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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理论发展应不忘初衷并超越当下
①

尤建新
（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上海 ２０００９２）

摘要：围绕着盛昭瀚“问题导向：管理理论发展的推动力”一文对管理理论发展提出的问题导

向之说，作者认为，问题导向有助于管理理论发展脚踏实地，从容面对复杂问题的挑战，还原管

理问题数学化的初衷，以及打破学科壁垒、实现理论突破．对于管理理论发展的“跨学科”问
题，作者认为应该消除认知上的误区和学科壁垒．对于问题导向可能带来的理论研究“工具
化”、对“自由探索”的局限以及管理学派形成的模式化等，作者提出了管理理论发展亟需进一

步思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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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　言

有幸提前拜读盛昭瀚教授“问题导向：管理

理论发展的推动力”（以下简称《问题导向》）一

文，受益匪浅．窃以为这是一篇有助于提升认知水
平、克服“知行间隙”

［１］
并达成“知行合一”的好文

章，并且《问题导向》一文自身就是问题导向，较

好地回应了目前对于构建中国管理理论的热点

话题．
《问题导向》认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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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且引用了习近平 “问题是创新的
起点，也是创新的原动力”

［２］、恩格斯“我们的

理论是发展着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

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
［３］
等观点来诠释问题

导向与理论时代性的辩证关系，并以此构架问

题导向的基本原则．《问题导向》对于这一辩证
关系的陈述，以及罗列的基本原则，有助于管理

学界的学者们深刻地理解问题导向的深刻

含义．

１　管理理论发展应该超越当下

《问题导向》对于管理问题的复杂性认识，也

是值得管理学界的学者们细细品味的．比如，《问
题导向》指出：问题导向原则保证了管理是时代

性的致用学问，保证了管理理论研究直面时代问

题，回应时代问题呼唤的基本品格．一般地，理论
研究的问题导向原则尽可能要求人们捕捉到理论

价值高的问题，这一方面要求学者尽可能站在理

论哲学思维的高度，提高看透问题本质属性的能

力，或者给人以思想的力量；另一方面在面对管理

复杂性或面临资源不足、经验不够的情况下，要求

能够获得解决复杂问题能力的能力，并且能在解

决问题过程中不断增强自适应能力
［４］．基于此，

《问题导向》在陈述问题导向的关键要点分析中，

基于系统的视角解析了管理问题的复杂性和不确

定性，揭示了现实空间与数学空间的“间隙”．这
一观点是很值得管理学界学者们深刻思考的，尤

其对于规避一些“指挥棒”的瞎指挥有着积极的

警示作用．但是，《问题导向》在强调必须关注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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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情景时，虽然讨论了“过去”、“现在”与“未来”

的关系，但如何前瞻性地科学“预见”管理问题，

尚不解渴．研究管理理论，不仅是解释“过去”、明
晰“现在”，更要能够而“预见”“未来”，这是对发

展规律的研究，虽然具有挑战性，但理论的发展过

程一定会非常精彩．
管理理论的发展，如果能够不局限于当下，能

够经得起时间的检验，那便是“上乘”．比如，因为
有任正非的哲学思想，并由此形成的战略“预见”，

华为才会在多年前对于“可能永远不会发生的极限

生存假设”而制订和实施了高难度“备胎”方案．对
于“超越当下”的理解，这也许是一个极好的案例．

２　理论研究应坚持初衷并突破学科
壁垒

《问题导向》在谈到管理问题数学化的“来龙

去脉”中，陈述了管理问题数学化的历史逻辑、理

论逻辑、现实逻辑，并在研讨管理问题数学化的认

知中解析了数学空间与现实空间之间的关系，特

别指出“所有的数学结论与计算结果的管理真理

性都要映射回管理现实空间，验证其正确性、合理

性．管理结论的可解释性与实际意义必须接受实
践的检验”．对于这一观点，读来深受启发，作者
深有同感．在作者阅读和评审的文章中，就有遇到
过这种状况，一些文章所提出的研究问题虽然源

于现实，但在抽象问题和构建数学模型时开始偏

离问题，最后的模型应用就基本依赖于算例或模

拟数据，似乎忘却了初衷．《问题导向》对于这方
面问题的解析非常透彻，一语中的，值得从事管理

理论研究的学者们认真检讨．
《问题导向》谈到研究模式和价值取向时做

了“多学科协同和突破性成果”的思考．如果归纳
的话，可以用“突破”两字来表达．这一论述挑战
了现实中的学科认知和行政管理局限．以当前的
高等院校为例，每个学科都被牢牢地把控在相应

的学院或系科之中，界限明确，壁垒森严，既得利

益者维权意识很重，井水不犯河水，决不让他人跨

越雷池一步．除了直接的利益之争，以及对学科阵
地的依赖和认知水平外，对于学科边界的认知局

限和一系列“指挥棒”带来的不良“学术生态”也

都是重要的影响因素．由此作者认为，首先，理论
研究与学科建设不能混为一谈，必须解放思想，消

除认知上的误区；其次，多学科协同需要“跨学

科”人才为基础，而不是简单的把几个学科的人

员召集在一起就能够协同的．“跨学科”人才培养
和成长的最佳生态就是淡化学科边界，拓宽人才

培养和成长的空间，这对于当今局限于单学科边

界的认知而言，是革命性的挑战．另外，必须清晰
地认识到，真正的“突破性成果”是很难预设的，

虽然学者们很期望自己能够通过努力“按计划”

地获得“突破性成果”．

３　尚需继续研讨的问题

作者很赞同《问题导向》所提出的管理理论发

展的动力源于管理问题的基本观点．但是，由于知
识的局限性，是否会由于对管理问题认知的局限而

阻碍了理论思想发展的活跃性呢？并且，对于问题

导向的认知中是否也存在着一些“功利性”和“局

限性”的思维倾向呢？并进而导致理论研究被“工

具化”的结果呢？这是作者思考的问题之一．
其次，理论研究的重要倡导和追求就是取得

突破性研究成果，即原创性成果．基于原创性的理
论需要有助于“自由探索”的静心、专注和宽容的

学术生态，它的重要的“敌人”就是“功利主义”，因

为“功利”带来了浮躁，破坏了学术生态的宁静．作
者认为，“自由探索”的自由空间似乎超越“管理问

题导向”的局限．那么，这两者之间的微妙关系该如
何解析呢？

第三，《问题导向》特别提出了构建中国特色

管理学派的紧迫性和重要意义，并讨论了学派形

成的要素，其中包括了代表性人物、团队和平台、

影响力和话语权等等．读来的确有提振学术自信
的感受．但是，纵观管理理论的发展历程，许许多
多的代表人物并不是在提出理论思想时就成为一

方学派的，都是后天在经历了理论与实践的敲打

验证后被奠定的，包括钱学森的系统科学理论也

不例外．并且，作者认为，只有当自己的理论成果
走出国门也一样得到广泛认可并被用于发展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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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和指导实践的时候，才有可能形成在国际舞台

站得住脚，即真正意义上“学派”．如果前面所述
的“自由探索”主张成立的话，由于大数据和互联

网的支持，“苦行僧”式的研究也许也是今后产生

伟大理论的重要源泉．那么，是否可以不拘一格、

不设套路、不分国别、不分东西方阵营地给予理论

研究的自由空间呢？

总之，虽学习感受颇多，但因作者的觉悟局

限，本文仅交流了一些浅薄的体会，未能尽展《问

题导向》一文之灿烂，恭请批评斧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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