘十四五’规划研究”专项任务的调研结果也

得到相似的判断与认识：在研究方向和问题上，我
国工商管理学科基本都能做到与国际主流研究保

持同步． 同时，国内学者开始对当前研究中的一些

核心问题（如研究范式、科学问题、理论与实践结

合等）进行反思和批判，中国情境和中国管理实

践得到高度重视，这方面的研究开始在大多数领

域方向涌现，然而目前真正进入国际主流研究体

系的成果偏少． 对这些问题的认识和反思必将进

一步推动中国特色的企业管理理论研究，也成为

—８７— 管　 理　 科　 学　 学　 报 ２０２１ 年 ８ 月

③ 应注意到，当前这些期刊的发表论文数量也在增加． 例如：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 在 ２０１４ 年年底前每期仅发表正常论文 ４ 篇，现
在每期发表 ７ 篇．



各位专家在讨论本优先领域及其科学问题时遵循

的指导原则．

２　 主要研究方向及其典型科学问题

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管理科学部“十四

五”战略规划课题组组织的多场专家论证会上，
基于中国企业管理实践开展理论研究很快成为专

家们共同呼吁的主题． 经过多轮论证和凝练，形成

了“中国特色的企业管理理论研究”这一重要研

究领域，该领域的研究方向逻辑框架如图 １ 所示，
也期待这些讨论能为国内学者未来 ５ 年 ～ １０ 年

间的研究工作开展提供一些借鉴价值．

图 １　 本领域研究方向的逻辑关系

Ｆｉｇ． １ 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ａｍｏｎｇ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ｔｒａｃｋｓ ｏｆ ｔｈｅ ｆｉｅｌｄ

关于中国特色及中国企业面临的独特管理情

境，前期研究主要从制度、历史文化等角度揭示．
例如：中国转型经济的制度环境体现出从“以关

系主导的非正式制度”逐渐向“以规则为主导的

正式制度”转变的特点，这成为研究中国企业发

展必须首先考虑的问题［１７］ ． 制度变迁带来高的环

境不确定性，相关政策规定会因为一些突发或危

机事件的出现而改变，与环境的协同演化成为中

国企业生存和发展的重要条件． 同时，市场与政府

双重驱动也是中国企业管理的典型特征，政府作

为企业环境中的重要力量影响较大，不同所有制

企业在市场竞争中拥有不同的资源和优势，企业

的非市场化策略成为其获取稀缺资源或政策优势

的重要渠道，对治理结构和内部管理制度建设的

重视成为企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 中国国内

市场大、经济发展快，带来的市场机会多，但企业

核心资源特别是技术资源积累相对较弱、经济监

管体系不够完善． 由于历史和自然条件原因，国内

东部、中部、西部或者全国不同区域市场存在较大

差异，体现出各自不同的制度环境和资源优势． 例
如：樊纲等学者通过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非国有经

济的发展、产品市场的发育程度、要素市场的发育

程度、市场中介组织发育和法律制度环境等五方

面，构造了市场化指数来反映全国各省份分年度

的市场化发展水平和程度［１８］ ． 该指数在研究中国

分区域制度环境差异中得到广泛引用．
与以上转型维度不同，中国情境的文化维度

是由于其特殊的历史、文化、认知造成的，不会随

着转型期结束（如改革的完成、制度的完善、资源

问题的解决）而有明显的变化；这种传统文化因

素也在不断吸收融合外来文化元素而逐步变化，
只是这种变化相对缓慢［１１］ ． 通过数千年的历史积

淀，中国文化思想内化为中国人的一种认知、一种

文化、一种看待自然和社会的哲学，也塑造了人们

的思维习惯，中国文化里“中庸思维”、“辩证思

维”和“整体思维”的特征很明显． 例如：辩证思维

使得管理者倾向于接受看似矛盾的认识，体现为

不同的领导行为和组织变革观念，这点在当前日

益复杂的组织环境下表现出更强的适应性［１９］ ． 改
革开放政策以来，在以快速工业化、渐进市场化、
全球信息化等为特征的现代化进程中，以上文化

因素也在受到影响和改变；这种文化力量在与市

场、政府等制度因素的交互作用中，促进着中国企

业管理实践和本土理论的发展［１］ ．
对以上情境因素的分析构成了本领域研究开

展的逻辑框架，可以细化为如下四个主要研究

方向．
２． １　 中国企业组织演进、管理制度变迁及基础

理论

中国企业的组织形态随社会经济环境不断演

进，各类企业的管理制度也不断变迁［２０］ ． 中国各

时期的文化、制度和技术使得企业组织具有鲜明

的时代特征，相关企业管理制度有着可循的变迁

特征和演化规律［１７］ ． 首先，中国历史上不同时期

的文化导向和国家制度有不同特征，对企业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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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态和管理制度提出不同的要求． 其次，在中国企

业发展的历史看，政府一直都在影响市场，并与市

场共同影响企业组织形态和管理制度． 不同时期

的市场 －政府结构对企业组织形态和治理方式等

重要管理制度设计产生了深刻影响［２１］ ． 第三，不
同时期的技术特征也为中国企业的组织形态和管

理制度设计奠定了基础，与文化导向和国家制度

结构共同影响了企业组织形态和管理制度特征．
典型科学问题举例：基于实践的企业管理基

础理论的方法论构建；中国企业在各个历史时期

的组织形态、特征、运行规律和管理制度特征研

究；中国企业在各个历史时期的企业家及决策行

为规律；中国各个时期文化、制度和技术对企业组

织形态和管理制度特征的影响机制；家族企业的

现代性制度重构；各个历史时期中国企业组织形

态和管理制度的国际对比研究；等等．
２． ２　 市场 －政府双重驱动下的企业管理理论

作为市场 －政府双重驱动下的企业管理行为

的典型特征，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政府发挥宏观

调控作用． 政府通过产业政策、货币政策、税收政

策、金融政策、股权政策（如混合所有制）等各种

“看得见的手”强势调控经济，无处不在地影响着

企业决策和行为，如创新行为、创业行为、并购行

为、投资行为等等［２２］ ． 政府通过各类政策手段既

可能驱动创新投入也可能抑制创新活力；既可能

激发创业动力也可能抑制创业精神；既可能驱动

国际国内并购也可能加速企业的死亡……． 为此，
需要从政府最有效的“看得见的手”出发，分析政

府和市场两种力量同时对微观组织的创新、创业、
战略的作用机制，比较国际和国内两种力量之间

的差异性及其对微观组织发展的正向和负向

作用．
典型科学问题举例：政府平衡与市场的关系实

现产业追赶、技术追赶及经济发展的路径；市场 －
政府双重驱动、双元效应的有效性；产业政策作用

于不同类型企业创新行为的机理；东中西部政府

政策在作用于创业行为的差异性；混合所有制对

企业创新行为和投资行为的双向作用机制；金融

政策对民营经济发展的使能和抑制效应；财政补

贴对企业创新创业作用的均衡效应；等等．

２． ３　 不同所有制企业及其产权多元化演化与企

业管理理论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企业发展的一个显著特

点就是形成了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外资企业以及

混合所有制企业等不同所有制企业共同发展的新

局面［２１］ ． 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

展，已作为国家的基本经济制度写入宪法． 在此过

程中，各种所有制企业蓬勃发展，通过改革和探

索，逐渐走出了一条有别于西方已有理论的中国

特色企业发展道路；不同所有制产权的混合所有

制企业也走过了与西方现代企业及其制度体系有

所不同的演化路径． 中国企业这些实践探索中所

蕴含的内在逻辑、客观规律、动力机制、外部条件

等都有待于通过科学研究予以阐发、揭示和发现．
典型科学问题举例：中国企业产权多元化发

展历程及其内在逻辑；企业管理视角的国有企业

改革规律；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与现代企业

制度建设的内在规律；多样化的民营企业产权结

构的发生机制；民营企业产权多元化演化的动力、
股权设计、公司治理结构安排等的理论基础；华为

公司开展员工普遍持股实践中的理论学术价值；
不同所有制企业在经营管理理念、公司治理、战略

导向、激励机制和科技创新等方面的特点与差异；
不同所有制企业在履行社会责任上的有效性或优

势；不同所有制企业之间的合作、协同与共生机

制；等等．
２． ４　 中国情境和文化要素对企业管理的作用

机制

企业所处的社会文化背景在很大程度上影响

了企业管理的模式及其有效性，社会制度是企业

生存发展及运营管理的基础规范，而思想文化则

是企业家和各级管理人员决策行为的底层架

构［２３］ ． 中国社会情境和思想文化要素，既有人类

社会组织行为的普遍性，又有社会制度变革与文

化思想演化的特殊性． 这些社会情境因素和思想

文化要素，决定了中国企业家的根本动力，影响了

管理者及广大员工心理特征和行为方式． 在中国

社会变革与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出现了各种管理

思想及相应的制度设计，代表了深层次的意识形态

与价值导向，呈现出此消彼长、动态平衡的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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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科学问题举例：中国共产党优秀思想与

现代企业管理研究；国有企业党的建设及其独特

优势的管理理论基础；中国共产党基层组织在不

同产权属性企业中应发挥的作用及理论基础；中
国优秀传统文化对企业家价值观及经营风格的影

响机制；西方管理思想与工具在中国企业推广的

规律及影响因素；中国企业家的家国情怀及其传

承与作用机制；中西方思维模式差异及领导风格

研究；基于文化融合的管理制度优化研究；等等．

３　 结束语

人们通常将上世纪 ６０ 年代 ～ ８０ 年代视为

管理学理论发展的黄金 ３０ 年［４，１１］ ． 当时，针对正

处于转型时期的美国社会和正在蓬勃发展中的

现代企业管理情境，学者们开发出了一批极具

思想性和生命力的管理学理论，如资源依赖理

论、种群生态理论、新制度主义理论、社会学习

理论、目标设定理论等等． 此后，虽然研究方法

在变得更加规范和先进，但学者们的研究工作

却日益受到研究范式和制度的约束；尽管企业

的管理实践依然在不断更新，管理学界却很难

再涌现出具有重要原创性的理论，研究者只是

在重复性地采用不同情境下的数据验证着这些

已有的理论．
当前中国企业管理研究正处于发展路径选择

的关键时期：如果延续西方现行研究范式和制度，
虽然也有望得到更多的期刊成果发表，但必然会

与中国企业的管理实践渐行渐远． 在此次优先领

域的专题研讨中，众多国内学者呼吁能够走出自

我欣赏的学术圈，扎根中国企业管理的制度和文

化情境，采用更加多元化的研究范式和方法，构建

出富有中国特色的管理学理论． 期望本文提出的

研究方向和关键科学问题能给未来这些研究探索

有所帮助，相信这样的研究不仅能更好地解释和

指导中国企业实践，也能给整个管理学界回归理

论研究真谛提供一些启示价值．

致谢： 作者非常感谢董大海、鞠建东、李新春、李
垣、林斌、斯晓夫、苏勇、魏江、吴世农、吴晓波、杨
百寅、赵曙明（依姓氏拼音排序）等各位专家在本

次“中国特色的企业管理理论”优先领域讨论中

给出的真知灼见，这些建议和意见是本文尤其是

其中第二部分关键科学问题的形成基础；也感谢

张维、刘伟华等老师在此次专题讨论组织和文稿

撰写中给予的指导和帮助．

参 考 文 献：

［１］黄群慧． 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企业管理学的发展———情境、历程、经验与使命［Ｊ］． 管理世界， ２０１８， （１０）： ８６ － ９４．
Ｈｕａｎｇ Ｑｕｎｈｕｉ．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ｉｎ ｔｈｅ ４０ ｙｅａｒｓ ｏｆ ｒｅｆｏｒｍ ａｎｄ ｏｐｅｎｉｎｇ ｕｐ：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ｍｉｓｓｉｏｎ［Ｊ］．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Ｗｏｒｌｄ， ２０１８， （１０）： ８６ － ９４．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２］洪永淼， 汪寿阳， 任之光， 等． “十四五”经济科学发展战略研究背景与论证思路［Ｊ］． 管理科学学报， ２０２１， ２４（２）：
１ － １３．
Ｈｏｎｇ Ｙｏｎｇｍｉａｏ， Ｗａｎｇ Ｓｈｏｕｙａｎｇ， Ｒｅｎ Ｚｈｉｇｕａｎｇ， ｅｔ 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 ａｎｄ ｄｅｍｏｎ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ＮＳＦＣ’ｓ Ｆｏｕｒｔｅｅｎｔｈ
Ｆｉｖｅ⁃Ｙｅａｒ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ｉ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ｅ［ 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２０２１， ２４
（２）： １ － １３．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３］张玉利， 吴　 刚． 新中国 ７０ 年工商管理学科科学化历程回顾与展望［Ｊ］． 管理世界， ２０１９， （１１）： ８ － １８．
Ｚｈａｎｇ Ｙｕｌｉ， Ｗｕ Ｇａｎｇ． Ｒｅｖｉｅｗ ａｎｄ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 ｏｎ ｔｈｅ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ｏｆ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ｅ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Ｎｅｗ
Ｃｈｉｎａ’ｓ ７０ ｙｅａｒｓ［Ｊ］．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Ｗｏｒｌｄ， ２０１９， （１１）： ８ － １８．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４］井润田， 程生强， 袁丹瑶． 本土管理研究何以重要？ 对质疑观点的回应及对未来研究的建议［Ｊ］． 外国经济与管理，
２０２０， ４２（８）： ３ － １６．
Ｊｉｎｇ Ｒｕｎｔｉａｎ， Ｃｈｅｎｇ Ｓｈｅｎｇｑｉａｎｇ， Ｙｕａｎ Ｄａｎｙａｏ． Ｗｈｙ ｉｎｄｉｇｅｎｏｕｓ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ｓ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ｓ ｔｏ ｐｒｅｖｉｏｕｓ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ｉｎｇ ｖｉｅｗｓ ａｎｄ ｓｕｇｇｅｓ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ｆｕｔｕｒ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Ｊ］．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２０２０， ４２（８）： ３ － １６．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８—第 ８ 期 井润田等： 中国特色的企业管理理论及其关键科学问题



［５］Ｔｓｕｉ Ａ Ｓ．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ｎｇ ｔｏ ｇｌｏｂａｌ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Ａ ｃａｓｅ ｆｏｒ ｈｉｇｈ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ｉｎｄｉｇｅｎｏｕ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Ｊ］． Ａｓｉａ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Ｊｏｕｒ⁃
ｎａｌ ｏｆ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２００４， ２１（４）： ４９１ － ５１３．

［６］Ｊｉａ Ｌ， Ｙｏｕ Ｓ， Ｄｕ Ｙ．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ｏｎｔｅｘｔ ａｎｄ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 ｔｏ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 ｔｈｒｅｅ⁃ｄｅｃａｄｅ
ｒｅｖｉｅｗ［Ｊ］．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Ｒｅｖｉｅｗ， ２０１２， ８（１）： １７３ － ２０９．

［７］郑雅琴， 贾良定， 尤树洋， 等． 中国管理与组织的情境化研究———基于 １０ 篇高度中国情境化研究论文的分析［Ｊ］．
管理学报， ２０１３， １０（１１）： １５６１ － １５６６．
Ｚｈｅｎｇ Ｙａｑｉｎ， Ｊｉａ Ｌｉａｎｇｄｉｎｇ， Ｙｏｕ Ｓｈｕｙａｎｇ， ｅｔ ａｌ．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Ｌｅｓｓｏｎｓ ｆｒｏｍ ｔｅｎ ｈｉｇｈｌｙ
ｃｏｎｔｅｘｔｕａｌｉｚｅｄ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ｔｕｄｉｅｓ［Ｊ］．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２０１３， １０（１１）： １５６１ － １５６６．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８］张志学， 鞠　 冬， 马　 力． 组织行为学研究的现状： 意义与建议［Ｊ］． 心理学报， ２０１４， ４６（２）： ２６５ － ２８４．
Ｚｈａｎｇ Ｚｈｉｘｕｅ， Ｊｕ Ｄｏｎｇ， Ｍａ Ｌｉ．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 ２００８ ～ ２０１１： Ａ ｂｒｉｅｆ ｒｅｖｉｅｗ ａｎｄ ｆｕｔｕｒｅ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Ｊ］． Ａｃｔａ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 Ｓｉｎｉｃａ， ２０１４， ４６（２）： ２６５ － ２８４．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９］吴　 刚． 中国工商管理学科的发展现状与思考［Ｒ］． 杭州： 中国首届“服务社会的管理研究”峰会， ２０１９．
Ｗｕ Ｇａｎｇ．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ｅ［Ｒ］． Ｈａｎｇｚｈｏｕ： Ｋｅｙｎｏｔｅ
Ｓｐｅｅｃｈ ｏｎ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ａ’ｓ Ｆｉｒｓｔ Ｓｕｍｍｉｔ Ｍｅｅｔｉｎｇ ｏｎ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ｔｏ Ｓｅｒｖ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ｅｔｙ”， ２０１９．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０］Ｃｈｅｎ Ｃ Ｃ， Ｆｒｉｅｄｍａｎ Ｒ， Ｍｃ Ａｌｌｉｓｔｅｒ Ｄ Ｊ． Ｓｅｅｉｎｇ ａｎｄ ｓｔｕｄｙｉｎｇ Ｃｈｉｎａ： Ｌｅｖｅｒａｇｉｎｇ 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ｏｎ⁃ｂａｓｅｄ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ｆｏｒ
ｔｈｅｏｒｙ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Ｊ］．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ａｎｄ Ｈｕｍａｎ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 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 ２０１７， １４３： １ － ７．

［１１］Ｂａｒｋｅｍａ Ｈ Ｇ， Ｃｈｅｎ Ｘ Ｐ， Ｇｅｏｒｇｅ Ｇ， ｅｔ ａｌ． Ｗｅｓｔ ｍｅｅｔｓ Ｅａｓｔ： Ｎｅｗ ｃｏｎｃｅｐｔ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ｏｒｉｅｓ［ Ｊ］．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Ｊｏｕｒｎａｌ， ２０１５， ５８（２）： ４６０ － ４７９．

［１２］Ｚｈｕ Ｗ， Ｈｅ Ｈ， Ｌａｗ Ｋ Ｓ． Ｔａｋｉｎｇ ａｎ ｉｎｄｉｇｅｎｏｕｓ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ｔｏ ｓｔｕｄｙ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Ｏｒｇａｎｉ⁃
ｚａｔｉｏｎａｌ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２０１５， ３６（５）： ６１３ － ６２０．

［１３］Ｖａｎｄｅ Ｖｅｎ Ａ Ｈ， 井润田． 从入世治学角度看本土化管理研究［Ｊ］． 管理学季刊， ２０２０， ５（１）： １ － １３．
Ｖａｎｄｅ Ｖｅｎ Ａ Ｈ， Ｊｉｎｇ Ｒｕｎｔｉａｎ． Ｉｎｄｉｇｅｎｏｕｓ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ｆｒｏｍ ａｎ ｅｎｇａｇｅｄ ｓｃｈｏｌａｒｓｈｉｐ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Ｊ］．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２０２０， ５（１）： １ － １３．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４］陈清泰， 蒋黔贵， 赵纯均． 中国式企业管理研究丛书： 中国式企业管理科学基础研究总报告［Ｍ］． 北京： 机械工业

出版社， ２０１３．
Ｃｈｅｎｇ Ｑｉｎｇｔａｉ， Ｊｉａｎｇ Ｑｉａｎｇｕｉ， Ｚｈａｏ Ｃｈｕｎｊｕ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Ｓｅｒｉｅｓ ｏ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ｓｔｙｌｅ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Ｓｕｍｍａｒｙ Ｒｅｐｏｒｔ ｏｎ
Ｂａｓｉｃ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ｂｏｕｔ Ｃｈｉｎｅｓｅ⁃ｓｔｙｌｅ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Ｍ］．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１３．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５］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管理科学部． 管理科学发展战略—暨管理科学“十二五”优先资助领域［Ｍ］． 北京： 科学

出版社， ２０１１．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ｏｆ ＮＳＦＣ．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ｏｆ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ａｎｄ ｉｔｓ Ｐｒｉｏｒ Ｓｕｐｐｏｒｔｉｎｇ Ａｒｅａｓ
ｆｏｒ １２ｔｈ Ｆｉｖｅ⁃Ｙｅａｒ Ｐｌａｎ Ｐｅｒｉｏｄ［Ｍ］．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１１．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６］郭重庆． 中国管理学者该登场了［Ｊ］． 管理学报， ２０１１， ８（１２）： １７３３ － １７３６．
Ｇｕｏ Ｃｈｏｎｇｑｉｎｇ． Ｉｔ ｉｓ ｔｉｍｅ ｆｏｒ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ｓｃｈｏｌａｒｓ ｔｏ ｍａｋｅ ｔｈｅｉｒ ｄｅｂｕｔ［ Ｊ］．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２０１１， ８（１２）： １７３３ － １７３６．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７］Ｐｅｎｇ Ｍ Ｗ．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ｃｈｏｉｃｅｓ［Ｊ］．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Ｒｅｖｉｅｗ， ２００３， ２８（２）： ２７５ － ２８６．
［１８］王小鲁， 樊　 纲， 胡李鹏． 中国分省份市场化指数报告（２０１８）［Ｍ］．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２０１９．

Ｗａｎｇ Ｘｉａｏｌｕ， Ｆａｎ Ｇａｎｇ， Ｈｕ Ｌｉｐｅｎｇ． Ｒｅｐｏｒｔ ｏｎ Ｍａｒｋｅｔｉｚａｔｉｏｎ Ｉｎｄｅｘ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２０１８）［Ｍ］．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１９．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９］Ｚｈａｎｇ Ｙ， Ｗａｌｄｍａｎ Ｄ Ａ， Ｈａｎ Ｙ Ｌ， ｅｔ ａｌ． Ｐａｒａｄｏｘｉｃａｌ ｌｅａｄｅｒ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ｓ ｉｎ ｐｅｏｐｌｅ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Ａｎｔｅｃｅｄ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ｃｏｎｓｅ⁃
ｑｕｅｎｃｅｓ［Ｊ］．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Ｊｏｕｒｎａｌ， ２０１５， ５８（２）： ５３８ － ５６６．

［２０］Ｘｕ Ｄ， Ｌｕ Ｊ Ｗ， Ｇｕ Ｑ．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 ｆｏｒｍｓ ａｎｄ ｍｕｌｔｉ⁃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Ｊ］．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
ｔｉｖｅ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 ２０１４， ５９（３）： ５１７ － ５４７．

［２１］李维安， 郝　 臣， 崔光耀， 等． 公司治理研究 ４０ 年： 脉络与展望［Ｊ］． 外国经济与管理， ２０１９， ４１（１２）： １６１ － １８５．
Ｌｉ Ｗｅｉａｎ， Ｈａｏ Ｃｈｅｎ， Ｃｕｉ Ｇｕａｎｇｙａｏ， ｅｔ ａｌ． Ｆｏｒｔｙ ｙｅａｒｓ ｏｆ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 ｒｅｖｉｅｗ ａｎｄ ａｇｅｎｄａ［Ｊ］． Ｆｏｒ⁃

—２８— 管　 理　 科　 学　 学　 报 ２０２１ 年 ８ 月



ｅｉｇ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２０１９， ４１（１２）： １６１ － １８５．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２２］陈晓红， 蔡　 莉， 王重鸣， 等． 创新驱动的重大创业理论与关键科学问题［ Ｊ］． 中国科学基金， ２０２０， （２）： ２２８

－ ２３６．
Ｃｈｅｎ Ｘｉａｏｈｏｎｇ， Ｃａｉ Ｌｉ， Ｗａｎｇ Ｚｈｏｎｇｍｉｎｇ， ｅｔ ａｌ．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ｔｈｅｏｒｉｅｓ ａｎｄ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ｄｒｉｖｅｎ
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ｓｈｉｐ［Ｊ］． Ｃｈｉｎａ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Ｆｕｎｄｓ， ２０２０， （２）： ２２８ － ２３６．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２３］李新春， 马　 骏， 何　 轩， 等． 家族治理的现代转型： 家族涉入与治理制度的共生演进［Ｊ］． 南开管理评论， ２０１８，
２１（２）： １６０ － １７１．
Ｌｉ Ｘｉｎｃｈｕｎ， Ｍａ Ｊｕｎ， Ｈｅ Ｘｕａｎ， ｅｔ ａｌ． Ｔｈｅ ｍｏｄｅｒｎ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ａｍｉｌｙ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Ｃｏ⁃ｅｖｏｌｖｅ ｏｆ ｆａｍｉｌｙ ｉｎｖｏｌｖ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ｆａｍｉｌｙ ｆｏｒｍａｌ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Ｊ］． Ｎａｎｋａｉ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Ｒｅｖｉｅｗ， ２０１８， ２１（２）： １６０ － １７１．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Ｔｈｅｏｒｉｅｓ ａｎｄ ｋｅｙ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ｓ ａｂｏｕｔ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ｗｉｔｈ Ｃｈｉ⁃
ｎｅｓｅ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ＪＩＮＧ Ｒｕｎ⁃ｔｉａｎ１， ＪＩＡ Ｌｉａｎｇ⁃ｄｉｎｇ２， ＺＨＡＮＧ Ｙｕ⁃ｌｉ３
１． Ａｎｔａｉ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ａｎｄ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Ｊｉａｏ Ｔｏ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２０００３０， Ｃｈｉｎａ；
２．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Ｓｃｈｏｏｌ， Ｎａｎｊｉ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Ｎａｎｊｉｎｇ ２１００９３， Ｃｈｉｎａ；
３．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Ｓｃｈｏｏｌ， Ｎａｎｋａｉ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Ｔｉａｎｊｉｎ ３０００７１， 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Ｉｔ ｉｓ ａｎ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ｔａｓｋ ｆｏｒ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ａｃａｄｅｍｉａ ｔｏ ｓｕｍｍａｒｉｚｅ ｔｈｅ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ｓ ａｎｄ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 Ｃｕｒｒｅｎｔｌｙ， ｔｈ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ｉｎ ｔｈｉｓ ｆｉｅｌｄ ｉｓ ｎｏｔ ｉｄｅａｌ，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ｏｎ ｏｆ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ｔｈｅ ｔｒｅｎｄ” ｉｓ ｃｏｍｍｏｎ． Ｍｏｓｔ ｏｆ ｔｈｅｓｅ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ｊｕｓｔ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ｌｙ ｔｅｓｔ ｔｈｅ Ｗｅｓｔ⁃
ｅｒｎ ｃｏｎｃｅｐｔ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ｏｒｉｅｓ ｗｉｔｈｉｎ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ｏｎｔｅｘｔ， ｗｈｉｌｅ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ｏｆ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ｔｈｅｏｒｙ ｗｉｔｈ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ｔｅｎｄｓ ｔｏ ｂｅ ｖｅｒｙ ｓｌｏｗ．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ｔｗｏ ａｓｐｅｃｔｓ ｏｆ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ｒｅｖｅａｌｓ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ｅｘｔｕａｌ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ｆａｃｅｄ ｂｙ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ｆｉｒｍｓ ａｎｄ ｓｕｍｍａｒｉｚｅｓ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ｅ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ｆｉｎｄｉｎｇｓ ｍａｄｅ ｂｙ ｔｈｅ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ａｎｄ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ｓｃｈｏｌａｒ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ｐｒｅｖｉｏｕｓ ｅｘｐｅｒｔ ｄｉｓ⁃
ｃｕｓｓｉｏｎｓ ａｂｏｕｔ ｔｈｅ １４ｔｈ Ｆｉｖｅ⁃Ｙｅａｒ Ｐｌａｎ ｈｅｌｄ ｂｙ ｔｈｅ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ＮＳＦＣ， ｆｏｕｒ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ｓ ａｒｅ ｐｏｉｎｔｅｄ ｏｕｔ ｗｏｒｔｈｙ ｏｆ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ｎａｍｅｌｙ， “Ｔｈｅ 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ｖｏｌｕ⁃
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ｆｉｒｍ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ｏｆ ｔｈｅｉｒ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ｄｕａｌ ｄｒｉｖｅｓ ｏｆ ｍａｒｋｅｔ ａｎｄ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ｉｒｍｓ ｗｉｔｈ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ｏｗｎｅｒｓｈｉｐ ａｎｄ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ｔｈｅｏｒｉｅｓ”，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ｏｎｔｅｘｔ ａｎｄ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ｕｐｏｎ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ｍａｎａｇｅ⁃
ｍｅｎｔ． ” Ｍｏｒｅｏｖｅｒ， ｓｏｍｅ ｅｘａｍｐｌｅｓ ｏｆ ｋｅｙ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ｓ ｗｉｔｈｉｎ ｅａｃｈ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 ｈａｖｅ ａｌｓｏ ｂｅｅｎ ｒａｉｓｅｄ ｕｐ．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ｔｈｅｏｒｙ；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ｆｅａｔｕｒｅ； ｃｏｎｔｅｘｔ； ｉｎｄｉｇｅｎｏｕ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３８—第 ８ 期 井润田等： 中国特色的企业管理理论及其关键科学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