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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一篇实证研究中存在多个子研究的多重研究在高水平论文中逐渐增多，但研究者对于

各子研究之间的关系模式以及如何才能设计出高水平的多重研究并不明晰． 基于知识创造视

角，本文提出了一个包含 3 种基本的多重研究模式( 即方法扩展模式、内容迭代模式和内容扩

展模式) 的一般性分析框架． 应用这个框架对组织管理领域 4 个国际顶级学术期刊中 39 个多

重研究的 112 个子研究关系进行了内容分析． 研究结果表明，采用内容迭代模式、内容扩展模

式和方法扩展模式的多重研究分别占 33． 33%、23． 08%、12． 82%，另有 30． 77% 的研究采用了

3 种模式的混合． 本研究分别对每种模式的子类进行了介绍，举例分析了子研究之间的关系，

并对各种多重研究模式的选择进行了分析． 最后，在分类介绍多重研究模式的基础上为未来

设计多重研究提出了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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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多重研究( multiple studies) 指重复验证同一

研究问题的多个研究［1 － 4］． 随着实证研究方法论

的不断完善和学者们对研究结论可复制性要求的

提升［5］，国际顶级组织管理期刊中陆续出现同一

篇实证研究论文中有多个子研究的现象［6 － 8］． 本

文将这种研究也称为多重研究，即一个实证研究

论文中由两个或多个子研究相结合共同探讨同一

研究问题的研究． 通常多重研究中子研究以研究

一、研究二、研究三……的形式出现，并且子研究

之间有着内在的联系． 不同的多重研究子研究之

间关系有所不同，如有的研究进行研究二是为了

重复检验研究一，而另一些研究中研究二则是为

了深入探索研究一发现的现象原因． 子研究之间

的关系模式，称为多重研究模式．

多重研究因其可以弥补单个研究研究情境单

一、样本单一的问题，自兴起后获得了长足的发展

且越来越受到重视． 国际顶级管理学期刊 Acade-
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 AMJ )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 JAP ) 、Organization Science
( OS)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and Human Decision
Processes ( OBHDP) 等均有发表多重研究，其中

OBHDP 几乎每期文章均有多重研究． 研究者可

以通过多重研究来增加研究结果的稳健性［9］．

自多重研究问题受到关注以来，越来越多的

学者开始探讨多重研究的信效度，包括探讨不同

研究之间结论的可复制性［1］，研究之间换变量后

重复 验 证 证 据 是 否 充 足［2］，自 变 量 的 可 重 复

性［10］，以及运用元分析量化检验多重研究之间结

论的可重复性［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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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上述研究一方面只关注不同研究之间

结论的对比，另一方面着重于统计上的可重复性

检验，忽视了同一个研究中子研究之间的模式设

计． 如果把实现可复制性作为多重研究设计的目

的，那么多重研究模式的探讨则是实现这一目的

的手段． 学术界目前对检验是否实现了可复制性

( 目的) 知道较多，但却对如何在同一研究中设计出

高水平的多重研究( 手段) 知之甚少． 因此本文关注

一个重要的问题———怎样设计高水平的多重研究?

为了回答这一问题，本文首先从理论层面提

出了一个一般性分析框架，从知识创造的角度分

析了多重研究存在的 3 种模式． 其次，根据理论

框架，对从 2016 年 1 月 ～ 2017 年 3 月间发表于

AMJ、JAP、OBHDP、OS 上的 39 篇多重研究中的

112 个子研究进行了深入阅读，对样本文献所采

用的方法和分布的期刊进行了描述性统计． 再

者，采用内容分析法对其进行编码，分析总结了每

篇文章所属的多重研究模式，并举例介绍了每种

多重研究模式的特征，分析了如何进行多重研究

模式的选择． 最后对如何设计出高水平的多重研

究提出了建议．

1 理论框架及多重研究分类

多重研究的本质是一种研究设计方法，而所

有的研究方法都是为了探寻真理，创造知识． 下

面将首先回顾知识创造的过程，并根据知识创造

的过程提出多重研究模式的分类框架．
知识创造是一个找到知识边界，并突破这个

边界的过程［12，13］． 打破知识边界有两种形式，一

种是进行方法创新，另一种是进行内容创新． 方

法、统计工具和计算机技术的进步会为大众提供

更加准确的信息［11］，为一个领域注入新的力量，

打破现有的知识格局． 即使研究内容不变，大数

据、人工智能等不断涌现的新方法也会为人类提

供看待问题的新视角［14，15］． 而知识内容可以分

为两个维度———深度和广度［16，17］，知识内容的创

新包括知识广度延展和深度扩张． 知识以网状结

构的形式按照属性特征集结存在［18，19］，知识深度

是指在一个特定领域知识属性的增加以及相应知

识之间连接的增加［18，20］，反映了知识结构的复杂

性［18，21］． 知识的广度是指知识结构的多样性［22］，如

不同领域的知识，反映了知识结构的灵活性［20，23］．
多重研究作为知识创造的一个手段和方法，

既可以在方法上进行创新，也可以在内容上进行

创新． 在方法上进行创新的多重研究，从重复验

证目的出发，子研究通过换方法、被试、情景等来

验证同一理论模型，如采用实验和调查交互验证

同一研究问题． 子研究之间本质是方法扩展关

系，因此本文将其称为“方法扩展模式”．
按照知识创造的过程，对内容进行创新的多

重研究可以分为在知识广度进行延展和在知识深

度上进行扩张的多重研究． 研究内容在深度上的

创新体现为对研究问题的深入，如研究一发现一

个现象，研究二则去探讨现象发生的原因［24］． 这

种研究模式下，下一个子研究往往在上一个子研

究基础上进行，在上一个子研究内容的基础上不

断深入迭代、加深研究内容，因此本文将其称为

“内容迭代模式”． 知识广度的扩展本质上是采用

不同的视角来探讨一个问题，研究了该问题的方

方面面． 如 Zhou 等［25］的研究想探讨个体因素和

情境因素会如何影响个体的创造性感知，研究一

探讨了特质性个体因素对个体创造性感知的影

响、研究二则探讨了情境性个体因素、研究三探讨

了情境因素、研究四则是个体因素与情境因素的

结合． 这类多重研究子研究之间没有严格的深入

关系，如果把整个研究问题看成一个圆，每个子研

究则只是研究了这个圆的一个部分，子研究之间

本质是在内容广度上进行扩展，因此本文将其称为

“内容扩展模式”． 以上 3 种研究模式的总结见表 1．

表 1 多重研究模式分类

Table 1 Classification of multiple studies patterns

知识创造形式 知识广度 知识深度

内容创新 内容扩展模式 内容迭代模式

方法创新 方法扩展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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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还有一部分多重研究并不能简单划分

到这 3 大类，而是这 3 类的混合，如研究二是对研

究一的重复验证，研究一和研究二属于方法扩展

模式; 而研究三却是在研究二的基础上去探讨原

因，研究二和研究三之间属于内容迭代模式． 这

类研究因为是两种及以上研究模式的混合，因此

将其称为混合模式．

2 研究设计与方法

2． 1 资料收集过程

为了能够集中反映国外最新的多重研究模

式，本文依据组织管理领域、权威期刊和多重研究

主题适配性三个标准来选择期刊． 首先选取了排

名 前 五 的 期 刊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 ASQ) 、Academy of Management Ｒeview ( AMＲ) 、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 AMJ)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 JAP) 和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 SMJ ) 作 为 了 本 研 究 的 样 本 期 刊，对

2016 年 1 月 ～ 2017 年 3 月期间②，五大顶级管理

学期刊中主题( TS) 含英文“study 1”或“studies 1”
或“experiment 1”或“research 1”的文章进行搜索．
其中 AMJ 与 JAP 共搜索出 25 篇文献，而 ASQ、
AMＲ 与 SMJ 均没有检索到多重研究． 鉴于期刊

与文献样本量均较小，本文咨询了国内外相关学

者的建议，综合多位专家的意见加入了 OBHDP
和 OS 两个期刊，四大期刊共检索出论文 44 篇．
初步阅读后，排除 5 篇不属于多重研究的文献，剩

余符合本文研究目的的文献共计 39 篇，见附录．
2． 2 样本特征

在年份分布上，39 篇样本文献中，2017 年的

文献只有 8 篇，占 20． 5% ; 2016 年有 31 篇，占

79． 5% ． 期 刊 分 布 上，有 20 篇 来 自 于 JAP，占

51. 3% ; 5 篇来源于 AMJ，占 12． 8% ; 2 篇来自 OS，

占 5． 1% ; 12 篇来自 OBHDP，占 30． 8%． 在子研究个

数上，其中20 篇包含2 个子研究，占51. 3% ; 14 篇包

含 3 个子研究 ～ 4 个子研究，占 35． 9% ; 5 篇包含

5 个及 5 个以上的子研究，占 12． 8%，平均每个研

究包含 2． 9 个子研究． 在研究方法上，有 13 篇采

用了纯调查研究方法，即文章中每一个子研究均

采用调查研究方法，占 33. 3% ; 16 篇采用了纯实

验研究方法，占 41% ; 还有 10 篇采用的是混合研

究方法，即文章的子研究中既有调查研究又有实

验研究，占 25． 7% ． 39 篇文献中总计包含 112 个

子研究样本，有 73 个子研究样本使用实验研究方

法，占 65． 2% ; 39 个子研究使用调查研究方法，占

34． 8% ．
2． 3 研究方法

本文主要采用内容分析法． 首先，理解整个

多重研究目的; 其次，对每个子研究进行深入阅

读，画出子研究模型图; 再者，在清楚每个子研究

目的的基础上，对子研究之间的关系脉络进行了

梳理，梳理出子研究之间的关系; 最后，对梳理出

来的子研究关系按照 3 大模式进行分类． 如果子

研究之间研究假设( 模型) 一致，只是情境、方法、
被试等不同，则该研究为方法扩展模式． 如果子

研究之间研究假设( 模型) 不同，且后面的子研究

是探讨前面子研究的机制或前因后果，反映在模

型上为下一个子研究在上一个子研究模型的基础

增加了( 减少了) 中介或者调节机制，或上一个子

研究提出一个新构念后续研究去探究其前因后

果，则该研究为内容迭代模式． 如果子研究之间

研究假设( 模型) 不同，且子研究之间没有深入关

系，每个子研究只是验证了总模型的一部分，反映

在模型上则为研究一研究了整个研究模型的一部

分( 如前半部分) ，研究二研究了整个研究模型的

另一部分( 如后半部分) ，则该研究为内容扩展模

式． 其中内容迭代模式和内容扩展模式最本质的

区别在于，内容迭代模式是研究内容深度层层迭

代，下一个子研究需要在上一个子研究假设成立

的基础上进行，而内容扩展模式是广度扩展，下一

个子研究不以前一个子研究假设成立为前提． 如

果采用了两种及以上的模式，则为混合模式． 编

码过程见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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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编码过程

Fig． 1 Encoding process

3 描述性统计结果

本文对各期刊中的方法扩展模式、内容扩展模

式、内容迭代模式和混合模式的多重研究数量进行

了统计，并分类统计了其中的调查研究和实验研究．
3． 1 期刊分布

对各大期刊的文献按照研究模式进行分类统

计，结果如表 2． 由表 2 可知，39 篇文献中，方法

扩展模式共 5 篇，占比 12． 82% ; 内容扩展模式共

9 篇，占比 23． 08% ; 内容迭代模式 13 篇，占比

33. 33% ; 混合模式 12 篇，占 30． 77% ． JAP 中各

个分类比较均匀，其中内容迭代模式的数量较多;

AMJ 中以内容扩展模式为主; OS 的两篇文章全部

为混合模式; 而 OBHDP 则以内容迭代模式和混

合模式为主．
表 2 四大主流期刊中多重研究模式分类统计

Table 2 Classification statistics of multiple studies patterns in the top four journals

研究模式 JAP AMJ OS OBHDP 合计

方法扩展模式 4 － － 1 5

内容扩展模式 5 4 － － 9

内容迭代模式 7 1 － 5 13

混合模式 4 － 2 6 12

合计 20 5 2 12 39

3． 2 方法分布

本文对多重研究中所采用的研究方法进行了

分类统计，统计结果如表 3． 纯实验研究略多于纯

调查研究，纯调查研究略多于实验与调查混合的

研究． 各种模式中，除方法扩展模式以外，其他模式

对于实验、调查、实验与调查混合的方法均有采用．
表 3 整体研究的研究方法统计

Table 3 Ｒesearch method statistics of the holistic studies

研究模式 纯实验研究 纯调查研究 方法混合研究 总计

方法扩展模式 1 4 － 5

内容扩展模式 3 2 4 9

内容迭代模式 4 6 3 13

混合模式 8 1 3 12

合计 16 13 10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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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对文章整体研究所采用的研究方法进行

探索外，还对整体研究中的各子研究的研究方法

也进行了统计，如表 4． 由表 4 可知，112 个子研

究样本中，实验研究的数量约为调查研究数量的

两倍． 这可能是因为每篇文章需要进行多个子研

究，所需花费的时间和精力比普通的单个研究更

多，所以多重研究更倾向于采用数据采集等难度

相对较小的实验研究．
表 4 子研究研究方法分类

Table 4 Ｒesearch method statistics of the sub-studies

研究模式 实验研究 调查研究 总计

内容扩展模式 12 10 22

并列模式 4 6 10

内容迭代模式 14 17 31

混合模式 43 6 49

合计 73 39 112

4 多重研究模式的设计

本文对多重研究进行了深入的内容分析，

并在此基础上按照方法扩展模式、内容扩展模

式、内容迭代模式和混合模式开展了内容提炼．

方法扩展模式、内容扩展模式、内容迭代模式下

又可以细分为以下几个子类． 为了简洁性，对多

重研究模式的每种细分类型各选择 3 篇论文设

计作为样本加以介绍，且第一篇文章详细介绍，

其余两篇简要介绍． 如果某种类型不足 3 篇，则

全部介绍． 以此，更好地理解 4 种多重研究模型

的具体设计．

4． 1 方法扩展模式

方法扩展模式是指每个子研究之间关系相对

独立，犹如电路中的并行电路，每个子研究一定程

度上都完成了对全部理论假设的检验，只是换方

法换情境对同一模型进行检验． 方法扩展模式的

多重研究中，每个子研究的模型都是一致的，模式

如图 2．

根据子研究关系的不同，本文又将方法扩

展模式细分为: 方法并行和方法弥补． 方法并行

是指每个子研究都完整地验证了整体研究中的

理论模型，只是换不同特征的样本或者情景来

再次验证假设，其重复研究的目的只是提高研

究结果的稳健性． 方法弥补是指后一个子研究

根据前一个子研究中存在的小问题，而设计一

个新的研究来弥补，如为了弥补前一个子研究

出现的同源方差问题而进行下一个研究． 此时

前后的子研究依然可以单独地完成对全部理论

假设的检验，但重复验证是为了弥补上一个研

究的不足．

图 2 方法扩展模式关系图

Fig． 2 Diagram of method-extension pattern

4． 1． 1 方法并行

在方法并行的模式类型中，子研究之间的

独立性最高，任何一个子研究得到的数据都足

以对整体研究中提出的所有假设进行验证，研

究者进 行 多 重 研 究 仅 仅 为 了 提 高 研 究 的 稳 健

性． 39 篇样本文献中，有 3 篇属于这个类型，总

结如表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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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方法并行模式例子总结

Table 5 Summary of examples of method-parallel pattern

文献 总目的 子研究模型 子研究目的 研究主线

Ward 等［26］

建言对情

境性交流

定向的影

响

建言( 员工报告) 对情

境性交流定向的影响

建言( 领导评价) 对情

境性交流定向的影响

换 数 据 来 源

重复验证: 员

工 报 告 的 数

据 ——— 领导

评价的数据

Hauenstein 等［8］

假冒动机

在什么情

境下影响

人们的语

言理解方

式和极端

选项的选

择

假冒动机对语言理解

和极端选项选择的影

响( 诚 实 指 导 情 境 和

撒谎良好指导情境)

假冒动机对语言理解

和极端选项选择的影

响( 工作应聘情境)

换 研 究 情 境

重复验 证: 诚

实指导情境和

撒谎良好指导

情境———工作

应聘情境

Skarlicki 等［27］

顾客公正

对顾客导

向破坏行

为的影响

顾客公正对顾客导向

破坏 行 为 的 影 响 ( 低

权力样本)

顾客公正对顾客导向

破坏 行 为 的 影 响 ( 高

权力样本)

换 样 本 重 复

验证: 低权力

样本———高权

力样本

Ward 等［26］分别在研究一和研究二中采用员

工评价和领导评价两种方式交互验证同一模型．
该研究是为了探讨阻止性建言和促进性建言对情

境性定向的影响． 假设 1 和假设 2 分别假设了阻

止性建言和促进性建言与情境性交流定向呈负向

相关，假设 3 假设了阻止性建言与情境性交流定

向的负向关系更强烈，假设 4 认为建言行为对情

境性交流定向的影响受到领导成员交换关系的调

节，领导成员交换关系越强，其负向关系越弱． 在

研究一中，他们已用下属自我报告的建言数据完

整地验证了论文中提出的所有假设，实施研究二

主要是为了通过领导评价收集的建言数据复制第

一个子研究的结果． 两个子研究都完整地对理论

模型中的 4 个假设进行了检验，其区别仅仅在于

建言数据的来源不同．
Hauenstein 等［8］的研究中研究一在诚实指导

情境和撒谎良好指导情境下研究了假冒动机对语

言理解和极端选项选择的影响，研究二则采用真

实的工作应聘情境再次验证假设以达到交互验证

的目的． Skarlicki 等［27］的研究中研究一先采用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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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距离个性特征的样本来检验假设，研究二则

采用高权力样本再次检验．
4． 1． 2 方法弥补

方法弥补模式中，子研究也各自完成了对

整体理论模型的检验，但是后面的子研究是为

了弥补前一个子研究中发现的问题，作者是出

于弥补研究缺陷从而提高研究有效性的目的而

进行后续的子研究． 39 篇样本文献中，只有2 篇

属于这个类型，因此这个类别只总结了 2 篇文

献，如表 6．
表 6 方法弥补模式例子总结

Table 6 Summary of examples of method-compensating pattern

文献 总目的 子研究模型 子研究目的 研究主线

Harold 等［28］

个 人 与 环

境 匹 配 度

对 反 生 产

行 为 的 影

响 及 其 机

制

个人与环境匹配度

对反生产行为的影

响及其机制

用不同时间点的数

据解决同源方差问

题，加 入 新 的 控 制

变量

解 决 同 源 方 差 并

再次验证: 同源方

差 问 题———用 不

同 时 间 点 的 数 据

解 决 同 源 方 差 问

题，加入新的控制

变量

Bennett 等［29］

不 同 恢 复

活 动 组 合

存 在 与 否、

及 其 前 因

和 对 幸 福

感的影响

不同恢复组合的前

因及其对幸福感的

影响

用不 同 来 源 ( 员 工

和领导) 、不同时间

的数据解决同源方

差 问 题，重 复 验 证

模型

解 决 同 源 方 差 并

再次验证: 同源方

差 问 题———用 不

同来源、不同时间

点 的 数 据 解 决 同

源方差问题，再次

验证模型

Harold 等［28］欲探究个人与环境匹配度对反

生产行为的影响及其机制． 假设 1 认为个人与环

境的匹配度与挫折感知负相关，假设 2 假设了挫

折感知与反生产行为正相关，假设 3 假设了挫折

中介了个人与环境匹配度与反生产行为之间的关

系． 在该研究中，研究一已经完整地验证了论文

中提出的所有假设，但是作者发现了其中存在许

多问题． 首先，研究中 3 个变量的数据是同时收

集的，而本研究模型是一个有顺序的作用过程，横

截面数据可能会影响观察的效果; 其次，研究模型

中忽略了职业目标这个潜在的混淆变量． 因此，

作者采用一个新的子研究来弥补这些问题，在研

究二中分 3 个时间段来收集数据，并加入了职业

目标作为控制变量．
Bennett 等［29］的研究也属于方法弥补，在研

究一中探索了恢复活动组合的前因和后果，但是

4 个变量是同一个时间点进行收集的，且所有的

数据来源于员工． 为了弥补这些问题，研究二对

于前因的探索同时从员工层面和领导层面收集数

据，此外，为了更好地弄清恢复活动组合的前因后

果，数据的收集在不同的时间进行．
4． 2 内容扩展模式

内容扩展模式中每个子研究只研究了整体理

论模型的一部分，所有子研究合起来回答了整个研

究问题． 如果把整个研究看成一个圆，那么每个子

研究都研究了圆中的一部分或者全部，如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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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内容扩展模式关系图

Fig． 3 Diagram of content-extension pattern

根据子研究之间关系的不同又可以把内容扩

展模式分为 3 个子类． 第一类是每个子研究都是

整体理论模型的一部分，所有子研究加总构成整

体研究，称之为“分分模式”; 第二类为前面的研

究先验证部分模型，最后一个研究验证了整体模

型，子研究之间的关系是部分与整体的关系，称之

为“分总模式”; 第三类则为第一个研究先验证整

个模型，后面的研究对其中的关键部分进行再验

证，子研究之间的关系是整体与部分的关系，称之

为“总分模式”．
4． 2． 1 分分模式

分分模式指的是几个子研究分别检验整体研

究中一个部分，所有子研究共同组成一个从各个

视角全面分析问题的理论模型． 39 篇样本文献

中，有 3 篇属于这个类型，总结如表 7．
Keiser 等［30］的研究主要想探究为什么同样

的大学入学考试成绩，女性却比男性在后期大

学学习中有更好的成绩． 作者对两种可能存在

的内在解释机制进行的探究，在研究一中从个

体层面出发，检验了责任心在性别与学业成绩

之间的中介作用，因为女性往往比男性责任心

更强，而责任心的差异可能使得男女在大学里

的表现有所不同． 研究二则从学校层面的因素

出发，考察了课程模式的中介作用，因为过去研

究表明由于男女的职业兴趣差异，女性倾向于

选择“软”专业，如人文和教育，而男性往往倾向

“硬”专业，如科学和工程，相对而言，女性一般

拥有一个相对简单容易的课程模式而获得更好

的成绩． 该研究主要想解释大学中成绩的性别

差异现象，如果把所有原因看作一个整体，那么

两个子研究则分别研究了整体原因中的一个部

分，属于分分模式．
和 Keiser［30］等一样，采 用 分 分 模 式 的 还 有

Zhou 等［25］和 Barnes 等［31］的研究． Zhou 等［25］想

探究个体因素和情境因素对个体创造力感知的

影响，研究一和研究二分别探究了情境诱发的

聚焦状态( 个体因素) 和特质性聚焦状态( 个体

因素) 对创造性感知的影响，研究三检验了企业

文化( 情景因素) 的影响，研究四则检验了个体

因素( 聚焦状态) 和情景因素( 得失框架) 的交互

影响． 如果把影响个体创造性感知的因素看作

总体研究目标，那么 4 个子研究分别研究了总

目标中的一个分目标． 同样，Barnes 等［31］的研

究是为 了 探 讨 睡 眠 剥 夺 对 领 导 魅 力 感 知 的 影

响，研究一从领导视角探讨了领导的睡眠剥夺

如何影响员工感知到的领导魅力，研究二则从

员工视角探索了员工睡眠剥夺如何影响员工感

知到的领导魅力． 研究一和研究二分别从领导

睡眠剥夺和员工睡眠剥夺两个部分来探讨，也

属于分分研究模式．
表 7 分分模式例子总结

Table 7 Summary of examples of section-section pattern

文献 总目的 子研究模型 子研究目的 研究主线

Keiser

等［30］

女 生 比 男

生 后 期 学

期 成 绩 更

好的原因

责 任 心 中 介

性 别 与 在 大

学 里 的 表 现

之间的关系

上 课 模 式 中

介 性 别 与 在

大 学 里 表 现

之间的关系

部 分 中 介

1 － 2: 中 介

1———中介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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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7
Table 7 Continues

文献 总目的 子研究模型 子研究目的 研究主线

Zhou

等［25］

个体因素

和情境因

素会对个

体创造力

感知的影

响

情 境 诱 发 的

个 体 因 素 对

创 造 性 感 知

的影响

特 质 性 个 体

因 素 对 创 造

性 感 知 的

影响

情 境 因 素 对

创 造 性 感 知

的影响

情 境 与 个 体

因 素 交 互 作

用 对 创 造 性

感知的影响

部分因素 1 －
4: 情境诱发的

个体因素———

特 质 性 个 体

因素———情境

因素———情境

与 个 体 因 素

交互作用

Barnes

等［31］

睡眠剥夺

对领导魅

力感知的

影响

领 导 睡 眠 剥

夺 对 领 导 魅

力 感 知 的 影

响 ( 领 导 视

角)

员 工 睡 眠 剥

夺 对 领 导 魅

力 感 知 的 影

响 ( 员 工 视

角)

部分视角1 －2:

领导视角———

员工视角

4． 2． 2 分总模式

分总模式是指前面的子研究均只检验整体模

型中的一部分，最后的子研究再检验整体模型．
这个模式将复杂的整体模型先划分为不同的小部

分进行假设检验，最后在将其综合起来形成整体

理论模型． 39 篇样本文献中，有 5 篇属于这个类

型，本文挑选了其中具有代表性的 3 篇进行介绍，

如表 8．
Liang 等［32］的研究想要探讨下属绩效影响辱

虐管理的机制． 文中将整体模型分割成两个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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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研究，研究一检验了前半段模型，即假设 1 和

假设 3． 假设 1 为下属绩效与主管对下属的敌意

之间负相关; 假设 3 为主管敌意归因调节了下属

绩效和主管对下属的敌意之间的关系，当主管有

高敌意归因偏见时，这种负向关系更强． 研究二

则检验了后半部分模型，即假设 2 和假设 4． 假设

2 为主管对下属的敌意与辱虐管理呈正相关，假

设 4 为主管的关注调节了主管对下属的敌意和辱

虐管理之间的关系，当主管的关注高时，二者之间

关系较弱． 而研究三将前面分别验证的两个子研

究结合起来，验证了论文提出的整体模型． 在这

个例子中，前面的子研究先分别验证整体模型的

前后两个部分，最后子研究三综合起来验证整体

理论模型，属于分总模式．
表 8 分总模式例子总结

Table 8 Summary of examples of sectional-holistic pattern

文献 总目的 子研究模型 子研究目的 研究主线

Liang

等［32］

下属绩

效影响

辱虐管

理的机

制

主管敌意归因调

节下属绩效与主

管对下属敌意之

间的关系

主管的关注调

节主管对下属的敌

意与辱虐管理之

间的关系

两阶段被调节

的总模型

部分调节

到总调节:

调节 1—

调节 2 —

两阶段被

调节的总

模型

Windsc-
heid

等［33］

多样性

信息不

一致的

传达对

雇主吸

引力的

影响及

其机制

多样性信息不一致

的传达对行为一致

性感知的影响

行为一致性的感知

对雇主吸引力的

影响

行为一致性感知

中介多样性信息

不一致的传达对

雇主吸引力的

影响

前半段到

后半段，再

到总模型:

( X － M) —
( M － Y) —
( X － M －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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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8
Table 8 Continues

文献 总目的 子研究模型 子研究目的 研究主线

Owens 和

Hekman
［34］

领导谦

逊影响

团队绩

效的内

部机制

领导谦逊通过集体

谦逊影响集体促进

性聚焦

集体谦逊通过集体

促进性聚焦影响团

队绩效

集 体 谦 逊、集 体 促

进性聚焦顺序中介

领导谦逊对团队绩

效的影响

前半段到

后半段，再

到总模型:

( X － M1 －
M2) —( M1
－M2 －Y)

—( X －M1
－M2 －Y)

和 Liang 等［32］的研究一致，Windscheid 等［33］

的研究也属于分总模式． 该研究中，研究一先验

证了多样性信息不一致的传达对行为一致性感知

的影响; 研究二验证了行为一致性的感知对雇主

吸引力的影响; 最后研究三将 3 个变量结合起来，

验证了行为一致性感知中介多样性信息不一致的

传达 对 雇 主 吸 引 力 的 影 响． 在 Owens 和 Hek-

man［34］的研究中，将集体谦逊、集体促进性聚焦顺

序中介领导谦逊对团队绩效的影响分为两部分进

行探究，先探究领导谦逊到集体促进聚焦的作用，

再探究集体谦逊对团队绩效的作用，最后将二者

综合起来整体验证．

4． 2． 3 总分模式

总分模式与分总模式相反． 这种模式下，第

一个子研究先检验整体模型，而后面的子研究对

模型中重要的部分再次进行检验，即先总后分的

模式． 属于总分模式的多重研究很少，在 39 篇样

本文献中，只有 Lin 等［35］的研究，因此本文仅介

绍这 1 篇，如表 9．

Lin 等［35］的研究想探究就业不充分是否会带

来有利于企业的结果( 创造力和组织公民行为) ．

研究一对整体模型进行了验证，即客观的就业不

充分引起个体主观就业不充分感知，由于能力较

于工作过剩，个体则会寻求工作重塑来充分利用

他们的技能，最后可以提升其创造力和组织公民

行为; 其中感知到的就业不充分和工作重塑之间

的关系呈倒 U 型关系，即当不充分就业水平很高

或者很低时，他们对工作重塑失去动力和信心，只

有适当程度的工作能力不匹配才能产生高的工作

重塑行为; 同时，这种关系受到组织认同的调节作

用，当组织认同度高，人们对不充分就业有更积极

的归因会认为他们的重塑是被支持的，他们在中

等水平的就业不足时就会从事更多的工作重塑行

为． 在研究二中，作者提出前半部分的变量为整

体模型的关键变量，且倒 U 型关系是较为特殊的

关系，所以作者在研究二采用不同的测量方式来

对关键模型部分进行了再次验证． 在本例中，研

究一与研究二便是一个总分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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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 总分模式例子总结

Table 9 Summary of examples of holistic-sectional pattern

文献 总目的 子研究模型 子研究目的 研究主线

Lin

等［35］

就业不充

分带来的

积极影响

及其影响

机制

就 业 不 充 分

带 来 的 积 极

影 响 及 其 影

响机制( 就业

不 充 分 测 量

关 注 教 师 资

质; 工作重塑

采 用 主 观 数

据) ( 样 本 －

－ 教师)

通过变量操作

方法( 就业不

充分关注工人

技能 水 平; 工

作重塑采用客

观数据) 和样

本( 制造业工

人) 的修改再

次检验倒 U 型

关系

总 模 型 到 前

半段: ( X －M1

－ M2 －Y )—

( X －M1 －M2)

4． 3 内容迭代模式

内容迭代模式是指研究之间相互依赖，后一

个研究是在前一个研究的基础上进行进一步的探

究，如在上一个研究中发现了一个现象，下面的研

究探索其潜在机制和适用边界等． 这种类型犹如

电路中的串行电路，下一个子研究是在上一个子

研究基础上迭代增加内容，所以称之为内容迭代

模式． 内容迭代模式关系图如图 4．

图 4 内容迭代模式关系图

Fig． 4 Diagram of content-iteration pattern

根据子研究关系的不同，本文又将内容迭代模

式细分为: 机制迭代和因果迭代． 机制迭代是指一个

子研究发现现象后，另外的子研究是对机制的探索

和延伸，包括中介机制和调节机制; 因果迭代的则是

从一个构念出发，分别研究其前因和后果．
4． 3． 1 机制迭代

机制迭代指子研究是对作用机制的进一步探

究，包括中介机制和适用边界． 子研究之间研究

模型上的差异主要是中介变量和调节变量的迭代

增减． 因为是对机制的探索，所以称为机制迭代．
39 篇样本文献中，有 11 篇属于这个类型，本文挑

选了其中具有代表性的 3 篇进行介绍，如表 10．
Wu 等［24］的研究主要想探究工作场所排斥对

组织公民行为的影响及其机制． 研究者在研究一

中验证了组织认同能中介工作场所排斥对组织

公民行为的影响，以及工作流动性能调节组织

认同的中介效应． 为了说明组织认同和工作流

动性在这个关系中的独特作用，作者在研究二

加入并控制了其他中介变量( 工作参与度、组织

责任感、组织尊严) 和调节变量( 权利距离、集体

主义) ，排除了其他解释的可能性． 研究二是在

研究一基础上增加了其他机制，是对中介机制

和边界条件进行更严谨的界定，属于机制迭代

模式．
Martinez 等［36］和 Mai 等［37］的文章也属于机

制迭代模式． 在 Martinez 等［36］的研究中，研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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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了变性程度对员工的工作态度和工作感受

的影响，研究二中进一步探索其潜在的中介机

制，加入了行为真实性和关系真实性来解释变

性程度对员工的工作态度和工作感受的影响．
Mai 等［37］则是对调节机制进行了进一步探索，

研究一研究了心理契约倾向在离职倾向与组织

公民行为、越轨行为之间的中介作用，在研究二

中研究了感知到的组织价值对心理契约中介效

应的调节作用，是对中介效应的边界机制的进

一步探索．
表 10 机制迭代模式例子总结

Table 10 Summary of examples of mechanism-iteration pattern

文献 总目的 子研究模型 子研究目的 研究主线

Wu 等［24］

工作场所

排斥对组

织公民行

为的影响

及其机制

工作场所排斥对

组织公民行为的

影响: 组织认同的

中介作用

排除其他可能的

中介变量和调解

变量及其工作场

所排斥和组织公

民行为互为因果

的可能

确定机制———

排除 其 它 解 释

机制( 中介变量

2 － 4、调节变量

2 － 3)

Martinez

等［36］

变性程度

对员工的

工作态度

和感受的

影响

变性程度对员工

的工作态度和感

受的影响

行为真实性和关

系真实性的中介

作用

主效应———

中介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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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10

Table 10 Continues

文献 总目的 子研究模型 子研究目的 研究主线

Mai 等［37］

离职意向

对组织公

民行为和

越轨行为

的影响及

其机制

心理契约倾向中

介离职倾向对组

织公民行为和越

轨行为的影响

感知到的组织价

值调节心理契约

倾向的中介作用

中介机制———

被调节的中介

4． 3． 2 因果迭代

因果迭代模式是指前一个子研究发现了一个

新构念，后面的子研究在此基础上去探索其前因

后果． 因为是对前因后果的探索，所以称为因果

迭代． 39 篇样本文献中，只有 2 篇属于这种类型，

本文将 2 篇文献分别进行介绍，总结如表 11．

表 11 因果迭代模式例子总结

Table 11 Summary of examples of casual-iteration pattern

文献 总目的 子研究模型 子研究目的 研究主线

Martinez 等［36］

癌症刻板印

象对工作招

聘环节的影

响

界定癌症刻板印象

招聘人员的癌症刻板印

象对其招聘行为的影响

发现新构念

———新构 念 的

影响

Klotz 和 Boli-

no ［38］

确定员工辞

职风格分类

及其前因和

后果

从员工视角确定员工辞

职分类

从领导视角再次确定员

工辞职分类

探究 辞 职 风 格 的 前 因:

社会交换关系

探究 辞 职 风 格 的 后 果:

领导的情绪反应

从视角 1 确定

新 构 念———从

视角 2 确定新

构 念———新 构

念的 前 因———

新构念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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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tinez 等［36］的研究探讨了癌症刻板印象，

在研究一中首先证实了工作场所中确实存在癌症

刻板印象，有癌症( 史) 的员工常常被认为是有热

情的而不是有能力的． 在研究一的基础上研究二

进一步探究了招聘人员的癌症刻板印象对招聘行

为的影响，研究二是在研究一发现癌症刻板印象

这个新构念基础上，对其导致的结果的进一步

探索．
同样，Klotz 和 Bolino［38］也是先发现辞职风格

这个新构念，然后对辞职风格的前因后果进行了

研究． 研究一中先从员工的视角对每个员工的辞

职风格进行了分类，在得到初步分类后，在研究二

中从领导的视角来确认和验证研究一中得到的分

类． 在确定辞职风格后，在研究三和研究四中，分

别探讨为什么不同的员工会形成不同的辞职风格

( 前因) 、不同的辞职风格又会激起领导怎样的情

绪反应( 后果) ．
4． 4 混合模式

当一个多重研究中子研究之间的关系同时存

在内容迭代模型、方法扩展模式或内容扩展模式

中的两种及两种以上关系模式时，称之为混合模

式． 39 篇样本文献中，有 12 篇属于混合模式，本

文挑选了其中具有代表性的 3 篇进行介绍，总结

如表 12．
表 12 混合模式例子总结

Table 12 Summary of examples of mixed pattern

文献 总目的 子研究模型 子研究目的 研究主线

Molenmaker 等［39］

不同决策

模式对制

裁行为的

影响

决策模式对制裁行

为的 影 响 ( 因 变 量

离散)

决策模式对制裁行

为的 影 响 ( 因 变 量

连续)

个人责任的中介

作用

子 研 究 一 －

二 为 方 法 扩

展，二 － 三为

内容迭代: 离

散数 据 检 验

———连续数据

再次验证———

中介机制

Unsworth 和 Mc-

Neill［40］

自我一致

性如何影

响对可持

续能源使

用的支持

自我一致性与可持

续能源支持之间的

关系

感知到的一致性( 2

个控 制 组) 中 介 自

我一致性对可持续

性能源支持的影响

感知到的一致性( 3

个控 制 组) 中 介 自

我一致性对可持续

性能源支持的影响

子研究一 － 二

为内 容 迭 代，

二 －三为方法

扩展: 主效应

———中介机制

———增加控制

组再次检验中

介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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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12

Table 12 Continues

文献 总目的 子研究模型 子研究目的 研究主线

Ali 等［41］

不文明行

为如何行

为影响求

职者的行

为

界定不文明行为

不文明行为对求职

者的 影 响 ( 成 年 失

业者样本)

不文明行为对求职

者的 影 响 ( 刚 进 入

劳动市场的学生样

本)

子 研 究 一 －

二 为 内 容 迭

代，二 － 三为

方法 扩 展: 新

构念———新构

念的影响———

换样本再次检

验新构念的影

响

Molenmaker 等［39］的研究欲探究不同决策模

式对制裁行为的影响． 研究一和研究二分别用离

散数据和连续数据检验了不同决策模式对制裁行

为的影响，理论模型一致且研究二是为了弥补研

究一中离散型数据的缺点，属于方法弥补． 研究

三则在主效应的基础上探索其潜在机制，即个人

责任中介了决策模式对制裁行为的影响． 所以研

究三与前两个子研究的关系是机制迭代的关系．

在这个研究中既存在方法扩展模式也有内容迭代

模型，属于混合模式．

Unsworth 和 McNeill［40］也属于混合模式． 其

中研究一探索了自我一致性和支持环境可持续能

源使用之间的关系，研究二探究了感知到的自我

一致性在其中的中介作用，研究一和研究二之间

属于机制迭代; 研究三是对研究二的重复验证，只

是多增加了一个控制组，二者属于方法并行． 既

有内容迭代也有方法扩展，该研究也属于混合模

式． Ali 等［41］的研究中研究一先对不文明行为进

行界定，在后续研究二和研究三则探讨了不文明

行为带来的后续影响． 其中研究一与研究二之间

的关系是因果迭代，而研究二和研究三之间是方

法并行，也属于混合模式．

5 多重研究模式的选择

不同的多重研究模式类型采用了不同的设计

思路，因各自具有的特点和优劣之处适用于不同

的情境，未来需要采用多重研究时应结合研究需

要和模式特点选择适合的多重研究模式．
5． 1 方法扩展模式的选择

方法扩展模式中研究者通过更换情境、方法

等方式，对同一理论模型进行重复验证． 更换情

境、更换方法重复验证，一方面可以提高研究的内

部效度，另一方面通过多个情境下检验可以提高

研究的外部效度，增加研究结果的情境适用性．

此外，方法弥补模式还可以用于弥补上一个研究

的不足，最常见的弥补不足是上一个研究存在共

同方法偏差，下一个研究采用不同来源的数据进

行弥补． 因此，该模式特别适用于需要通过交互

验证增加稳健性的研究，检验一种研究情境下的

研究结论是否能移植到另一种情境中． 如实验研

究结论是否在企业领域适用; 再如，跨文化对比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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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中，在一种文化背景中得出的研究结论在另一

种文化中是否同样适用．
但方法扩展模式也有自身的缺点，主要体现

为在类似的研究重复两次花费精力大，新的子研

究只更换了前一个子研究的方法、情境等，在研究

思想上创新力度小，进而会被质疑其实施的必要

性． 在选择方法扩展模式的多重研究之前研究者

需要对重复研究的必要性进行评估，以说明换情

境的重要性．

5． 2 内容扩展模式的选择

内容扩展模式将一个大的研究问题分割为几

个部分，每次只研究其中一个部分． 其优点主要

体现在: 一方面，每个子研究的模型不同，在内容

上进行创新，使得研究内容广度不断增加，可以使

研究者从多个角度认识研究问题; 另一方面，内容

扩展模式中研究者将一个复杂的模型分解成若干

个部分并分别进行检验，这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帮

助读者理解子研究之间复杂的关系，使其逻辑上

更加顺畅． 此外，总分模式与分总模式中模型相

同的部分也起到了重复验证的作用． 因此，内容

扩展模式尤其适合需要从多个角度来认识研究问

题的研究． 例如，从多个角度来看待一个现象发

生的中介机制，前面的研究可以各自探讨其中一

个中介机制，最后一个研究中加入所有的中介机

制并对比哪个中介机制解释力更强．

内容扩展模式的不足主要体现在将一个完

整的研究切割成几个部分，有将研究碎片化的

嫌疑． 同时，子研究之间的联系较为松散，虽然

子研究是整体中的一部分，但往往子研究之间

内在的逻辑在论文初读时不太容易理解，尤其

在分分模式中，从一个部分到另一个部分的跳

跃性较大，读者往往会对为什么是这几个部分

的拼凑而不是由其他部分拼凑产生疑问． 因此，

在选择使用内容扩展模式时建议一方面在前文

对子研究架构及子研究之间的关系进行总体介

绍，另一方面在子研究之间进行串讲，实现子研

究之间顺畅的过渡，让读者能清晰把握全貌及

部分之间的关系．

5． 3 内容迭代模式的选择

内容迭代模式中每一个子研究都是对上一个

子研究问题的深入． 内容迭代模式的优点主要体

现在每个子研究都在不断对研究问题进行深入，

研究模型都在不断地迭代增加新内容，研究内容

的创新度高． 同时，下一个子研究基于上一个子

研究，子研究之间的逻辑关系非常强，从一个子研

究衍生出来的研究问题往往能激发读者兴趣，让

读者读下一个子研究时有一种不断寻找“为什

么”，回答内心疑惑的感觉． 其中，机制迭代模式

适合在一个子研究中发现一个现象，在接下来的

研究中去探讨现象发生的原因以及现象发生的边

界条件的研究． 因果迭代模式则更适用于新概念

的开发，在研究一中界定一个新构念的内涵和外

延，在接下来的子研究中去探讨哪些因素会影响

这个新构念，新构念又能解释哪些现象．

内容迭代模式的缺点主要体现在子研究之间

的独立性低，后一个子研究的实施必须建立在前

一个子研究的研究结果基础之上． 如果研究中某

一环节没有得到支持，后续研究很难开展． 因此，

在选择内容迭代模式时建议研究者分步骤进行，

在上一个研究假设得到支持的情况下再开展下一

个研究; 同时在研究设计时应尽可能考虑到多维

度影响因素和可能遇到的研究障碍，设置备选方

案降低研究风险性．
5． 4 混合模式的选择

混合模式综合了方法扩展模式、内容扩展模

式和内容迭代模式的优势，既能以内容迭代模式、

内容扩展模式扩展研究内容，也能以方法扩展模

式来提高研究的稳健性． 使用起来也很灵活，可

以根据研究问题的需要自行选择研究的模式，这

也是为什么在本研究中，混合模式文献数量占了

总样本量近 1 /3 的原因． 但混合模式的使用相对

较为复杂，需要研究者对以上 3 种模式都比较熟

悉，才能灵活组合和使用． 因此，建议研究者选择

采用混合模式时一方面需要明确达到研究目的确

实需要使用多种模式组合，另一方面需要研究者

对多重研究模式有较为熟练的掌握和运用能力．

各模式选择的总结见表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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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 组织管理多重研究 4 种模式的选择

Table 13 Selection of 4 multiple studies patterns in organizational management

名称 定义 优势 劣势 适用情境 注意问题

方法扩展模式

换情境、换方法、换

样本对同一理论模

型进行重复验证

可以增加研究稳健

性; 弥 补 上 一 个 研

究不足

重复研究花费精力

大; 两 个 子 研 究 模

型 完 全 一 致，创 新

力度小

需要通过重复检

验提高研究效度

重复 检 验 的 必

要性

内容扩展模式

将一个大的研究问题

分割为几个部分，每

次只研究其中一个

部分

多角度剖析研究问

题; 每 次 检 验 一 小

部分，逻辑更顺畅

研 究 碎 片 化; 子 研

究之间的联系较为

松散

需要从多个角度

认识研究问题

子研 究 之 间 逻

辑关系的论证

内容迭代模式

每一个子研究都是

对上一个子研究问

题的深入

每个子研究都在深

入，创新度高; 子研

究之间逻辑关系强

子研究之间的独立

性 低，前 面 研 究 失

败，后面无法继续

需要更深入探讨

现象发生的前因

后果及其机制

研究风险高，建

议逐 个 开 展 子

研究

混合模式
以上两种及两种以

上模式的混合

集合了前面 3 种模

式 的 优 势，并 且 灵

活性强

设 计 难 度 大，对 研

究者要求高

以上两种及两种

以上的需要

研究 者 需 要 熟

练多 重 研 究 模

式及设计

6 结束语

6． 1 研究结论

本文探讨多重研究的模式，根据知识创造过

程中的方法创新和内容创新将多重研究模式分为

了方法扩展模式、内容迭代模式和内容扩展模式，

在分类的基础上对组织管理 4 种顶刊的文章进行

了内容分析，系统介绍了多重研究模式的设计与

选择． 方法扩展模式中每个子研究之间关系相对

独立，子研究换情境、方法对同一研究问题进行重

复验证，单独一个子研究完成对全部理论假设的

检验，适用于需要对问题进行重复验证以增加研

究内外部效度的情境． 内容迭代模式中子研究之

间相互依赖，后一个研究是在前一个研究的基础

上进行进一步探究，如第一个子研究发现现象，第

二个研究探究现象背后的机制，适用于需要层层

深入探究背后机理的情境． 内容扩展模式中每个

子研究只研究了整体理论模型的一部分，所有子

研究合起来回答整个研究问题，适用于需要从多

个角度来认识研究问题的研究． 而根据 3 种典型

模式总结的混合模式综合了 3 种模式的优点且具

有较强的灵活性，但对研究者掌握多重研究模式

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6． 2 研究贡献

1) 有助于科学设计组织管理研究

多重研究因其可以对知识的广度和深度进行

扩展得到了学术界的广泛采用和推广，近年来国

内组织行为学领域也陆续出现多重研究，但国内

学术界目前对如何设计出多重研究尚不明晰，这

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多重研究的推广和使用． 本

研究对如何设计出高水平的多重研究进行了系统

总结和分析，有助于研究者科学设计组织管理研

究的步骤、内容，为后续我国开展高水平的多重研

究奠定了基础．
2) 有助于合理选择不同的多重研究模式

多重研究模式各自具有独特性，适用于不同

的情境，研究者在掌握多重研究模式设计的基础

上，只有对每种多重研究各自的特点、优劣势和适

用情境有更深层次的掌握才能更加灵活地运用多

重研究． 本研究在系统分析总结多重研究模式设

计的基础上对多重研究模式的优劣势进行了对比

分析，并总结了相应的适用情境，有助于研究者根

据 研 究 需 要 和 模 式 特 征 选 取 合 适 的 多 重 研 究

模式．
3) 有助于提升研究结果的内外部效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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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推广多重研究模式有助于提升研究结果

的内外部效度． 组织管理实证研究受自然科学和

企业人士所诟病的一点是研究结论不稳定，即同

一研究问题在不同研究不同情境下呈现出不同的

研究发现，有时甚至得出截然相反的研究结论．

究其主要原因一方面在于组织管理研究的情境特

殊性; 另一方面在于研究结果自身的不稳定性，据

统计多数实证研究只达到了 5% 的显著性水平．

本文所提炼和总结的多重研究模式对同一研究进

行多维度研究，对同一问题换情境换群体进行多

次检验，有助于提升研究结果的内部效度和外部

效度．
4) 有助于弥补现有研究范式的不足

对多重研究模式设计和选择进行系统分析提

炼有助于推动新型研究模式的建立以弥补现有研

究范式的不足． 正如托马斯·库恩在《科学革命

的结构》［42］一书中所说，科学的发展是由研究范

式的变革推动，一种旧的科学范式中会逐渐涌现

出反常和危机，而危机发展到某一刻就会推动范

式的变革，这种范式的变革被称为科学革命． 人

类社会中，出现了中世纪神学统领，后续发展出以

“日心说”为代表的新兴科学体系，到如今进入了

实证证伪研究范式． 作为当下正流行的实证证伪

研究范式也暴露出了诸多弊端，如研究脱离实践、

研究结果不具有稳定性． 多重研究模式的发展作

为当下实证证伪范式下的一种新型模式，对研究

结果换情境进行多次检验，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

决脱离实践和研究结果稳定性差的问题．
6． 3 研究局限与讨论

本文提出了 3 种多重研究模式，并根据内容

分析对国际管理学主流期刊中最新的多重研究文

献进行了分类总结． 虽然尽可能从理论出发并选

取了国际顶级期刊进行了实证研究，但尚存以下

不足: 1) 实证研究部分文献搜索范围不全面，仅

仅局限在四大顶级期刊中 39 篇多重研究 112 个

子研究，没有涵盖所有的期刊中更多时间段的文

献，样本量的不全面可能导致对目前多重研究模

式现状认识的不足，未来的研究可以从更长的时

间段更广的期刊范围搜索文献进行检验． 2) 文献

分类编码时因为分类标准较为客观，本文仅由一

位研究人员进行阅读分类，未来可以选取两个及

以上的人员同时阅读，同时可以计算多人编码的

一致性信度，以提高研究信效度． 3 ) 本文根据知

识创造过程将多重研究分为了 3 种模式，但这

3 种模式不是“金科玉律”，未来可以从其他理论

视角提出其他模式的分类． 换理论视角看待多重

研究，可能会有不同的结论．

尽管如此，作为一个探索管理学研究中多重

研究范式的论文，本文通过对多重研究模式的归

纳来弥补现在学术界存在的空白，以试图推动中

国管理实证研究领域对多重研究模式的了解和运

用． 本文根据知识创造过程在内容创新和方法创

新两个维度上将多重研究模式分为方法扩展模

式、内容扩展模式、内容迭代模式 3 大类，并在

3 大类的基础上划分子类别． 通过这些十分详尽

的分类和典型文献实例的说明，能够给国内学者

设计出高水平的多重研究提供借鉴，加快发展中

国本土管理学中的多重研究．

最后，虽然多重研究模式因为诸多的优势，同

时本文多重研究模式的提出可以使多重研究的设

计更加便捷，但值得注意的是，提倡多重研究并不

意味着不加节制地使用多重研究范式，单纯地为

了增加研究难度而进行多重研究是不提倡的． 一

味地追求多重研究这种范式，容易将研究简单化，

如将一个原本完整的研究拆分成几个小研究，再

如研究者可能倾向于采取更为容易的实验方法，

而没有了跨层设计． 刻意地使用模式会使得研究

形式化，最后耗费巨大的工作量而没有实际意义．

所有的研究方法和范式都应该为了知识创造服

务，不应为了“多重研究”而进行多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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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lthough the empirical research with more than one subsidiary studies is not rare，how to design a

high-level multiple studies research is still not clear． Based on the knowledge creation perspective，this study

proposes a general analysis framework including three basic patterns of multiple studies design，namely the

method extension pattern，the content iteration pattern and the content extension pattern． Utilizing the frame-

work，this study further analyzes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112 subsidiary studies of 39 articles published in 4

major international management academic journal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multiple studies using the content

iteration pattern，the content extension pattern and the method extension pattern account for 33． 33%，23． 08%

and 12． 82%，respectively，and that 30． 77% of the studies adopt a combination of the three patterns． Moreo-

ver，the subclasses of each pattern are introduced，and the relationships among the subsidiary studies and the

choice of multiple studies patterns are analyzed． Finally，this study offers several suggestions for future design

of multiple studies research．

Key words: multiple studies; method extension pattern; content iteration pattern; content extension patte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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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附表 1 39 篇多重研究文章总结表

Attached Table 1 Summary of 39 multiple studies

文献 期刊 子研究数 方法 模式类型

Hauenstein 等［8］ OBHDP 2 实验 方法并行

Ward 等［26］ JAP 2 调查 方法并行

Skarlicki 等［27］ JAP 2 调查 方法并行

Bennett 等［29］ JAP 2 调查 方法弥补

Harold 等［28］ JAP 2 调查 方法弥补

Barnes 等［31］ JAP 2 实验 部分 － 部分

Keiser 等［30］ JAP 2 调查 部分 － 部分

Zhou 等［25］ JAP 4 混合 部分 － 部分

Windscheid 等［33］ JAP 2 实验 部分 － 整体

Ｒichter 等［43］ JAP 2 实验 部分 － 整体

Dineen 等［44］ AMJ 2 调查 部分 － 整体

Liang 等［32］ AMJ 3 混合 部分 － 整体

Owens 和 Hekman［34］ AMJ 3 混合 部分 － 整体

Lin 等［35］ AMJ 2 调查 整体 － 部分

Fisher［45］ OBHDP 2 实验 机制迭代

Kinias 和 Sim［46］ JAP 2 实验 机制迭代

LePine 等［47］ AMJ 2 实验 机制迭代

Dahling 等［48］ OBHDP 2 实验 机制迭代

Wu 等［24］ JAP 2 调查 机制迭代

Martinez 等［49］ JAP 2 调查 机制迭代

Mai 等［37］ JAP 2 调查 机制迭代

Kennedy 等［50］ OBHDP 5 混合 机制迭代

Shea 和 Fitzsimons［51］ OBHDP 3 混合 机制迭代

Li 等［52］ JAP 3 混合 机制迭代

Klotz 和 Bolino［38］ JAP 4 调查 因果迭代

Lieke 等［53］ OBHDP 2 调查 因果迭代

Martinez 等［36］ JAP 2 调查 因果迭代

Sezer 等［54］ OBHDP 5 实验 混合模式

Teng 等［55］ OBHDP 4 实验 混合模式

Vriend 等［56］ OBHDP 6 实验 混合模式

Yip 和 Schweitzer［57］ OBHDP 4 实验 混合模式

Caleo［58］ JAP 4 实验 混合模式

Wellman 等［59］ JAP 3 实验 混合模式

Molenmaker 等［39］ OBHDP 3 实验 混合模式

Anicich 等［60］ OS 5 实验 混合模式

Ali 等［41］ JAP 3 调查 混合模式

Unsworth 和 McNeill［40］ JAP 3 混合 混合模式

Derfler-Ｒozin 等［61］ OS 4 混合 混合模式

Zlatev 和 Miller［62］ OBHDP 5 混合 混合模式

注: 为了方便读者对比阅读，文献按照模式类型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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