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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管理研究

企业管理研究（Business Research）是一

种为指导管理决策而提供信息的系统性研

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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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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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A MINING（数据挖掘）

解决上述问题的步骤：

➢首先，确定数据源，也就是销售记录。这里要用到

两张表，一张表是超市的顾客，用顾客ID号来代替；

另一张表是顾客买了什么商品。

➢然后，应用Data Mining的关联规则技术，建立数

据挖掘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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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关联销售分析的方法

这种方法是给客户提供其他的相关书籍，

也就是在客户购买了一种书籍之后，推

荐给客户应该感兴趣的其他相关书籍。

例如：购买了《月光宝盒（2VCD）》的

顾客，对什么样的VCD还比较感兴趣，购

买的比较多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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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上述问题进行挖掘的结果：

Book Name 
$SUPPOR

T 

$PROBABIL

ITY 

$ADJUSTED 

PROBABILITY 

大圣娶亲(2VCD) 1317 0.8703 0.8085

大内密探零零发(2VCD) 171 0.0369 0.7070

九品芝麻官（2VCD） 146 0.0361 0.7209

千王之王2000（2VCD） 156 0.0312 0.6990

百变金刚（2VCD） 150 0.0312 0.7031

唐伯虎点秋香（2VCD） 106 0.0263 0.7211

97家有喜事（2VCD） 104 0.0213 0.7017

武状元苏乞儿（2VCD） 89 0.0213 0.7177

情圣（2VCD） 50 0.0107 0.7058

龙的传人（2VCD） 34 0.0090 0.7280 

支持度sup(.)：
表示在购物篮分
析中同时包含关
联规则左右两边
物品的交易次数
百分比，即支持
这个规则的交易
的次数百分比 。

置信度
confidence(.
)：是指在所
有的购买了左
边商品的交易
中，同时又购
买了右边商品
的交易概率。

◆结果：购买《月光宝盒（2VCD）》之后，又购买
《大圣娶亲(2VCD)》的次数是1317。

http://image.baidu.com/i?ct=503316480&z=&tn=baiduimagedetail&word=%BA%D3%C4%CF%C0%ED%B9%A4%B4%F3%D1%A7+%B1%EA%D6%BE&in=31423&cl=2&lm=-1&pn=9&rn=1&di=91065856245&ln=2000&fr=ala0&fm=ala0&fmq=1324023055765_R&ic=&s=&se=&sme=0&tab=&width=&height=&face=&is=&istype=


Network Optimization Expert Team

案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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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管理就是决策；

2、管理研究就是帮助指导决策；

3、区别于自然科学研究

4、只有系统化的训练才能进行管理研究；

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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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简介

• 为什么开设? 

提高科学能力和毕业论文质量 ，进入科学研究大门。

• 开设什么? 

认识研究范式、开展研究设计、数据处理、 论文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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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管理研究概论

二、研究设计

三、数据收集

四、数据处理方法

五、研究结果呈现

课程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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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成绩

到课情况：30%

课堂参与：30%

课程作业/考试：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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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管理研究概论

二、研究设计

三、数据收集

四、数据处理方法

五、研究结果呈现

课程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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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法论

二、研究及其分类

三、管理研究过程

四、管理研究基本要素

管理研究概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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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法论

• 方法论，指处理问题的一般途径和程序，是规范一

门科学学科的原理、原则和方法的体系。

• 研究方法论，可以看作是研究逻辑，人们运用这套

逻辑能够提高研究工作的效率和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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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收集和

数据处理

哲学

方法

策略

选择

纵
向

研究方法体系的“洋葱”

横
向

单一方法

混合方法

多种方法

实验

调查

文献
研究

案例
研究

基础
理论

人种学
档案
研究

演绎法

归纳法

实证主义

现实主义

诠释主义

实用主义

资料来源于：Mark Saunders, Philip Levis and Adrian Thornhii,2008

时间
跨度

技巧和
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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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及其分类

1、研究含义：

在某知识领域进行系统的学习与调查，

以发现或确立事实或原则。研究是一种发现

问题答案的动态过程。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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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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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从用途分有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

• 基础研究（theoretical research ）：

基础研究有助于增进关于社会的基本知识，是

应用研究者所使用的大部分理论、思想与分析

工具的来源。

• 应用研究（applied research ）：

应用研究尝试解决特定的政策问题，或是协助

实际工作者完成某项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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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从资料归集方法分有定性与定量方法

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是可以相互结合的，但从

研究方法来看，这些方法有着许多不同的特征。

• 定量研究：

将现象、情境或问题变异予以数量化，研究资

料搜集由量化而来。

• 定性研究：

为描述情境、现象、问题或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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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量化方法

评价研究，如竞争力评价、绩效评价；

统计分析，相关分析、因果分析、回归分析，如中小企

业技术能力实证研究 ；

• 定性化方法

案例研究，如虚拟产业群运作管理——一个案例研究（

A case study of）

比较研究，如比较中外管理模式、高等教育成本结构比

较研究

文献分析，如委托代理理论述评/评述/综述；

逻辑分析，如归纳与演绎，当前几种劳动关系的归纳分

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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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从研究目标分有探索性、解释性和描述性研究

• 探索性研究的目标

对某一议题提出一些初步的认识

✓根据一些事实提出问题，如根据普遍存在的离职现

象提出如何留住人才；

✓根据一些事物的演化过程，发展出一个完整的架构，

如对海尔的历史考察发展出企业成功的关键要素；

✓产生许多新概念，并发展试验性的理论与推论，如

企业生态、竞争合作、发展战略，进而提出企业合

作战略中的生态位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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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进一步研究的必要性，有必要就进行继续研究，

否者及时停止。如探索投资风险的规避对策；

✓归纳问题并提炼出需要系统研究的议题，如文献综述

中提出需进一步研究的问题、盲点、空白；

✓发展未来研究所需要的技术与方向感，如利用系统动

力学、博弈论研究企业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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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描述性研究的目标

对状态、背景、行动的描述

✓ 描述一个过程、机制或关系，如群体决策与企业绩效之间

的关系（是否群体决策就比独断好？）、激励措施对员工

行为的影响；

✓ 反映事物（如一个组织）正确的全貌，如案例研究中对分

析对象的描述；

✓ 挖掘信息以引出新的解释，如定量研究中的分析数据说明

什么问题；

✓ 呈现出基本的背景、情景，如泰罗的科学管理原理的产生

背景；

✓ 划分出不同的类型，如从什么角度、按什么方法进行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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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释性研究的目标

解释事物发生的原因，条件

✓决定某原则或理论的正确性，如为什么采用人本管理；

✓在各种不同的解释中找出较好的解释，如企业间领导人之

间的信任能增进企业之间的合作，其解释力达22%；金钱

和幸福的关系，没钱肯定不幸福，有钱就一定幸福？二者

0.25的相关性。

✓发展出对某个基本过程的知识，如技术创新需要具备的条

件（领导人、研发人员、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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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接某个一般性陈述下各个不同的议题，如主题与分论点

的逻辑关系；

✓ 建构并仔细推敲理论，使之更为复杂，如用基本理论解释

复杂问题；

✓ 扩展某个理论到新的领域，解释新问题，如拓展交易费用

理论的适用范围，解释企业之间的合作行为；

✓ 提供证据支持或驳斥一项解释或预测，如“质疑”、“商

榷”之类的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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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管理研究过程

• 选定主题—划定研究的基本范围；

• 锁定焦点—理出要研究的关键问题；

• 设计研究方案—用什么方法、指标、步骤；

• 收集资料—进行实际调查；

• 分析资料—运用各种分析工具处理资料；

• 解释结果—从资料分析中得出有价值的结论；

• 发表成果—编制报告或撰写论文并发表。

教育管
理（主
题）

教育成本
（焦点问
题，研究
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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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选择与提炼主题

选择主题是整个研究活动的始发点，往往根据个人

兴趣、知识、社会需要等诸多因素选择主题。

–论文选题要特别考虑理论知识准备情况和资料准备

情况（初步判断资料可得性）；

–主题不是论文题目，它更像是一组关键词，如高新

技术企业、核心能力、战略绩效，这些关键词其实

可以划定研究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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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把主题提炼成为研究问题

• 文献检索

遵照作者在论文结束部分提出的研究建议

延伸既有的解释到新的领域或情景中

挑战以往的研究成果

• 与他人讨论

• 界定研究的目标与期望的结果

是探索性、描述性、解释性研究？

应用性还是基础研究？

http://image.baidu.com/i?ct=503316480&z=&tn=baiduimagedetail&word=%BA%D3%C4%CF%C0%ED%B9%A4%B4%F3%D1%A7+%B1%EA%D6%BE&in=31423&cl=2&lm=-1&pn=9&rn=1&di=91065856245&ln=2000&fr=ala0&fm=ala0&fmq=1324023055765_R&ic=&s=&se=&sme=0&tab=&width=&height=&face=&is=&istype=


Network Optimization Expert Team

四、管理研究的基本要素

http://image.baidu.com/i?ct=503316480&z=&tn=baiduimagedetail&word=%BA%D3%C4%CF%C0%ED%B9%A4%B4%F3%D1%A7+%B1%EA%D6%BE&in=31423&cl=2&lm=-1&pn=9&rn=1&di=91065856245&ln=2000&fr=ala0&fm=ala0&fmq=1324023055765_R&ic=&s=&se=&sme=0&tab=&width=&height=&face=&is=&istype=


Network Optimization Expert Team

30

基本概念和抽象哲学层面
（研究/方法和方法论/科学和科
学研究/管理研究/研究范式）

操作层面
（具体研究方法）

基本要素
（内涵/特征/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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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要素在研究方
法论中有明晰严谨
的内涵
表达和运用反映出
研究的基本功和基
础技能

• 管理要素——建筑构件

• 日常沟通中所使用语言的含意
和表达不可能十分精确

学术研究要求词句和表达必须
准确无误

—基本要素符合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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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概念

零件-概念

部件-命题

机器-理论

1.1  概念(concept)的内涵

• 科学研究的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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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类似个例中抽象出的事物的共同属性，现实世
界中物体、性质、关系、现象和过程在大脑中的
表现—

“高度”“重量”/“成就感”“组织文化”

1.1  概念(concept)的内涵

• 相关联现象的共性冠以一个名词，在沟通中使用。
名词本身并不具象存在

“人”(抽象)-张三李四(具象)-共性“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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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理学概念因抽象程度有不同层次—

看得见、摸得着的物体（商标、产品、设备、员工）

比较抽象的东西（成长性、核心竞争力、有效性、品牌）

高度抽象的性质和关系（社会责任、领导风格、组织文化）

1.1 概念的内涵

越
抽
象

家庭财富

物质财富

用于消费的财富

电视机

耐用消费品

内
涵外
越延
不越
明广
确

1.1  概念(concept)的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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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各学科有专门概念，即使共用一词也有各
自内涵（“流水”）——术语，“行话”

1.1  概念(concept)的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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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定类型的概念—尚在研究中，前沿性

• 研究者根据科学研究的需要，仔细建构或“发明”
的一种概念，常是新观念和新思想的载体

“工作压力”“领导风格” / “效度”“信
度”

• 原本不存在，高度概括抽象，日常不使用-“造词
儿”

• 构念常具更多意义。如，“智力”(1)能加以观察
和测量；(2)可放诸某理论框架中探讨和其他构念
间的关系

1.2 构念（constru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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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概念化(conceptualization)

• 日常交流词汇-模糊和意会；管理实践中概念
的使用亦然（如“敬业”—不迟到早退）

• 研究中的概念—必须精确界定（否则失去根基
逻辑混乱）

• 精确指出研究所用术语含义的过程—概念化
（对事物本质的抽象表达-一个名词下的速描；
目的-简化思考/便于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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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概念化(conceptualization)

概念“公用”，概念化过程“私有”

• 概念一致，概念化过程各异（唤起的思维心象各
异）

• 启示：研究中必须明确界定所应用的概念，使读
者了解确切含义（“了解”不一定“同意”；前
提条件是自己有清晰“心象“）

• 科学发展的重要标志——科学共同体的成员间具
有某种共同的语言：作为交流媒介的科学概念和
术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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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概念的界定(定义)

• 定义是提示概念和名词所表达的共同属性的逻

辑方法(对事物的本质特征或概念的内涵和外延

确切而简要的说明 )

• 论文能否经得起推敲，定义清晰与否很关键。

反映基本功和思考成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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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概念的界定

• 定义清晰能消除歧义。即便不赞同也有沟通基础

甲：我讨厌钞票，很脏。
乙：不过，新印的钞票不脏。
甲：虽然是新印的，其脏与旧何异?
乙：新的和旧的一样脏，这怎么能说得通?

1.4 概念的界定(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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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义非绝对、唯一或最佳，只有最适

• 并非所有概念和名词都自行界定（词典、约定

俗成或容忍模糊）。但须定义关键概念和名

词—和主要创新点或贡献之处相联系

• 有不统一的理解—明确提出支持哪个；

读者不熟悉—应对定义进行交代；

作者构建的新概念—必须做出确切定义

1.4  概念的界定1.4 概念的界定(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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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的核心概念需要予以明确界定（即使已有先例）

• 概念的定义在全文中必须前后保持一致，不可界定
两次，也不可定义弹性化

• 非核心概念最好采用学术界通行的定义，不需重新
界定。在不必要或未感到不便时，不要去下新定义

• 如果确无现成名词以名所须名之事物，则立定义以
名之（guanxi-based business）。如涉其他学科，
最好请教专家，以免出错

1.4  概念的界定定义的基本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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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的核心概念需要予以明确界定（即使已有先例）

• 概念的定义在全文中必须前后保持一致，不可界定
两次，也不可定义弹性化

• 非核心概念最好采用学术界通行的定义，不需重新
界定。在不必要或未感到不便时，不要去下新定义

• 如果确无现成名词以名所须名之事物，则立定义以
名之（guanxi-based business）。如涉其他学科，
最好请教专家，以免出错

1.4  概念的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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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总结 1.4  概念的界定

1、概念界定清楚前不要急于推进研究

——概念和变量前后不一致，逻辑混乱

2、科技论文的美感在于其严谨的逻辑性和精练
的中性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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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变量的含义

• 定量研究中有可度量性(measurement)、会变化
的概念

• 是对概念的具体化，反映了概念在具体形态上
的变动性。其属性在幅度上和强度上的变化程
度可度量，如工作满意度、劳动生产率等

（二）变量(vari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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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变量的含义• 变量(Variables)和属性(attributes)

属性-客体的某种特性（如男性/女性,亚裔/非裔）

变量-按逻辑归类的一组属性（如gender）

• 变量和属性关系的描述在研究中占相当大的份量

如描述企业状况，按性别、岗位类型、收入变量分别描述属性
数值

• 变量须定义，定义必含可识别的种差，即要求辨明属性的构成，以
便度量

• 往往期望变量出现或避免某种属性，因而导致变量间关系的研究—
研究工作的主要内容

• 管理研究基本要素中变量处于中心地位。研究工作是用变量语言来
完成的，科学性只有用可度量的变量语言才能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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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变量类型

按所反映事物的属性特征分类

1）类别变量(nominal variable)

• 如，性别、籍贯

• 变量值的不同只是代表质的不同，不代表量的差异或顺序差
异。用于归类

• 直译“名义变量”—1男性 2女性

2）次序变量 (ordinal variable)

• 如，对三品牌喜爱程度用数字排序

• 按某种特征或标准，将对象区分为强度、程度或等级不同的
序列，转化成大小不等的数字

• 变量数值仅代表一种顺序关系，但并不表明绝对数量大小，

• 不能进行很多运算（如加减乘除和算术平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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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等距变量(interval variable)

• 在次序变量基础上增加了距离相等的特征。不仅能区分类
别和定级，而且可以确定间隔距离和数量差别。

如，智商、温度

• 无绝对零点（原点位置不固定死），变量值可随意选择性
取值，保持排序和差距不变即可。很多运算不能运用

4）等比变量(ratio variable )

• 如，员工月工资额，年龄、销量

• 综合上三种变量特征，且有绝对零点。计算变量值之间的
比例是有意义的，所有的统计运算都可以使用

◼ 四种变量有层次高低：等比变量等级最高，依序是等距、
次序和类别变量。高级别变量也可以看作其低等级层次的
变量—向下兼容性

2.3  变量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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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相互影响关系分类

1）自变量(independent variable)

•影响或决定因变量的变量，因变量发生变化的前提和原因

•变量分析中其属性值不受其他变量影响而独立给定（如员工教育
程度和工作绩效的关系，前者是自变量）

2）因变量(dependent variable)

•由其他变量引起变化或决定的变量，对自变量的变化作出响应

•一般因变量即研究者企图解释或探索其属性变化原因的变量，而
对于自变量本身可能不予深入探究

3）中介变量(mediating variable)

•遏制或增强自变量对因变量影响程度的变量就是中介变量

• X影响Y，且X是通过一个中间变量M对Y产生影响的，M即中介变量

2.3  变量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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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变量往往和中介变量同时存在并对因变量产生影响

• 中介变量的存在解释了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的关系。如，营
销系统授权与营销绩效间的关系，以营销创新能力为中介变
量

4）调节变量（moderating variable）

• 如变量X与Y有关系，但是X与Y的关系受第三个变量Z的影响，
Z即调节变量

• 调节变量所起的作用—调节作用

2.3  变量类型

[调节变量的原理]

•包含调节变量问题的常见陈述：“在什么样的情况下”
或“对于哪些人”，X能够更好地预测Y，或者X对Y
影响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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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变量类型

•包含调节变量问题的常见陈述：“在什么样的情况下”
或“对于哪些人”，X能够更好地预测Y，或者X对Y
影响更大？

调节变量的原理

•例：虚拟团队的出现使关系受另外一个调节变量——面对面
交谈次数的影响

团队授权（X） 团队绩效（Y）
（顾客满意度）

面对面交谈次数（Z）

•研究假设：团队中面对面交谈的次数会调节团队授
权与团队绩效之间的关系。在面谈次数较少（虚拟
程度高）的团队中，关系较强；反之关系较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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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变量类型

•指向关系而非变量—调节变量的图示表达方式变量

（Y与X的关系是Z的函数）

•调节变量的影响既可以是对关系强度的影响，也可以是对关
系方向的影响

•管理研究中调节变量可以是类别变量（如性别、种族、教育
水平），也可以是连续变量（如工资水平、智力水平）

调节变量的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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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变量类型中介变量的原理

•可用来解释现象，在研究扮演重要角色

•分两类：完全中介和部分中介。完全中介就是X对Y的影响完
全通过M；部分中介就是X对Y影响部分是直接的，部分是通
过M

X Y

M
a

c

b

• c=0时，M完全中介；当c＞0时，部分中介

•X和Y之间存在因果关系；M是这个因果关系的中间媒介，

M受到X影响之后再影响Y，因此传递了X的作用

•检验中介作用的方法通过验证这几个关系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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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变量类型调节变量和中介变量的理论意义

•调节变量的主要作用：
为现有的理论划出限制条件和适用范围—更精细

—理论一定有局限性

—波普尔证伪原则的问题：全盘推翻

—精致的证伪主义，理论内核+辅助假说+边界调节

—调节变量正是通过研究关系在不同条件下的变化及原因来调
整理论（找到适用范围和假说）-丰富原有理论

•中介变量的主要作用：
发展既有理论—解释变量间为什么会存在关系以及这种

关系是如何发生的。 研究目的是探索产生关系的内部机制。

—整合现有的研究或理论

—解释关系背后的作用机制

http://image.baidu.com/i?ct=503316480&z=&tn=baiduimagedetail&word=%BA%D3%C4%CF%C0%ED%B9%A4%B4%F3%D1%A7+%B1%EA%D6%BE&in=31423&cl=2&lm=-1&pn=9&rn=1&di=91065856245&ln=2000&fr=ala0&fm=ala0&fmq=1324023055765_R&ic=&s=&se=&sme=0&tab=&width=&height=&face=&is=&istype=


Network Optimization Expert Team

55

2.3 变量间的关系

•关系是知识的本质。科学研究的重点，往往是寻找变量之间
的决定性关系

(1)相关关系(correlational relationship)

•变量间存在相互影响、共同变化的关系

•表现：如变量X发生变化，变量Y也发生变化，但并无根据认
定Y的变化是由X变化所引起的

•还存在其它可能，如Y的变化引起了X的变化，或两变量的变
化都是由其他变量所引起

(2)因果关系(causal relationship)

•如变量X发生变化，变量Y也随之发生变化，Y的变化明确地
由于X的变化所引起。X是Y的原因，Y是X的结果

2.3  变量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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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果关系的3个必要条件（Lazarsfeld，1959)：

2.3  变量类型

•注意！必要条件非充分条件

•组织中问题通常是多个因素的连锁反应。很多时候只要找出
相关关系即可

•避免轻易认定因果关系

•虚无关系(null relationship)

在时间顺序上先有因后有果；

变量间有真实的相关性；

变量间的真实相关性不因第三个变量存在而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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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变量的测量

(1) 变量的操作化定义

•变量必须可观可测

？非实物的管理变量可观可测性从何谈起

•答案：变量本身即使不可测，但反映变量的心象集合是可测
的—间接观测

•变量的观测可归结到一系列具体的、结构化的、清晰的间接
测度指标。如“企业创新能力”-研发经费、专利数、高级
科技人员比例

操作化定义(operational definition)

明确说明如何测量某个概念，或者说，是描述概念测量
的“操作”。最终产品——一组具体指标
（indicators），指标是用来说明变量的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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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变量测量概要

•关键：找到合适的指标 —符合定义，且考虑数据资料、资源
及研究能力是否胜任

一组指标必备基本特征：完备性+排他性

•测量方式四类型

(1)定类测量-指标仅具完备/排他两特征，仅用于分类

(2)定序测量-指标用于逻辑排列（不同指标代表的变量）

(3)定距测量-指标用于变量间距的测量，如智力、满意度

(4)定比测量-指标数值是有真实意义的数字(而不是建立在相对
距离基础上)。如，员工年龄，任职时间

P.S.  测量构念类变量，可自创全新度量法 但：危险！

明智做法：在用过的、被证明可行的度量法基础上进
行少量的改动

2.4  变量的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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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假设

3.1假设的内涵

假设(hypothesis)—研究开始时提出的待检验的命题，
是由概念(或变量)构成的，以一种可检验的形式加以陈
述，并对变量之间的特定关系进行预测的命题。

假设构成研究主题，其提出和验证是研究工作的主线。

3.2假设的来源

一般通过文献分析或观察提出符合逻辑的推测，如“天
下乌鸦一般黑”。

http://image.baidu.com/i?ct=503316480&z=&tn=baiduimagedetail&word=%BA%D3%C4%CF%C0%ED%B9%A4%B4%F3%D1%A7+%B1%EA%D6%BE&in=31423&cl=2&lm=-1&pn=9&rn=1&di=91065856245&ln=2000&fr=ala0&fm=ala0&fmq=1324023055765_R&ic=&s=&se=&sme=0&tab=&width=&height=&face=&is=&istype=


Network Optimization Expert Team

（四）模型

（1）定义

模型是介于理论与资料中间层次的东西，是理

论与资料间的媒介。

（2）分类

模型分为数学模型和概念模型

• 数学模型：在实证研究中，模型虽然不是必

不可少的，但常常是都需要应用数学模型。

把理论与事实联系起来，数学模型是极其重

要的。

http://image.baidu.com/i?ct=503316480&z=&tn=baiduimagedetail&word=%BA%D3%C4%CF%C0%ED%B9%A4%B4%F3%D1%A7+%B1%EA%D6%BE&in=31423&cl=2&lm=-1&pn=9&rn=1&di=91065856245&ln=2000&fr=ala0&fm=ala0&fmq=1324023055765_R&ic=&s=&se=&sme=0&tab=&width=&height=&face=&is=&istype=


Network Optimization Expert Team

• 概念模型：概念模型在管理研究中也常见，是对理论的一

种特殊表达形式。

假设与模型是两个相关的研究要素。概念模型中的假

设越接近现实，模型就越复杂。概念模型只能告诉我们，

在特定假设条件下，“因”如果变动，对“果”会产生正

的或负的影响，但是不能告诉我们影响的量有多大，除了

理论模型中所导致的“果”之外，这个“因”的变动是否

还会有其他附带的“果”，这些“果”的量有多大等等。

如波特的“钻石模型”，4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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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特钻石理论模型

“钻石模型”是由哈佛商学院著名的战

略管理学家迈克尔·波特提出的。波特的

钻石模型用于分析一个国家某种产业为什

么会在国际上有较强的竞争力。波特认为，

决定一个国家的某种产业竞争力的有四个

因素：

• 生产要素

• 需求条件。

• 相关产业和支持产业的表现。

• 企业的战略、结构、竞争对手的表现。

在四大要素之外还存在两大变数：政府与

机会。机会是无法控制的，政府政策的影

响是不可漠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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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数据

（1）定义

数据（data）是事实的体现，是对情况的

记录，包括数值数据（number）与非数值数据，

如声音、文字、视频、音频等。

大数据（big data）4V特征：Volume:数据

量大 Variety:数据来源和形态多样 Velocity:

数据的产生和处理极快 Value:低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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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数据的接受准则

• 利用有缺陷的数据进行研究将直接会影响到研究结论的

可信度，因此为了保障所采用数据的真实性，必须设立

一个标准，只有符合这些标准的数据才能用于管理研究。

管理研究中的数据，有些可以定量测试（数值数据），

而有些数据（如非数值数据）则只能通过定义来规范。

• 如何实现？对数据范围作出界定，给它们加上一定条件，

符合条件的数据予以录入，用于研究，不符合的数据不

予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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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理论（theory）

• 单个经验研究结果有局限性—需建立在更广阔基础上的更系
统的知识（否则会局限于特定现象和问题）—理论的作用

5.1 理论的组成

• 一组结构化的概念、定义和命题，用来解释和预测现实世界
的现象

• 理论三要素：

(1)概念框架

(2)说明特性或变量间关系的一组命题

(3)供验证的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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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项新理论必须是若干概念和命题组合—新组合或新旧组合
（使原来未曾发现的现象之间的关联得以连通）

假设 vs 理论

有待论证和验证
较简单，一般只包含两个变
量的命题

经受过实践检验
含若干经过验证的假设(命题)
组成，变量较多更抽象

• 对于“理论”的理解要点：

理论由若干个而不是一个命题组成

能构成一套演绎体系，形式上由多层次的不同抽象等

级的命题构成

要能解释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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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理论形成过程

• 研究者思考的过程：

(1)感觉疑难 (2)辨识疑难

(3)提出假设 (4)推理论证

• 好理论的四标准：

1)解释力—正确地解释各种不同现象（影响面/概括范

围），普遍正确性

2)可检验性—可能会是错误的明确预测（可证伪性）

3)简洁性—理论本身的精简程度

4)丰富性——预测能力，引导研究进入尚未开发新领域

的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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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推理（reasoning）

• 从命题出发逻辑地推出另一个命题

• 推理涉及结构化的命题：前提和结论

控制论-输入/输出，医疗诊断-症状/病症

按照推理过程分为：演绎推理、归纳推理和类比推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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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归纳(induction)

6.1.1 归纳的含义

➢ 根据观察到的事实及结论产生普遍规则

具体经验事实抽象理论，数据和证据结论

➢ 事实支持结论，结论解释事实

➢ 三步骤：观察—分析—概括

➢ 归纳三要点：

– 形成括基础的观察数目必须很大

– 观察必须在各种条件下能重复

– 已被接受的观察不能与得到的普遍规律相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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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2 归纳法的局限性

1）所有的乌鸦都是黑色的

2）所有的天鹅都是白色的

• 归纳从不产生确定性——概率推理

• 归纳主义并未提出完整的方法论(Boland,1982)

——事实一致性高，但预测性表现不好

• 遵循归纳原则的好处—保证结论建立在经验事实基础上，
为建立普遍性命题打下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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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演绎(deduction)

6.2.1 演绎的含义

• 归纳的逆向思维。建立在客观理论基础知识上，从已知规律
出发推导出未知问题结论。抽象理论具体事实

• 结论必然能从前提推衍出来，如前提为真则结论为真

大前提1：所有工作绩效好的人对自己工作的熟练程度很高

小前提2：张三的工作绩效很好

结论3：张三的工作熟练程度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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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演绎(deduction)

6.2.1 演绎的含义

• 前提必须是不证自明和广泛认同的，从前提得到结论，整个
推理和逻辑进行的过程必须是真实的

• 错误的前提只能得到错误的结论

地球是扁平的表面有边界 船持续航行最后会坠落

• 只要逻辑能站住脚且认可假设的真实性，就可得出结论的逻
辑真实性。因而对于提出假设和检验理论很有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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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3 演绎的局限性

• 优势：符合逻辑一致性要求

• “给定”前提引起争论和局限——

• 演绎法是一种单纯化方法，用在研究无情物上较合适，
用在有情物上，很容易将不能假设掉的东西假设掉，依
据很不完整的假设做出无价值的推理问题

理论越简单越有价值，

保证理论模型使用价值，需
在给定的前题假设中剥离非
决定性影响因素

实际管理行为受情境因

素大，给定简化的前提假
设很难跟经验事实吻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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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备考时间长短和考试成绩之间的关系

1、演绎法

从逻辑推论开始：成绩好-记忆和运用信息能
力好-随备考时间长增加

假设：备考时间和考试成绩呈正相关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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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归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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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归纳和演绎的关系

• 管理研究中常见归纳法与演绎法

• 归纳从观察现实世界出发，朝向抽象的经验通则和概念推进
（基于研究历史战争现象，得出民主国家间无战争的一般结
论）；演绎则从一般知识或理论出发，通过合理的逻辑推理，
推导出未知的结论，或对个别事物做出论断（民主政治的一
般原理民意会制约国家领导人的战争倾向民主国家间无
战争）

• 孰优孰劣无争论必要。将研究逻辑简单分为归纳与演绎有勉
强成分，很少有研究方法是纯粹的归纳法或演绎法

• 两者相互依存补充。一方面，没有归纳就没有演绎，演绎源
于归纳的概括总结。另一方面，通过归纳得出的规律和理论
的必然性需要演绎加以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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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的起点应是归纳法——实证研究一般从归纳法开始；理
论研究可从演绎法开始，但大前提也源于前人的归纳

• 探索性研究描述性研究解释性研究规律一致

事实1 事实2 事实3 事实n

结论1 大前提 小前提 小前提

事实1

=
归纳法

演绎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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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作业]

1 找一篇学术论文，针对其中涉及到“分类”的部
分，对照分类规则进行分析评价，并提出建议修
改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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