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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研究】

中国学者管理学研究的世界贡献：
国际合作、前沿热点与贡献路径
———基于世界千种管理学英文期刊论文

（２０１３～２０１９年）的定量分析

何佳讯　　葛佳烨　　张　凡

　　【摘　　要】本文在“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战略方向下，基于２０１３～２０１９年间１０００种国际英文管
理学期刊４８３４８４篇论文（含中国学者３２５１１篇）的纵向文献数据，从世界贡献的角度深入分析中国学者管理
学研究的整体发展概况、国际合作以及前沿热点和重要贡献。研究结果显示，在２１世纪第二个十年中，中国
管理学者在国际学术期刊发表论文数量及其份额迅猛增长，与海外合作发表的成果在稳定数量份额的基础上

提高了中国学者的主导地位；中国学者引领１０个领域共３２个前沿热点，主要分布在工商管理、管理科学与工
程、公共管理及管理交叉学科领域，对世界学界的贡献存在多元路径特征，主要通过使用中国数据、基于中国

问题和中国情境，但弱于运用中国理论思想。本文的创新在于涵盖管理学学科门类所有领域，采用数据智能

和专家咨询意见结合的多阶段研究方法，重在前沿热点领域挖掘而非侧重个人或机构的绩效评价。本文的结

论为中国管理学者要在国际上加强中国理论思想研究和运用提供了新的证据和行动指引，也为管理学门类学

科发展和科研战略规划提供了若干政策性建议。

　　【关 键 词】管理学；前沿热点；贡献路径；中国学者；ＬＤＡ主题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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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自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一直高度重视中国话语体系建设，中国哲学社会科学是中国话语体系的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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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在提升国际话语权上有着重大担当。对此，２０１６年５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
重要讲话中，强调“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

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这些重要思想，成为了中国学者把握正确思路、繁荣发展中国哲学社会

科学体系的重要纲领和行动指南。学科体系是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根本依托（谢伏瞻，２０１９），
管理学作为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深入推进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在当今经济

全球化、文化多元化、信息网络化的时代背景下，伴随着４０年改革开放进程的纵深发展，中国与世界各国的经
济、政治、技术、文化交流渐趋紧密，东西方学术交流也日益频繁且愈加深化，在持续互动与交融的过程中，相

关专家和学者在各领域内不断探索和突破，坚持贯彻中国学术“走出去”战略，使中国管理学的知识存量与研

究层次不断迈向更高水平（李宝元等，２０１７；黄群慧，２０１８；贾良定等，２０１５）。
然而很多年来，在学界有一种声音，认为在世界范围内中国管理学研究很少为全球管理知识贡献新的构

念和理论思想，大多数研究结果并未受到广泛关注（Ｊｉａｅｔａｌ．，２０１２；Ｌｉｕｅｔａｌ．，２０１５；Ｔｓｕｉ，２００９；ＺｈａｏａｎｄＬｉｕ，
２０２０）。学者们普遍认为，中国管理研究是追随西方学术界的领导，关注西方情境的研究问题，验证西方发展
出来的理论和构念，借鉴西方研究方法论发展起来的，而旨在解决中国管理实践问题的理论探索性研究却迟

滞不前（Ｔｓｕｉ，２００９；贾良定等，２０１５）。因此，学者们也呼吁要创新中国本土特色管理理论，走理论自信、理论创
新之路（黄群慧，２０１８；贾良定等，２０１５）。那么，在管理学学科门类，中国学者贡献于世界的情况究竟如何？只
有形成对中国学者国际发文概况的整体解读，了解中国学者在世界范围的哪些前沿热点领域作出了贡献，以

及中国管理研究对世界管理知识的具体贡献路径是什么，才能为中国管理学进一步贡献世界提供战略指引。

事实上，这不仅攸关中国管理学研究创新的价值取向以及学科发展的战略方向，也对增强中国管理学成果的

国际传播，提升中国管理学在国际上的学术话语权，助力中国特色学术体系的形成，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建设性

价值和意义。

在现阶段，国内外学者已在运筹学与管理科学（Ｌａｅｎｇｌｅｅｔａｌ．，２０２０；Ｌｉａｏｅｔａｌ．，２０１９）、旅游（含酒店、休
闲、体育）（Ｍｕｌｅｔ－Ｆｏｒｔｅｚａｅｔａｌ．，２０１９）、情报科学与图书馆学（Ｉｖａｎｏｖｉ ａｎｄＨｏ，２０１６）、农业经济（耿献辉等，
２０２０；Ｃｈｅｎｅｔａｌ．，２０１８）等多个管理学领域进行了科学、系统的分析和评价，形成了包括发文量、国家与机构贡
献、合作网络等整体概况解读，并试图探讨各领域内的演进轨迹、热点聚焦、研究趋势等。经过多年的演进，这

些领域又各自凝结出大量前沿热点与研究主题，充分揭示了当前管理学发展的知识结构和新兴趋势等。在这

其中，不乏中国学者的力量（Ｌａｅｎｇｌｅｅｔａｌ．，２０２０）。然而，纵观现有研究，关于中国学者如何贡献于世界以及在
哪些前沿热点领域作出突出贡献的研究却较为鲜见，现有研究更多地聚焦于某一具体分支领域或某一具体期

刊，鲜少从管理学整个大学科层面来开展分析；多从全球视角看待世界管理学的发展（Ｍｕｌｅｔ－Ｆｏｒｔｅｚａｅｔａｌ．，
２０１９；Ｉｖａｎｏｖｉ ａｎｄＨｏ，２０１６；Ｌａｅｎｇｌｅｅｔａｌ．，２０２０），或是从中国视角审视中国管理学科的发展历程（张玉利、吴
刚，２０１９；李宝元等，２０１７），较少关注中国管理学在国际学界上的具体贡献；有些研究描述了管理学领域的前
沿热点及其演进探析（ＺｈａｏａｎｄＬｉｕ，２０２０；Ｌｉａｏｅｔａｌ．，２０１９），但并未对各个前沿热点展开具体阐述，所起到的
指导意义较为有限。许多研究关注了中国情境要素下的管理研究和中国管理理论的道路选择问题（Ｔｓｕｉｅｔ
ａｌ．，２００４；Ｊｉａｅｔａｌ．，２０１２；Ｔｓｕｉ，２００９），为发展世界管理学作出新贡献，但鲜有研究系统梳理中国管理学对世界
的具体贡献路径。

鉴于上述不足，本文基于Ｗｅｂ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简称ＷｏＳ）核心合集数据库１０００种英文管理学期刊的纵向文献
数据（２０１３～２０１９年），依据其学科分类方法，共采集管理学１５个学科领域的论文数据，涵盖国内管理学所有
５个一级学科，采用智能化方法和专家智慧相结合的多阶段方法，对中国学者在管理学学科的国际发文概况及
年度变化趋势进行全局性的认知和解读，对合作概况进行系统的分析，并对中国学者引领的前沿热点开展具

体的分析与评价，试图掌握并判断中国学者管理学研究对世界管理知识体系的贡献，为中国管理学研究的未

来发展提供方向性启示和战略性指引。

二、文献回顾

通过梳理发现，国内外学者对管理学展开了全方位、多领域的评估，在运筹学与管理科学（Ｌａｅｎｇｌｅｅｔａｌ．，
２０２０；Ｌｉａｏｅｔａｌ．，２０１９）、旅游（含酒店、休闲、体育）（Ｍｕｌｅｔ－Ｆｏｒｔｅｚａｅｔａｌ．，２０１９）、劳资关系（ＣａｓｅｙａｎｄＭｃｍｉｌ
ｌａｎ，２００８）、情报科学与图书馆学（Ｉｖａｎｏｖｉ ａｎｄＨｏ，２０１６）、农业经济（耿献辉等，２０２０；Ｃｈｅｎｅｔａｌ．，２０１８）、公共
管理（Ｎｉｅｔａｌ．，２０１７）等多个学科领域形成了系统的分析与评价，提供了各领域内关于高被引论文、国家与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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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贡献、作者影响力、合作网络等方面的概览，在此基础上试图探讨各领域内的演进轨迹、主题变化、热点聚

焦、研究趋势等。

随着学科跨度不断加大，学科间的界线越来越不明显，跨领域的交叉研究也受到了广泛关注，例如，Ｂａｎ
ｓａｒｄ等（２００７）运用文献计量方法探讨医学信息与生物信息两个领域间的显在联系与潜在协同，识别出两个研
究领域所共享的未来发展趋势。经过多年的演进，这些领域各自凝结出了大量不同的前沿热点与研究主题，

学者们聚焦于这些热点主题又衍生出了一系列子领域的评估，例如，在运筹学与管理科学领域，形成了模糊决

策（ＬｉｕａｎｄＬｉａｏ，２０１７；Ｂｌａｎｃｏ－Ｍｅｓａｅｔａｌ．，２０１７）、机器学习（Ｙｕｅｔａｌ．，２０２０；ＤｏｓＳａｎｔｏｓｅｔａｌ．，２０１９）等子领域
的评估，充分反映出当前管理学学科发展的知识结构、发展态势、新兴趋势等，从而增进我们对管理学学科的

理解，并有助于进一步识别潜在的研究机会。

有关研究表明，中国学者在管理学多个领域作出了重要贡献，在国际学界的显示度和话语权不断提升

（ＺｈａｏａｎｄＬｉｕ，２０２０；Ｌａｅｎｇｌｅｅｔａｌ．，２０２０）。例如，在运筹学与管理科学领域，１９９１～２０１５年间生产力最高和影
响力最大的大学主要来自北美洲和亚洲，尤其是美国与中国，与此同时，美国正在失去其在该领域的主导性地

位，而中国则在迅速崛起（Ｌａｅｎｇｌｅｅｔａｌ．，２０２０）。由此看出，尽管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管理学研究得益于起步
早且科学化程度高而占据主导地位（贾良定等，２０１５），但随着中国国力的提升，中国与世界各国的经济、政治、
文化交流日趋紧密，中国管理学研究与国际前沿逐渐接轨，中国学者正在成为国际学界中的重要力量。中国

学者积极追踪国际管理学前沿热点，关注西方情境的研究问题，验证西方理论和构念，并借鉴西方的研究方法

论，这使得中国管理学研究的规范性得以增强，越来越多的管理学研究成果发表于世界上的英文顶级学术期

刊（黄群慧，２０１８；贾良定等，２０１５）。
从现有研究来看，中国管理学研究对世界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两个层面：一是对中国情境的持续关注。改

革开放４０年来，中国的国家情境产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主要体现为快速工业化进程的经济情境变化、改
革开放推动的市场化和全球化进程的制度情境变化，以及全球范围内以信息化为核心的技术情境变化。中国

传统文化也在不断吸收、融合外来文化元素的过程中得到了丰富与发展，构成了独特的中国社会文化情境（黄

群慧，２０１８）。当前，中国情境日益成为探讨中国管理学、管理理论或者中国管理问题，以及借鉴、移植西方管
理学理论和知识的前置条件，中国情境要素下的管理实践日益受到关注（Ｔｓｕｉｅｔａｌ．，２００４；Ｊｉａｅｔａｌ．，２０１２；黄群
慧，２０１８）。例如，基于中国特定文化情境的新问题、新现象及背后的理论逻辑持续出现并不断完善，包括基于
阴阳哲学的悖论性领导行为（Ｚｈａ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１５ｂ）、基于儒家哲学思想的中国企业家亲社会动机（ＬｉａｎｄＬｉａｎｇ，
２０１５）等。二是对中国理论的开发与探索。随着中国管理理论创新的不断深入，众多专家学者围绕中国管理
学研究是走强调理论探索的“羊肠小道”还是重视理论开发的“康庄大道”展开了广泛探讨（曹祖毅等，２０１７；
Ｔｓｕｉ，２００９；Ｊｉａｅｔａｌ．，２０１２；ＢａｒｎｅｙａｎｄＺｈａｎｇ，２００９）。一方面，对现有西方理论进行修正、补充和完善，通过将现
有理论与本土管理实践的结合以增强其普适性，实现国际主流管理理论的区域延伸（曹祖毅等，２０１７）。另一
方面，中国管理学界开始意识到发展本土管理理论的必要性，许多学者尝试融入中国理论思想，如面子（Ｃｈｅｎ
ｅｔａｌ．，２０１９；ＨｕａｎｇａｎｄＨｅ，２０１９）、关系（Ｓｈｏｕｅｔａｌ．，２０１１；Ｇｕｅｔａｌ．，２００８）、阴阳文化（Ｇａｏｅｔａｌ．，２０１８）等，不仅
能解释本土现象，而且追求知识发现能贡献于世界（何佳讯，２０１６）。

尽管研究表明中国管理学在国际上的显示度和影响力不断提升，然而纵观现有研究，仍存在以下几点不

足：第一，国内外关于管理学评价的研究更多的是聚焦于管理学下某一具体分支领域，如农业经济（耿献辉等，

２０２０；Ｃｈｅｎｅｔａｌ．，２０１８）、运筹学与管理科学（Ｌｉａｏｅｔａｌ．，２０１９）等，或某一具体期刊（ＣａｓｅｙａｎｄＭｃＭｉｌｌａｎ，２００８；
Ｎｉｅｔａｌ．，２０１７；ＺｈａｏａｎｄＬｉｕ，２０２０），未有从管理学整个门类的层面来探讨中国学者对世界的贡献，研究视域存
在一定的局限性；第二，现有研究的视角多从世界视角看待管理学的发展，所面向的对象是世界各国，探讨的

是国际上的前沿热点（Ｍｕｌｅｔ－Ｆｏｒｔｅｚａｅｔａｌ．，２０１９；Ｉｖａｎｏｖｉ ａｎｄＨｏ，２０１６；Ｌａｅｎｇｌｅｅｔａｌ．，２０２０），或者是从中国视
角回顾国内管理学科的发展历程（张玉利、吴刚，２０１９；李宝元等，２０１７），鲜少单独关注中国管理学者在世界学
界中的影响，并未重点探讨中国学者所作出的具体贡献；第三，已有的管理学学科评价研究主要考虑了被引次

数、使用次数等文献计量评价指标，尽管对领域内的前沿热点有所提及（ＺｈａｏａｎｄＬｉｕ，２０２０；Ｌｉａｏｅｔａｌ．，２０１９），
但并未概括总结这些前沿热点的价值贡献路径，所起到的指引未来的意义较为有限；第四，尽管已有许多研究

强调关注中国情境下的管理问题（Ｊｉａｅｔａｌ．，２０１２；Ｗｈｅｔｔｅｎ，２００９），呼吁发展创新中国理论为世界管理学作出
新贡献（颜世富、马喜芳，２０１８；ＢａｒｎｅｙａｎｄＺｈａｎｇ，２００９；Ｔｓｕｉ，２００９），但中国学者对世界管理知识的具体贡献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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径是什么？现有研究并未给出相应的解答。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以中文发表、立足中国范围为研究视角探讨和评价中国管理学研究和发展已有较多

成果（张玉利、吴刚，２０１９；李宝元等，２０１７）。本文是以英文发表、立足世界范围的视角展开研究，有关结论可
以对中文发表带来观照性启发和借鉴，从而更好地建设中国特色管理学。事实上，学者们对中文发表成果存

在的问题形成了若干共识。发展管理学术话语体系不等于“造新词”，如今中国学者“攒造新词”以哗众取宠

的现象层出不穷（吴晓波，２０２１），最终难以实现真正的学术创新。究其原因，中国管理学者仍缺乏文化自信
（魏江，２０２１；苏勇、段雅婧，２０１９），无论从知识系统、研究范式或是评价发表体系，仍然高度依赖西方学术体系
（朱旭峰，２０２１）。具体而言：第一，在研究内容上，国内研究缺乏对中国现实管理情境和商业实践的足够关注
和观察，理论研究与管理实践相互脱节，大多研究单纯为了本土化而本土化（王永贵，２０２１；王永贵、李霞，
２０１９；张佳良、刘军，２０１８；李宝元等，２０１７；田志龙、陈丽玲，２０１９），而理论的发展不应该仅仅满足研究者的好
奇心，更应该为真实管理问题寻找解决方法（陆亚东，２０１５）；第二，在研究范式方法上，受西方管理学研究范式
影响，国内研究有过度追求研究规范化、推崇复杂定量研究与高深模型的倾向，过分强调定量研究而忽视了定

性研究，对实际问题的研究不够深入，难以发现管理实践背后的中国逻辑和中国规律（王永贵，２０２１；王永贵、
李霞，２０１９；张佳良、刘军，２０１７），且经验定量研究缺乏定性分析逻辑基础，甚至用虚假的经验数据掩盖歪曲了
学术思想（李宝元等，２０１７）；第三，在评价发表体系上，服务中国管理实践的评价体系严重缺失。一方面，考评
机制驱使学术研究遵循强烈的功利性驱动导向，重欧美顶尖期刊发文数量，轻学术质量和贡献。另一方面，以

国际期刊等级评价研究质量的顽疾在职称评审、人才项目评审等过程中根深蒂固（魏江，２０２１），一定程度上使
中国学者在中国特色管理学研究上缺乏沉淀与耐心。上述这些问题促使本文在研究开展的过程中采用了相

应的分析取向和方法，包括调查统计对象不局限于欧美顶级期刊，而是世界范围１０００种期刊；分析取向侧重
于实际贡献，而非简单文献数量。这样可以使得本文的研究结论更好地对中文发表形成相应的参考借鉴和改

进启示。

综上，本文拟从以下３个方面弥补现有研究的不足。首先，相比于已有的研究聚焦于管理学下的某一分
支或某一期刊，本文基于Ｗｅｂ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的分类原则，涵盖管理学学科下１５个领域（国内５个管理学一级学
科）共１０００种期刊的纵向（２０１３～２０１９年）文献数据，拓宽研究的覆盖面，在此基础上进行相关统计和分析，所
得到的结论较为全面和具体。其次，本文揭示中国学者贡献于世界管理学的现状和特征，重点关注中国学者

在世界范围所引领的前沿热点，而非侧重个人或机构的绩效评价。最后，本文对中国学者所引领前沿热点的

价值贡献路径进行概括总结，区别于一般层面上的文献计量评价研究，特别从中国问题、中国情境、中国数据、

中国理论思想这４个方面对中国学者的研究贡献于世界的具体路径进行了分析，以期为研究人员和科研管理
人员提供全面的认识，有助于指引未来学术方向。

三、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一）数据来源

本文基于ＷｏＳ核心合集中的社会科学引文索引（ＳＳＣＩ）、艺术和人文引文索引（Ａ＆ＨＣＩ）数据库，采集 ＷｏＳ
管理学领域１０００种英文期刊的纵向历史文献数据作为分析样本，并将时间跨度选定为２０１３年１月至２０１９年
８月。原因在于，一方面，ＷｏＳ是全球最大、覆盖学科最多的综合性学术信息资源，其核心合集数据库收录了两
万多种世界权威的、高影响力的学术期刊①，是极为严谨且高效的文献源，因而被广泛运用到文献计量分析之

中。另一方面，伴随着中国经济的强劲发展，中国经济管理研究水平在过去几年里有了较大的提升，迫切需要

我们在整个学科门类上开展研究，全面把握整体情况。针对这种需求，ＷｏＳ管理学领域的１０００种期刊是较为
充足的资源。

具体而言，依据ＷｏＳ的学科分类方法，本文采集了管理学研究中农业经济与政策、商业、金融、土木工程、
工业工程、人机工程、旅游（含酒店、休闲、体育）、劳资关系与劳工、情报科学与图书馆学、管理、医学信息、运筹

学与管理科学、公共管理、公共环境与职业健康、区域与城市规划等１５个领域的论文数据，涵盖国内管理学门
类下五大一级学科（工商管理、管理科学与工程、公共管理、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农林经济管理）的所有领域。

在所统计的２０１３年１月至２０１９年８月期间，ＷｏＳ核心合集数据库中管理学领域的总体发文量达到４８３４８４
篇。对于中国学者发文量的筛选，本文以作者地址为筛选标准，将作者地址显示为中国的论文均计入中国管

理学者的研究成果，最终得到中国学者（含港澳不含台）３２５１１篇发文量的论文数据，共涉及１０００种管理学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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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域所发表的３０篇最高被引论文作为分析样本，共计９００篇。其中，共有１０２篇论文涉及到了机构间的合作，
剔除重复论文后，本文最终获取７９８篇论文数据，并收集了每篇文献的被引频次、发表时间、期刊种类等数据。
为厘清每篇文献对世界管理学的贡献路径，本文借鉴了曹祖毅等（２０１７）的编码过程。考虑到所编码的文献样
本数据量较大，由１名编码组长（第一作者）和６名编码成员（管理学博士生）负责对７９８篇样本论文进行编
码。为了保证编码信度，数据编码过程中遵循以下步骤：第一，编码前培训。为了使编码者较为准确地了解编

码原则和维度，对６名编码人员进行集中性的编码培训，由编码组长举例并阐释分析框架及编码原则和方式，
确保每位编码人员充分理解并吸收。第二，尝试性编码。将６名编码成员两两配对，共配对成３组，每组的２
名编码成员以双盲形式对１０个相同的随机样本进行尝试性编码，由编码组长与成员共同商讨、对比编码结
果，具体分析编码人员对每个维度的理解与操作依据，从而完善编码模式。第三，预编码过程，每个编码小组

各随机抽取另外３０个相同的样本进行预编码，经统计，３个编码小组的预编码结果一致率分别为７７．７８％、６６．
８５％、６２．９６％，对于编码结果的分歧之处，则由编码组长组织编码人员共同讨论以达成共识，每组的编码结果
一致性达到８０％以上则进入正式编码阶段。第四，正式编码阶段。将剩余的样本在３组编码小组之间进行平
均分配，编码成员进行相互独立编码。编码结束后，编码组长对编码结果进行检验，３个编码小组的正式编码
结果的一致率分别达８５．１９％、８１．４８％、８０．７４％，对于不一致的编码，则由编码组长进行统一判定。这一阶段
开展的时间是在２０２１年３月３日至２０２１年４月２０日。

四、结果分析

（一）总体概况与影响力

总体来看，在２０１３年１月至２０１９年８月间，ＷｏＳ核心合集数据库中管理学领域的总体发文量为４８３４８４
篇。中国学者（含港澳不含台）共发表３２５１１篇英文论文，被引２２４０７１次，篇均被引次数为６．８９次／篇，总被使
用量达９１６７４８次，平均每篇论文使用２８．２０次。从具体的发文量来看，中国学者（含港澳不含台）的发文量自
２０１３年的２８９７篇增长至２０１８年的６９４２篇，总体呈上升态势，表明中国学者（含港澳不含台）对世界管理学的
贡献不断加大。在２０１９年前８个月，中国学者（含港澳不含台）的发文量已达到２０１８年发文量的７３．９６％。
２０１３～２０１８年，中国学者（含港澳不含台）发文量的每年增长率均高于全球每年增长率，前者的总增长率是后
者的４．５０倍。中国学者（含港澳不含台）发文量的比例总体上也呈上升态势，由２０１３年的４．６４％增长至２０１８
年的８．４８％。截至２０１９年８月３１日，中国学者（含港澳不含台）２０１９年发文量的占比已达８．８２％，超过２０１８
年的８．４８％。因此在总体上，本文认为中国管理学研究国际发文增长速度远高于世界水平。具体信息详见
表１。

表１ 中国学者（含港澳不含台）的管理学ＷｏＳ发文趋势

年份
全球的情况 中国学者参与的情况

发文量 每年同比增长 发文量 全球占比 每年同比增长

２０１３ ６２４７２ — ２８９７ ４．６４％ —

２０１４ ６４７４５ ３．６４％ ３３４４ ５．１６％ １５．４３％

２０１５ ６７６１６ ４．４３％ ３９９０ ５．９０％ １９．３２％

２０１６ ７２９６７ ７．９１％ ４６００ ６．３０％ １５．２９％

２０１７ ７５６１１ ３．６２％ ５６０４ ７．１４％ ２１．８３％

２０１８ ８１８６１ ８．２７％ ６９４２ ８．４８％ ２３．８８％

２０１９ ５８２１２ — ５１３４ ８．８２％ —

平均增长率 — ５．５８％ — — １９．１５％

总增长率 ３１．０４％ — １３９．６３％ — —

　　注：２０１９年数据截至８月３１日。
（二）国际合作研究概况及特征

１．海外合作的地理特征
在２０１３年１月至２０１９年８月间，管理学领域的中外合作主要集中在北美洲、欧洲和亚洲国家。中国与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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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洲的合作程度最高，共占比４４．５１％，其中，与美国的合作关系最为紧密，占比３８．８０％，与加拿大也存在一定
的合作关系，占比５．３８％。中国与许多欧洲国家之间的合作较为紧密，共占比２４．３０％，其中中国与英国在管
理学领域的合作相对较多，占比８．６６％。与此同时，中国与许多亚洲国家或地区也存在合作关系，占比
１７．５７％，并且与中国台湾、新加坡的合作程度相对较高，分别为４．２８％和３．０８％。中国与大洋洲的部分国
家也存在合作关系，共占比１０．４３％，其中与澳大利亚的合作程度较高，占比９．３３％。此外，中国与非洲和
南美洲也存在合作，但合作程度不高，分别占比２．０６％和１．１３％。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政府于２０１３年提出
了“一带一路”倡议，此后多年来，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存在着明显的合作关系，共占比１１．１０％。
总的来看，中国与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等国家合作较多，与加拿大、中国台湾、新加坡等国家或地区也存在

较为紧密的合作关系。

２．国际合作的特征趋势
在２０１３年１月至２０１９年８月间，中国学者（含港澳不含台）在管理学领域的总体发文量为３２５１１篇。其

中，中国学者（不含港澳台）为通讯作者或第一作者的发文数量为２２８４７篇，总体占比７０．２７％。所有作者均为
中国学者（不含港澳台）的发文数量为１１１９７篇，占比３４．４４％。中国学者（不含港澳台）与其他国家机构（不
包括中国的港澳台，下同）作者的合作发文数量为１７５４９篇，占比５３．９８％。由此看来，中国学者（不含港澳台）
通过国际合作在国际上呈现较大的影响力。具体信息详见表２。

表２ 管理学领域中国学者（不含港澳台）的合作概况

年份

中国学者（不含港澳

台）为通讯或第一

作者发文数量

占比

作者均为中国学者

（不含港澳台）的

发文数量

占比

中国学者（不含港澳

台）与其他国家机构

作者合作发文数量

占比 当年发文量

２０１３ １６３２ ５６．３３％ ８０６ ２７．８２％ １５７６ ５４．４０％ ２８９７

２０１４ ２０５０ ６１．３０％ ９４９ ２８．３８％ １９００ ５６．８２％ ３３４４

２０１５ ２６００ ６５．１６％ １２５６ ３１．４８％ ２２３５ ５６．０２％ ３９９０

２０１６ ３１５５ ６８．５９％ １４８１ ３２．２０％ ２５６６ ５５．７８％ ４６００

２０１７ ４０１８ ７１．７０％ １９７８ ３５．３０％ ３０００ ５３．５３％ ５６０４

２０１８ ５３５０ ７７．０７％ ２６５４ ３８．２３％ ３６４９ ５２．５６％ ６９４２

２０１９ ４０４２ ７８．７３％ ２０７３ ４０．３８％ ２６２３ ５１．０９％ ５１３４

合计 ２２８４７ ７０．２７％ １１１９７ ３４．４４％ １７５４９ ５３．９８％ ３２５１１

总增长率 ２２７．８２％ ２２９．２８％ １３１．５４％

　　注：本表中未统计中国学者（不含港澳台）与港澳台作者的合作情况。截至２０１９年８月。
在２０１３年至２０１８年间，中国学者（不含港澳台）与其他国家机构作者的合作发文数量不断上升，从２０１３

年的１５７６篇上升到２０１８年的３６４９篇，但占比处于稳定状态，无明显上升趋势，从２０１３年的５４．４０％到２０１８
年的 ５２．５６％。截至 ２０１９年前 ８个月，中国学者（不含港澳台）与其他国家机构作者合作发文数量占比
５１．０９％，接近于２０１８年的５２．５６％。总体上表明，中国学者（不含港澳台）与其他国家机构作者的合作程度处
于较稳定状态，国际合作水平处于中高水平。

进一步地，我们发现在２０１３年至２０１８年间，中国学者（不含港澳台）为通讯作者或第一作者的发文数
量及占比都呈逐年上升的趋势，从２０１３年的１６３２篇增长到２０１８年的５３５０篇，占比从２０１３年的５６．３３％
上升到２０１８年的７７．０７％，２０１９年前８个月的发文量占比已达到７８．７３％。作者均为中国学者（不含港澳
台）的发文数量及占比在２０１３～２０１８年间也都呈逐年上升趋势，从２０１３年的８０６篇增长到２０１８年的２６５４
篇，占比从２０１３年的２７．８２％上升到２０１８年的３８．２３％，在２０１９年前８个月，作者均为中国学者（不含港
澳台）的发文数量占比已达到４０．３８％。综上看出，中国学者（不含港澳台）在管理学领域发挥国际影响的
主导力不断提升。

从１５个分领域（参见《管理世界》网络发行版附录 Ａ１附表１）来看，在２０１３～２０１８年间，中国学者（不含
港澳台）为通讯作者或第一作者的发文数量占比均呈现出总体上升的趋势。各领域总体处于 ５１．７４％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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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４．９４％之间。
相较于其他领域，中国学者（不含港澳台）在农业经济与政策、运筹学与管理科学这两个领域发挥国际影

响的主导力相对较高，中国学者（不含港澳台）为通讯作者或第一作者的发文数量占比分别为 ８４．９４％和
７７．９３％。在农业经济与政策领域，中国学者（不含港澳台）为通讯作者或第一作者的发文数量占比呈总体上升
趋势，从２０１３年的７９．６３％上升至２０１８年的８２．６１％。在运筹学与管理科学，中国学者（不含港澳台）为通讯
作者或第一作者的发文数量占比呈现出明显的上升趋势，从２０１３年的６８．４９％上升至２０１８年的８１．８５％。相
比之下，中国学者（不含港澳台）在旅游（含酒店、休闲、体育）这一领域内的国际主导影响力最低，为５１．７４％。
在该领域，中国学者（不含港澳台）为通讯作者或第一作者的发文数量占比在２０１３年仅为３８．７４％，２０１８年达
到了５５．７４％，但总体上国际影响力仍然不高。

在１５个分领域内（参见《管理世界》网络发行版附录Ａ１附表１），中国学者（不含港澳台）与其他国家机构
作者合作发文数量占比处于４６．１９％～６７．９８％之间，总体国际化水平较高。在农业经济与政策、金融这两个
领域，中国学者（不含港澳台）与其他国家机构作者的合作程度相对较高，分别为６７．９８％、６１．９２％。具体到各
个年份，农业经济与政策领域的合作程度略呈总体上升趋势，从２０１３年的６１．１１％上升至２０１８年的６３．０４％。
金融领域的合作程度略呈下降趋势，从２０１３年的６７．８９％下降至２０１８年的６４．１７％。中国学者（不含港澳台）
与其他国家机构作者在区域与城市规划、公共环境与职业健康这两个领域的合作程度相对较低，分别为

４６．４８％和４６．１９％。
（三）中国学者（不含港澳台）引领的前沿热点及重要贡献

本文综合ＬＤＡ主题模型（共６０篇论文，２０个前沿热点）、文献计量（高被引和高使用次数，共２０篇论文，２
个前沿热点）、专家建议（ＵＴＤａｌｌａｓ２４种刊物，共２８４篇论文，１０个前沿热点），总共得到了中国学者（不含港澳
台）引领的３２个前沿热点及代表性成果。我们对每个前沿热点的重要贡献成果进行概括总结。按照 ＷｏＳ的
分类原则，这３２个前沿热点涉及管理、金融、商业、旅游（含酒店、休闲、体育）、运筹学与管理科学、工业工程、
公共管理、医学信息、公共环境与职业健康、区域与城市规划１０个领域。根据中国教育部公布的管理学门类
的一级学科目录，其中６个领域２５个前沿热点归属于工商管理和管理科学与工程两个一级学科。这里限于篇
幅，我们对这３２个前沿热点按国内的一级学科大类进行概括介绍，提炼它们的重要贡献及蕴含的引领价值。
有关３２个前沿热点的具体内容介绍，请参见《管理世界》网络发行版附录Ａ１。
１．工商管理学科
在工商管理学科中，中国学者（不含港澳台）在管理、金融、商业以及旅游（含酒店、休闲、体育）４个研究领

域共计１８个前沿热点中作出了重要贡献。对照２０２１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管理科学部新的代码对应的工商管
理学科名称（共１５个二级代码），这些前沿热点涵盖其１５个代码中的１１个，其中３个前沿热点属于全部新增
的３个代码（Ｇ０２１０公司金融、Ｇ０２１２公司治理、Ｇ０２１５旅游管理）。具体而言，管理领域共有７个前沿热点，包
括供应链管理与企业绩效、工作融入与工作绩效、采纳与接受意向、供应链协调、文化认同与跨文化研究、领导

力与团队、消费观念与价值偏好；金融领域共有５个前沿热点，包括公司治理结构与董事会、寿命估计与碳价
预测、盈余管理、股票收益预测、股票收益异常；商业领域共有５个前沿热点，包括数字化创新管理、顾客终身
价值、跨国公司直接投资、移动营销、信息传播与社交媒体；旅游（含酒店、休闲、体育）领域仅包含游客态度与

行为研究这１个前沿热点。
２．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
在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中，中国学者（不含港澳台）在运筹学与管理科学和工业工程２个研究领域共７个

主题领域中作出了重要贡献。对照２０２１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管理科学部新的代码对应的管理科学学科名称
（共１９个二级代码），这些前沿热点涵盖其１９个代码中的７个，其中２个前沿热点属于新增４个代码中的２个
（Ｇ０１１１数据科学与管理、Ｇ０１１８智慧管理和人工智能）。具体来看，运筹学与管理科学领域共包含６个前沿热
点，分别是大数据技术与预测建模、机器学习方法、多目标优化算法、公共交通调度、多准则决策方法、运营效

率与绩效分析；工业工程领域仅包含危险作业这１个前沿热点。
３．公共管理学科与管理交叉学科
在公共管理学科与管理交叉学科中，中国学者（不含港澳台）在公共管理、医学信息、公共环境与职业健

康、区域与城市规划４个领域共计７个主题领域中作出了重要贡献。对照２０２１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管理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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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新的代码对应的公共管理学科名称（共１５个二级代码），这些前沿热点均显示了与公共管理学科相关，但存
在交叉学科的特征。具体是：前沿热点交通安全管理属于公共安全与应急管理（Ｇ０４０９）及其交叉；医学信息领
域含两个前沿热点，分别是全球疾病负担研究和医疗保健与康复治疗，属于健康管理与政策（Ｇ０４０５）及其交
叉；公共环境与职业健康领域共包含３个前沿热点，分别是空气污染与健康、环境污染与化学处理、气候政策
与新能源，属于环境与生态管理（Ｇ０４１１）及其交叉；区域与城市规划领域的前沿热点是智慧城市规划与生态发
展，属于区域管理与城市治理（Ｇ０４１３）及其交叉。

４．不同学科贡献优势的差异
通过对上述分属于不同学科的３２个前沿热点的代表性论文进行研读，我们发现，中国学者（不含港澳台）

引领的这些前沿热点对于构建中国特色管理学体系存在不同的学科贡献优势差异。工商管理学科的优势主

要是基于中国问题并结合中国情境引领前沿热点研究；管理科学与工程、公共管理与管理交叉学科的优势主

要是基于中国数据并创新研究方法，数据和方法的结合构成独特优势引领前沿热点研究。

（１）基于中国问题并结合中国情境。
在供应链管理与企业绩效、公司治理结构与董事会、跨国公司直接投资、危险作业等前沿热点中涉及到了

对中国制度背景、政府政策、政治关联等基于政治情境的问题的探讨。例如，基于中国独特的制度背景，Ｚｈｕ
等（２０１３）探讨了制度压力如何影响中国制造商开展绿色供应链管理实践以及相应的绩效结果，进一步加
深了在中国制度背景下实施绿色供应链管理实践的见解。中国制度背景下的企业国际化活动也备受关

注，部分学者探讨了母国的制度支持和东道国的制度背景如何影响中国跨国公司的外商直接投资（Ｌｕｅｔ
ａｌ．，２０１４）、中央和地方国有企业不同的制度特征如何促使它们采取差异化的对外直接投资策略（Ｌｉｅｔａｌ．，
２０１４ａ）。在中国关系主导型社会结构下，中国企业的政治关联广泛存在。对此，有学者研究了董事会政治
关联与公司治理有效性的关系，探究银行董事会政治关联如何影响中国银行绩效与资产质量（Ｌｉａｎｇｅｔａｌ．，
２０１３）。此外，在中国建筑行业场外施工的影响因素研究中，中国政府政策与法规的阻碍作用也受到了关
注（Ｍａｏｅｔａｌ．，２０１５）。

也有学者在文化认同与跨文化研究、领导力与团队等前沿热点中探讨了基于中国文化情境的管理问题，

如社交关系如何构成中国背包客的旅游动机研究（Ｃｈｅｎｅｔａｌ．，２０１４）、文化价值观如何影响跨文化背景的消费
者对有机食品的购买动机（Ｔｈ ｇｅｒｓｅｎｅｔａｌ．，２０１５），提供了关于中国文化因素在消费者／游客动机中的作用的
认识。值得关注的是，Ｚｈａｎｇ等（２０１５ｂ）基于中国文化情境构建了一个本土文化构念“悖论性领导行为”，该构
念是基于中国阴阳哲学理论所开发，共包括对下属一视同仁且允许个性化、自我中心与他人中心相结合、允许

自主性且保持决策控制、严格执行工作要求且允许灵活性、保持距离感和亲近感这５个维度，推动了中国特色
领导力研究的发展。

（２）基于中国数据并创新研究方法。
从中国学者（不含港澳台）所引领的代表性成果来看，许多中国学者力求结合中国数据，在已有的研究方

法上有所更新或实现突破。其贡献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方面，基于西方管理学研究方法，结合中国数据作出方

法上的改进。例如，在大数据技术与预测建模这一前沿热点中，Ｙａｎｇ等（２０１５）针对传统网络搜索查询的不
足，提出了一个系统的搜索查询选择机制，结合百度和谷歌搜索引擎数据，以更好地预测中国海南地区的游客

量。Ｗａｎｇ等（２０１３）在已有方法的基础上，结合中国黄河区域的真实数据集，发展了基于集合经验模态分解
（ＥＥＭＤ）方法的粒子群优化—支持向量机（ＰＳＯ－ＳＶＭ）模型，显著提高黄河流域的降雨径流预测准确度。在
运营效率与绩效分析这一前沿热点中，Ｗａｎｇ等（２０１４）将两阶段ＤＥＡ模型用于中国商业银行效率的评估和测
算之中，并证实了该方法比传统的黑盒 ＤＥＡ模型具有更好的判别能力。此外，在环境污染与化学处理这一
前沿热点中，Ｌｉ等（２０１４ｂ）基于传统的水质指数发展了一种新的熵加权模糊水质指数，用以评估中国西北
工业园区与周边地区的地下水质量，该方法不但能为参数分配适当的权重，还可以处理与水质分类相关的

不确定性。

另一方面，也有部分学者结合中国数据发展出了全新的研究方法，尽管数量仍在少数，但对发展具有世界

意义的中国管理学研究方法具有重要的指引与贡献。例如，在多目标优化算法这一前沿热点中，Ｚｈｅｎｇ（２０１５）
受水波理论的启发，构建了一个全新的水波优化元启发式算法应用于中国高速列车的调度问题，并证实了该

方法相比于其他先进的进化算法具有很强的竞争力与解释力。在空气污染与健康这一前沿热点中，Ｍ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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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６）使用中分辨率成像光谱仪（ＭＯＤＩＳ）气溶胶光学厚度（ＡＯＤ）数据、土地利用数据以及来自中国某地面
监测网络的ＰＭ２．５浓度数据开发了一个两阶段空间统计模型，极大地提升了中国月度和季度 ＰＭ２．５浓度预
测的准确性。

（四）中国学者引领前沿热点的贡献路径

在上述基础上，为了更深入地回答中国管理学者如何“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这一重大命题，

需要客观揭示中国管理学研究对世界管理知识的具体贡献路径。为此，我们建立分析框架，采用新的样本，以

３０所高被引影响的中国高校和科研机构（不含港澳台）为调查对象⑤，获取每个机构于２０１３年１月至２０１９年
８月期间在管理学领域所发表的３０篇最高被引论文，共计９００篇。去除因机构间合作而重复的１０２篇论文
后，最终以７９８篇论文为分析对象。

１．分析框架
建立分析框架是本部分研究的关键所在。我们的研究目标是要探究中国管理学研究对世界管理知识的

具体贡献路径，因此，这涉及到价值实现目标和科学研究要素两方面的结合。

一方面，价值实现目标的核心是根据习近平总书记讲话精神，即在“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在

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要求下，建立中国

管理学的发展目标，就是构建中国特色管理学。“中国特色”需要“中国元素”，即研究中的“中国性”。只有发

现和解释“中国性”的独特之处才是新的知识（徐淑英、刘忠明，２００４）。这与追求“中国管理理论”（在中国管
理情境中检验西方理论）不同，是要建立“管理的中国理论”（针对中国现象和问题提出自己的理论）（徐淑英，

２０１１）。
另一方面，需要完整地考虑科学研究的基本构成要素。首先，从管理研究方法看，核心的方面包括科学问

题、理论构建和研究方法（刘军，２００８）；不管是何种研究方式，都包含着问题、数据、理论和方法等要素（马庆
国，２００４）。研究的问题体现研究的目标，也是反映研究成果是否提高实践水平的知识要求（徐淑英，２０１２）。
其次，从约２０年前开始国际管理研究对中国管理研究的积极影响和帮助看，主要是研究问题的选择、研究方
案的设计、理论基础的整合和分析方法的应用等各个方面（徐淑英、张维迎，２００５）。那么反过来，探究中国学
者的管理研究如何对世界作出贡献，也应该从分析这些方面着手。再次，从建立中国的本土理论要求看，立足

中国深厚的文化根基，情境化是非常重要的，未来研究要充分考虑情境因素（徐淑英，２０１２），这在研究中通常
作为自变量或调节变量。这种“嵌入情境”的本土模型，只要是高质量的研究，就会丰富全球的管理知识（徐淑

英、刘忠明，２００４）。综上，管理科学研究的基本构成要素包括问题、情境、数据、理论和方法。
那么把价值实现目标的“中国性”（徐淑英、刘忠明，２００４）与管理科学研究的基本构成要素结合起来，我们

就形成基于中国问题、基于中国情境、使用中国数据、运用中国理论思想这四类情况的分析框架。理论上把

“中国性”与管理科学研究要素的方法相结合，还有“中国研究方法”要素。但之所以没有放入分析框架，是因

为“中国研究方法”要素没有出现在以往的文献分析研究中，而且研究方法重在科学普适性，不适合标上“中国

性”的身份。研究方法可以从创新发展的角度进行分析，但与“中国性”的其他４个要素并不一致，因此，这里
也没有把创新研究方法放入分析框架。分析框架的示意请见图１。

图１　中国学者（不含港澳台）引领前沿热点贡献路径的分析框架
２．样本总体概况
采用上述分析框架，我们对每篇论文进行具体解读和归类。在２０１３年１月至２０１９年８月期间，３０所高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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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影响的中国高校和科研机构（不含港澳台）在管理学领域共发表了７９８篇高被引英文论文，涉及２１５本管理
学领域的英文期刊，平均被引频次为４８．９２次。从贡献路径来看，３０所中国高校和科研机构（不含港澳台）在
国际上发表的基于中国问题的论文共有 ２４９篇（占比 ３１．２０％），基于中国情境的论文共有 １６６篇（占比
２０．８０％），基于中国数据的论文共有 ４６９篇（占比 ５８．７７％），基于中国理论思想的论文共有 ２０篇（占比
２．５１％）。其中，有２５０篇高被引论文至少涉及两种以上的贡献路径（占比３１．３３％）。从学科分布来看，３０所
中国高校和科研机构（不含港澳台）在工商管理学科发表的论文最多（占比５１．６３％），其次是管理科学与工程
学科（占比２３．１８％），接着是公共管理与管理交叉学科（占比２０．３０％），相比之下，在图书馆、情报与档案管理
（４．３９％）及农业经济与管理（０．５０％）两个学科的发文量较少。总体上，中国管理学者在管理学五个一级学科
大类及交叉学科中发表的高被引论文均主要基于中国数据作出了贡献，其次是基于中国问题，接着是中国情

境，而基于中国理论思想的贡献较少，且都集中在工商管理学科之中。具体信息如表３所示。
表３ 样本文献的发表年份、频数、被引频次以及贡献路径分布

一级学科 篇数 基于中国问题 基于中国情境 使用中国数据 运用中国理论思想

工商管理 ４１２（５１．６３％） １２２（４９．００％） ８６（５１．８１％） ２６７（５６．９３％） ２０（１００％）

管理科学与工程 １８５（２３．１８％） １７（６．８３％） ９（５．４２％） ５０（１０．６６％） ０（０．００％）

公共管理与管理交叉学科 １６２（２０．３０％） ９７（３８．９５％） ６５（３９．１６％） １２３（２６．２３％） ０（０．００％）

图书馆、情报与档案管理 ３５（４．３９％） ９（３．６１％） ４（２．４１％） ２５（５．３３％） ０（０．００％）

农业经济与管理 ４（０．５０％） ４（１．６１％） ２（１．２０％） ４（０．８５％） ０（０．００％）

合计 ７９８（１００％） ２４９（３１．２０％） １６６（２０．８０％） ４６９（５８．７７％） ２０（２．５１％）

　　注：２０１９年非全年数据，数据截至２０１９年８月３１日。
３．具体贡献路径的分析
（１）基于中国问题。
在２０１３年１月至２０１９年８月期间，共有２４９篇（占全部论文的３１．２０％）中国学者（不含港澳台）在国际

上发表的高被引论文关注了中国问题。进一步地，我们按照国内一级学科大类对一些代表性的中国问题进行

介绍。

共有１２２篇（占比４９．００％）来自工商管理学科的高被引论文关注了中国问题。其中，许多研究关注了中
国文化背景下不同类型的领导力，如基于中国阴阳哲学的悖论性领导行为（Ｚｈａ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１５ｂ）、植根于中国
儒家哲学的道德型领导力（Ｌｉｕｅｔａｌ．，２０１３ｂ）等对员工工作结果的影响。随着中国成长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
之一，中国成为了跨国公司投资的重要目的地；与此同时，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总量也在持续增长，在此背景下，

中国的制度背景与政治体系如何影响企业外商直接投资与对外直接投资受到了广泛关注（Ｌｕｅｔａｌ．，２０１４；
ＣｈｉｌｄａｎｄＭａｒｉｎｏｖａ，２０１４）。在中国的商业环境中，许多公司治理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中国所独有的。例如，许
多学者探讨了宗教在减轻中国上市公司代理成本（Ｄｕ，２０１３）、隧道效应（Ｄｕ，２０１４）中的作用。此外，中国背包
客的旅游动机（Ｃｈｅｎｅｔａｌ．，２０１４）、中国旅游景点的游客量预测（Ｙａ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１５）等中国背景下的旅游问题也
得到了广泛的讨论。

有１７篇（占比６．８３％）来自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的高被引论文探讨了中国问题。例如，中国管理学者运
用数据包络方法（ＤＥＡ）在多个领域进行了运营效率评估，研究的问题包括中国商业银行系统运营效率测算
（Ｗａ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１４）、中国民航安全效率测算（ＣｕｉａｎｄＬｉ，２０１５）等。也有众多学者聚焦于事故安全分析，如中
国地铁施工、建筑工地事故的安全管理与风险分析（Ｙｕｅｔａｌ．，２０１４；ＲｏｗｌｉｎｓｏｎａｎｄＪｉａ，２０１５）等，以期提出有效
的预防措施，提升施工安全水平。此外，在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中，中国城市建筑与住宅的能耗与碳排放的估

算问题也受到了较多的关注（Ｍａｅｔａｌ．，２０１７；ＬｉｎａｎｄＬｉｕ，２０１５）。
有９７篇（占比 ３８．９５％）来自公共管理与管理交叉学科的高被引论文作出了贡献。其中，８篇（占比

３．２１％）论文探讨交通安全事故引发的中国重大公共安全问题，学者们围绕交通违法行为的风险分析（Ｚｈａｎｇ
ｅｔａｌ．，２０１３）、交通事故伤亡分析（Ｚｈａ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１６）等一系列交通安全问题展开了研究；３７篇（占比１４．８６％）
论文关注了公共环境与职业健康领域的问题，例如，空气质量对中国人民幸福感与心理健康的影响（Ｚｈａｎｇｅｔ
ａｌ．，２０１７）、汶川地震幸存者的心理健康与生活质量（ＸｕａｎｄＯｕ，２０１４）等；４０篇（占比１６．０６％）论文关注了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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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与城市规划领域的中国问题，尤其是中国城市土地扩张（Ｈｕａ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１５）、城乡均衡发展（Ｌｉｕｅｔａｌ．，
２０１３ｃ）等。另有１２篇（占比４．８２％）论文关注了医学信息领域的中国问题，如中国人群高血压等疾病的生存
率与发病率（Ｆｅ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１４）等。

中国管理学者在图书馆、情报与档案管理、农业经济与管理这两个学科中的贡献较少。共有９篇（占比
３．６１％）高被引论文在图书馆、情报与档案管理学科中探讨了中国问题，如基于文献计量方法探讨中国社会科
学研究的全球增长（Ｌｉｕｅｔａｌ．，２０１５），信息技术在中国政府中的运用等（ＺｈｅｎｇａｎｄＺｈｅｎｇ，２０１４）。有４篇（占比
１．６１％）高被引论文在农业经济与管理学科中作出了贡献，主要探讨的是中国农业能源效率与生产技术异质
性（ＦｅｉａｎｄＬｉｎ，２０１６）、中国农业机械化服务（Ｙａ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１３）等农业技术与效率问题。

（２）基于中国情境。
在分析的样本中，有１６６篇（占全部论文的２０．８０％）高被引成果是基于特定的中国情境，涉及中国政治情

境、经济情境、社会文化情境、技术情境、自然情境与人口情境这６个方面。其中，有３７篇（占比２２．２９％）高被
引论文至少关注了其中的两种情境（参见《管理世界》网络发行版附录Ａ２附表１）。

政治情境、经济情境、社会文化情境的受关注程度相对较高。３０所中国高校与科研机构的学者（不含港澳
台）在政治情境范畴内共发表了６３篇（占比３７．９５％）高被引论文，主要集中在现有体制和制度、政府政策与法
规以及政企关系３个范畴。例如，在政企关系范畴内，中国管理学者结合了其他情境因素（如中国社会的关系
文化），分析了企业的政治关联与企业管理实践之间的相关关系（Ｃｕｌｌｅｔａｌ．，２０１５；Ｇｕｅｔａｌ．，２０１３）。基于中国
经济情境的高被引论文共有４８篇（占比２８．９２％）。根据编码结果可知，在经济情境范畴内的情境因素可以概
括为经济转型、经济增长两个主要的范畴。为实现高质量的经济增长，中国不断寻求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新

方向。在此背景下，中国的经济转型对中国城乡建设（Ｈｕａ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１５）、企业出口活动（Ｙｉｅｔａｌ．，２０１３）等各
方面的影响受到关注。基于中国社会文化情境的高被引论文共有４０篇（占比２４．１０％）。由编码结果得出的
社会文化情境因素可概括为关系、国家文化价值观、儒家哲学思想等范畴，尤其是关系范畴。关系是一种非正

式文化，现有研究探讨了关系如何引发企业间“圈子”现象的出现，如关系网络、政企关系等（Ｚｈｏｕｅｔａｌ．，２０１４；
Ｇｕｅｔａｌ．，２０１３）。

技术情境、自然情境、人口情境受关注程度相对较低，基于中国技术情境的高被引论文仅有１６篇（占比
９．６４％）。通过编码分析结果得出的技术情境因素可概括为技术发展现状、技术创新两个范畴。技术创新是现
有研究中受关注程度较多的范畴，尤其是社交媒体技术创新，如新兴社交媒体技术（如微博、微信）在政府公共

部门中的推广与应用（ＺｈｅｎｇａｎｄＺｈｅｎｇ，２０１４；Ｍａ，２０１３）。基于中国自然情境的高被引论文共有３３篇（占比
１９．８８％）。自然情境可概括为空气污染、自然生态环境、气候变化３个范畴。例如，在自然生态环境范畴内，
水生环境、地形等自然要素可能对城市景观格局（Ｔａｎｅｔａｌ．，２０１４）、区域不平等（ＬｉａｎｄＦａｎｇ，２０１４）等方面产
生影响。另外，有１９篇（占比１１．４５％）高被引论文关注了中国人口情境。人口环境因素可概括为人口健康、
人口迁移、人口老龄化等范畴。例如，关于人口迁移的问题更多的是探讨人口从农村向城市的迁移，因此与人

口迁移相关的问题大多与城市化、工业化相关（Ｈｅｅｔａｌ．，２０１６）。
（３）使用中国数据。
在分析的样本中，共有４６９篇（占全部论文的５８．７７％）高被引论文运用了中国数据。其中，仅使用中

国数据的高被引论文共３９９篇（占比８５．０７％），使用中外结合数据的高被引论文共７０篇（占比１４．９３％）。
使用的数据类型包括一手数据、二手数据、卫星数据、气象数据、交通系统数据以及医学数据、地理信息等

等。其中，有４８篇（１０．２３％）高被引论文同时使用了两种以上的数据来源（参见《管理世界》网络发行版附
录 Ａ２附表２）。

在基于中国数据的高被引论文中，共有２２３篇（占比４７．５５％）高被引论文采集了一手数据，主要是针对中
国不同地区或不同行业的企业中高级管理人员、员工，以及不同背景的消费者、网络用户、居民、游客等个体所

进行的访谈、问卷调查数据。也有部分研究的调查对象是政府官员、高校学者等群体。２０７篇（占比４４．１４％）
高被引论文使用了二手数据，主要来源于国家和各省市的统计年鉴、政府机构文件、企业档案与年度报表、网

站评论与交易记录、国内外商业研究数据库（Ｃｏｍｐｕｓｔａｔ、Ｄａｔａｓｔｒｅａｍ、ＣＲＳＰ、ＣＳＭＡＲ、Ｗｉｎｄ等），以及一些全球或
区域调查（如ＷＴＯ在２１个国家的母婴调查）中的中国数据（参见《管理世界》网络发行版附录Ａ２附表２）。一
手数据和二手数据所应用的学科领域均较为广泛，涉及国内五个一级学科大类及相关学科，但均在工商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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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中应用最多。

除此之外，也有部分研究运用了其他类型的数据，并主要在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公共管理与管理交叉学

科中得到了应用。有２８篇（占比５．９７％）高被引论文运用到了卫星数据。通过 ＬＡＮＤＳＡＴ、ＱＵＩＣＫＢＩＲＤ、ＩＫＯ
ＮＯＳ、ＳＰＯＴ、ＤＭＳＰ、ＴＥＲＲＡ、ＡＱＵＡ等卫星获取了中国城乡区域的土地利用／覆盖、绿地、森林斑块、地表温度、
夜间灯光、气溶胶等卫星影像资料。１３篇（占比２．７７％）高被引论文运用了气象数据，例如，由中国气象数据
共享服务系统提供的气候和地理数据（包括海拔，温度和降水），从各个城市气象监测站获取的天气数据等。

运用交通系统数据的高被引论文共有２５篇（占比５．３３％），包括各地高速公路的现场采集数据（交通量、车道
变更操作次数、车道变更操作时间）、公交线路交通数据（平均到达率、下车率、乘客等待时间）、地铁系统运行

数据（旅客到达率、运行时间）等等。另有２９篇（占比６．１８％）高被引论文采集了医学（血液取样、心血管疾病
临床病例）、地理信息（地面地形、ＰＯＩ、道路网络）、通信（呼叫记录、语音聊天记录）、土地利用（土地使用规划
图）、传感器采集数据（温度、湿度、光照、电压）等不同类型的数据。

（４）运用中国理论思想。
从样本的整体情况来看，３０所中国高校与科研机构的学者（不含港澳台）目前主要是对现有的西方管理

理论或模型进行检验、扩展和完善，实现国际主流管理理论的区域延伸。尽管发展中国新理论是理论自信和

理论创新的必要道路，然而在７９８个数据样本中，仅有２０篇（占比２．５１％）高被引论文提及或运用了中国理论
思想，进行了实证复制与改良，或提出了新的解释逻辑。具体而言，２０１３年１月至２０１９年８月期间，３０所中国
高校与科研机构的学者（不含港澳台）在国际上发表的高被引论文仅贡献了２个中国理论：关系（Ｃｈｅｎｅｔａｌ．，
２０１４；ＺｈａｎｇａｎｄＨｕｏ，２０１３；Ｇｕｅｔａｌ．，２０１３；Ｘｕｅｔａｌ．，２０１３；Ｃｈｅｎｅｔａｌ．，２０１３；Ｚｈｏｕｅｔａｌ．，２０１４；ＨａｎａｎｄＬｉ，２０１５；
Ｂａｉｅｔａｌ．，２０１６；Ｌｉｎｅｔａｌ．，２０１６；Ｌｉｕｅｔａｌ．，２０１６；Ｑｕｅｔａｌ．，２０１５＇Ｚｈａ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１５ａ；Ｌｅｕ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１４；Ｙａｏｅｔ
ａｌ．，２０１５）和阴阳文化（Ｚｈａ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１５ｂ）。除此之外，部分研究探讨了中国儒、道、法、兵家哲学，尤其是儒家
哲学思想的作用（Ｂａｒｋｅｍａｅｔａｌ．，２０１５；Ｄｕ，２０１４），并在概念间关系的逻辑方面贡献了儒家思想的一些重要概
念及解释，如面子（Ｙａｎｅｔａｌ．，２０１６；Ｌｅｕ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１４）、传统（Ｌｉｕｅｔａｌ．，２０１３ｂ）、长期导向（Ｌｉａ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１４）、
中庸之道（Ｚｈａ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１５ａ）、和谐（Ｂａｉｅｔａｌ．，２０１６）、整体思维（Ｚｈａ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１５ｂ）、集体导向（Ｂａｉｅｔａｌ．，
２０１６）等。

中国管理学者主要是基于关系理论对世界管理知识作出了贡献。关系是中国文化中的重要要素，这一文

化以集体主义和人际关系主义为特征。在关系文化影响下，个体倾向于与他人发展并维持关系。在样本数据

中，共有１４篇（占比７０．００％）高被引论文运用或提及了关系理论，并主要是进行了理论开发工作，许多学者结
合资源基础观、社会交换等国际主流理论，在政企关系、人际关系、组织关系等方面发展出了一系列新的解释

逻辑，研究的问题包括政治关联如何影响上市公司的投资行为（Ｘｕｅｔａｌ．，２０１３）、制造商与供应商关系如何影
响知识获取（Ｚｈｏｕｅｔａｌ．，２０１４）等，为关系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另有１篇（占比５％）高被引论文基于中国传
统阴阳哲学理论和整体思维，结合领导力理论，开发了悖论性领导行为的新构念（Ｚｈａ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１５ｂ）。悖论
性领导行为是指领导者采用看似相互矛盾却又紧密相关的行为来同时满足竞争性需求，这一构念突破了权变

视角下“非此即彼”的局限性，转向“兼容并蓄”，通过悖论性思维发挥协同作用，为领导力研究作出了新的突

出贡献。有２篇（占比１０％）高被引论文探讨了儒家、道家、法家和兵家哲学，尤其是儒家哲学思想的作用
（Ｂａｒｋｅｍａｅｔａｌ．，２０１５；Ｄｕ，２０１４）。有７篇（占比３５％）高被引论文关注了长期导向、传统、面子、中庸之道、和
谐、集体导向这些儒家哲学思想中的重要概念。例如，Ｌｉｕ等（２０１３ｂ）利用传统价值观解释道德型领导力与员
工工作绩效和组织公民行为之间的关系，Ｙａｎ等（２０１６）调查了面子意识如何促进个人的知识共享行为等。

五、结论和讨论

本文基于Ｗｅｂ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核心合集数据库１０００种管理学英文期刊４８３４８４篇论文（含中国学者３２５１１篇）
的纵向文献数据，采用数据智能和专家意见结合的方法论，深度分析了中国学者管理学研究的整体发展概况、

国际合作以及前沿热点和重要贡献，形成了对中国学者在世界管理学坛的影响力、特征和趋势的综合认知与

解读，把握了中国学者引领世界范围管理研究的前沿热点领域，梳理了中国管理学贡献于世界的具体路径。

下面，笔者在得出主要结论的基础上展开相关讨论。

（一）主要结论

第一，我们以２０１３～２０１９年的数据分析表明，在２１世纪第二个十年中，以中国学者管理学研究成果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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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英文论文发表的数量为指标，表明其世界影响力不断增大。具体是中国学者的发文总量占世界发文总量的

比例持续增长（见表１）；中国学者每年发文的增长速度高于世界平均增长速度，总增长率前者是后者的４．５０
倍。这种持续增长与中国经济ＧＤＰ占世界总量比例的持续上升存在一致的趋势。中国学者管理学研究在国
际上的发展水平显著高于世界平均水平。由此我们得出推论：管理学在中国哲学社会科学提升国际话语权上

已发挥了重大担当，并预计在未来发展中有更大的作为和影响。

第二，中国学者管理学研究的世界影响力通过广泛的国际合作显现成效。在过去近７年时间周期中，中
国学者（不含港澳台）与其他国家机构作者合作发文的数量始终占据发文总量的５０％以上。而且从合作作者
分布的国家范围看，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存在明显的合作关系。这种特征趋势恰好与中国政府于２０１３年
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存在一致的关系。更为重要的是，与国际合作成果数量占比每年稳定处在略过５０％
水平不同的是，中国学者（不含港澳台）为通讯或第一作者的发文数量、作者均为中国学者（不含港澳台）的发

文数量，它们占发文总量的比例持续提升，发文总量增长率均接近２３０％左右。由此我们得出推论：中国大陆
机构作者在保持国际合作中高水平的基础上，其国际影响的主导力在较快地不断提升。这也意味着，中国学

者的总体学术水平和能力有明显上升。

第三，中国学者管理学研究对世界学界的影响存在多元贡献路径特征。从发表的国际刊物看，在中国学

者（不含港澳台）引领的３２个前沿热点中，有１０个直接来自在２４种世界顶级刊物上的发表论文，与此同时，
有２０个并非来自顶级刊物发表的论文；此外，还有２个既来自顶级期刊也来自非顶级期刊。从作者队伍看，一
半以上的作者（占比５９．７０％）来自双一流建设高校，其中，仅有５．８３％的作者主持过国家重大科研或人才项
目。但与此同时，也有相当多（占比 ４０．３０％）的作者并非来自双一流建设高校，其中，极少的作者（占比
１．２３％）有主持国家重大项目的经历。从学科分布看，引领前沿热点的领域主要归属于工商管理和管理科学
与工程两大一级学科，但也有７个前沿热点来自４个公共管理及其交叉领域（交通公共安全、医学信息、公共
环境与职业健康、区域与城市规划）；从具体贡献路径分析来看，中国学者（不含港澳台）主要是使用中国数据

（占比５８．７７％）贡献于世界，其次是基于中国问题（占比３１．２０％），再次是基于中国情境（占比２０．８０％），而
运用中国理论思想（占比２．５１％）的贡献还微乎其微。与１０年到２０年前多项有关分析在国际顶级管理期刊
发表的中国管理研究的文献相比（徐淑英，２０１２），运用中国理论思想非常薄弱的情况在近十年间没有改变。
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推论：中国管理学研究学者队伍壮大，这使得中国管理学研究在世界学界的地位更为稳

固，也更有可持续性发展优势。但在对世界管理学贡献路径的发展中，基于“四个自信”的理论创新仍然任重

而道远。构建中国特色管理学理论贡献于世界，成为学术界最为迫切的使命和追求。

第四，中国管理学研究引领前沿热点存在内部学科分布不均衡的状态。具体而言，３２个前沿热点分属１０
个领域，主要分布在工商管理一级学科（４个领域１８个前沿热点），其次是管理科学与工程一级学科（２个领域
７个前沿热点），两者共有６个领域２５个前沿热点，但前者明显多于后者。此外，有４个领域７个前沿热点属
于公共管理一级学科及其交叉领域。对照２０２１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管理科学部新的代码对应的二级学科名
称，工商管理学科引领的前沿热点涵盖其１５个代码中的１１个，其中３个前沿热点属于全部新增的３个代码
（Ｇ０２１０公司金融、Ｇ０２１２公司治理、Ｇ０２１５旅游管理）；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引领的前沿热点涵盖其１９个代码
中的７个，其中２个前沿热点属于新增４个代码中的２个（Ｇ０１１１数据科学与管理、Ｇ０１１８智慧管理和人工智
能）。由此我们得出这样的推论：中国管理学研究在世界范围的引领贡献有强大的国内发展基础作为保障，与

公共管理相关的交叉研究值得进一步重视和发展。

（二）研究贡献

本文在学科研究成果回顾和评价分析领域，作出了新的尝试。与管理学学科领域以往相似主题的研究相

比，本文在文献数据范围和数据量、分析方法、研究价值取向方面，都有不同的选择，因而在如下这些方面作出

了新的贡献。

第一，本文的研究范围是涵盖管理学学科门类的所有领域，且是近７年的纵向时间窗口（２０１３年１月１日
至２０１９年８月３１日），因而在分析比较学科内部不同学科（包括一级学科和二级学科）之间的发展状态和趋
势时，能够基于同样的衡量尺度，有助于我们更全面客观地分析评价管理学学科门类下的所有分支领域。以

往的研究大多聚焦于某个一级学科，例如工商管理（张玉利、吴刚，２０１９）、管理科学与工程（Ｌｉｅｔａｌ．，２０００；张
玲玲等，２００６）、农林经济管理（耿献辉等，２０２０；Ｃｈｅｎｅｔａｌ．，２０１８），它们都聚焦于一级学科内进行研究回顾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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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分析，并无这样的宏大视野和巨量数据输入。我们的研究结果表明，在对世界前沿热点贡献的统一尺度

上，内部学科之间存在明显的不平衡性，主要贡献来自工商管理一级学科，其次是管理科学与工程一级学科，

再次是公共管理一级学科及其交叉领域，而其他两个一级学科（农林经济管理、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并无明

显引领的前沿热点。这种不平衡与同样的一级学科地位存在很大的反差。如果我们的研究仅以一级学科为

分析单位，那么并不能产生这样的结果。

第二，本文的研究并非依赖单一方法，而是采用数据智能和专家咨询意见相结合的两阶段研究方法，并建

立贡献路径分析框架，避免单一方法带来的局限性。以 ＬＤＡ为核心的数据智能算法在核心内容识别（关键
词）、内容聚类（主题模型）和知识结构生成方面具有客观概率上的可靠性。主题分析结果使得每篇论文都带

有平均主题概率，显示该论文与对应主题的关联程度。对于每个主题，计算了该主题下所有论文的概率分布，

只有平均主题概率大于或等于该概率分布的９７百分位的论文才会被选用。同时，我们又得益于专家审读第
一阶段报告的咨询意见，单独补充了世界管理学界公认的ＵＴＤａｌｌａｓ２４期刊的高被引文献，直接新增１０个前沿
热点；针对会计学的实际情况，我们听取专家意见，以会计学为单独类别计算高被引文献；ＬＤＡ方法结果发现，
在研究方法方面的一些普通主题及关键词是热点领域，但它们并非是某个特定分支领域，我们在分析中予以

去除；此外，综述文献往往拥有高被引量，我们在分析中对综述类论文也做去除处理。两种方法在两阶段中结

合使用，使得最终的分析结果具有更大的可靠性和合理性。值得指出的是，本文在研究方法上建立了新的内

容分析框架，从贡献于世界的具体路径进行分析，建立了基于中国问题、基于中国情境、使用中国数据、运用中

国理论思想的分类，得到了重要结论，对今后的中国管理学研究发展方向提供了重要证据。

第三，本文的研究价值取向重在挖掘前沿热点领域，而非侧重于对个人或单位机构的成果绩效评价。这

样的研究定位和目标导向对引领未来重大研究方向具有更好的指引作用，对面向学术和科研的资源投入和公

共政策制定具有更大的建设性启示。采用数据智能和专家咨询这两种方法，进行两个阶段的研究，我们得到

总共３６４篇论文。我们课题组对这些论文逐一进行解读，从而提炼概括出最关键、最重要的前沿热点所在，以
及它们的学科贡献优势差异特征。这项工作体现了单纯文献计量方法或智能数据算法所无法做到的地方，而

其成果也正是本文的重要价值所在。对于广大研究人员，从中可以把握具体的前沿研究方向，领悟未来研究

的很多可能；对于科研基金和科研机构管理人员，从中可以借鉴重要选题方向，作为相关决策的支持和印证。

如前所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管理科学部在工商管理领域全部新增的３个代码，全部反映在本研究工商管
理学科引领的３个前沿热点上，这样的结果是令人欣慰的。

（三）发展路径与政策建议

本文得到的结论蕴含了对推进中国特色管理学发展的若干重要启示。在学者的层面上，需要从研究贡献

路径中得到启发，从基于中国问题、情境和数据，重点转向中国理论思想的运用和发展。在政策的层面上，需

要改革学术评价思维和方法、引入新论证手段开展学科发展规划和布局、大力发展“管理 ＋”“＋管理”交叉学
科、进一步加大对管理学学科门类的整体资源投入和政策支持等。下面展开阐述。

第一，从基于中国问题、情境和数据，迈向运用和发展中国理论思想的新阶段。在如何推进中国特色管理

学的发展问题上，一些主流观点得到了学者们的广泛认同。比如，要通过开展“深度情境化”的研究，发展新的

含有丰富情境信息的理论（徐淑英，２０１２），应立足国情和中国企业管理实践，注重基于实践来开拓和加强中国
特色管理学的话语体系（苏宗伟，２０２１；李新春，２０２１），在研究内容上应基于中国管理实践的特定情境或视角，
重点关注中国企业管理实践中的特殊元素，突出具有中国现实意义和前沿性的核心问题，探索建构中国特

色管理学的概念体系（王永贵、李霞，２０１９；王永贵，２０２１）；在研究范式上，要批判性运用西方范式（徐淑英，
２０１２），要大力发展扎根中国管理实践的质性研究，形成以问题为导向的多维度研究方法的融合（吴晓波，
２０２１；苏宗伟，２０２１），使用“田野作业法”，从企业发展面临的问题中提炼研究选题（戚聿东，２０２１），聚焦中
国情境，讲好中国故事，并坚持采纳国际通用研究范式（毛基业，２０２１；张玉利、吴刚，２０２０）。本文研究的结
论呼应了上述观点。本文的分析结果显示，运用中国理论思想的文献仅占全部样本的２．５１％，这表明在世
界上建立和完善中国特色管理学的话语体系与学术体系仍然任重而道远。在基于中国问题、情境和数据

的基础上，大力运用中国理论思想，进而在世界范围创立和发展新理论和新思想，那么显然推进中国管理

学研究进入新的境界，这对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建设和中国话语体系建设是非常迫切和重要的战略

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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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尝试学术成果贡献于世界的评价思维和方法，在“破五唯”改革方向上引入新评价维度和指标。缘

于强大的现状压力及其所对应的激励机制，高校和学术界鼓励在国际性期刊（特别是顶尖期刊）发表论文（徐

淑英，２０１１）。在新的国际形势下，我国的学术评价和相应的科研管理迫切需要改革，引入新理念和新方法。
重要方向是要以“破五唯”为基础，引入注重学术贡献的内在评价方法。本研究以 ＬＤＡ贝叶斯层次主题模型
加上专家意见结合的方法，通过纵向时间周期的数据挖掘出了３２个前沿热点。根据我们方法的性质，前沿热
点的得出是基于论文群的主题集合和影响力分析，因而这种贡献对学科发展和现实影响是重要的。为之作出

贡献的作者和单位是值得鼓励和支持的。本文研究结论的启示呼应了学界的共识，即在评价发表体系上，要

加快改革和优化学术评价体系。学术研究中理论脱离实践的现象与学术评价导向密切相关，应着力改革长期

以来流弊颇多的论文评价导向制度，鼓励管理学者注重研究的题目和理论与中国企业的相关性，发表货真价

实的论文，加强高水平管理科学学术团队和人才培养工作（徐淑英，２０１１；戚聿东，２０２１；王永贵，２０２１）。
第三，开展引领世界范围前沿热点的深度挖掘和分析，在学科发展规划和布局以及国家重大项目选题工

作上引入新论证手段。在国内通常的论证工作中，资深专家和学术权威的作用是很明显和突出的。这是一种

由内而外、自上而下的思路，即国内立项后开展研究再到国际上发表、高层制定政策发布选题指南后学者们开

展相应的研究工作。而本研究成果提供了一个由外而内、自下而上的新思路，即从国际发表和前沿热点引领

启发支撑国内科研选题方向、以海量国际发表为基础分析筛选提炼国家立项重大科研方向。这两者思路和工

作方式是相互补充、相互印证的。

第四，借助世界范围“大管理”范畴研究主题深度分析，在“管理＋”“＋管理”交叉学科发展方向上形成重
大突破。在国家创新引领发展、加强国际战略科技力量的新常态下，管理学研究和应用实践在为服务国家重

大战略需求，推进多学科交叉发挥重大作用。这是管理学学科性质决定的。诚然，我们要强化企业在创新中

的主导地位，但管理不仅是“企业管理”，而是所有现代社会机构的管理器官（德鲁克，２０１９）。因此，在技术转
移和工程管理、新技术驱动组织和社会发展、产业组织和经济发展、公共管理和政府治理等各个领域，都是提

升绩效和产生新价值的必要路径。认识到管理学科是一门真正的“博雅技艺”（ｌｉｂｅｒａｌａｒｔ）（德鲁克，２０１９），我
们要大力推进“管理＋”或者“＋管理”的交叉学科建设。

第五，在大力实施哲学社会科学“走出去”战略进程中，国家要进一步加大对管理学学科门类的整体资源

投入和政策支持，特别要加大对贡献于世界的理论创新研究的资助力度。本文的研究发现，中国学者（不含港

澳台）的管理学国际成果发表在维持较高（略过５０％）的国际合作水平下，以通讯或第一作者的发文数量处于
稳步逐年提高的发展趋势中，总体平均占全部发表量的７０．２７％（见表２）。这是一种较为理想的“走出去”战
略，即既要通过国际发表路径和国际合作方式切实提升国际影响力，又要在合作中处于研究的主导地位，从而

更好地把握话语权，这对构建中国特色的学术体系、学科体系和话语体系是非常必要的。然而，在中国哲学社

会科学整体学科领域中，除经济学外，其他文科领域并未具有像管理学这样的国际化程度。因此，在今后的中

国哲学社会科学建设工作中，要以更高的国际影响和前沿引领为目标，加大对管理学门类和学科的资源投入

和改革力度。进一步地，特别要加强基于“四个自信”、运用中国理论思想的研究资助和投入，改变目前对世界

管理研究贡献路径之间的不平衡性。未来中国管理学研究学者需要努力的方向正是要不断提高中国思想、中

国理论对于世界知识体系的贡献程度，从而为人类文明发展作出我们应有的更大贡献。

（四）不足之处

尽管本研究是基于纵贯近７年的大数据，采用多种科学方法开展的深入研究，但仍存在一些不足之处，因
此对本文结论和建议的采用还需要谨慎并注意许可条件。

首先在学科分类上，本文基于Ｗｅｂ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的学科分类方法采集了划归至管理学的１５个领域类别的论
文数据，这一学科分类方法与中国教育部公布的管理学学科分类目录并不一致，尽管我们在以国内标准进行

归类的过程中与国际划分标准尽量保持主题和内容上的一致性，但主题归属范畴的不同可能会对研究主题的

地位造成一定的评价偏差，从而影响特定领域内前沿热点和相关文献影响力评价的准确性。

其次在研究方法上，作为ＬＤＡ贝叶斯层次主题模型的补充，本文采纳专家意见，运用文献计量法获取了中
国学者（不含港澳台）在ＵＴＤａｌｌａｓ２４种刊物上的高被引代表性成果，以及受国家重大项目资助的负责人在 ＵＴ
Ｄａｌｌａｓ２４种刊物上所发表的论文，综合起来对它们的研究主题进行总结，尽管确实发现补充了新主题领域，但
由于所采用的方法与ＬＤＡ主题模型并不相同，全部３２个前沿热点的来源路径并不相同，因此，它们之间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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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性评估缺少一致性标准。

注释：

①２０２０年，Ｗｅｂ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核心合集包含超过２１１００种全球发行的同行评议、高质量的学术期刊（包括开放存取期刊），
并涵盖超过２５０个自然科学、社会科学、艺术和人文学科，同时还有会议论文集和书籍资料。

②由美国德克萨斯大学达拉斯分校界定的２４种国际商科顶级期刊，简称ＵＴＤ－２４；由英国金融时报（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Ｔｉｍｅｓ）
界定的４５种管理类一流学术期刊，简称ＦＴ－４５。本文收集的数据涵盖ＦＴ－４５的３９种，下面６种不在其中，分别是：Ａｍｅｒｉ
ｃａｎ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Ｒｅｖｉｅｗ、Ｅｃｏｎｏｍｅｔｒｉｃａ、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ｙ、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ｔｈｅ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和ＲＡＮＤ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它们主要属于经济学科。

③根据ＷｏＳ的定义，使用次数衡量用户对于Ｗｅｂ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平台上一个特定项目的关注程度。该计数反映了某篇论文
满足用户信息需要的次数，具体表现为用户点击了指向出版商处全文的链接（通过直接链接或 ＯｐｅｎＵＲＬ），或是对论文进
行了保存以便在题录管理工具中使用（通过直接导出或保存为可以之后重新导入的其他格式）。使用次数每天更新一次。

本文的使用次数采用的是“２０１３年至今”的字段。中国学者（含港澳不含台）的发文量、被引频次、使用次数、海外合作的地
理特征，以及中国学者（不含港澳台）的合作概况、基于ＬＤＡ主题模型的２０个前沿热点、基于文献计量（高被引和高使用次
数）的２个前沿热点等指标的分析，实际数据采集时间截止至２０１９年８月８日。中国学者（含港澳不含台）管理学ＷｏＳ发
文趋势、基于专家建议（ＵＴＤａｌｌａｓ２４种刊物）的１０个前沿热点、３０所中国高校和科研机构（不含港澳台）９００篇高被引论文
的贡献路径等指标的分析，实际数据采集时间截止至２０１９年８月３１日。

④⑤在２０１３年１月至２０１９年８月期间，在管理学领域发表论文被引次数最高的前３０所中国高校和科研机构（不含港
澳台）依次是北京大学（１４５７９）、中山大学（１２６８２）、清华大学（１２５２６）、浙江大学（１１１９９）、上海交通大学（１１１３３）、中国科学
院（１０７５５）、武汉大学（９９６７）、复旦大学（８４１５）、同济大学（７６９２）、华中科技大学（７５４４）、中国人民大学（７１６２）、南京大学
（７１４６）、西安交通大学（６１０３）、中国科学技术大学（６０５１）、中南大学（５５９２）、西南财经大学（５００５）、哈尔滨工业大学
（４９０７）、东南大学（４９０７）、北京师范大学（４３９６）、北京交通大学（４３０２）、厦门大学（４１２５）、上海财经大学（４０７７）、四川大学
（３７８５）、大连理工大学（３５０３）、中国科学院大学（３４９９）、南开大学（３４７７）、天津大学（３４３０）、北京理工大学（３１６４）、北京航
空航天大学（３０２６）、重庆大学（２９７６）。上述结果仅是本研究样本的统计结果，用于本文研究的需要，不作为排名和绩效的
评价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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