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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为了解国内案例研究方法的运用情况,以国内 31种期刊已发表的案例研究论文为

样本,首先从数量上进行了统计分析;其次,按案例所发挥的作用归纳出验证性、探索性和描述

性 3类运用模式,并从运用过程、研究关键、研究者群体、案例个数和方法论 5个基本方面进行

了描述和比较; 接着,在借鉴相关文献的基础上, 针对运用模式总结提炼出 13个关键指标,并

应用它对国内 3种期刊上的案例研究论文做了初步评价;最后, 从案例研究方法的发展趋势角

度,提出了若干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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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under stand the curr ent situat ion of case study method, the paper firstly

makes stat ist ical analy sis from a quant itat ive perspect ive by using case study papers that have been

published in 31kinds of nat ional journals as sample. Secondly, the paper concludes three types o f case

studies applicat ion modes in terms of case function: verif ied case study, explo rato ry case study and de

script iv e case study, and makes a comparat iv e analysis of application modes f rom fiv e basic aspects.

Thirdly, the paper puts forw ard thirteen key indexes based on literatures, and makes use of key inde

xes to est imate case study paper s o f nat ional three representat ive journals in 2009. Finally, the paper

makes some suggest ions fr om the perspect iv e of the development tr end of case study method.

Key words: case study method; applicat ion mode; key index

收稿日期: 2010 03 04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 70872013, 70902032)

作为一种实证研究,案例研究方法既不是

资料收集技术,又不是仅限于设计研究方案本

身,而是一种全面的综合性研究思路[ 1]。自 20

世纪 80年代以来,不乏管理大师通过案例研究

方法总结出了许多著名的现代管理理论,例如

PRAHALADE 等在对日本电气公司( NEC)与

美国通用电报电话公司( GT E)进行详细的比较

研究的基础上,提出的 企业核心能力 ; KAP

LAN 等通过对美国 100 多家企业几年来实践

的总结,提出的 平衡计分卡 ; H AMMER 等用

10年时间对数十家美国公司进行观察后,提出

的 业务流程再造 , 等等[ 2]
。这些无一不说明

案例研究方法是一种科学有效的、广泛使用的、

并善于构建新理论的研究方法。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地增

长,具有中国特色的管理模式和经验备受世界

瞩目。在全球化和网络化的时代背景下,我国

管理学者需深入剖析中国企业管理的新实践,

以总结提炼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管理理论和方法

论。毋庸置疑,这些目标的实现必须基于科学、

严谨的研究方法,大量研究成果表明我国管理

学者正积极地采纳国际通行的科学研究方法,

其中,案例研究方法便是国内学者所积极推崇

和使用的科学方法之一。案例研究方法引入我

国已 30余年,它逐渐受到国内学者的关注并得

以采用。例如, 2001年在香港浸会大学举办的

新经济时代的市场营销理论与方法及中国企

业管理案例研讨会 ; 2005~ 2009 年由中国人

民大学案例研究中心和管理世界杂志社发起并

连续举办 5届的 中国企业管理案例论坛 ;由

中国管理案例共享中心、大连理工大学管理学

院、中国技术经济研究会研究方法工作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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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办的首届 中国管理案例共享国际论坛 

( 2010)等大型会议受到众多管理学者的重视。

再如,当前管理学科期刊中已发表的案例研究

论文呈现出成果数量剧增、使用范围广泛、研究

内容丰富和理论贡献突出等特点。由此可见,

案例研究方法不仅被国内学者大量采用,而且

被证明它确实是一种适合总结提炼出具有中国

特色管理理论的有效研究方法。

虽然国内案例研究方法的发展相当迅速,

但是在发展过程中它的运用模式呈现出多元化

的态势,各种模式的运用也与国际通行标准相

差甚远,例如不明确分析单位,不重视采用多种

数据收集方法、较少使用三角测量方法、缺乏明

显的证据链等。从案例研究方法的发展趋势来

看,除了鼓励学者们多使用案例研究方法外,还

需认真回顾、总结和评价当前案例研究方法的

现状,指出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只有这样案

例研究方法才能得以顺利发展,它所发挥的贡

献才能越来越大。鉴于此,本文在了解当前国

内案例研究方法运用情况的基础上,总结案例

研究方法的运用模式,针对运用模式归纳出关

键指标,并应用关键指标对现状进行初步的评

价,旨在为案例研究方法的发展起到一定的推

动作用。

1 国内案例研究方法的运用现状

为了解国内案例研究方法的运用情况,本

文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管理科学部认定

的 30种重要期刊 (其中 A 类有∀管理世界#与

∀科研管理#等 22 种, B 类有∀科学学与科学技

术管理#与∀管理学报#等 8种)和 1个专业性案

例研究期刊 (∀管理案例研究与评论#)为基准,

就期刊中使用案例研究方法的已发表论文 (简

称 案例论文 )进行统计分析。收集案例研究

论文的方法如下:首先,在 CNK I数据库中按刊

名和主题( 案例 )进行搜索,年份设定在 2000

~ 2009 年期间;其次,手工翻阅所有期刊过去

10年中的论文进行查漏和补缺;完成上述步骤

后,研究者按以下调整原则进行处理: ∃剔除案

例教学方面的论文; % 剔除介绍案例研究方法

论的论文; &剔除有 案例 字样,却无真实案例

支撑的论文; ∋剔除案例描述与分析不到 100字

的论文; (剔除其他无实质案例研究的论文 (如

与经济学相关的小案例) ; )保留以增刊形式发

表的论文。为保证数据的可靠性,先对全部论文

进行编码,待整理好后,再请 2个博士研究生对

全部论文进行重新编码,以检验编码信度。

经收集和调整后, 31 种期刊 2000~ 2009

年发表的 案例论文 篇数见表 1。从中可见当

前案例研究论文在数量上呈现以下几个特征:

∃每年的论文总数呈逐年上升趋势, 2000年仅

61篇,而到 2009年超过了 200篇; % 10 年间论

文总数超过百篇的期刊中, A 类只有∀管理世

界#和∀科研管理# , B 类只有∀科学学和科学技

术管理#较突出,刊登 92篇;值得一提的是专业

性期刊∀管理案例研究与评论#,在短短 2 年内

发表的论文数量达 80余篇; &从案例研究方法

的运用范围看,它涉及的领域非常广泛,如工程、

金融、会计、资源、环境、农业经济、公共管理等。

2 案例研究方法的运用模式

2. 1 案例研究方法的 3 类运用模式

经浏览 31种期刊的 案例论文 发现,在论

文框架上大体遵循以下 5 个部分的结构布局:

∃依据文献缺口或企业实际现象引出研究问

题。%分 2种情况:一种是围绕研究问题进行

相关文献和理论的综述,提出分析思路和切入

点;另一种是在文献综述的基础上通过思辨和

理论推导,提出创新性理论框架、理论命题或理

论模型等。 &详细描述研究方法,如分析单位、

多种资料收集方法等方面的交代。∋分 3 种情

况:第 1种是运用合适的案例验证第 2 部分提

出的理论框架等;第 2 种是在案例分析的基础

上发现了企业实践中产生的新事实、新实践、新

思想等,并在研究发现的基础上进行理论上的

升华;第 3种为揭示新问题或新现象对案例做

准确的描述。 (给出研究结论。

根据 案例论文 结构框架的描述,可观察

出案例在论文中所发挥的作用:验证理论、探索

理论和描述现象。借鉴 YIN 等
[ 1, 3, 4]

的分类依

据,根据案例在论文中所发挥的作用这个维度,

把当前案例研究方法的运用模式分为 3 类:验

证性、探索性和描述性。每类运用模式的论文

篇数见表 2。为更深层次地了解 3类运用模式

的情况,本文还特别对每类运用模式所使用的

案例个数进行了区分, 即按单案例和多 ( ∗2

个)案例分别予以统计。

2. 2 3类运用模式的比较

在统计和查阅 3类运用模式的论文过程中

发现,除了案例在论文中所发挥的作用不同外,

在运用过程、研究关键、研究者群体、案例个数

和方法论 5个基本方面也存在着较大差异。为

清楚地认识这 3 类运用模式,本文从这 5个基

本方面分别予以阐述, 并在此基础上进行相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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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2000~ 2009 年 31 种期刊发表的 案例论文 篇数 篇

序号 刊 名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合计

1 ∀管理世界# 7 4 7 20 18 16 19 22 20 28 161

2 ∀科研管理# 6 4 4 12 12 12 17 11 15 12 105

3 ∀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 1 1 6 7 7 7 11 14 15 23 92

4 ∀中国软科学# 6 7 9 8 7 4 7 6 14 22 90

5 ∀管理案例研究与评论# 0 0 0 0 0 0 0 0 38 42 80

6 ∀科学学研究# 1 1 3 7 6 4 11 10 13 11 67

7 ∀工业工程与管理# 7 4 8 9 8 5 10 5 5 4 65

8 ∀金融研究# 0 6 9 7 5 7 8 6 5 1 54

9 ∀研究与发展管理# 0 2 2 3 10 3 7 14 8 3 52

10 ∀管理工程学报# 4 5 5 2 5 5 7 4 5 4 46

11 ∀中国工业经济# 3 0 3 5 5 6 6 9 6 1 44

12 ∀中国管理科学# 2 2 4 1 3 7 2 5 14 2 42

13 ∀会计研究# 4 5 6 3 1 5 6 4 3 4 41

14 ∀农业经济问题# 1 0 0 3 5 7 3 4 9 6 38

15 ∀管理学报# 0 0 0 0 1 3 5 8 3 16 36

16 ∀管理评论# 0 0 1 3 3 10 4 6 5 4 36

17 ∀中国人口! 资源与环境# 2 1 0 2 1 6 1 9 3 6 31

18 ∀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 2 0 4 1 3 3 3 5 3 4 28

19 ∀公共管理学报# 0 0 0 0 2 1 4 10 6 5 28

20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3 9 5 4 2 3 0 0 1 0 27

21 ∀中国农村经济# 2 3 4 0 2 3 4 4 3 1 26

22 ∀南开管理评论# 3 2 3 1 3 4 2 1 3 3 25

23 ∀管理科学学报# 1 1 2 3 6 1 1 3 3 0 21

24 ∀管理科学# 0 0 0 5 2 4 1 2 4 1 19

25 ∀系统工程# 2 0 2 4 1 1 2 3 1 1 17

26 ∀系统工程理论方法应用# 2 3 1 2 3 0 2 0 0 0 13

27 ∀情报学报# 1 1 1 1 1 1 2 0 3 2 13

28 ∀预测# 0 0 0 1 0 1 3 1 0 3 9

29 ∀运筹与管理# 0 1 0 0 1 3 0 1 1 2 9

30 ∀数理统计与管理# 0 0 0 0 0 2 0 3 0 1 6

31 ∀系统工程学报# 1 0 2 0 1 0 0 0 0 0 4

合计 61 62 91 114 124 134 148 170 209 212 1 325

表 2 2000~ 2009 年 31 种期刊发表的按运用模式分类的 案例论文 篇数 篇

序号 刊 名 验证性 探索性 描述性 合计 序号 刊 名 验证性 探索性 描述性 合计

1 ∀管理世界# 33/ 13 75/ 32 6/ 2 114/ 47 17 ∀中国人口! 资源与环境# 16/ 4 8/ 3 0/ 0 24/ 7

2 ∀科研管理# 52/ 20 18/ 12 3/ 0 73/ 32 18 ∀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 25/ 1 2/ 0 0/ 0 27/ 1

3∀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 41/ 22 15/ 12 2/ 0 58/ 34 19 ∀公共管理学报# 5/ 6 9/ 8 0/ 0 14/ 14

4 ∀中国软科学# 36/ 26 15/ 13 0/ 0 51/ 39 20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15/ 5 6/ 1 0/ 0 21/ 6

5 ∀管理案例研究与评论# 14/ 7 31/ 8 19/ 1 64/ 16 21 ∀中国农村经济# 2/ 4 8/ 11 1/ 0 11/ 15

6 ∀科学学研究# 33/ 16 11/ 7 0/ 0 44/ 23 22 ∀南开管理评论# 12/ 5 4/ 4 0/ 0 16/ 9

7 ∀工业工程与管理# 50/ 8 7/ 0 0/ 0 57/ 8 23 ∀管理科学学报# 16/ 5 0/ 0 0/ 0 16/ 5

8 ∀金融研究# 11/ 7 29/ 7 0/ 0 40/ 14 24 ∀管理科学# 13/ 3 3/ 0 0/ 0 16/ 3

9 ∀研究与发展管理# 31/ 12 7/ 2 0/ 0 38/ 14 25 ∀系统工程# 15/ 2 0/ 0 0/ 0 15/ 2

10 ∀管理工程学报# 26/ 7 6/ 7 0/ 0 32/ 14 26 ∀系统工程理论方法应用# 12/ 1 0/ 0 0/ 0 12/ 1

11 ∀中国工业经济# 13/ 10 12/ 9 0/ 0 25/ 19 27 ∀情报学报# 8/ 3 1/ 1 0/ 0 9/ 4

12 ∀中国管理科学# 37/ 3 2/ 0 0/ 0 39/ 3 28 ∀预测# 6/ 1 1/ 1 0/ 0 7/ 2

13 ∀会计研究# 11/ 8 16/ 6 0/ 0 27/ 14 29 ∀运筹与管理# 9/ 0 0/ 0 0/ 0 9/ 0

14 ∀农业经济问题# 6/ 7 21/ 4 0/ 0 27/ 11 30 ∀数理统计与管理# 5/ 1 0/ 0 0/ 0 5/ 1

15 ∀管理学报# 20/ 6 8/ 2 0/ 0 28/ 8 31 ∀系统工程学报# 4/ 0 0/ 0 0/ 0 4/ 0

16 ∀管理评论# 21/ 6 8/ 1 0/ 0 29/ 7 合计 598/ 219 323/ 151 31/ 3 952/ 373

注: / 前后数字分别表示单案例、多案例的论文篇数。

比较,结果见表 3。

( 1)运用过程 验证性运用模式的目标重

在验证、补充或修正理论命题。该模式可简洁

地用 先理论构建+ 后案例论证 来表示。具体

来说,它的运用过程是:通过收集、整理相关文

献和(或)运用相关理论和方法,对它们加以思

辨和理论推导,从而提出新颖的理论框架 (命

题)或构建出具有一定创新性的理论模型,之后

再选取与理论框架等相匹配的案例 (单个或多

个) , 对其进行验证,目的在于证明所提出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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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3 类运用模式的比较

运用模式 验证性 探索性 描述性

案例作用 验证理论 探索理论 描述现象

运用过程 模式 先理论构建+ 后案例验证 先案例探索+ 后理论升华 基于扎根理论的案例描述

结构布局 5个部分 5个部分 重在第 4部分

研究关键 侧重点 第 2部分 第 4部分 第 4部分

创新点 第 2部分 第 4部分 不以构建理论为目的

研究者群体 硕士、博士等中层 副教授等高层 所有人员

案例个数 单> 多 单> 多 单> 多

方法论 外部效度不能保证 4种检验得到保证 4种检验得到保证

论框架具有有效性。在论文结构框架上,该运

用模式大体遵从 5个部分的结构布局。

探索性运用模式的目标重在对企业的新实

践和客观事实进行探索, 以挖掘出创新性理

论[ 1]。该模式可简洁地用 先案例探索+ 后理

论升华 来表示。具体来说,该模式的运用过程

是:围绕研究问题进行相关文献和理论的收集

和整理,以提出分析思路或找到切入点,在此基

础上选取和收集案例(单个或多个)进行探索性

分析、总结和提炼,之后基于案例的探索发现再

进行理论上的升华。该模式的另一手法是先案

例探索而得出理论框架,后用统计调查法进行

验证:在文献分析的基础上,通过典型案例的理

论探索,构建出创新性概念模型和提出理论假

设,再在此基础上设计出新量表,通过问卷发

放、数据处理和分析,以验证模型和假设。在论

文结构框架上,该运用模式大体遵从 5 个部分

的结构布局。

描述性运用模式的目标重在对人、事件或

情景的概况做出准确的描述,以期望揭示新问

题和新现象,主要以提供研究所需的素材为目

标。该模式可简洁地用 基于扎根理论的案例

描述 来表示。此模式的运用过程是:基于扎根

理论,重点通过描述典型案例揭示新问题和新

现象。在论文结构框架上,描述性运用模式没

有前 2类严格,例如淡化研究问题、忽略相关理

论、弱化案例的理论升华等。同时,我们发现此

类运用模式与探索性案例研究模式在运用过程

方面具有很多相似点,例如都是基于扎根理论、

重视多种收集方法等。

( 2)研究关键 验证性运用模式的关键在

于:提出科学性、创新性的理论框架等,并能选

取出相匹配的案例予以验证, 以达到 自圆其

说 的目标[ 3]
;侧重点和创新点在论文框架中的

第 2部分。探索性运用模式的关键在于:对案

例的总结和提炼,以及理论的升华;侧重点和创

新点在论文框架中的第 4部分。描述性运用模

式的关键在于:基于扎根理论,运用各种分析方

法,能准确地对案例进行描述;侧重点在第 4 部

分。描述性运用模式的主要目的在于揭示新问

题和新现象,不以构建理论为直接目的。

( 3)研究者群体 验证性运用模式的使用

者大多数是中层次群体 (如硕士、博士 ) 占

72%。此种现象的原因可能是该模式的运用对

他们而言相对较简单,比较容易掌握。探索性

运用模式的使用者大多数是经验丰富的高层次

群体(如副教授、教授、学术型企业高层管理者

等)占 18%。之所以这些高层次群体是研究主

体,是因为他们具有长期的研究经验、丰富的理

论基础和广泛的社会资源等,这些都是进行探

索性案例研究的基础条件。描述性运用模式的

研究者分布较广泛,各层次研究人员都有, 占

10%。

( 4)案例个数 从表 2可以看出:在验证性

运用模式中,使用单案例的论文数量高达 598

篇,而使用多案例的论文仅 219 篇,前者约是后

者的 3倍。这种现象的产生可能是因为寻找多

个与理论框架相匹配的验证性案例比较困难。

在探索性运用模式中,使用单案例的论文数量

是 323篇,而使用多案例的论文数量不到前者

的一半。原因可能是多案例的资料收集和分析

等环节的操作难度较大。在描述性运用模式

中,论文总数较前 2类运用模式相对少很多,大

部分论文主要集中在∀管理案例研究与评论#

上,并且同样是使用单案例的论文( 31 篇)超过

使用多案例的论文( 3篇)。另外,探索性 案例

论文 数量 (共 474 篇) 远少于验证性 案例论

文 数量 ( 817 篇)。总地来说,从运用模式看,

研究者较倾向使用验证性运用模式;从案例个

数看,研究者较倾向使用单案例进行研究。

( 5)方法论 从方法论角度看,在评定实

证性社会研究方法的质量时,通常要用到 4 种

检验。由于案例研究是实证性研究方法之一,

所以 4种检验同样也适用于案例研究。4种检

验分别是[ 1,4] : ∃ 构念效度,针对所要探讨的概

念进行准确的操作性测量; %内部效度,建立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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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关系,说明某些条件或某些因素会引发其他

条件或其他因素的发生,且不会受到其他无关

因素的干扰; &外部效度,指明研究结果可以类

推的范围; ∋信度,表明案例研究过程的每一个

步骤都具有可重复性,且如果重复同样的研究,

就可以得出相同的结果。

验证性运用模式先在整理相关文献和理论

的基础上提出理论框架,后再使用案例(单个或

多个)进行验证,且通常选取的案例都是与理论

框架存在匹配性的案例。该模式在 4种检验方

面: ∃虽构念来自于现有文献和理论,但能通过

采用多种证据源、形成证据链来保证构念效度;

%可通过运用模式匹配、建立解释、时间序列分

析等保证内部效度; &在该运用模式中,理论框

架只在选取的单个或多个案例中得到证实,而

同样的理论框架在相同情况下的其他案例中不

一定得到证实,有时我们甚至很容易找出相反

的案例推翻这样的理论框架,可见外部效度是

得不到保证的; ∋可通过周详的研究计划书、案

例研究资料库保证信度。由此可知,验证性运

用模式因外部效度不能得到保证,所以该运用

模式是不科学的。虽然该模式从方法论角度看

是不可取的,但它在中国案例研究方法发展的

过渡时期得以存在,必然有其存在的现实意义,

例如可以加强硕士、博士群体对现有文献和理

论的理解,有助于锻炼他们的理论推导能力和

选取验证性案例的能力等。

探索性运用模式是从案例(单个或多个)中

总结归纳出新发现,并进行理论上的升华。该

模式在 4种检验方面: ∃可通过采用多种证据

源、形成证据链来保证构念效度; %可通过运用

模式匹配、建立解释、时间序列分析等保证内部

效度; &可通过多案例复制、分析类推保证外部

效度; ∋可通过周详的研究计划书、案例研究资

料库保证信度。由于该模式在 4种效度方面都

能得到保证,因此探索性运用模式是符合科学

研究的范式,是值得大力提倡的,也是今后案例

研究的发展方向。

由于描述性运用模式与探索性运用模式都

是基于扎根理论的方法,在方法论角度与探索

性运用模式相类似, 4种检验都能得到保证。

3 运用模式的关键指标

笔者在借鉴有关文献的基础上,以论文结

构框架的 5个部分为出发点,总结提炼出各部

分需注意的 13 个关键指标: ∃ 在研究问题中,

一个关键指标是围绕 如何 和 为什么 类型问

题, 对其所反映的文献缺口给予清晰的说

明[ 5, 6] ; % 在文献综述与理论框架中,关键指标

分 2种情况:对于验证性运用模式而言,在了解

相关文献和理论的基础上提出创新性理论框

架[ 1, 7]是关键指标; 对于探索性运用模式而言,

提出分析思路和适合的切入点[ 1, 7, 8] 是关键指

标; &在研究方法中,关键指标包括界定分析单

位
[ 1, 7]
、多案例设计

[ 1, 7]
、采用多种证据源

[ 1,7~ 9]
、

实地记录、对原始数据编码、数据展示 [ 1,7~ 9]、

基于团队的研究[ 1,4, 7~ 9]等方面; ∋在案例分析与

研究发现中,主要包括适合的分析技术[1, 7]、清

晰的证据链
[1, 5, 6]
、原始证据的引用

[1, 5,6]
、理论升

华
[ 1, 3]
等关键指标的把握; ( 在研究结论中,一

个关键指标是将得出的研究结论与已有相关理

论相对照,以突出研究贡献[1, 7, 9]。

为了解国内案例研究方法运用过程中存在

的不足和问题,本文尝试应用这 13个关键指标

对当前案例研究方法的运用情况进行评价。由

于∀管理世界#和∀科研管理#是国内管理学科中

较优秀的期刊,且是案例研究论文较集中的期

刊,又∀管理案例研究与评论#期刊是国内唯一

个专业性案例研究期刊,所以选取这 3 种期刊

上的 案例论文 作为样本进行统计分析和举

例,基本上可以探查国内案例研究方法的运用

情况。论文样本是 3种期刊 2009 年以正刊形

式发表的 70篇案例研究论文,其中∀管理世界#

16 篇, ∀科研管理#12 篇, ∀管理案例研究与评

论#42 篇。本文使用内容分析法对这些论文进

行评价。具体按以下步骤进行: ∃ 把归纳的 13

个关键指标提送给 2位从事案例研究的教师进

行评估,以适时调整; %由本文 2位研究者随机

挑出 5篇论文进行试验,以对模糊之处进行讨

论和掌握各关键指标的内容; &再由 2 位研究

者独自对所有 案例论文 进行评分,评分原则

是:符合关键指标的要求记为 1 分,不符合要

求记为 0 分。在整理各指标分值后,其最终结

果见表 4。

从表 4中可以管窥出: ∃从总体上看, 3 种

期刊上 案例论文 的关键指标得分普遍较低,

尤其是 明确的分析单位 、实地记录、对原始

数据编码、数据展示 、基于团队的研究 、适

合的分析技术 、与现有理论的比较 等关键指

标更为明显,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国内案例研

究与国际通行的案例研究标准还相差甚远;

%从各期刊论文的关键指标得分角度看,它们

的高低顺序是: ∀管理世界#> ∀科研管理#> ∀管

理案例研究与评论#; &对于 案例论文 最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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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3种期刊 2009 年 案例论文 关键指标的得分情况

运用模式的关键指标

得分 合计

∀管理世界#
16篇

( Y6 T 10) *

∀科研管理#
12篇

( Y8 T 4)

∀管理案例研究
与评论#42篇
( Y8 T18 M16)

70= 22( Y) +

32( T ) +

16( M )

第 1部分: 研究问题

∃ 明确研究问题 12( 75% ) * * 6( 50% ) 15( 35. 7% ) 33

第 2部分: 文献综述与理论框架(验证性案例研究论文是重点)

% 了解相关文献和理论,提出分析思路和切入点( EC S) * * * 6( 60% ) 2( 50% ) 7( 38. 9% ) 15

& 了解相关文献和理论,构建创新性理论框架(或理论命题、
理论模型等) ( VCS) * * * *

6( 100% ) 8( 100% ) 8( 100% ) 22

第 3部分: 研究方法

∋明确的分析单位 3( 18. 8% ) 1( 8. 3% ) 1( 2. 4% ) 5

( 多案例设计 6( 37. 5% ) 3( 25% ) 6( 14. 3% ) 15

)多种证据来源 11( 68. 8% ) 4( 33. 3% ) 11( 26. 2% ) 26

,实地记录、对原始数据编码、数据展示 8( 50% ) 2( 16. 6% ) 2( 4. 8% ) 12

−基于团队的研究 6( 37. 5% ) 1( 8. 3% ) 2( 4. 8% ) 9

第 4部分: 案例分析与研究发现(探索性和描述性案例研究论文是重点)

.适合的分析技术 13( 81. 3% ) 4( 33. 3% ) 12( 28. 6% ) 29

/清晰的证据链 12( 75% ) 4( 33. 3% ) 11( 26. 2% ) 27

011原始证据的引用 9( 56. 3% ) 3( 25% ) 5( 11. 9% ) 17

012理论的升华( ECS) 8( 80% ) 2( 50% ) 5( 31. 3% ) 15

第 5部分: 研究结论

013与现有理论的比较 7( 43. 8% ) 1( 8. 3% ) 1( 2. 4% ) 9

注: * Y + 验证性; T + 探索性; M + 描述性,字母后数字为篇数。* * 前面数字表示所得分数的累计,其中 % & 012关键指标中括号里的
数字= (所得分数/该类型的总篇数) 1 100% ,其他括号里的数字= (所得分数/该期刊的总篇数) 1 100% ; * * * ECS ( ex ploratory case

study)表示探索性案例研究。* * * * VCS( verified cas e study)表示验证性案例研究。

的∀管理世界#,尽管论文在关键指标的描述方

面相对其他 2种期刊较为规范,但 明确的分析

单位 、多案例设计 、实地记录、对原始数据

编码、数据展示 、原始证据的引用 和 与现有

理论的比较 等关键指标的得分还不够理想,这

意味着即使是目前 案例论文 品质最高的∀管

理世界#,在某些关键指标的描述上也有提高的

空间; ∋对于专业性期刊∀管理案例研究与评

论#,虽年产量较多,但 案例论文 的品质与国

内优秀期刊相比还存在一定的差距,尤其忽视

研究方法和案例分析方面关键指标的描述。下

面对各关键指标的情况作进一步描述:

( 1)第 1部分 ∃明确的研究问题。要求

针对现有文献和理论缺口加以清晰地说明,目

的是明确对当前文献的贡献或潜在理论贡献。

样本中有 33篇论文针对现有文献缺口明确地

引出研究问题,其他多数论文引入研究问题不

够具体和针对性不强。对于此关键指标, ∀管理

世界#上的论文处理得比较规范,例如张闯等[10]

针对农产品交易关系研究中以交易成本理论为

主要分析范式,而忽视了交易关系中社会关系

要素的作用这一问题,将关系交易理论、关系营

销理论和组织间交易关系的治理理论引入农产

品交易关系的研究。

( 2)第 2 部分 %对于探索性案例研究,一

个关键指标就是要在相关文献和理论的基础

上,提出分析思路或切入点。本样本中有 15 篇

探索性 案例论文 清晰地提出了分析思路和切

入点,例如井辉
[ 11]
在文献梳理的基础上提出以

和谐管理理论为切入点对海尔集团国际化发展

战略阶段下,管理变革实践的解剖分析。 & 对

验证性案例研究而言,所有论文都提出了具有

一定创新性的理论框架,例如王斌等[ 12] 以战略

管理学派的学习学派为出发点,提出了 行动 +

组织学习 + 成长 的基本框架,后用典型案例具

体分析与验证了组织学习、学习成本与组织成

长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

( 3)第 3部分 ∋明确的分析单位。要求

把它的界定与作者对所研究的问题类型界定联

系起来;一个明确的分析单位能够为数据搜集

确定边界,从而使得案例研究更有针对性和更

有效率。值得一提的是,同一个案例可以有几

个分析单位。样本中仅有极少数论文对该关键

指标做了详细描述,例如 2009年∀管理世界#的

16篇 案例论文 只有 3篇,∀科研管理#12 篇中

只有 1篇,可见当前国内学者对此关键指标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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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多案例设计。要求尽量

采用多案例进行研究,旨在提高案例研究的外

部效度。样本中,除了∀管理世界#上的论文较

倾向使用多案例进行研究,其他期刊论文都不

善于使用多案例进行研究。该关键指标处理得

比较好的论文如李飞等[ 13]为探讨高速成长企业

在变化环境下高速成长的共同营销战略特征,

选出了 10家公司进行案例研究,并在研究方法

中对案例选取标准进行了详细描述。)使用多

种证据源。要求采用多种方法收集资料,例如

深度访谈(非结构访谈与半结构访谈 2 种)、观

察(参与观察和非参与观察 2 种) 和文件调阅

(包括信件、备忘录、议程、会议记录、公文、企划

书及媒体报道等) 等,目的是形成证据三角型

(即要求对同一现象采用多种资料的汇总和相

互验证来确认新的发现 ) ,旨在提高构念效度。

在样本中,有 26 篇论文描述了采用档案、实地

观察、访谈、问卷等多种证据收集方法,例如叶

瑛等[ 14]用表格的形式详细列出了一手和二手资

料的收集方法、调查内容和时间等。,在 实地

记录、对原始数据编码、数据展示 关键指标中,

实地记录 要求研究者做到现场记录,以准确、

及时地反映当时的现状; 数据编码 要求研究

者参照主题对原始证据进行简述和加以编码,

目的是概括出一些构念和关系; 数据展示 是

对分散的证据系统化地进行展示。样本中仅有

12篇论文详细描述了此关键指标。例如,王世

权等[ 15]对实地记录、所有受访者的文本资料等

是如何编号的做了详细描述。−基于团队的研

究。要求多位研究者参与。团队性案例研究优

点很多,例如可以集思广益;可以尽量减少研究

者个人的偏见和主观性;能提高研究的创新性;

当多位研究者的观察都能获得一致的结论时研

究结果较容易收敛;在分析资料时多位研究者

的参与可以通过群体讨论厘清隐晦不明之处,

等等。样本中有 9篇论文交代了是基于团队的

研究,其中只有毛蕴诗等[ 16] 和吴春波等[ 17] 2 篇

论文在研究方法部分中清楚描述了作者如何分

工和合作来完成数据分析工作的。

( 4)第 4部分 .适合的分析技术。要求

研究者灵活地应用模式匹配、建构性解释、时间

序列分析、使用逻辑模型和跨案例分析 5种具

体分析技术,以正确地、匹配地分析所收集到的

资料。样本中共有 29 篇论文使用了适合的分

析技术,其中 15篇使用了模式匹配, 12 篇使用

了时间序列分析, 2 篇使用跨案例分析技术。

例如王凤彬
[ 18]
使用了时间序列分析;黎常等

[19]

使用了跨案例分析技术。/清晰的证据链。要

求研究结论的得出过程需要具有清晰的、符合

逻辑性的证据链,即研究者引用的证据要把研

究问题和结论逻辑地连接起来。3 种期刊中有

27篇论文能清晰地做到前面所介绍的情景与

后面的研究结论间具有 证据链 和直接对应关

系。例如,邬爱其[20]在选取一家 20年成长历史

的大型集群企业作为研究对象,利用清晰的证

据链,探索研究了超集群学习模式演变及其对

企业转型成长的影响。 011原始证据的引用。要
求用确凿的原始证据对研究问题进行考证、得

出结论,尤其是引用访谈原话、现场观察笔记等

作为证据,同时在引用证据时要清楚地说明证

据的来源和程序,证据收集的场景和时间。在

70篇论文中只有 17篇引入了原始证据,仅有 5

篇引用了访谈原话。例如,吴春波等[ 17] 在研究

企业发展过程中的领导风格演变时大量引用了

访谈对象的原话。012 理论的升华( ECS)。对探
索性运用模式而言,理论上的升华是非常必要

的一个环节,它要求研究者对研究发现进行加

工,以达到拔高理论的目的。样本中 32篇探索

性 案例论文 ,只有近一半论文进行了理论升

华,例如王凤彬[ 18] 基于宝钢案例的定性研究发

现了相异于传统科层制的异层级化组织,之后

在研究发现的基础上对当前科层制进行了理论

升华;另一半论文在探索出新发现后给出结论

就匆匆结束。

( 5)第 5部分 013与现有理论的比较。它
要求将得出的研究结论与已有相关理论 (包括

相似的和竞争性的)进行比较,找出异同点及其

原因,以印证研究发现和突出理论的贡献。70

篇论文样本中仅有 9篇达到要求,可以说,大部

分论文都没有对此关键指标做以详细阐述。比

较典型的论文如叶瑛等
[14]
和吴春波等

[ 17]
,他们

用了不少篇幅将自己得出的研究结论与以往的

研究文献进行比较,以突出自己的研究贡献。

4 运用案例研究方法的若干建议

当前国际通行的案例研究方法受到国内学

者的重视并得以使用。虽然案例研究方法引入

到中国的时间较短,但其使用范围越来越广泛,

研究成果也越来越丰富。在国内学者运用案例

研究方法的过程中,笔者发现案例研究方法出

现了各种各样的运用模式以及由此引出的各种

问题。

从国内案例研究方法的发展趋势看,笔者

提出以下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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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方法论 建议多采用探索性运用模式,

尽量不采用验证性运用模式。如使用探索性运

用模式,研究者的目的在于挑战现有理论时,可

选择较为极端的个案进行研究;目的在于拓展理

论时应尽可能地选取多案例进行探索性研究( 4

~ 10个案例为佳) ,以提高外部效度。如使用验

证性运用模式,研究者应选择符合理论条件的多

个案例( 4个案例以上为佳)进行验证。为避免

使用验证性运用模式,较可行的一种途径是通过

改变写作策略把它转换成探索性运用模式。

( 2)运用模式的关键指标 在第 1部分中,

研究者应针对现有文献缺口明确地提出研究问

题,或从当前文献和理论不能解释的企业现象

引入研究问题。在第 2 部分中,探索性案例研

究要在梳理相关文献和理论的基础上提出分析

思路和适合的切入点;验证性案例研究要在理

解相关文献和理论的基础上通过思辨和理论推

导提出创新性理论框架等。在第 3 部分中,研

究者应详细地描述研究方法,建议明确地界定

分析单位,鼓励使用多案例设计,采用多种资料

收集方法进行三角验证,描述 实地记录、对原

始数据编码、数据展示 的过程;此外,建议采用

团队的形式开展研究工作,同时在论文中需清

楚交代如何通过分工和合作完成资料收集等任

务。在第 4部分中,研究者应选用合适的分析

技术,大量引用原始证据(尤其是访谈原话 ) ,以

清晰的证据链进行理论验证或理论升华。在第

5部分中,建议研究者将第 2 部分的创新性理

论框架或第 4部分的研究发现与已有相关理论

进行比较,以突出自身的研究贡献。

( 3)研究环境 建议国内有实力的高校以

合作的形式 (如与国际著名大学商学院或国内

外优秀管理期刊的合作)多开展一些案例研究

论坛,为国内使用案例研究方法的学者提供交

流的平台。此外,建议国内高校利用自身的地

理优势和学术优势等,多与企业建立长期的合

作机制,这不仅便于研究者实地调研,还有利于

对企业案例进行纵向的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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