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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从制造、服务到供应链以及产品研发的绝大多数运作中, 人都是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人类行为可能会大大影响运作系统,并对管理措施做出反应. 在已有文献的基础上,总结了传

统运作管理的研究范式,提出了行为运作管理的定义、运作管理与行为研究的结合方式以及行

为运作管理的研究范式,分析了人员试验作为研究方法来揭示人类行为影响的研究现状,并结

合人力资源管理,提出了行为运作管理未来研究的基本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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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 言

运作管理是一个研究设计、管理,并致力于对

产品的开发、生产、交付以及产品和服务的配置等

进行改进的多学科领域
[ 1 ]
.它关注对组织运行性

能 (如生产效率、产品质量、产品开发、交货期等 )

差异的解释,并识别过程、结构和系统的内涵.

对于不含人的系统,传统的运作已基本能胜

任对这类系统进行理论分析.但对于含人的系统,

人的行为的最基本特征是  有限理性 !, 如损失厌

恶、参照依赖、不等值贴现等, 导致人们在行为上

并不总是追求  效用最大!,而是根据对环境的认

知和自己有限的思维, 做出  让自己满意的选

择!. 因此,对于以人为中心的系统, 传统的运作

已不能被直接应用. 将行为科学与传统运作相结

合, 建立  行为运作 !的理论体系, 可为分析以人

为中心的系统奠定基础. 如果在系统中考虑人的

行为特征,模型的复杂程度显著增大,传统的方法

和理论体系难以胜任相关工作, 必须研究新的方

法并建立新的理论体系, 如基于行为的最优化理

论、基于行为的决策科学理论、以及其他关于行为

与运作相结合的理论.近年来,行为运作管理在国

外学术界受到高度重视, 一些管理科学类的权威

杂志如 MSOM还为此出版了专辑,正在积极推动

行为运作管理的研究工作.本文拟介绍行为运作

管理的有关研究情况.

1� 传统运作管理的研究范式

运作研究可以追溯到 20世纪早期 Tay lo r的

时间动作研究. 自此, 环境 (如技术进步、全球化

等 )、运作的自然属性 (如网络结构、信息系统、精

益制造等 )、可用工具 (如容量规划、库存模型、预

测方法、项目管理方法 )等不断发生变化, 运作研

究的内容也越来越广泛.

从已有文献来看,传统的运作管理研究主要

集中于以下几个方面
[ 2]
.

1) 设计 ( design) 包括各种流程的规范化、整

个运作系统的构建和战略规划.例如,库存策略设

计、车间大小和位置的确定、产品开发过程的具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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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IT系统的构建和部署、激励机制的建立等.

2) 管理 ( managem ent) 管理指的是在设计运

作系统时, 基于约束的决策和行动. 它涉及的活

动, 如执行政策、程序和战略;制定可能的决策;协

调生产进程;识别并解决问题;应对不确定性和不

可预见的问题,以及激励人的行为.

3) 改进 ( improv ing) 改进指的是随着时间的

推移,用以提升操作性能的实验和学习活动.

对设计、管理、改进系统和生产过程的研究,

是通过多种基于方法论的方法,如数学建模、计算

机仿真、大样本实证研究和基于场模型的个案研

究等实现的.除了上述方法论的内容,运作管理也

为应用数学、经济学、计算机科学、工程和社会学

等诸多学科提供了研究的平台和场所.

运作管理中大多数规范的分析模型都假定代

理人是完全理性的, 或能够被诱导作出理性的行

为. 具体而言,这些模型都假定人: � 能够区分信

号中的噪音 (对相关信息做出反应, 抛弃不相干

信息 ) ; # 偏好是一致的; ∃ 不受认知偏见或情

绪的影响,其决策过程包含所有相关的变量和可

替代方案.为了促使人实现其理性行为,可以通过

增加货币激励 ( monetary incent ive)等途径. 然而

这些途径没有考虑行为决策研究中信任
[ 3]
、互惠

和公平等
[ 4~ 6]
对人的行为的影响.

绝大多数的运作,从制造与服务到供应链以

及产品的研发,人都是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组织

优越性能的体现最终也是建立在人的基础之上.

此外,人类行为在运作中表现出的持久的重要性

表明,人们可能会大大影响运作系统的执行,并对

管理措施做出反应. 虽然人类行为和认知的进展

已开始影响经济、金融、会计、法律、市场营销等领

域, 并逐渐波及到战略行为, 然而目前还没有从

 行为视角 !来研究运作领域所遇到的问题. 运作

管理 ( OM )和行为研究 ( BR )长期以来一直都处

于相互分离的状态.在工业管理方面,一个运作管

理者成为一个人力资源管理者非常罕见, 反之亦

然. 在学术界, 这两个问题基本上都是由两个分

离、独立的研究群体来进行研究的,他们发表的期

刊也基本上完全分开.尽管这样,在几乎所有的现

实商业环境中,运作和人力资源彼此间总是息息

相关.

2� 传统运作管理向行为运作管理的
发展

2. 1� 运作管理与行为研究结合的动机

2. 1. 1� 行为研究已成功应用于很多管理领域

对人的行为的研究
[ 1]
已经扎根于许多领域,

如经济学、金融学和市场营销等. 这些领域的学者

们开始意识到,在描述或预测人们的行为时,完全

依靠规范化的模型和理论会导致系统误差
[ 7 ]
.这

些系统的、可预见的误差都是基于  当面临决策

时, 人们的行为方式不符合现有的理论 !这一事

实. 特别是当面临的决策非常复杂时,这种误差就

更加凸显.虽然一般的规范性理论认为,人都是具

有理性的代理人, 然而人的实际行为则为西蒙提

出的所谓  有限理性 !提供无可辩驳的证据
[ 8 ]
.

过去的 20年中, 经济学家开始接受并采纳

 心理在描述和解释人们的行为时起着重要作

用!这一认识. 行为经济学打破了  个人理性 !的

传统经济学假设. S imon
[ 8, 9 ]
、Tversky和 Dan iel

[ 10]

阐释了人在学习、思考以及行动上的能力是受限

的, 这些限制对经济学理论有着重要意义.

S imon
[ 11]
发现, 人在生产过程中表现出来的能力

是有限的. 从这点出发, 许多研究人员在过去的

30年里识别了各种不同的偏好和启发式, 从而使

人们对经济学有了更深层次的认识.

在金融领域,行为研究对  有效市场假说 !这

一理论基础提出挑战. 行为金融学研究个人或集

体在认知或情绪上的偏见,是怎样使得市场价格

和收益发生异常, 而单独从有效市场假说方面来

解释这些现象则令人困惑
[ 12]

. 一些研究显示了投

资者在什么条件下会偏离自己的理性
[ 13 ~ 18]

.

在营销领域, 理性选择是长期以来一直使用

的假设. 然而基于  选择超载 !的社会心理学研

究
[ 19]
和试验与现场研究

[ 19, 20]
都表明, 消费者的

实际行为往往与理论不符.营销领域的学者还调

查了价格对购买行为的影响
[ 21, 22]

. 在此基础上,

行为营销学得到了很好的发展和应用.

2. 1. 2� 运作管理需要行为研究的介入

运作管理领域
[ 2]
的研究关心的主要问题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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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适当的原则、流程和结构,使系统以最佳的状

态进行工作.因此, OM理论提供规范的方式和模

型确保系统在设计、管理和改进等方面都保持最

佳状态.然而, 它忽略了实际运作系统 (如工厂、

供应链等 )是复杂的社会系统, 人的行为是其中

的中心要素,任何忽略了这个事实的工具、方法和

框架都会受到很大的制约.正如 H ayes等
[ 23]
所提

到的:  卓越的性能最终建立在组织的员工身上.

尽管正确的管理规则、运作系统和规范的运作流

程发挥着重要作用, 但创造竞争优势的能力则来

自员工 ∀ ∀ ∀ 他们的技巧、纪律性、动机、解决问题

的能力,以及他们的学习能力. !

心理学的研究已经证明, 行为偏差和认知能

力的限制不仅仅表现为噪音,更重要的是对人们

的判断和决策制定产生系统性的影响, 甚至是扭

曲.尽管目前基本上还没有普遍从  行为视角 !来

研究运作领域所遇到的问题,然而近年来运作管

理领域涌现出的大量实验研究正在逐渐改变这种

局面. 例如  牛鞭效应 !中对行为支持的探

索
[ 24~ 28]

,运作和人力资源管理之间接口的研

究
[ 29]

,以及最近开始的从系统动力学角度来研究

并解释行为因素是如何阻碍运作以及如何进行改

善
[ 30~ 33]

.这些研究表明, 只有充分考虑认知有限

性及其特点,行为运作研究才能真正考虑如何设

计、管理和提高运作系统和进程的性能.只有深入

理解运作系统和流程实际如何工作,才能为设计、

管理和改进的工具和模型提供坚实的基础. 这种

尝试不仅将更为现实的假设纳入 OM模型中,使

OM的模式和理论将得到极大丰富和发展, 同时

也为研究和管理实践提供更多、更有益的改进方

案和更丰富的内涵.

2. 1. 3� 异常和不确定性也为行为运作研究提供

了特例分析

此外,异常和不确定性也为在行为运作研究

的基础上建立新的理论提供了有用的起点. 产品

开发项目的执行所面临的  90%综合症 !的困

境
[ 32, 33]

和供应链中的牛鞭效应都是异常的典型

案例.从行为视角出发, 可以很好的解释这两种异

常. A dler等
[ 34 ]
则指出,不确定性是产品开发的固

有特征,目前的模型和方法基本上是确定性的,并

没有考虑开发周期的随机性所产生的影响. 与已

有的理论相比,应用于运作的行为理论应能更好

的解释运作系统如何运转、改进.

已有的研究发现,明确的行为决策理论和研

究很少与运作管理联系在一起, 原因在于运作管

理还没有建立起统一的理论基础
[ 2 ]
. 与经济学、

金融学、市场营销学相比,运作管理似乎是多理论

的、甚至是  与理论无关的 !学科, 它缺乏占据主

导地位的理论.运作管理可能无法提供单一的理

论, 但它为实践者提供了许多的规则. 然而, 只要

这些模型的规则没有涉及行为的假设, 其效用在

实践中可能是非常有限的.一个鲜明的观点已逐

渐形成:对认知和行为的兼容对运作管理领域的

未来至关重要.

2. 2� 行为运作管理研究的进展

2. 2. 1� 定义

行为运作
[ 2]
是结合认知和社会心理学的理

论来研究运作管理的新方法.它研究人的行为和

认知对运作系统的设计、管理与改进产生影响的

相关属性,并研究这些属性与运作系统及进程的

相互作用.

行为运作与传统运作管理的目标相同 (设

计、管理、改善运作系统和进程 ) , 但在研究重点

方面有差异.运作管理的研究中, 人类行为一直都

被忽略,或者将其视为对运作系统产生的二阶效

应 ( second�order effect) . 如运作研究中的规范模

型 (如库存理论、预测和调度模型等 )通常认为,

决策是由理想化的决策者来作出, 这个决策者具

有始终如一的理性
[ 35]

. 相比之下, 行为运作则将

人的行为看作是运作系统机能和性能的核心组成

部分,即具有一阶效应 ( first�order effect) .
行为运作的主要任务

[ 2]
是调查系统误差对

运作性能所造成的影响, 并探寻纠正这些误差的

可能应对措施.行为运作研究建立在决策者有限

合理的假设基础之上.人的心理无法或难以改变,

但可以设计相应的运作系统来减少甚至消除系统

误差.基于这一假设,行为运作的研究人员在开发

的模型和工具中,考虑认知的局限性,提出相应的

干预措施,有助于纠正或减少偏差所造成的影响.

在行为运作的研究
[ 2 ]
中,需要考虑两个方面

的认知和行为特征: �个人特性, 即研究认知如何

影响运作; #团体和组织特性,即研究社会规范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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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制度如何影响运作. 前者属于认知心理学的

研究范畴,后者则属于社会心理学的研究范畴.认

知心理学 ( cogn itive psycho logy )即个体属性或认

知如何影响运作的研究. 认知心理学研究支配行

为的心理过程, 包括思想、决策、推理、动机和情

感. 这些议题涉及广泛的研究领域,研究的问题包

括有记忆的工作、注意力、知觉、知识表达、推理、

创造力以及问题的解决. 与 OM 关系尤为密切的

是与有限理性相关的主题
[ 8, 9, 36]

和判断与决策研

究的结果
[ 37 ~ 39 ]

.社会心理学 ( social psycho logy)即

群体、组织的属性或社会规范与社会系统如何影

响运作的研究.社会心理学研究人的社会行为的

性质和原因,重点研究人们是如何思考与他人之

间的关系,并将彼此相互关联起来
[ 40]

.它认为,对

组织行为的研究是行为运作研究极其重要的一个

方面.此外,运作大多发生在大型组织为背景的环

境中,组织文化、组织设计与结构、组织沟通与学

习都是至关重要的
[ 41, 42 ]

.

2. 2. 2� 研究现状简要分析

已有 OM研究开始对人和系统的行为展开了

探索, OM的一些调查都突出了对行为的考虑
[ 2 ]
.

如 Ross和 N isbett
[ 43 ]
研究工作场所的物理和环境

的影响 (如光线亮度、湿度等 )以及心理方面 (如

休息、团体压力、工时、管理者领导等 ) . B endo ly

等
[ 44]
强调必须把行为因素考虑到 OM的研究中

去. 实际上,他们的研究工作也引入了心理学方面

的见解和研究
[ 44]

.例如, Boudreau等
[ 29]
在研究运

作系统及其性能时, 提出了包括人力资源管理

(HRM )和运作管理 (OM )两个领域因素的组织框

架, 并重点考察了技术和人力两个方面的相关性.

他们还讨论了在 OM中对人的行为进行建模时所

基于的共同假设. 其中部分假设 (如员工是没有

情感的、确定的、可预见的 )可以概括为人的有限

理性这一假设.这种认知,与人在解释运作系统性

能差异中起着重要作用的认识结合起来, 构成了

行为运作研究的重要假设.

B endo ly等
[ 44]
调研了过去 20 年 ( 1985∀

2005)在 6种期刊上发表的以人员试验为研究方

法来揭示人的行为的影响的文章. 虽然有些相关

文章发表在这 6种期刊之外,但对这个范围内的

文献进行调研,能为行为在 OM 领域中的应用提

供很好的借鉴.调研的结果发现:首先, 人员试验

在运作领域的应用横跨生产控制、供应链管理、质

量管理、运作技术等多个学科.作为一个主题,人

的行为广泛存在于各种实际运作环境中;其次,涉

及运作管理的人类实验研究成果主要发表在多学

科交叉的期刊 (如管理科学、决策科学 )上, 文章

数量比专注于运作管理的期刊多得多. 再次,过去

20年发表文章的比率相对稳定, 在运作管理中考

虑行为问题的重要性得到了广泛认可.

文献 [ 44]利用社会科学引文索引 ( Socia l Sc i�
ence C itation Index )对 6种期刊上的 52篇文献进

行引文分析 (不包括自引 ) .结果发现, 共有 1108

篇文章引用了这些文献, 平均每篇文章被引用的

中位数 (篇均引文数 )为 13. 去除发表时间的不同

所造成的影响,平均每年被引用数为 2. 4(标准偏

差为 2. 2), 其中位数为 1. 9. 这 1108篇文章中,

12%来源于与 OM研究高度相关的期刊; 58%来

源于管理、营销、管理信息系统类的期刊; 11%来

源于涉及到多个学科的期刊, 如 DS、MS、JAP等;

其余的 19%来源于管理主流之外的期刊.

从文献 [ 44]对 OM假设的分类来看, 62%的

研究集中于行动,其余的 18%和 20%分别研究意

图和反应.

调研的绝大多数文献集中于两个传统领域的

运作决策, 即库存管理和生产管理. 然而, 与行为

有关的主题更容易出现在诸如产品研发、质量管

理、采购与战略采购、供应链管理这 4个领域.因

为, 产品开发的成功和质量改进本身就被一些可

能影响人类行为的环境因素所困扰;供应链管理、

采购任务则是在多个不同的组织中进行, 而这些

组织在观点、能力、目标和信息的可用性等方面都

存在很大的不同. 与制度结构和交互作用相关的

OM理论开始在这些方面崭露头角. 这些理论可

以通过精心设计的人员实验得到进一步测试、精

炼和加强.过去 10年中
[ 44]

, OM研究重点放在分

散决策者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影响, 这是一项突破

性的工作.这项研究结合传统 OM领域的调度、库

存规划、质量管理、供应链管理等模型, 同时研究

分散决策环境中的博弈规则和分析
[ 45]

.博弈理论与

经济学的试验方法的紧密结合表明,试验可能是将

新的博弈理论结果应用于 OM的一个重要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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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基于问题领域和行为假设类型的文献分布 [ 44]

Tab le 1 D istribut ion of paper by p rob lem area and b ehavioral assum pt ion togpe[ 44]

OM

领域

被检验的假设类型

意图 行动 反应

产品开发

Chow和 H addad

1991, M itchell 和

S ilver 1990

Basadur等 1986, Chow和 H addad1991, Garland

1990, Garland等 1990, Schm idt 2001, Sengup ta

和 Abdel�H am id 1993, W hyte 1991

C onnolly和 D ean1997, Sengup ta

和 Abdel�H am id 1993

库存

和 DC

管理

K ernan 和 Lord

1990, S chw eitzer 和

Cachon 2000.

Kernan和 Lord 1990, M oxn es 1998, Rob inson

和 Sw ink 1995, Sm elcer 和 C arm el 1997,

Sw ink 1995, Sw ink和 Rob inson 1997, Sw ink

和 Speier 1999

Kernan 和 Lord 1990, Sw ink

1995, Sw ink和 Rob inson 1997,

Schw eitzer和 C ach on 2000

质量管理

与控制

Gu lly等 2002,

Som an和 Sh i 2003

Ghosh和 Ray 1997, Larson和 Cal lahan 1990,

Pei和 Reneau 1990, Rob in son 和 Rob inson

1994, Stan ton和 Barnes�Farrell 1996

Larson和 C allahan1990, Stan ton

和 B arn es�Farrel l1996

生产与

工作流

管理

Aud ia等 1996,

John son 等 2002,

S tading等 2001

A iello和 Kolb 1995, Anson等 1995, Bachrach

等 2001, Bailey 1989, B retz和 Thompsett 1992,

Doerr等 1996, H irst 1998, Johnson等 2002,

Law rence 等 1986, Rob inson 和 Rob inson

1994, S chultz 等 1998, S chu ltz 等 1999,

Schu ltz等 2003, Sharda等 1988

Doerr等 1996, Doerr等 2004,

Schu ltz等 1998, S chultz等 1999,

Schu ltz等 2003

定货与

战略采购

G elfand和

R ealo 1999

B olton等 2004, Katok和 Roth 2004, S arin和

W eber 1993
Kw asn ica等 2005

供应链

管理

Gup ta 1989,

S teckel 1990

B olton等 2003, Gup ta 1989, S teckel1990,

Sterman 1989

C roson和 Donohue2003, S teckel

等 2004

� � 1) 从现行研究状况看, 从行为的角度研究

OM问题主要有两个分支:

% )利用试验来研究 OM现象的成因.如供应

链中的  牛鞭效应!,以及  啤酒分布博弈!仿真.

这些试验被设计用来检验现有 OM理论,并侧重

于供应链模型的优化, 如库存管理和最优排序规

则等.运作管理的理论假设在试验环境中得到执

行, 以便与受控环境中的预测值和结果进行比较.

此外,在 OM中开展试验的研究还包括服务提供

者选择试验
[ 46]
、报童问题

[ 47, 48]
、秘书问题

[ 49~ 51 ]
.

这些试验探究行为偏离理论而得不到最佳结果的

原因,并设计相应的策略以减少偏差.

& )从系统动力学的角度研究人的行为对不

同运作系统的动力特性和性能的影响, 包括供应

链和产品开发
[ 30~ 33]

. 系统动力学是对包括人口、

生态、经济、组织和运作系统等在内的复杂系统的

动力学特征进行建模的方法,它研究具有时间特

性的系统的物理特性和结构 (如时间滞后、活跃

期、物理结构、产品开发进程 )与个人行为 (如参

与者在开发过程中使用的决策规则和影响这些决

策的偏好 )之间的相互作用, 并把行为看成是运

作系统性能的重要因素. 如 R epenning
[ 52]
调查创

新执行的动力学特性, 并将重点放在组织因素怎

样限制其应用的效能; R epenning
[ 53]
探索消防产

品开发的性质和原因, 指出结构和心理因素是使

得消防成为一个自我强化现象的重要原因. 这种

方法已被用来研究业务或组织的改善
[ 30, 54]

、创新

的执行
[ 52]
和产品开发

[ 31~ 33 ]
等.

试验和系统动力学的研究突出了行为和认知

在系统性能中的作用, 也为行为运作的研究提供

了范例. 值得一提的是, 技术管理中的  社会技

术!观点 [ 55, 56]
和人因工程的方法

[ 57, 58]
也可看成是

行为运作的组成部分
[ 2 ]
. 前者认为, 操作技术和

技巧 (以何种方式进行操作 )的改变会影响工作

场所中人与人之间的社会交往.因此,只在意技术

系统的变化,而忽略了社会系统的改变,可能会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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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意想不到的后果
[ 59 ]

.该领域讨论的主题包括诱

变
[ 60]
、目标承诺

[ 61 ]
、动机

[ 62]
和制度化

[ 63 ]
等. 后者

则研究人怎样与产品、工具、程序和生产过程等进

行互动
[ 57, 58]

,讨论的主题是人的能力、技术、设计

和人机交互等.

2) 从现行研究状况看, 从行为的角度研究

OM问题可能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切入:

% )对运作管理的假设进行修正 � 行为运作

管理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对传统运作管理中人

的行为假设进行修正和补充. OM研究中人的行

为假设分为 3类
[ 44]

: 意图、行动、反应. 意图指反

映决策者真实目标的模型的正确度. 行动是指模

型中参与者的行为规则或隐藏行为. 反应是指模

型参数改变时人们的响应 (如管理规则和决策驱

动的环境变化 ) .

行为运作管理 ( behav iora l operations manage�
men,t BOM )的假设是在 OM基于人的假设基础

上的一个修正.如 OM的意图假设中, 行为研究人

员面临的关键问题是识别需要验证的意图假设,

包括:

� 与决策者目标相关的假设是否有效?

# 决策者目标和组织目标是否一致或相符?

∃ 决策者的期望目标和实际目标之间的差

距对模型和模型对策是否存在差异?

行动的假设中, 行为研究人员面临的关键问

题包括:

� 人们 (甚至在极端的情况下 )是否按照模

型中的方式进行行动?

# 如果不是,这种差异是系统性和可预见的

吗? 是否会影响到模型的建议?

从行为的角度看,反应的假设可能包括一些

隐含的规则,如决策者如何学习? 如何应对反馈?

预测系统发生变化时如何博弈? 是否受环境因素

的影响等?

行为研究人员面临的关键问题是:

� 当参数发生变化时, 有没有考虑行为的

反应?

# 这些反应是系统性的、可预见的吗?

∃ 它们是否影响到模型的建议?

& ) 对人进行建模 � 将运作管理和研究人的

行为的人力资源管理进行比较分析,可以看出,需

要由人来执行的工作所涉及到的因素的框架
[ 29]

如下:

� 能力 � 执行与组织目标相关的行动所需

的技能、知识和才能.

# 机会 � 当个人希望达到预期的效果而采

取的行动时所面临的情形.

∃ 动机 � 基于某些行动会带来预期成果和

奖励,而执行这些行动的动力.

∋理解 � 基于个人的行动是怎样影响系统

和整体目标实现的相关知识

对前 3个因素的研究由来已久
[ 64, 65]

. 研究人

员首先提出个人表现是能力和动机的乘数形式的

函数. 接着, C ampbell和 Pritchard
[ 66]
对这个简单

的函数模型提出了质疑, G ilbreth
[ 67]

Dachler和

Mobley
[ 68]
也提出了环境因素对个人能力和动机

的表现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近期的研究认为,环境

的变量和机会是工作表现理论的关键所在
[ 69, 70 ]

.

文献 [ 29]增加了第 4个因素 ∀ ∀ ∀ 理解 ∀ ∀ ∀ 来帮

助描述 OM和 HRM (行为决策理论 )之间的接口.

这为研究规划了未来的思路.即在运作管理和

人力资源管理两个领域同时关注执行与组织目标相

关的行动所需的技能、知识和才能,以及个人的行动

是怎样影响系统和整体目标实现的相关知识.

图 1� 运作管理与人力资源管理的接口 [29]

Fig. 1 Th e OM /HR in terface[29]

� � ( )与行为决策结合 � 行为决策理论起源于

阿莱斯悖论
[ 71]
和爱德华兹悖论

[ 72 ]
的提出, 是针

对理性决策理论难以解决的问题另辟蹊径发展起

来的.针对长期以来沿用的理性人假设, kahnm en

和 Tversky
[ 73]
在 von Neumann和 Morgenstern

[ 74]
的

期望效用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前景理论, 它利用

实证研究,从人的心理特质、行为特征等方面揭示

影响选择行为的非理性心理因素, 对不确定情况

下人的判断与决策进行了描述性的建模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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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景理论
[ 75~ 78]

很好的解释了损失规避、框架效

应、等级依赖、偏好逆转等典型行为.行为决策理

论首先识别具体领域的传统决策模型及其假设;

其次揭示理论和实际不一致现象, 并从人的认知

能力、心理因素等方面加以解释;再次, 归纳行为

特征,增加行为变量或用考虑行为因素后的变量

替代原模型中的变量,得到新的决策模型;最后是

对新模型进行实证检验,寻找该模型的新推论,并

论证其对谬与否. 这为行为运作的研究也提供了

借鉴.

从已有研究来看,在理解运作管理和行为决

策两个领域之间的联系上还存在很多偏差. 只有

有意识地努力探索它们之间的接口, 才能提出一

个研究框架,以便更好的支持未来的研究.其中面

临的一个主要问题是如何将运作管理中忽略的行

为决策变量和问题纳入到描述运作问题的传统模

型中去.运作管理和行为决策需要在考虑成本函

数的同时考虑最佳的可替代水平, 包括技能、激励

制度的任何变动、影响能力、机遇、动机、理解和沟

通以及工作流程的设计. 在运作管理模型中同时

考虑这些成本,将使得模型在寻求最优化设计和

解决与  才能 !相关的问题的能力大大增强. 而

且, 这些拓展模型在人力资源管理领域也会产生

很大的影响.

3) 从现行研究状况看, 从行为的角度研究

OM问题的主要手段是
[ 2]
:

% ) 复制研究 ( replication studies) � 是指利

用 OM领域的数据, 尝试复制或检验现有的行为

理论.这种类型的研究以行为决策理论和心理学

的研究结果作为起点.

& )理论验证研究 ( theory�testing stud ies) �

其目的是在实验室的环境中检验 OM的理论.像

实验经济学的研究一样, 理论验证研究应该有 3

个目的: � 规范性, 目的是设计理论预测的实验

模拟环境; # 描述性,或有计划的检验行为, 并解

释心理力量所造成的偏置; ∃ 规定性, 旨在表明

对观察到的人的行为, 利用偏置技术可以用来减

少或消除系统误差.

( ) 理论产生的研究 ( theory�generat ing stud�
ies) � 立足于现有 OM 的数学模型, 基于管理人

员的实际决策和偏好的假设,解决同样的问题.

) ) 适应性研究 ( adaptation studies) � 这类

研究源于 OM的问题、现象或困惑,并着重于潜在

行为的解释.系统动力学模型的研究适用于运作

范畴.

∗ ) 特殊类型的 OM 研究 ( OM �specific stud�
ies) � 这些研究将多种方法混合在一起使用, 如

实验室实验、现场研究,建模和实证分析, 用来调

查重要的 OM问题.

3� 结束语

传统 OM考虑运作系统和进程应怎样工作,

然而大部分技术和理论忽视了实际系统的重要特

征, 因此很难应用于实践.运作管理的工具和技术

是否成功,理论是否精确,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

人的行为的理解. 一旦考虑运作系统和进程实际

如何工作, OM 的模式和理论将会得到极大的丰

富和发展.

1) 要重视人的行为对运作管理的影响

人作为影响运作管理的重要因素体现在很多

方面,如:

�个人生产力受许多变量影响;

#团队结构影响个人性能和整体系统性能;

∃信息是影响性能度量的设计变量;

∋问题的解决远比长期的系统性能重要

得多.

正是这些影响, 使得运作管理中的研究内容

和方法发生了系统性的变革.抓住这些影响运作

管理的重要因素和问题, 可以让我们能更深入的

研究生产系统,同时为行为决策与运作管理的结

合提供了很好的切入点.

2) 发展行为运作管理任重道远

也许行为运作的最大挑战在于, 同任何新兴

的子领域一样,获得合法性. 这种合法性只有通过

重视运作中的重要现象, 并用新的视角来审视它

才能获得. 行为运作不能简单的看成是  知识套

利!的尝试, 仅仅将某个领域中众所周知的概念

移植到另一个领域. 其他领域的行为研究中有许

多理论和试验的真知灼见,但理解这些真知灼见

在设计、管理和改进复杂的运作系统中的真正内

涵绝对不是无足轻重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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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havioral operationsmanagem ent: An em erging research field

LIU Zuo�y i1, ZHA Yong
2

1. Nat ionalN atural Sc ience Foundation o f Ch ina, Beijing 100085, China;

2. U niversity o f Science and Techno logy of Ch ina, H efe i 230026, China

Abstract: In most of the operat ions, such as manu facturing and serv ices, supply cha in and product research

and deve lopmen,t peop le is one o f the most importan t parts of the operat ing system. Human behav ior may

greatly affect operating system and react to managem ent measures. On the basis o f prior literature, research

paradigm of tradit iona l operationsm anagement is summarized. The de fin ition o f behav iora l operationsmanage�
ment is proposed and the combinat ion betw een operat ions management and behav ior research is invest igated,

and research parad igm of behav iora l operations managem ent is suggested as w el.l Researches focusing on the

influence of hum an behav iorw here human experimentw as recommended as a research method is ana lyzed and

basic idea of future research on behav ioral operations managem ent is advanced.

Key words: operat ions managem ent; behav ioral research; behav io ra l operat ions; assumpt ions; human

expe rim ent

(上接第 63页 )

In th is paper, w e study whether firm s can learn the opt im ized sampling targets, tak ing the sca le�free consumer

netw ork structure into accoun,t if on ly aggregate sales data and samp ling budget are available. Our agent�
based simu lation results demonstrate: a llow ing for posit ive ex terna lity and homogenous consum ers, the opt i�
m ized sampling strategy has a superior diffusion effect than random sampling strategyw hen the crit ical adopt ion

thresho ld lies among certain interva.l In th is situation, netw ork average deg ree has a posit ive re lationsh ip w ith

d iffusion speed, w hile network heterogeneity has no re la tionship w ith product diffusion. For heterogeneous

consumers, firm s can learn the optim ized samp ling strategy wh ich leads to a successfu l product diffusion.

When negat ive as w ell as positive ex terna lities are presen,t the optim ized samp ling strategy has no difference

w ith random strategy. In a ll the aforesaid situa tions, the average degree o f optim ized samp ling targets is larger

than the netw ork average deg ree, wh ile the average c lustering coeffic ient o f the targets approx imates that of the

netw ork.

Key words: new products d iffusion; netwo rk externality; opt im ized sampling; scale�free net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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