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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理论研究中“问题导向”之问题
①

徐　飞
（西南交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成都 ６１１７５６）

摘要：结合管理学的主流研究范式，对“问题导向”中的“问题”进行探究和梳理，指出管理学

理论研究需要透过表象问题不断追问深层次问题直至最本质最深刻的“元问题”。同时指出，

研究者尚未建立起强烈的问题意识，本土研究者在现代管理学学术话语权的弱势以及程式化

结构化实证科学研究方法的大行其道，是“问题导向”仍然还成为问题的主要原因。再则，除

“问题导向”外，“逻辑导向”、“理论导向”的研究方法亦值得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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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　言

盛昭瀚教授在本期《管理科学学报》发表的

大作《问题导向：管理理论发展的推动力》（以下

简称《问导》），对问题导向的原则与价值、问题导

向总的关键要点分析以及问题导向与研究模式等

有重要论述，对“问题数学化认知”一节的剖析尤

其深刻。文章强调指出，问题是理论研究的起点，

在人类管理理论时代性贡献与实践性关系上，主

要的困难不是答案而是问题
［１］．诚然，真正有价

值的实际问题既能使管理理论具有旺盛的生命

力，又能使管理理论保持与时俱进的鲜活度，并且

理论的学术价值与真理性最终只能用解决实际问

题的实践来证明．
然而，对管理理论研究中的“问题导向”，仍

需追问和深入思考如下问题：

１　“问题导向”中的“问题”是什么
问题？

“问题导向”中的“问题”是什么问题？是实

践问题、现实问题，还是理论问题、逻辑问题？是

定性问题还是定量问题？之所以提出这样的问

题，是因为研究方法（范式）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

学研究中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一般而言，管理学的
主要研究方法或主流研究范式有３种：一是基于
哲学、伦理学、心理学、经济学等学科，以概念抽

象、学理思辨及逻辑演绎为主要特征的规范性研

究；二是基于社会学、行为科学、脑科学、认知科

学、神经科学等学科，以实验研究、预测研究、案例

研究、经验分析、田野调查为主要特征的实证研

究；三是基于系统科学、运筹学、数理统计学、数据

科学和大数据技术、人工智能（ＡＩ）等学科，以数
学建模、模拟仿真、数据挖掘为主要特征的量化

研究．
大体上，方法一对应理论问题和逻辑问题，方

法二对应的是实践问题和现实问题，方法三对应

的则是（可）定量问题．黑格尔在谈到研究方法时
强调指出，“方法并不是外在的形式，而是内容的

灵魂和概念”，“方法一定由内容决定”．依此逻
辑，方法由问题决定．因此，弄清楚问题是什么至
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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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读《问导》，“问题导向”中的“问题”应是

实践问题或现实问题，亦即原汁原味未经提炼的

“原生态”实际问题．其实，“原生态”问题不是问
题，而是问题情境（景）、情况、背景、现象或素材．
问题不会自动呈现，需要揭示、提出或定义．这也
是《问导》作者强调需要把“实际问题”抽象成“理

论问题”并突出强调理论问题价值的原因．
作为学术研究对象的（理论）问题，可以从４

个方面来界定，其一，要求回答或解答的题目；其

二，需要研究讨论并加以解决的矛盾、疑难．毛泽
东在《反对党八股》中指出“什么叫问题？问题就

是事物的矛盾”．其三，造成差距的因素．对管理
而言，造成应有状态与现有状态之间存在差距的

各种影响因素就是问题；其四，关键或重要之点．
在把实际问题从其存在的情景中剥离成为理论问

题的过程中，还需要关注情景重构的嵌入性、情景

预测的深度不确定性、情景演化的复合性以及情

景的路径依赖性
［１］，以确保理论问题对实际问题

的“保真”．
学术研究的第一步，就是要在深入研究问题

背景的基础上，明确问题的性质、类型、范围或论

域，这是思维展开和深入的前提．想必《问导》最
本源最质朴的意义，就是以问题作为研究的起点，

经过概括、提炼、抽象然后加以深入研究．实际上，
管理理论研究，需要从“原生态”问题出发，透过

表象问题不断追问深层次问题直至最本质最深刻

的“元问题”．一旦找到“元问题”，往往就找到解
决问题的方向和钥匙，甚或问题即答案．在不断追
问的过程中，还需要仔细研判和甄别是真问题还

是伪问题？是主要问题还是次要问题？是具体

性、特殊性、个性问题，还是一般性、普遍性、共性

问题？是宏观问题还是中观问题或微观问题？是

个案问题还是“现象级”问题？如此等等．

２　“问题导向”何以成为问题？

问题是思维的起点，是创新的源泉，一切发明

创造和理论研究从本原上讲都是从问题开始．爱
因斯坦曾言：“提出一个问题往往比解决一个问

题更重要，因为解决一个问题也许仅是数学上或

是实验上的一个技能而已，而提出新问题、新的可

能性、从新的角度去看旧问题，却需要有创造性的

想象力．”他进一步指出“提出新问题标志着科学
的真正进步”．《问导》也指出，世界上凡具有旺盛
生命力的一切管理理论研究活动的出发点和归

宿，都是回答和解决人类社会面临的重大管理问

题，体现出鲜明的问题导向性
［１］．

既然如此，管理理论研究中的“问题导向”为

何还成为问题，以致需要提倡和强调？

原因主要有三：一是将问题作为研究起点的

“问题导向”方法固然是研究中的重要方法，但并

不是唯一的，也不是必须的．将文本、概念、逻辑甚
或理论作为研究的起点，与之相对应的“文本导

向”、“概念导向”、“逻辑导向”、“理论导向”等研

究方法也十分重要．实际上，学科发展历程表明，
越是发展相对成熟、充分的学科（如数学、物理

学），逻辑导向、理论导向的色彩越鲜明．
以物理学为例，最早的理论物理都是从实验

（实践）出发，通过做大量实验然后总结规律得出

定律．后来，直接从理论出发产生新的理论，如把
电学和磁学（以及一部分波动光学）的规律加以

概括抽象，产生 Ｍａｘｗｅｌｌ电磁理论．再接下来，根
据不同的理论间的相似性进一步提炼、抽象，可创

造出通用的产生理论的工具———理论发生器

（ｔｈｅｏｒｙｇｅｎｅｒａｔｏｒ）．在理论发生器里给定所需要的
量，就会自动生成理论，如Ｌａｇｒａｎｇｅ动力学，Ｈａｍ
ｉｌｔｏｎｉａｎ力学等．若将理论应用于不同情景，还可
获得一些具体的定律．

当然，管理学因其涉及学科的庞杂性、综合性

以及研究对象与内容（关涉人！）的复杂性、模糊

性，其理论难以在“象牙塔”里凭空产生，不能纯

粹地从逻辑到逻辑，从理论到理论，必须扎根社会

实践和管理实务，但“逻辑导向”、“理论导向”的

研究方法对管理学无疑具有参考性、借鉴性和启

发性．
二是研究者尚未建立起强烈的问题意识．问

题意识是研究者面对一些疑惑难解的实际问题或

理论问题时，所产生的具有探索情景的真实问题

或想做出发现式创新的一种怀疑、困惑、焦虑、探

究的心理状态，是个体对问题能够敏锐感知、不断

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心理品质．多年来，一些研
究者习惯于把现有管理理论视作不容改变的“金

科玉律”，一味被动地加以接受，几近丧失了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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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提出问题的能力．探究精神和问题意识的缺
乏，必然导致对大量管理实践和管理变革中出现

的管理现象和管理问题视而不见、习而不察、浑然

不觉．特别是洞察力的严重欠缺，也使得研究者难
以从纷繁复杂的管理现象中提炼出有价值的“真

问题”．
三是诚如《问导》作者所言，现代管理学的发

展起源于西方，西方以其发达的经济体系和管理

平台，不仅创作了大量的管理理论，而且取得了牢

固的学术话语权和主导权
［１］．几十年来，由于中

国管理学历史传承较少发展时间较短，在一段较

长时期内中国学者的工作主要集中在引进、介绍、

传播、跟踪、追随国外管理思想和管理体系，导致

不少学者不同程度地接受了西方管理数学化等学

术价值观．此外，较之“问题导向”需要极具直觉
力、洞察力、想象力去发现和提炼问题，所谓严谨

的程式化结构化的实证科学研究方法相对简单，

也迎合（国际）主流期刊偏好，文章易于发表．因
此，基于趋利避害的功利主义考量，我国研究者自

然不太愿意选择费力不讨好的“问题导向”方法．
这些年来，中国管理学界逐步完成国际接轨，

大批中国管理学学者已经快速学习并掌握了西方

规范化的研究方法．当下，我国管理学学者最应该
做的就是扎根中国经济管理实践，充分利用中国

改革开放４０年日新月异的管理变革和正在经历
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通过问题导向捕捉管理

变革中涌现的新问题和新机会，深刻反思本土情

境对于管理学研究的意义和价值，揭示中国经济

快速发展带来的管理新现象．进而兼收并蓄、顶天
立地，构建具有原创性的管理新理论和新思想，创

造具有中国特色世界意义的管理学新方法和新范

式
［２］，这是当代中国管理学者的重大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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