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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真开展案例研究 促进管理科学及管理教育发展

成思危
`

(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
,

北京 1000 85 )

〔摘 要」 管理案例研究是现代管理科 学发展 的重要源泉
,

是管理新理论和方法创新的基础
,

目前

已在管理 学界引起 了重视
。

本 文在讨论管理案例研 究重要性的基础上
,

阐述 了其对现代管理 科学

发展和管理人才培养 的重要作用
,

并结合 我国实际情况
,

提 出 了如何进行管理 案例研 究的几种方

法
。

〔关键词 ] 管理案例
,

管理科学
,

管理教育

国际互联网的快速发展
,

加速了经济全球化 的

进程
。

网络化与全球化为企业 提供 了全新的机遇
,

也带来了严峻的挑战
。

中国企业在面临这
“

两化
”

挑

战的同时
,

还要面对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这样 的

制度变革
、

加入世 界贸易组织 和深化改革 等挑战
。

值得欣喜的是
,

我们许 多企业依靠 自己 的创新 和努

力
,

在转型期和新环境下
,

主动变革
,

不断成长与发

展
。

在学习
、

吸收
、

应用国外管理理论和经验的实践

过程中
,

也正在创造有中国特色的管理理论和方法
。

实践为管理科学的研究不断提出新 的问题
,

同时也

提供了取之不尽的创新源泉
。

管理科学作为研究人

类管理活动规律及其应用 的综合性学科
,

是 自然科

学与社会科学 的交叉与融合
,

它的研究离不开实践
。

事实上
,

国外许多管理大师 提出的管理理论都是 由

实践中总结而来
。

我们提倡管理科学家在瞄准国际

先进水平
、

把握最新研究成果和研究重点的同时
,

能

够深人企业
,

脚踏实地地进行实证研究和案例分析
,

研究中国的管理理论
,

为提高企业 的管理水平和竞

争力作出贡献
,

进而建立有 中国特色的管理科学理

论体系和方法论
,

为世界管理科学的发展作出贡献
。

同时
,

提高管理科学水平和实现管理现代化
,

也需要

培养大批掌握了现代化管理 理论 和方法
,

掌握 了一

定科学技术知识
,

了解 中国国情的管理人才
。

M B A

的教学实践表明
,

案例教学是培养管理人才的一种

有效的方法
。

这也说明管理科学的案例研究具有十

分广阔的应用前景
。

本次举办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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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就是要推动中国管

理科学界提倡科学精神
、

借鉴 国外经验
,

提高研究水

平
,

注重案例研究
。

显然
,

中国的管理研究不应照搬

国外的理论与方法
,

而要结合中国的国情来进行探

索
。

因此
,

中国的管理科学家应该研究 中国的实际

情况
,

对我国企业 的管理实践进行案例研究
,

以总结

出中国自己的管理理论
。

案例研究正是从个别到一

般
,

从实践上升到理论 的过程
。

如果我们的学者能

够坚持脚踏实地
、

认认真真地对 中国企业的管理经

验和教训进行研究
,

结合现代管理科学 的理论 和方

法
,

系统地总结研究成果
,

则中国管理科学研究的水

平将会得到世界的承认
,

中国的管理科学大师也将

得到世界管理科学界的关注和认可
。

1 管理案例研究的重要性及其演变过程

1
.

1 管理案例研究的重要性

管理案例研究 的重要性体现在两个方面
: 一方

面
,

案例研究是认识客观世界的必要环节
。

人们对

客观世界的认识总是从感性到理性
,

从局部到整体
,

从个别到一般
。

当然
,

这个过程不是单向的
,

而是双

向的
。

例如
,

认识到了一般规律
,

就可以进一步地深

人研究个别现象
,

掌握了整体也可 以接下去深人认

识局部
。

全国人大常务委员 会副委员长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管理科学部 主任

本文为作者 2仪〕1 年 3 月 19 日在香港浸会大学所做的报告
.

本文于 2《X)1 年 6 月 7 日收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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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
,

案例研究是处理复杂问题的有力工

具
。

复杂性科学是国外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发展起

来的
,

由一批 诺 贝尔奖获 得者 如物理 学 家 M u rr a y

G e l l
一

M a n n 、

hP i li p A n d e sr o n 和经济学家 K e n n e t h A orr
w

等人提出
。

他们认为
,

现代科学应该通过对多个学

科的综合研究来求得发展
,

单 纯地研究数学或者物

理学等某一个学科 的理论已远远不够
。

复杂性科学

是通过 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 的交叉和融合来解决复

杂问题的科学
。

应该指 出
,

虽然 目前对复杂性科学

的研究还处在初级阶段
,

但 已有一些科学家认为复

杂性科学是 21 世纪的科学
。

简单地说
,

复杂性科学包括三个层次
:一是无生

命的物理层次
,

或称机械层次
,

主要研究气象
、

语言
、

图形
、

结构等方面的复杂性问题 ;二是有生命的生物

层次
,

主要研究生命起 源
、

物种进化
、

生态平衡等方

面的复杂性问题 ; 三是有人参加的社会层次
,

主要研

究经济
、

管理
、

政府
、

战争等方面的复杂性问题
。

在

中国
,

社会层次上的复杂性研究主要是针对中国改

革与发展 中的一些问题
,

如住房制度改革
、

社会保障

体系
、

农村消费市场
、

中国企业管理 改革等许多方

面
。

这些研究既要有理论探索
,

又要有对实际情况

的大量调查分析
,

甚至还有心理学方面的研究
。

我

认为
,

在处理 复杂性科学 问题时
,

应该做到
“ 3 个结

合
” :

( l) 定性判断与定量计算相结合
。

有人说
,

定量

分析是计算
,

定性分析是算计
。

以前
,

管理科学界只

注重计算
,

现在也必须会算计
。

( 2 )微观分析 与宏观综合相结合
。

以前的研究

多采用
“

还原论
”

的做法
,

注重对问题的细节研究
,

但

从不同部分的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上来进行研究做

得不够
。

比如说
,

研究中国住房制度改革
,

不能单从

职工这一个角度来考虑
,

而是应从职工
、

工作单位
、

政府
、

房屋开发商以及银行等五个方 面进行综 合研

究
。

这 5 个方面的相互作用构成了一个非常复杂的

系统
,

只有将这些方面的相互作用研究透
,

才能真正

确定好住房制度改革的政策
。

( 3) 科学推理与哲学思辨相结合
。

在处理社会

复杂性问题时
,

绝对不是
“ 1 + 1 二 2 ”

这样 简单 的逻

辑推论
,

而是因为存在相互之间的相互影响与作用
,

1 + 1 既可能大于 2
,

也可 能小 于 2
。

在这样的情况

下
,

不但要有科学推理
,

而且要有哲学思辨
,

需要对

具体问题的深人了解和它们之间相互作用的综合分

析
。

还有一点需要指 出
,

单纯依靠统计数 据进行决

策是非常危险的
。

因为统计 的平均值下面可能掩盖

着数据之间的差异
。

例如
,

现在农 民人均收人大大

提高了
,

但为什么农村市场还启动不起来 呢 ? 分析

结果表明
,

主要原 因是
: 虽然人均收入提高了

,

但 实

际上还有 2乃 的农村人 口 没有购买力
,

这个 问题不

能通过统计平均值反映出来 ;此外
,

统计数据很难反

映模糊概念
,

如介于是与非之 间的事物就很难单纯

通过统计数据来反映
。

因此
,

我们说统计数据是重

要的
,

但单纯依赖于统计决策是不够的
,

一定要结合

实际案例研究
,

一定要有对具 体问题的典型调查
。

不做案例研究
,

光靠理论来指导工作
,

是非常容易出

现偏差的
。

同时也应注意
,

举例不等于证明
,

用举例

来代替证明也往往会导致不全面
、

甚至是错误 的结

论
。

1
.

2 管理案例研究的演变过程

案例研究在医学
、

法学
、

军事学等方面的应用 已

有相当长的历史
。

例如
,

医学理论就是在一个个病

例的诊断和分析积累的基础上形成的
,

法学
、

军事学

的发展也是这样
。

现代管理的复杂性导致 了案例研

究 的兴起
,

管理发展分为经验管理
、

科学管理和文化

管理 3 个阶段
。

经验管理
,

顾名思义
,

就是凭借管理

者的经验进行管理
。

其实
,

经验也是一种案例
,

但没

有上升到理论
。

自从 19 世纪末 20 世 纪初开始
,

泰

勒等人研究科学管理
,

将科学的办法应用于管理领

域
,

采用 了定量分析的方法
。

当时人们 曾期望能够

找到一个普遍的
、

放之四海 而皆准的管理理论 和方

法来解决所有 的管理问题
,

但 随着人们对实践和认

识的深入
,

感到这种想法太简单化了
。

实际上
,

现代

管理问题千差万别
,

是非常复杂的
,

不可能以一个简

单的理论或模式来进行概括
,

必须具体问题具体分

析
,

从具体实际案例的研究中总结 出理论
。

应该说
,

西方管理学界尽管在科学管理方面作

了大量的研究
,

在 20 世纪中期管理科学丛林 中出现

了 n 个管理学派
,

但是
,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现代管

理科学理论新的发现与创新并不全是 由这些管理学

派的理论导出的
,

而是来源于大量的企业管理实践
,

是通过实际的案例研究总结 出来的
。

所 以说
,

现代

管理的复杂性导致了案例研究的兴起
。

2 案例研究在 管理理论与方法研究 中的应

用

案例研究在近年来成为管理理论及方法创新的

主要源泉
,

这些创新 主要包括
:

公司文化 ( co 甲
。 ar et

C u l t u 。 )
、

追求卓越 ( I n Se

, h of Ex e e l l e n e e )
、

核心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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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 ( e o er e o m p e t e n e e )
、

公司重 组 ( R
e 一 e n ig n e e石n g ht e

e o
印o ar t io n )和平衡计分法 ( B沮a n e e d s e o h n g )等

。

实

践证明
,

这些创新都是来源于大量的管理实践和案

例研究
,

下面分别进行简要的说明
。

2
.

1 公司文化

公司文化 由 P e t ig er w A
.

M
.

( 29 7 9 )
,

n e敏 T
.

E
.

&

K e n n e d y A
·

A
.

( 19 82 )
,

Se h e in E
.

H
.

( 29 5 5 ) 等 人提

出
。

虽然在科学管理阶段提出了很多管理科学的方

法
,

包括管理科学丛林 的 n 个学派
,

但都发现 了一

个问题
: 如果 只考 虑管理的科学化

、

提高效率 的一

面
,

而不考虑企业职工的共同理念和价值观
,

不考虑

充分发挥职工的积极性
,

管理是不会成功的
。

这在

2 0 世纪 7 0 年代末
、

80 年代初时
,

很 多人就开始感觉

到这一点
,

因而提出了公 司文化的观念
: 在一个公 司

中
,

尽管应用了很多科学管理的方法
,

但如果没有建

立在公司文化 的基础上
,

管理的效果就会很差
。

以

质量管理为例
,

尽管应用 了 T Qc 或 TQM
,

应用 了 PD
-

C A 循环
,

推行全面
、

全员
、

全程 的质量管理
,

但如果

没有在公司全体职工中牢固树立
“

质量就是生命
”

的

理念
,

那么推行全面质量 管理的效果就非 常有 限
。

中国企业推行全面质量管理有不少年了
,

但企业产

品的质量还是存在不少 问题
,

主要是 因为企业 里没

有形成十分重视质量的文化氛围
。

文化在公 司中取得了重要地位
,

在某些方面比

单纯依靠规章制度更为有效
,

于是科学管理开始向

文化管理转变
,

公司文化包括文化现象 (符号
、

典型
、

仪式 )与价值观
,

公司文化的研究是通过大量公司的

实际案例总结 出来 的
。

比如说
,

荷 兰跨文化合作研

究所 ( IIR )C 的 H o fst ed e
等人对荷兰和丹麦的 20 个单

位 (从玩具公司到市警察局 )的公司文化进行 了定性

及定量的研究
,

发现其文化现象差别甚大
,

价值观差

别适 中
,

但不包括因民族
、

教 育程度
、

性别及年龄等

方面差别的因素
,

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组 织文化 的 6

维分析框架
: 过程与结果

、

工作与雇员
、

职业与地方
、

开放与封闭
、

紧控制与松控制
、

实用与规范
。

2
.

2 追求卓越

从 20 世纪 70 年代开始
,

随着西欧各国经济 的

复兴
,

日本经济的迅速发展
,

以及新型工业 国家和地

区的崛起
,

再加上美国经济的发展减缓
,

美元贬值并

与黄金脱钩
,

使世界经济格局发生了较显著的变化
,

在对外直接投资方面也逐渐形成 了美
、

日
、

西欧三足

鼎立的局面
。

日本企业在政府通产省的支持与鼓励

下纷纷走向国外
,

在美 国及亚洲大量投 资
,

在汽车
、

家用电器等方面参与 国际竞争
,

并 成功地打人 了美

国市场
。

以前
,

日本汽车在美国没有多大销量
,

但到

了 20 世纪 so 年代初
,

却 占领 了美 国汽车市场 25 %

的份额
。

同时
,

日本资本也大举进军美国
,

买下了大

量房地产
。

日本企业竞争力 的迅速增强
,

引起 了美

国企业 的恐慌
。

为 了迎接 日本企业 的挑战和竞争
,

美 国提 出研究 日本企业并学习 日本企业
。

威廉
·

大内 ( o cu ih W
. ,

19 81 )通过对大量 日本企

业和美 国企业 的调查研究
,

提出了 Z 理论
,

他在
“ Z

理论
”

(副标题是
“

美国企业如何迎接 日本企业的挑

战
”

) 一书中提出
,

美国企业要迎接 日本 的挑战
,

就

应当从 日本成功 的经验 中吸取有益的成分
,

他认 为

日本公司的某些主要特点是可以移植的
,

强调了信

任
、

微妙性和人与人之间的亲密性 3 个方面
。

这本

书成为当时的畅销 书
,

美 国企业纷纷开始学习 日本

企业
,

但是 由于文化 的差异
,

这种学习甚至模仿并没

有取得成功
,

包括在美国的 日资企业中也没有成功
。

因此
,

美国管理学 家开始探讨从本国成功企业 中总

结经验
。

P e t e sr T
.

J
.

& w at e
mr an R

.

H
.

( 19 5 2 )调查了

美国 43 家优秀企业
,

总结出 8 条适合美 国企业学习

的成功经验
:
管理混沌

、

贵在行动
、

紧靠顾客
、

自主创

业
、

以人促产
、

价值导向
、

不离本行和精兵 简政
,

写

出了《追求卓越 》一书
。

作者认为
,

美国企业应 当从

本国的实际中总结 经验
,

卓越不仅是企业能研制出

新产品
,

更重要的是企业 能适 应复杂多变 的环境
。

书中强调 了文化的重要性
,

认 为卓越 的美国公 司的

特征是建立了强大的
、

占主流地位的
、

有凝聚力的公

司文化
。

这一方面总结 出了美 国企业 的管理精华
,

另一方面也提高了美国企业 的士气
。

2
.

3 核心能力

核心能力是 P r a h al ad C
.

K
.

和 H a m el K
.

( 19 90 )提

出的新理论
。

他们认为
: 由于市场变化迅速及竞争

日益激烈
,

企业仅有 一般 的技术 创新 能力是难 以保

证其持续发展的
。

为此
,

企业必须有 目的地引导技

术创新
、

技术合作及技术 引进
,

并将它们进行集成
,

形成 自己的核心能力
。

所谓核心能力
,

指 的是企业

将其在技术
、

管理
、

文化等方面的有利因素综合集成

而形成 的独有专长
,

企业 以此 占据并保持其领先地

位
。

P r a l lal ad c
.

K
.

和 H a m el K
.

指出 : 如果将一个多

元化的企业比喻成一棵大树
,

则核心产品是树身和

主干
,

业务部 门是树枝
,

各种终端产品是树 叶
,

而核

心能力就是为其吸收营养并使其保持稳定的根部系

统
。

他们对 日本电气公 司 ( N E )C 与美国通用电报 电

话公司 ( C T E )进行了详细的比较研究
,

从 N E C 在 20

世纪 80 年代的迅速增长总结了核心能力 的重要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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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E C 的领导层在 70 年代初期就 已经明确地提 出了

将计算技术与通讯技术结合 的战略思想
,

他们一方

面在全公司内部宣讲这一意图
,

另一方面组成 了跨

部门的
“

计算与通信委员会
”

来负责发展核心产品及

核心能力
。

他们 经认真研究后确定 了 3 条发展主

线
:

( l) 计算技术将 由大型机发展为分布式处理 ; ( 2 )

元件将 由一般的集成 电路发展为超 大规模 集成 电

路
; ( 3) 通信将 由机械式纵横交换机发展为复杂的数

字系统 (即现今的 IS D N )
。

进一步地
,

他们还认识到

这 3 个方面的业务是紧密联系的
,

任何公 司具备了

为这 3 个市场服务所需 的能力
,

就会拥有无穷无尽

的商机
。

为此
,

N E c 集 中了全公司的资源
,

采取技术

开发
、

技术协作与技术引进相结合 的方法 (到 19 87

年 N E C 已参加 了 100 个 以上 的战略联盟 )
,

力 图用

尽可能低的代价来建立这 3 方面的能力
,

取得了显

著的效果
。

在 19 80 年时
,

N E C 的销售收人为 38 亿

美元
,

而其主要竞 争对手—
美 国通用 电话 电报公

司 ( G T E )为 9 9
.

8 亿美元 ; 到 19 88 年
,

N EC 的销售收

人已达 2 18
.

9 亿美元
,

远远超过了 C T E 的 164
.

6 亿

美元
。

也就是说
,

N E C 用 了 8 年时间
,

销售收人从原

来只占 GT E 的 38 % 到超过 GT E 38 %
。

1〕 . ,a ll al ad C
.

K
.

与 H a m el K
.

通过这 两个公 司的

案例总结
,

最后得 出结论
:

核心能力对企业非 常重

要
,

是企业战胜竞争对手并保持领先地位的关键要

素
。

自核心能力理论提出后
,

英特尔
、

微软
、

夏普等

公司开始有意识地培养 自己的核心能力
,

它们不仅

分别在芯片
、

视窗
、

液晶显示等技术上有其专长
,

而

且相应地形成 了一套独特的管理系统和企业文化
。

2
.

4 公司重建

19 9 3 年
,

H a m me
r M

.

与 e h a

哪 y J
.

出版 了《公 司

重建》一书
,

副标题是
“

业务革命的宣言
”

( A M an ife sot

fo r B u s i n e s s R e v o l u t i o n )
,

使 2 0 世纪 90 年代的管理界

受到了很大的震动
。

实际上
,

该书也是案例研究 的

成果
。

H a m m e r M
.

和 e h a m p y J
.

用 10 年时间对数十

家美国公司进行观察后发现
:

有些公司业务领域虽

没有改变
,

但 由于 改变 了传统 的做事 方法 (业 务流

程 )而大大提高了绩效
。

此后
,

他们进一步探讨这些

公司为什么能够大幅度提高绩效
,

得到的研究结论

是
:

公司的业务流程必须进行重构
。

他们在继续对

各类企业进行调研及咨询服务的基础上
,

不断深化

并发展其理论及方法
,

提 出了公司重建的 目标
、

方法

及步骤
,

并陆续出版 了许多有关的著作
,

在美国等西

方国家中掀起了一股公司重建的热潮
。

哈默为此还

被美国《时代》杂志评为 “

最有影响的 25 个人物
”

之

一
,

美国《商业周刊》则称他为
“

90 年代 4 位卓著 的

管理思想家之一
” 。

H a m m e : M
.

与 e h a m p y J
.

指 出 : 目前在所有企业

里采用的几乎都是在得亚当
·

斯密的
“

分工 沦
”

思想

的基础上建立起来 的做法
。

分工使得组织 内部层次

分明
,

有助于专业化和劳动效率的提高
。

但这种分

工存在一个致命的弱点
:
分工过细

,

企业组织必然呈

宝塔状
,

层次增多
,

从而带来 3 个问题
: ( l) 企业中的

每个人只关心 自己 的工作点
,

所 以就不可能关心全

局
,

更不可能有创新
。

( 2) 由于层 次多
,

信息传递就

会失真
,

顶层的决定传到底层就会走样
。

信息传递

每多一个层次
,

就会增加一重失真的可能性
。

( 3) 由

于层次多
,

必然部 门多
,

而各部 门间 由于 目标 不一

致
,

容易产生
“

扯皮
” ,

使工作的阻力增大
,

协调的难

度也增大
。

由于
“

分工论
”

带来 了这样的弊端
: 企业

越大
,

运 行 效率 就 越 低
。

随 着信 息 技 术 的 发展
,

H a mm e r M
.

与 Cha m yP J
.

提出了大胆 的设想
:

能不能

打破传统的
“

分工论
” ,

让每一个职工都能更多地了

解全局
,

并都承担一定的管理职能
,

逐步消除白领与

蓝领之间非此即彼 的工作界限
。

为此有必要重新组

织原来的业务流程
,

提高工作效率
。

企业重建是指从根本上重新设计并建立企业的

业务流程
、

组织结构
、

管理系统
,

以及公司价值和文

化
。

从管理科学的角度看来
,

可 以认为企业 重建是

对企业系统进行综合集成
,

以达到整体优化的 目的
。

H a

~
e : M

.

与 c ha mP y J
.

在书 中研究 了 4 个案例
,

提

出了公 司重建的 目标
、

方法及步骤
。

尽管企 业重建

的具体步骤会因企业而各不相 同
,

但 可以认为一般

包括以下 3个主要步骤
,

即调研
、

设计及实施
。

企业

重建在速度
、

劳动生产率
、

质量及服务等方面都取得

了显著 的效果
。

企业重建对其组织结构
、

管理系统
、

公司价值及文化等方面都会产生深远的影响
。

由此

可见
,

像公司重建这种革新传统 的新理论是不可能

在办公室里凭空构想 出来 的
,

而是在解决实践 中存

在的问题时
,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逐渐摸索出来的
。

2
.

5 平衡计分法

平衡计分法是 由 K ap lan R
.

5
.

与 N ort on .D .P

( 199 2) 提出的
。

这种方法的基本思想是
: 要从客户

、

内部业务
、

学习与创新
、

财务等 4 个角度来观察公司

的绩效
,

并结合企业 的具体情况建立完整 的评价 指

标体系
。

每一个角度都包括若干个切合企业实际的

指标
,

对每项指标都要定出 目标及衡量方法
,

衡量的

结果应与基准值 (通常是同行业企业 的最好水平 )相

对照以判别其优劣
,

从而综合判定企业的经营绩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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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评价方法的特点是将影响企业公众形象的重要

因素—
客户满意程度放在了首要地位

,

并将
“

客户

是王
” 、 “

首要任务是为用户提供价值
”

等 口号转化为

全面而真实地反映客户满意程度的评价指标
。

客户

通常所关心的问题包括交货期
、

服务
、

产品质量
、

性

能
、

价格 (成本 )等方面
,

企业应当明确在这些方面所

应达到的目标
,

并将这些 目标转化成能够量化 的评

价指标
。

例如
,

若以向客户提供其所需 的新产 品为

目标
,

则可 以用新产品销售额 占总销售额 的比例来

作为评价指标 ;又如
,

若 以及时交货为 目标
,

则可 以

用及时交货率为评价指标
。

为此
,

可在公司的管理

中增加四个新的程序
,

即通过制定评价指标体 系说

明公 司的远景并在公司管理层对企业的使命及战略

达成共识 ;通过沟通联络使 这一指标体系与各部门

及职工个人的 目标联系起来 ; 通过评价指标体系的

确立将业务计划与财务计划有机 地结合并协调 行

动 ;通过实施评价指标体系不断总结经验并改进工

作
。

通过对美国 100 多家企业几年来 实践的总结
,

aK val
。 R

.

5
.

与 N o rt on D
.

P
.

发现平衡 计分体系不

仅可以作为经营绩效 的评价方法
,

而且还可作 为一

种能将长远 目标与短期行为相结合的战略管理新手

段
。

众所周知
,

最初 的绩效评价是从公司短期财务

指标来看
,

用销售利润率
、

资产利润率等指标 表示
。

实际上
,

公司绩效评价
,

要从更长 时间的现金 流来

看
,

要从几年的内部收益率 ( IR )R 或者净 现值 ( N vP )

来看
。

当然
,

这还不够
,

还要从所有者权益的增值来

看
。

有时短期绩效虽然不好
,

但公司增值很快
,

同样

影响公 司的财务评价
。

特别是高新技术企业
,

在亏

损时一般说来不能上市
,

但从其增值来看却还 可以

上市 (如 Y ah oo 上市时还亏损 2 00 万美元 )
。

但也应

注意不能只追求公司效益最大化或公司所有者利益

最大化
,

如果客户满意度差
,

失去客户就意味着不再

有绩效
。

还要进一步注意增加社会满意度
,

公司与

所在社区搞好公共关系
,

就会得到社 区的支持
,

也会

得到社会舆论 的支持
。

这样
,

就可 以实现公 司短期

行为与长远 目标的结合
。

于培养学生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 的能力
。

三是构筑

自由讨论的气氛及环境
,

有助于启发学生创新 的思

想和行动
。

3 案例研究在培养工商管理人才中的作用

案例教学首创于哈佛商学 院
,

现已在不 同程度

上为世界上绝大多数的管理学院所采用
。

一是增进

学生对企业实际情况 的了解
,

有助于深人理解管理

理论及方法
。

二是提供切合实际的管 理情景
,

有 助

4 结合中国实际开展案例研究

( 1) 企业管理一直是西方管理科学研究及 管理

教育的主流
。

近年来
,

随着社会 的发展
,

学校
、

医 院
、

科研院所等非营利组织迅速增 长
,

其管理问题也 日

益引起重视
。

我国正处在由传统的计划经济向市场

经济转变的过程 中
,

国有企业 的改革和发展是一项

迫切而复杂 的任务
,

其他类型 的企业也需要适应这

一转变
。

从管理角度看来需要实现股权多元化
,

建

立现代企业制度
,

提高企业管理水平
。

我国大量存

在的事业单位是计划经济 的产物
,

与市场经济难以

相容
,

巫需进行改制
,

使其成为非营利组织或转为企

业
。

企业与事业单位管理研究的服务对象是企业与

事业单位 的管理人员
,

其研究 方法 主要是案例分析

及经验综合
,

其成果应用途径主要是在企业中进行

实践并改进提高
。

为此
,

要鼓励这一领域的研 究人

员深人实际
,

进行案例研究与咨询服务
,

在反复实践

中不断总结经验
,

并逐步将经验上升为理论
,

争取创

造出一些新的符合我国实际的管理方法和技术
。

( 2 )要提倡并发展符合我 国实际的案例教学方

法
,

鼓励学生独立思考
,

勇于发表 自己的意见
。

这是

非常重要 的
,

因为我们多年来 的教学方法习惯于老

师教
、

学生听
,

没有 真正的互动式 ( nI et acr ivt
e

)教学
。

而案例研究教学能够充分发挥教与学的交互作用
,

学生可以自由讨论
。

( 3 )加强案例编写的组织
,

争取出版一批高质量

的中国案例
。

在出版《当代中国工商管理案例研究》

第一辑的基础上
,

继续组织编写出版第二辑
、

第三辑

… …
。

这样
,

一辑一辑地坚持出版
,

以建成中国自己

的管理案例库
。

( 4 )选择一些与工业部门有密切联系的大学开

展现场研究 ( iF el d tS ud y )
,

即由毕业班 的 M B A 学生

组成小组
,

每组 3一 4 人
,

在教师的指导下
,

与相关行

业中的企业建立合作关系
,

进行案例研究及管理咨

询
,

并将此成果作为其毕业成绩
,

由企业与教师共同

评定
。

5 结束语

中国这样一个历史悠久
、

人 口 众多
、

农 民占大多

数
、

经济不够发达的国家
,

在走向现代化 的过程中
,

不可能照搬西方 国家 的经验
,

只有从理论 与实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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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中寻求 自己的发展道路
。

中国的管理科学也必

须走这样的道路
,

要鼓励 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交

叉 与融合
,

总结实践经验
,

发展管理科学
。

管理科学是兴国之道
,

现在确实是将管理科学

提高到重要地位 的时候了
,

但管理科学 的研究必须

要能解决实际问题
。

中国需要大量掌握先进理论
一

与

方法
、

有解决实际问题能力 的管理人才
,

发展案例教

学是培养这类人才的有效途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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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D U C A T IO N T H R O U G H C A S E S T U D Y

Ch e n g Siwe i

( Na 油耐 四d`“ r口
2凡比nce oF

u 两公材功 n of Ch厄na
,

Be iij gn l以X)85)

A b s t ar c t hT
e e a s e s t u d y 15 v e叮 i m p o rt a n t i n d e v e l o p i n g om d e rn m a n a g e m e n t s e i e n e e s , a n d h as b e e o

me th e er s o u 此 e o f

fo mr
u lat in g n e w th e o it e s a n d m e t h o d s

.

I t h as a t t acr t e d m u e h a t te n t i o n i n t h e e i cr l e o f

man
a g e m e n t s e i e n t i s t s

.

hT i s p叩 e r

i n
v e s t i g at e s ht e fu n e t io n s

of e a s e s tu d y i n m a n a g e

me
n t s e i e n e e s a n d m an ag

e m e n t t面
n in g

.

hT
e

me t h o d s t o e a
叮

o n e
as e

s tu d y i n a e e o
dr

a n e e w it h th e a e tu a l e o n d i t i
o n s in C h in a

aer p er s e n te d
.

K e y wo
r ds e a s e s tu d y

,

m a n a g e

me
n t s e ie n e e s ,

arn
n a g e

me nt e d u e at i o n

·

资料
·

信息
·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

一

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

联合基金 ( N SA F )
”

签字仪式在北京举行

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与中国工程物理研究

院共 同建立
“

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
一

中国工程物

理研究院联合基金 ( N S A )F
”

签字仪式于 200 1 年 5 月

11 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
。

出席签字仪式的有全 国政协副主席朱光亚
,

国

家科技部副部长程津培
,

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

主任陈佳洱
、

副主任王乃彦
、

王杰
,

中国工程物理研

究院院长朱祖 良
、

副院长孙锦山
,

中国人 民解放军总

装备部的有关领导等
。

朱光亚副主席和程津培副部长在签字仪式上作
一

了重要讲话
,

对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与中国工

程物理研究院共同设立联合基金表示祝贺
。

中国工

程物理研究院朱祖 良院长在致辞中介绍了中国工程

物理研究院的情况和共同建立该项基金的 目的
。

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陈佳洱主任在致辞 中介绍了

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与国内相关单位建立各项联合基

金的情况
,

强调 了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在对 与国家安

全相关的基础研究和部分应用研究加强资助的重要

意义与所起的作用
。

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与中国工程物理研究

院共 同设立联合基金
,

目的是通过资助中国工程物

理研究院以外的全国科研机构和高等院校科技工作

者参与和开展与国家安全相关的研究
,

促进与国家

安全相关的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中源头创新能力的

提升
,

全面提高我国的综合国力
,

同时开拓新的研究

方向
,

发现新现象
、

新规律
,

推动相关领域的发展
,

培

养国防高科技人才
。

该项基金已经按照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的运行模

式试行 了 1 年
,

在活跃我国基础研究
、

吸引和调动全

国相关科研力量从事国防安全的基础性研究以及锻

炼和培养青年科技人才方面
,

产生了很好的影响
,

并

取得了宝贵的经验
,

为继续开展这项工作奠定 了良

好的基础
。

在此基础上双方决定正式设立
“

国家 自

然科学基金委员会
一

中国工程物理研究 院联合基金

( N S A F )
” 。

(数理科学部 供稿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