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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管理教育研究的主题焦点与发展取向 

———基于学术论文的内容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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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工业大学 财经学院，湖南 株洲 ４１２００７）

［摘　要］以１９９２－２０１２年期间我国６２本重要学术期刊刊载的２４８篇主要管理教育研究论文为依据，采用内容分析法对我
国管理教育研究的演进进行梳理，可见其研究焦点是：人才培养模式、教学方法、国外管理教育、具体课程教学、发展战略与

规划、实践教学、质量评价与保障、管理教育原理等。管理教育教与学、发展战略与规划、民办管理教育等是未来我国管理教

育研究的发展取向。

［关键词］管理教育；人才培养模式；民办管理教育

［中图分类号］Ｃ９３；Ｇ６４２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４－１１７Ｘ（２０１３）０５－０１１７－０６

ＴｈｅＦｏｃｕｓａｎｄ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Ｔｒｅｎｄｓｏｆｔｈｅ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ｎ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ｉｎＣｈｉｎａ
———ＡＣｏｎｔｅｎｔ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ＢａｓｅｄｏｎＡｃａｄｅｍｉｃＰａｐｅｒｓ

ＳＨＥＧａｏｂｏ

（ＣｏｌｌｅｇｅｏｆＦｉｎａｎｃｅａｎｄ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Ｈｕｎ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Ｚｈｕｚｈｏｕ，Ｈｕｎａｎ４１２００７，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ｈ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ｃｌｕｓｔｅｒ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ａｎｄｃｏｎｔｅｎｔ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ｍｅｔｈｏｄａｒｅａｄｏｐｔｅｄｔｏｍａｋｅａｄｉａｃｈｒｏｎｉｃｄｉｖｉｓｉｏｎｏｆ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ｉｎａｃｃｏｒｄａｎｃｅｗｉｔｈ２４８ｍａｊｏｒｐａｐｅｒｓｏｎ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ｓｔｕｄｙｐｕｂ
ｌｉｓｈｅｄｉｎ６２ｍａｊｏｒａｃａｄｅｍｉｃｐｅｒｉｏｄｉｃａｌｓｆｒｏｍ１９９２ｔｏ２０１２．Ｔｈｅｓｔｕｄｙｆｏｃｕｓｅｓ，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ｔａｌｅｎｔｓｔｒａｉｎｉｎｇｍｏｄｅ，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ｍｅｔｈｏｄ，ｏｖｅｒｓｅａｓ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ｓ，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ｃｏｕｒｓｅｔｅａｃｈｉｎｇ，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ａｎｄ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ｔｅａｃｈｉｎｇ，ｑｕａｌｉｔｙ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ｏｆ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ｅｔｃ．ａｒｅａｎａｌｙｚｅｄｉｎ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Ｔｈｅｔｈｅｍｅｔｒｅｎｄｓｏｆ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ｓｔｕｄｙ（ｔｅａｃｈｉｎｇａｎｄ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ａｎｄｐｌａｎ
ｎｉｎｇ，ｐｒｉｖａｔｅ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ｒｅｈｅｒｅｂｙｄｉｓｃｕｓｓｅｄ．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ｔａｌｅｎｔｓｔｒａｉｎｉｎｇｍｏｄｅ；ｐｒｉｖａｔｅ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我国的管理教育是随着改革开放的进程而快速
发展起来的。从１９９７年国家批准设立管理学门类
和工商管理一级学科，到现在已经形成了完整的学

历层次管理人才培养体系。然而在规模迅速扩大的

同时，管理教育的质量却不容乐观。管理教育研究

是针对管理教育实践所进行的探索，应当反映并指

导管理教育实践的发展。本文以 １９９２—２０１２年期
间我国重要核心学术期刊刊载的管理教育学术论文

为依据，力图通过历史研究和内容分析，梳理我国管

理教育研究的发展轨迹，找到管理教育研究的主题

焦点，并对未来管理教育研究取向给出建议。

　　一　研究的方法和路线设计

（一）研究的方法

本文是以文献为主要研究对象，所以主要采用

基于历史研究和文献计量的“内容分析法”，并借助

词频统计、对比分析等研究思路和工具进行，而在

期刊研究和主题维度研究阶段则主要采用专家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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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确定本研究的对象期刊和主题归类［１］。“内容分

析法”是一种基于定性研究的量化分析方法，它是

一种对于传播内容进行客观的、系统的、定性与定

量相结合的描述和分析的方法，是一种较高层次的

情报分析方法，以文献计量为基础。“内容分析法”

通过把文献中非量化的信息转化成可量化的数据，

并以此为根据进行判断和预测，其主要应用功能包

括：趋势分析、比较分析、特征分析；其具体操作步

骤一般包括：建立假设，抽取样本，确定分析单元，

制定分析体系，评判记录，统计比较。

（二）研究的范围与对象选择

１．期刊研究。在我国学术界，刊载在重要核心
学术期刊的学术论文往往是衡量学者们学术研究

水平和学科理论贡献的重要依据。本研究首先利

用 ＣＮＫＩ数据库，以国内公信力较高的南京大学
ＣＳＳＣＩ（２０１２－２０１３）核心期刊目录作为基础进行期
刊研究。管理教育研究在我国没有专门的学术期

刊，相关论文主要属于教育类学术期刊刊发的范

畴，同时也是管理类期刊刊载的范畴，因此这类学

术论文主要刊登在３７种“教育学”和２９种“管理
学”核心期刊之中。通过查阅期刊的办刊宗旨、面

向对象等，排除４种教育学类期刊，分别是：课程教
材教法、思想理论研究导刊、中国教育学刊和中国

特殊教育，最后确定了６２本“管理教育相关核心期
刊”，以保证本研究的可行性和所选期刊的学术论

文质量。

２．研究时段选择。我国的管理教育是随着改

革开放的进程而快速发展起来的。１９９１年我国第
一批９所高等院校正式招生ＭＢＡ，管理教育开始进
入大众视野，引起关注。宣家骥认为，邓小平同志

１９９２年春节南巡讲话后，中国共产党十四大确定中
国要建立和完善市场经济，历史迫切要求中国管理

教育进一步发展改革和创新［２］，从此管理教育开始

走上勃兴之路，从论文刊载和课题研究情况可以证

明这一点。所以，本研究以１９９２—２０１２年我国管
理教育研究论文成果为研究重点，能够代表我国管

理教育理论研究的趋势和水平。

３．研究文献筛选。以上述 ６２本核心期刊为基
础，以ＣＮＫＩ数据库为平台，以１９９２－２０１２年期间
在上述重要的６２种学术期刊所刊载的管理教育研
究论文作为研究对象，研究范围锁定在中国内地

（不含港澳台地区）管理教育学术界的研究成果，共

检索出 ２９４篇研究论文。笔者根据论文的学术价
值（理论深度、理论贡献、理论创新）和学术规范性

（中英文摘要、关键词、作者简介、注释、参考文献

等），以及研究方法的科学性为参考标准进行甄别

和筛选，最后得到２４８篇有效学术论文作为本研究
的对象文献。按照刊登数量排序，前１１份期刊分
别是：《学位与研究生教育》（６７篇），《高等工程教
育研究》（２６篇），《中国高教研究》（１４篇），《现代
教育技术》（１２篇），《现代大学教育》（１１篇），《清
华大学教育研究》（１０篇），《南开管理评论》（９
篇），《华东经济管理》（９篇），《高等教育研究》（７
篇），《中国高等教育》（７篇）、《高教探索》（７篇）。

图１　我国管理教育研究的主题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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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研究主题维度的确定

各个学科理论体系都包含一个主题体系，笔者

在参考别敦荣、彭阳红等人高等教育主题划分基础

上［３］，结合薛珊、李志森的管理教育研究主题划

分［４］，确立了本研究的主题归类维度（见图１）。值

得说明的是，由于“管理教育教与学”文献占到总文

献的７０．９％以上，为了便于深入分析这个主题，笔

者将该主题进一步划分为：人才培养模式、质量评

价与保障、具体课程教学、实践教学、教学方法、教

材、商业伦理与道德、课程建设、就业与指导、学生、

师资建设等１１个二级主题。

　　二　我国管理教育研究的演进与主题焦点

形成

　　本文以年度、主题、主题关注度为基本要素，对

所选１９９２—２０１２年间我国管理教育２４８篇重要的

学术论文进行了主题归类和统计（见表１），发现我

国管理教育研究的主题焦点是：一条主线（管理教

育教与学）下的“四轮驱动”（人才培养模式、具体

课程教学、教学方法、实践教学），两支侧翼（港澳台

及国外管理教育、发展战略与规划）下的主题逐步

展开，论文数量和质量稳步提升。

（一）我国管理教育研究的历史演进

对２４８篇论文的内容分析发现，１９９２—１９９９年

间的论文主要是国外管理教育的经验介绍、人才培

养模式的借鉴吸收。对港澳台及国外管理教育的

研究形成了１９９４—１９９７年间的研究热点，美国商

学院的管理教育是重点介绍对象，尤其是哈佛商学

院的案例教学模式是我国管理教育的参考模板。

在内容上这些论文大多属于观念性的、介绍性的研

究，在研究方法上主要体现为思辨研究。这些研究

对于刚刚开始ＭＢＡ教育的我国管理教育具有重要

的指导意义，这一时期属于我国管理教育研究的初

始阶段。

中国加入ＷＴＯ必然涉及对管理人才新的需求

和要求，探讨加入ＷＴＯ对我国管理教育的挑战，无

疑具有重要意义。从２０００年开始，我国管理教育

发展迅速，有关的论文数量和质量也开始增长，研

究主题、内容、方法大幅度拓展，基金资助的论文开

始大量出现，迎来了一个较大的发展阶段。这一阶

段的研究显示出以下特点：

一是研究主题的拓展。这里面包含两个层面

上的拓展，第一个层面是对管理教育教与学的二

级主题展开全面研究。教材、学生、就业与指导、

师资建设都实现了论文数量零的突破，其中人才

培养模式、具体课程教学、教学方法、实践教学

等成为这个主题研究的 “四轮驱动”。案例教学则

成为教学方法中的一枝独秀，探讨案例教学的论

文有２６篇 （教学方法主题下共计３１篇论文），大

有管理教学言必称案例法的势头；此外质量评价

与保障也迅速成为学者津津乐道的话题。第二层

面的主题拓展是一级主题的进一步拓展。经过１０

多年的借鉴模仿，中国管理教育从小规模走向大

规模，在迅速成长的同时，也日益表现出办学的

趋同性［５］，中国管理教育或者中国商学院何去何从

引起学者的反思。管理教育原理、发展战略和规

划方面的论文数量迅速增长，上个世纪冷门的管

理教育与财政、管理机构与职能、管理教育与外

部关系、招生制度、民办管理教育都实现了论文

数量零的突破。

二是研究内容的拓展，外国管理教育在借鉴美

国模式的同时，开始对欧洲、亚洲各国的管理教育

进行全面介绍和研究，注重中外管理教育的全面比

较和探讨；教学方法上虽然案例教学研究一枝独

秀，但也开始出现项目驱动、专题导向、行动学习、

经验式学习、协作学习、团队学习等方法的研究；培

养模式在侧重ＭＢＡ的同时，也开始涉及到博士生、

本科生、专科生的培养模式探讨；具体课程教学在

大面积覆盖 ＭＢＡ课程的同时，开始关注本科层次

的管理课程。

三是研究方法的拓展，中国管理教育领域的学

者偏爱思辨研究［４］，但是新世纪２０００—２０１２年这

一阶段的研究，学者开始注重主题纵深挖掘，注重

对细节问题的深入和细化研究，注重对问题的形成

机理或影响因子的深层次探究。不但构建理论模

型，还进行测量和验证，研究方法开始向规范靠拢，

其中有 １４篇采用实证研究方法，占论文总数的

７．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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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我国管理教育研究主题焦点的形成

根据对上述我国管理教育学者最近２１年发表

的研究论文的文献统计和内容分析，在我国管理

教育短暂的发展历程中，人才培养模式、教学方

法、港澳台及国外管理教育、具体课程教学、发

展战略与规划、实践教学、质量评价与保障、管

理教育原理等方面的论文数量在不断上升，成为８

个研究焦点。

表２　１９９２—２０１２年国内管理教育研究八大主题

论文主题 论文数量 关注度 研究趋势 关注度排名

人才培养模式 ５５ ２２．２％ ↑ １

教学方法 ３９ １５．７％ ↑ ２

港澳台及国外管理教育 ３１ １２．５％ → ３

具体课程教学 ３１ １２．５％ ↑ ３

发展战略与规划 ２１ ８．５％ ↑ ４

实践教学 １６ ６．５％ ↑ ５

质量评价与保障 １３ ５．２％ ↑ ６

管理教育原理 １１ ４．４％ → ７

　　三　我国管理教育研究主题的发展取向

借鉴和模仿国外管理教育，尤其是借鉴和模仿

国外的培养模式、教学方法，我国管理教育走过了

从无到有、从有到多的２２年。今天，面对高等教育

全球化趋势，面对市场严峻压力，急匆匆走完数量

扩张的中国管理教育应该怎样融入全球管理教育

之中？相应的，未来中国管理教育研究的主题应该

是什么？笔者认为，教与学的改进依然是研究焦

点，质量评估与保障成为重中之重；未来管理教育

实体之间的竞争将日趋激烈，优胜劣汰、合纵连横

将是常态。因而，管理教育发展战略和规划将凸显

重要地位；与此同时，对民办管理教育，其中包含企

业管理教育的研究将显示出日后中国管理教育三

足鼎立的发展趋势。

（一）人才培养模式、具体课程教学、教学方法、

实践教学等“四轮驱动力”依然强劲，推动管理教育

研究向纵深化细节化发展。管理人才培养模式的

研究包含培养目标、课程设置、培养方案等。以哈

佛商学院等国外名校的教材和案例为蓝本是我们

在管理教育上的一大飞跃，但是我们的管理教育一

定要落脚到中国特色，既要学习外国的先进经验，

做到“洋为中用”，也不能忘记 “古为中用”［７］。因

此未来一段时间体现中国特色的管理教育模式将

是研究的焦点。随着管理教育事业的快速发展，管

理教育的规模不断扩大，层次不断增多，我们应区

分不同层次，突出重点，从教学计划、教学内容和教

学方法等多方面进行全方位的反思［８］。具体的课

程教学研究将从 ＭＢＡ课程向本专科下移，案例教

学法仍然是管理教育的重要方法，但是各种教学方

法（演讲、阅读、课堂练习、主题讲座、模拟练习、小

组或个人的短期项目实践、资料调查、互动汇报、小

组讨论、模拟教学）的综合应用将是未来的趋势。

（二）对管理教育发展战略的研究。包含总体

规划、观念制度、分类定位、学位与研究生发展等将

是未来一个时期内研究的重点。当前，面对国际国

内的同行竞争，中国商学院的趋同已从竞争性趋同

过渡到制度趋同。预计在未来一段时间内，这种趋

同性将进一步提升，但到一个临界点后，各商学院

将会积极寻求自身的特色，营造差异化［６］。秉着对

历史负责、对国家负责和对社会负责的崇高使命

感，各商学院应在中国、教育、人群的全面变化中，

去重新寻找自己的坐标与方位，明确自己的价值取

向和社会责任，关注并认真做好顶层设计，努力探

索个性化发展路径［８］。

（三）对管理教育质量评价与保障的研究。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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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管理教育质量认证已经在我国少数商学院展开，

由于我国管理教育发展迅速，不可避免地产生了很

多问题，诸如课程设置标准不一、教学经验不足、师

资水平不够高、培养目标含糊不清及学术性不高

等。美国大学商学院教学评估主要采取的是专业

认证方式，获得认证的商学院也被视为教学质量一

流的商学院。深入研究美国商学院或工商管理专

业认证，对我国工商管理专业教育质量的提高具有

一定的现实意义。

（四）对民办管理教育的研究。过去２０年中国

内地有两所商学院的发展引人瞩目，但是在管理教

育的核心期刊上却鲜见相关研究成果。中欧国际

工商管理学院、长江商学院的办学理念、培养模式

与国内大学内设商学院迥然不同。中欧国际工商

管理学院的ＭＢＡ、ＥＭＢＡ和高层经理培训三大课程

在全球商学院排名中一直名列前茅，２０１２年，该学

院ＥＭＢＡ课程在英国《金融时报》全球排名中名列

第七；长江商学院是中国第一所实行“教授治校”的

商学院，为国际管理教育协会（ＡＡＣＳＢ）和欧洲管理

发展基金会（ＥＦＭＤ）成员，其目标是在十年内进入

世界十强商学院之列。与此同时，公司大学的管理

教育在中国开始萌芽。公司大学的管理教育以其

自身企业的品牌和影响力，以及更具有应用性、灵

活性、丰富性而正在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学习者选择

其管理教育［９］。因此，研究民办管理教育也应是今

后的主题焦点。

（五）对本专科管理教育的研究。２４８篇管理

教育论文中以ＭＢＡ、ＥＭＢＡ为关键词或者标题中含

有ＭＢＡ、ＥＭＢＡ的论文超过７０篇，前述学位与研究

生教育刊发论文量位列第一，６７篇论文全部是针

对管理类研究生教育的，论文涉及专科及以下层次

管理教育的几乎是空白。随着管理教育事业的快

速发展，管理教育的规模不断扩大，层次不断增多，

区分不同层次，突出重点，从教学计划、教学内容和

教学方法等多方面对各层次的管理教育进行全方

位的反思，也将是今后的研究焦点之一。

总之，２１世纪的中国管理教育面对市场的压

力，面对国际同行的竞争，在找到差距的同时，勇于

改革才有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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