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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本文通过对２００３－２０１３年间发表于国内９种权威管理类期刊中涉及中国企业外

部情境因素的４０５篇文献进行了扎根分析.文章在研究广度层面提炼出已有研究成果中受关

注的中国企业外部情境因素,并根据PEST框架进行归类,分析了各领域情境化研究中受关注

的主、次要情境因素,整合相关因素间的关系.文章从研究深度及研究方法两个层面梳理了我

国外部情境化研究的发展现状及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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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中国企业在管理实践过程中所面临的中国情境日益成为管理学界关注的热点问题.众多

国内外学者曾反复提出情境的重要性,认为情境因素是理论构建的因素之一(徐淑英和张志

学,２０１１),在对中国管理理论进行研究时考虑中国情境因素是极其必要的(Whetten,２００９).
对中国情境认识的逐渐深化决定着中国情境下的管理实践与西方情境下的管理理论的对话,
决定着中国企业管理理论的发展(蓝海林等,２０１２).

　　目前,关于中国情境的相关研究已取得了一系列成果,相关论文数量呈现逐年攀升的趋势

(Child,２００９;Chen等,２０１１).然而,现有研究所呈现的多元化及分散性的特征,使得已有研究

中涉及的大量情境因素孤立存在,不成体系,尚未形成中国企业情境因素的“完整画面”.那么,
目前国内学术界是如何认识中国情境的? 已有研究成果中涉及的中国情境因素具体包含哪些方

面? 其架构如何? 针对不同情境范畴的研究受关注程度如何? 现有研究的情境化程度如何? 分

别得出何种特征的理论贡献? 这些问题不仅是情境理论的基础性问题,也是在中国情境下研究

中国企业管理理论的关键性问题.厘清国内学术界关注的中国情境因素整体架构及研究的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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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域,分析各研究领域的研究现状及深入程度,有助于推进中国情境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因此,
本文的研究目的在于从已有研究成果中分析、识别国内学术界是如何看待中国情境因素及其特

征的,并从研究深度及研究方法两个层面梳理我国外部情境化研究的发展现状及特征.

二、理论回顾

　　(一)情境的内涵及构成

　　情境(context)一词源于拉丁文,意为交织、连接在一起(Rousseau和 Fried,２００１).最早

由实验心理学领域鼻祖冯特提出“情境气质”,用以阐明特定情境在个体的人格和气质形成过

程中的作用(谷传华和张文新,２００３).在此基础上,对情境这一概念的研究经历了从客观论到

主观论的过程.

　　早期行为主义者认为情境是一种客观刺激,不包含主观意识、动机等心理活动(谷传华和

张文新,２００３).代表人物华生(１９３３)认为情境是客观的具体环境.与此不同的是,认知—行

为学派则将主观过程纳入情境概念中,认为完整的行动包括外部环境以及内部生理状态或中

介过程(谷传华和张文新,２００３).如托尔曼认为行为中包含某些固有的目的或认知是行为的

“固有的决定因素”(爱德华,１９９９),以此来区分主观状态与客观刺激,即行为主义学派所认为

的情境.在此基础上,社会学习理论开始强调情境的社会意义,认为情境更主要的是个体对客

观环境的认知、体验、期待、倾向,因此个体的行为取决于个体对特定情境的认知建构(谷传华

和张文新,２００３).以卡(２００２)为代表的格式塔学派进一步强调情境的主观化.这一学派认为

个体行为的主要决定因素是其所处的行为环境,即个体心理上意识到的或知觉到的环境,而非

现实的、客观的环境.情境的实质在于个体对客观环境所赋予的主观意义.

　　在管理学领域中,学者们尝试对情境的内涵给出准确的定义,但正如Child(２００９)所提出

的那样,要对情境进行定义是困难的,其难点在于不同的人对这一概念有不同的理解.与之相

似,Tsui(２００６)也认为不能对情境给出精确的定义,但她从四个层次阐述了情境:从个人层面

来说,情境是一种意识;从制度层面来说,情境是角色关系的形成机理;从更广泛的社会层面来

说,情境是通过政府、媒体、宗教及教育体系所传达出来的人们的价值观及信仰;此外还包括能

够对历史进程产生影响的战争、革命等因素.总体来说,情境不能简单地被视为外部存在的环

境,而是包括了文化、政治、法律体系、经济体系或经济的发展阶段.韩巍认为,就一般意义而

言,情境是组织实践在此时此地的约束(制约)条件,涉及文化、社会、法律、制度和习俗等因素

的复杂影响(韩巍,２００９).

　　Weber(１９６４)从层次角度提出了国家情境由物质体系及理念体系构成,这两种体系相互

结合并塑造了一个国家的制度的形成.在此基础上,Child(２０００和２００９)进一步细化国家情

境的架构,其中物质体系包括经济因素(如商业资产所有权、市场效率和开放性、人力资源等)
及技术因素(如信息技术发展程度、运输设施发展程度等);理念体系包括文化价值观、宗教价

值观及政治观;制度体系包括政府、中介机构及各种国际规章制度及标准等.Mowday和SutＧ
ton(１９９３)则从内外部角度将情境看作是存在于组织内外部的各种现象或刺激因素,具有不同

的分析层面.

　　(二)情境化研究方法

　　对于如何进行情境化研究,学术界给出了一系列建议,如,Rousseau和Fried(２００１)认为

情境化研究需要将观察与一系列相关因素、事件或观点相结合.他们认为,情境因素并不总是

需要被量化,情境化研究更像是一种思考过程,是一种处理研究的方式,并提出了进行情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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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的三个步骤:详细描述、直接观察和分析情境效应以及比较研究.Tsui(２００６)则从现象情

境化、理论情境化、测量方式情境化及方法论情境化四个方面探讨了如何进行情境化研究.

　　(三)国外研究现状

　　国外学者围绕中国情境的研究也形成了大量的研究成果(徐淑英和张志学,２０１１),如

Earley(１９９３)将中国管理者的集体主义价值观作为调节变量,探讨了其在绩效和组织成员间

关系中的调节作用.Boisot和Child(１９８８)在分析中国经济改革时期的交易治理结构时,提出

中央计划、经济改革和中国文化的共存是多样化管理模式的原因.Yan和 Gray(１９９４)通过对

中美合资企业谈判能力的案例研究,提出了一个包含有独特的中国情境因素的修正模型,如在

合资对象选择方面,潜在的中国合资企业更倾向于选择两个实力相当的外国企业作为合资备

选对象,以增加其谈判的筹码.Nee(１９９２)通过对中国市场化的国有企业、民营企业以及非市

场化的国有企业进行比较时发现,市场化的国有企业由于具有市场机会及政治资源双重优势

而成为最具有优势的企业,等等.Jia等人(２０１２)通过对发表于国际六大顶级管理类期刊及

ManagementandOrganizationReview上的涉及中国情境的３０２篇文章的分析发现,在研究

内容上,仅有三篇文章提出了三个来自中国情境中的新构念,分别是市场转型(Nee,１９９２)、网
络资本主义(Boisot和Child,１９９６)及“Guanxi”(Xin和Pearce,１９９６),并且认为这三篇文章带

动了后续研究(如 Friedman等,２００６;Batjargal,２００７;Zhou等,２００７;Su等,２００９;Chen等,

２０１１)的进一步发展.此外,还有２２篇文章是在中国情境下对已有概念进行的重新定义,如信

任(Luo,２００５)、组织公民行为(Farh等,１９９７)、情感智力(Law等,２００４)等.

　　综上所述,首先,从情境的构成角度来看,情境包括内部情境及外部情境.内部情境包括

企业内部各部门之间、上下级之间、员工之间的情境因素.而外部情境因素则包括一切非内部

情境因素.本文的研究对象选择为外部情境因素,以力求聚焦且深入性地挖掘.其次,现有研

究仍呈现出多元化及分散性的特征,即已有研究中涉及的大量情境因素孤立存在,不成体系,
尚未形成中国企业情境因素的“完整画面”.根据研究目的,本文采用扎根理论,通过选择国内

学术界中大量具有代表性的中国企业管理理论研究成果,以从中识别中国企业的外部情境因

素,提炼因素间的相关关系,构建中国企业的外部情境因素框架,梳理中国情境研究的现状.

三、研究设计

　　(一)期刊选择

　　本文选取国内顶级期刊中涉及中国企业外部情境因素的文献.本文侧重于中文期刊的原

因在于:首先,随着国内学术界对中国情境下管理问题的关注,国内中文期刊聚集了其中大部

分研究成果,从研究广度层面来说更有利于全面概括情境因素;其次,鉴于中文更能恰当、准确

地描述中国企业所嵌入的情境及本土管理问题,因此从研究深度层面来说,中文期刊更有利于

深入地、准确地描述中国企业情境.

　　在期刊选择过程中我们遵循三大原则以满足科学严谨性(Li和 Tsui,２００２):首先,选择国

内管理学领域中有影响力的核心期刊;其次,选择学科与管理学紧密相关的期刊;第三,基于严

谨科学方法发表论文的学术期刊.基于此,本文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管理科学部认定

的２２种管理类 A级重要期刊中,筛选出８种期刊,分别是:«管理世界»、«南开管理评论»、«科
研管理»、«中国管理科学»、«中国软科学»、«管理评论»、«科学学研究»、«中国工业经济»,此外

还选取了«管理学报»,该刊是经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管理科学部认定的管理类B级重要

期刊,侧重于中国特色管理理论的研究.９种期刊的复合影响因子及总被引频次如表１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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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９种期刊复合影响因子及总被引频次

编号 期刊名称 复合影响因子 总被引频次

１ 中国工业经济 ４．６９３ １１３８６６

２ 南开管理评论 ４．２７７ ５２２３７

３ 管理世界 ３．３３７ １５４２９１

４ 中国软科学 ２．８８８ １０５３９７

５ 科学学研究 １．９２０ ４４３９２

６ 科研管理 １．８７７ ５７４０８

７ 中国管理科学 １．８３５ ４５９２３

８ 管理评论 １．６６０ ２４２９２

９ 管理学报 １．６４９ ２０８７５

　　资料来源:CNKI查询(２０１４).

　　(二)文献选择

　　在文献筛选过程中,为全面覆盖中国情境这一主题,检索词考虑了“中国情境”一词的广义

词、狭义词、相关词及多义词,因此选取“情境、环境、背景、特色、经验、传统、实践、现象”为主

题,并含“中国、我国、本土、在华”.时间范围上则截取２００３年至２０１３年.以２００３年为起点,
是考虑到中国在２００１年加入世贸组织(WTO)后,中国企业所面临的经济、市场、制度等各方

面环境发生显著变化,学术界也将中国加入 WTO 及其对中国企业的影响作为学术研究的重

要考量因素.考虑到文献从写作至发表需要一定时限,因此将起点设于２００３年.根据检索

词,并去除被重复检索以及不属于管理学领域的文献,如«科研管理»期刊中,检索“环境”、“中
国”为主题词的文献中包含关于环境污染、环境技术的文献,则予以删除.如此,本文初步筛选

出的文献共１７２０篇.

　　随后,本文根据文献摘要进一步筛选.首先,研究关注中国企业的外部情境因素;其次,为
使得研究结论具有一定的普适性,不受具体专业领域的限制,因此本文主要关注在战略管理、
组织行为、经营环境等方面的文献;第三,文献为研究型文献,而非综述性文献.如此共筛选出

４０５篇初始文献.

　　(三)研究方法选择

　　本文选择采用扎根理论对筛选得出的文献进行扎根分析.扎根理论为从现象或资料中发

掘理论提供了较为适合的工具方法,具有理论探索功能(苏敬勤和崔淼,２０１１),因此适用于本

研究.本文在具体分析过程中主要进行开放式编码,即将收集到的文献分解并进行逐字逐句

编码,界定初始概念.在这一过程中不断进行前后对比,修订、合并初始概念,并根据概念间内

容或性质的相似性加以聚类,以表述各个概念之间的有机联系(吴芝仪,２００６).

　　(四)数据分析

　　本文使用 Atlas．ti．７．０软件,对上述筛选得出的文献进行开放式编码.具体的研究思路是

仅对被作为研究变量的情境因素进行编码,即文献中所研究的企业现象或问题是由某一外部

情境因素引起的,或将情境因素作为因变量,研究其生成机理.对于仅被作为研究背景提及的

情境因素则予以剔除.编码过程包括两种编码形式,一是对文献中明确提及的情境因素尽量

采用原文进行编码,如,文献中提到“我国各地区经济与社会发展不平衡,市场化进程不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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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将其编码为“区域发展不平衡、区域市场化进程不一致”;再如,文献中提到“中国技术政策

在过去多年中一直过于强调引进外资和创新,而忽略了特别关键的消化吸收环节”,则将其编

码为“技术政策重外资引进和创新,轻消化吸收”.二是对文献中描述的情境现象进行概念化,
如文献中提到“在转型经济的中国,民营企业获得融资的难度远高于国有企业,银行的‘信贷歧

视’导致资金配置不是完全基于公司的经营业绩或发展前景,而是更多地考虑企业的产权性

质”,则将其编码为“民营企业融资限制”.此外,对于同一篇文献中多次提及的同一情境因素

只进行一次编码,如此,共得出２９１个初始编码条目.

　　随后将这些初始编码按照文献中的描述,根据其内容或性质的相似性进行范畴化聚类,共
归纳为１３个副范畴.在此基础上根据政治、经济、社会、技术(PEST)框架进行归类,得出现有

涉及中国企业外部情境因素的PEST框架体系,编码过程及结果如表２所示.
表２　编码过程及编码结果

开放式编码 　　　　　　　　　　　　　PEST框架归类

初始概念合并
副范畴 主范畴

(初始编码条目数) (初始编码条目数)

政府规制

利率管制行政化

政府管控的复杂性 政府管控

民营企业进入管制性壁垒 (３４)

民营企业融资难 政治(P)

国企“政治资源”优势 (４８)

政府分权化

缺乏良好的法制环境 体制/制度

发展型政府 (１４)

经济体制市场化

市场正式机制不完善

政府过度干预经济 制度/法规/体质

区域市场化进程不一致、制度环境差异大 (８４)

持续性制度变革

经济分权化

国内市场广阔

市场分割 市场 经济(E)

关系嵌入型资源配置 (２０) (１３２)

要素市场不发达

庞大剩余劳动力 劳动力

廉价劳动力 (４)

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不平衡

经济发展的追赶特征

高不确定性环境 经济环境

产业结构升级 (２４)

外资依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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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开放式编码 　　　　　　　　　　　　　PEST框架归类

初始概念合并
副范畴 主范畴

(初始编码条目数) (初始编码条目数)

家族关系网
“关系”

关系取向
(４０)

人情社会

差序格局 企业间关系
社会(S)

圈子 (１８)
(９６)

高度人格化的政商关系
政企关系

企业政治关联程度高
(２０)

国有企业承担政府公共目标

和谐

中庸思维 思维方式

整体观 (１８)

长期导向

区域技术创新及区域技术效率差异化

技术成长起步于国外成熟产品解构 技术发展现状

技术(T)
国有企业是外资吸引主体 (１０)

(１８)
企业技术经费偏重于技术改造

重外资吸引、轻消化吸收 技术政策

技术成果转化不规范、政策不健全 (４)

创新企业替代明显 技术创新

竞争激烈 (４)

　　资料来源:根据相关资料整理.

四、外部情境因素研究侧重点及框架图分析

　　在对文献进行扎根分析后,本文尝试从编码结果及初始概念条目数量中分别解读各情境

范畴的研究侧重点,以从研究内容角度系统梳理中国情境的相关研究现状.

　　(一)政治情境因素

　　政治情境因素虽然是企业管理实践过程中不可忽略的影响因素,但根据研究结果统计,政
治情境范畴的初始编码条目数仅占总编码数的１６．５％,是目前研究中较少作为研究变量进行

分析的一个范畴.根据扎根分析的结果,国内关于政治情境因素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政府

管控及现有体制和制度两个范畴,尤其关注政府管控及其复杂性,以及缺乏良好的法制环境两

个情境因素.由选择性编码分析得出的政治情境因素间相关关系如图１所示.

　　１政府管控

　　对于我国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政府的过度管控及其复杂性特征,现有研究主要从两种类

型企业入手,分析情境因素对企业经营环境的影响.一是国有企业;二是非国有大中型企业,
主要以民营企业的研究为主.有研究认为,政府管控虽然从一定程度上为国有企业带来“政治

资源优势”(连军等,２０１１),但由于各级政府将其经济、政治目标内化到其控制的企业中,使一

些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承担大量政府公共目标,且部分国有上市公司出现过度投资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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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料来源:根据相关资料绘制.

图１　政治情境因素间关系

(张洪辉和王宗军,２０１０).这也可能造成国有大中型企业在没有竞争压力的情况下,出现效率

低下、资源浪费等问题(姜涛,２０１０).而对非国有大中型企业来说,由政府管制形成的管制性

壁垒是其发展道路上的主要障碍之一,如行业进入障碍(罗党论和刘晓龙,２００９)、融资障碍(张
宇,２００９)等.

　　２体制和制度

　　在这一范畴内最受学者关注的情境因素是缺乏良好的法制环境.现有研究从多种角度出

发,结合其他情境因素(如发展型政府),分析了体制和制度范畴内的情境因素与不同企业管理

现象或问题之间的相关关系.如企业政治策略及行为的不规范问题(高勇强和田志龙,２００４),
以及企业关系网络成为市场正式机制的非正式替代机制现象(刘仁军,２００６)等.此外,这一范

畴内另一个较受学者们关注的情境因素是我国各级地方政府利益的不一致.现有研究从这一

情境因素出发,研究了其对政企关系的影响机理.如我国政府实行的分权化改革造成各级地

方政府为实现地区利益极大化的经济效益或提升“政绩”,很可能会放松对本地企业的进入管

制,从而充当了帮助本地企业突破中央政府管制性壁垒的角色(汪伟和史晋川,２００５).

　　(二)经济情境因素

　　经济情境范畴所包含的初始编码条目数量占总条目数量的４５．４％.可见,学术界关于中

国情境因素的研究主要倾向于经济情境因素.由扎根分析得出的经济情境范畴内的情境因素

可以概括为体制和制度、经济环境、市场以及劳动力四种副范畴.由编码结果可知,在现有研

究中涉猎较多的经济情境因素包括经济体制市场化转型、政府过度干预经济、市场正式机制不

完善以及市场分割性等.

　　１．研究重点

　　根据编码结果可知,制度和体制及市场状况是经济情境范畴内的主要研究领域.其中三

种情境因素,即我国正处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时期、转型过程中面临的市场正式机制不

完善,以及政府过度干预经济,不仅是经济情境范畴内的研究重点,也是整个中国企业外部情

境因素的重心,是大部分学者在相关研究中首要考量的影响因素.现有研究就这三种情境因

素与多种问题及现象间的相关关系进行了探讨,如国内要素市场不发达、两种资源配置体制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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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石军伟和付海艳,２０１０),资源配置过程中呈现关系嵌入型特征、高不确定性经济环境(武亚

军等,２００５),以及企业潜在的发展机会(江诗松等,２０１１)等.

　　此外,市场范畴中的国内市场分割性趋势也是较受关注的经济情境因素之一.现有研究

或将其作为自变量,探讨其对国内企业获取规模与范围经济效益、提升国际竞争力、战略选择

及横向整合管理模式等问题的影响;或将其作为因变量,分析其形成机理,如我国地方政府经

济分权化对市场分割性趋势的影响(蓝海,２００６).

　　从与其他范畴内的情境因素相结合进行研究的角度来看,市场正式机制不完善以及区域

经济发展水平不平衡这两种情境因素,则更多地被选择进行“跨范畴”的研究,如针对各地区民

营企业的政治关联程度差异的研究(邓建平和曾勇,２００９)、企业政治策略及行为特征的研究

(高勇强和田志龙,２００４)等.

　　２．研究次重点

　　根据编码结果,在经济情境范畴内,将劳动力或经济环境作为研究变量进行研究的文献占

比较低,如廉价劳动力、经济发展的追赶特征等.这些情境因素虽然是中国企业在发展过程中

不可忽视的重要情境因素,但多数研究仅将其作为笼统的影响因素,而缺乏对其的深入研究.

　　(三)社会情境因素

　　经研究统计,社会情境范畴内的初始编码条目数占总条目数的３２％,是继经济情境范畴

后受学者关注的第二大范畴.由扎根分析得出的社会情境因素可概括为“关系”、企业间关系、
政企关系以及领导者思维方式四类范畴.社会情境范畴的研究中涉猎较多的因素有家族关系

网、关系取向以及企业政治关联.

　　１．研究重点

　　“关系”是社会情境范畴内受到较多研究者关注的副范畴.现有研究大多从儒家文化的视

角出发,分析“关系”取向、人情社会等情境因素的形成机理.而这两种情境因素又反过来成为

企业间出现“圈子”现象,如公司内部挂靠单位、业务承包、外部网络等(李智超和罗家德,

２０１１),以及高人格化的政企关系特征的主要解释变量(于天远和吴能全,２０１２).

　　也有较多研究关注了家族关系网、差序格局等情境因素对民营企业管理运营特征的影响,
如民营企业反应快、弹性大、易于多方合作的特点(李智超和罗家德,２０１１)、以家族作为资源配

置单位的经营特征,过于依赖个人或家族关系的民营企业“关系融资”现象(陈伟鸿,２００４)等.

　　２．研究次重点

　　思维方式是社会情境范畴中研究较少的一类副范畴,大部分研究多将其作为内部影响因

素,从企业内部关系的视角出发,探讨其对公司内部员工间关系或上下级关系的影响.但也有

部分研究将思维方式作为企业的外部情境因素,认为企业领导者所具有的“和谐”、“中庸”、整
体观、长期导向等思维方式深刻影响着企业战略的形成、执行以及公司的运营管理,掌握着企

业的整体发展方向及脉络.如经由“和谐”文化发展而成的整体观思维方式渗透于企业,即形

成我国企业寻求与外部各利益相关者之间的融洽关系的特征;而对于家族企业来说,整体观的

思维方式促使企业与家族间的平衡关系成为企业发展过程中的重要考虑因素(王春和和郭笑

欣,２０１２);长期导向等思维方式则带来了我国企业牺牲短期利益、追求长远前景的特征(武亚

军等,２００５)等.

　　(四)技术情境因素

　　技术情境范畴是四大范畴中受关注程度最低的一类,其初始编码条目数占比仅为６．１％.
通过扎根分析得出的技术情境因素可概括为技术政策、技术创新及技术发展现状三个副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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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情境范畴是现有研究中受关注程度较低的范畴,将技术情境因素作为研究变量探讨其与

企业运营管理间相关关系的文献相对较少.

　　在技术范畴内,技术政策通常被作为解释变量来研究其与企业技术发展现状及技术创新

范畴间的关系.例如,由于我国的技术政策重外资吸引和技术创新、轻消化吸收的导向,以及

企业的科技经费主要用于技术改造,而非技术积累和创新能力培育(张化尧和史小坤,２００９),
从而阻碍了我国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发展.

　　大多数研究中涉及的技术情境因素多与其他外部情境因素相结合.如将技术政策与国有

企业政治资源优势相结合,探讨国有企业成为外资吸引主体的原因(彭纪生等,２００８);或将技

术政策与不健全的市场正式机制和法制建设相联系,阐述我国科技成果的转化、商业化、产业

化缺乏规范政策,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的特征(李北伟等,２０１２).也有学者倾向于以其他范畴

内的情境因素解释技术范畴内的情境因素,如引入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不平衡这一经济情境因

素来分析其对区域技术创新及区域技术效率的差异程度的影响(刁丽琳等,２０１１);或从经济体

制转型视角探讨我国技术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技术创新企业出现替代明显、竞争激烈的原因(李
伟,２００９),等.

　　综上所述,本文认为,目前国内针对中国企业的外部情境因素的研究现状呈同心圆状(如
图２所示),即以市场、政府、企业为三大研究对象,以“市场化改革—政府规制、政府与企业、企
业与企业—市场资源配置”三种构念间相互关系机制为主要研究内容,即聚焦于经济情境和社

会情境,而缺乏对政治情境因素及技术情境因素的深入研究.

　　资料来源:根据相关资料绘制.

图２　外部情境因素研究现状

　　(五)外部情境因素PEST框架图分析

　　本文在扎根分析的基础上,将开放式编码中的初始概念回归到原文献中,寻找概念间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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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构建整体架构图.如文献中提到“各级政府为了完成经济指标,取得好的政绩,纷纷致力

于培育地方企业,为地方企业提供各种政策优惠、设置区域市场进入障碍限制”,则可以编码为

“由经济分权化导致的市场分割”,并将“经济分权化对市场分割性趋势的影响”这一关系纳入

整体框架中.如此,形成中国企业的外部情境因素PEST框架图,如图３所示.从框架图中我

们可以看出,我国企业的外部情境因素并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如经

济情境范畴中市场正式机制的不完善作为PEST框架中的核心因素,不仅对经济范畴内的其

他情境因素产生影响,还影响着社会及政治情境因素.各范畴内的情境因素相互作用构成的

情境体系正是我国企业外部情境的独特之处,也因此使得我国各不同所有制企业在发展过程、
战略制定及执行、运营管理等方面呈现出不同的特征.

　　资料来源:根据相关资料绘制.

图３　中国企业外部情境因素PEST框架图

五、现有研究情境化深度及理论贡献

　　在对初始文献进行扎根分析的过程中,本文发现,国内关于情境化研究的深度可以分为几

个不同的层次,包括在中国情境下直接引用西方理论或模型,对西方已有量表或模型进行修正

使其更能够适用于中国企业的实践,以及关注中国企业面临的独特情境并尝试发展中国的本

土管理理论.不同层次理论贡献的特征可以概括为理论检验、理论扩展、理论构建.而这种不

同深度的研究分类可以通过情境因素在研究中所处的“位置”得以体现,即情境因素作为研究

背景,情境因素作为研究变量,从企业管理实践中探索新情境化理论,以及情境因素作为研究

构念(如图４所示).

　　首先,当情境因素作为研究背景时,研究多以中国企业的数据为基础,对已有西方理论、量
表或模型在中国情境下的适用性进行验证.此类研究的特征在于仅对已有理论或模型的信度

及外部效度进行检验,分析其是否适用于中国企业的管理实践,但并没有结合中国企业的数据

对理论进行情境化的修正,属于在中国情境下直接引用西方理论或模型.如潘越等(２００９)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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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料来源:根据相关资料绘制.

图４　现有研究情境化深度

合我国特殊的制度背景,实证检验了西方已有研究中关于政治关联对财务困境公司获取政府

补助的影响的结论,为这一领域的研究提供了来自转型经济国家的实证证据.王栋等(２０１１)
基于中国转型背景和独特的市场环境,探讨了企业外部网络范围和网络强度对战略变化速度

的影响,为中国转型背景下企业的战略调整活动提供了有针对性的理论指导.经研究统计,此
种深度的情境化研究占初始文献总数的５３．６％.

　　其次,当情境因素作为研究变量(如调节变量、预测变量等)时,通过在研究中引入中国情

境因素对已有理论或模型进行修正、优化,使其针对中国企业管理实践的适用性有所提高,具
有一定的理论扩展功能.然而此类研究虽关注来自中国企业样本的独特之处,但仍受限于最

初的指导理论,因此对理论的扩展程度有限.如李延喜等(２０１２)通过引入我国区域经济发展

水平不平衡、区域法制水平不平衡等外部情境因素,研究了其对公司盈余管理的影响与作用机

制,丰富了盈余管理的研究范围.陈建勋等(２０１０)通过将高层领导者的中庸思维作为自变量,
从战略决策和选择的过程分析了其对组织绩效的影响,并通过实证检验对其因果关系进行分

析.马忠和刘宇(２０１０)通过引入制度因素,分析了政府干预对企业资源的影响以及政府干预

和企业资源对企业多元化经营的影响.经研究统计,此类研究的文献占比为３５．５％.

　　第三种程度的情境化研究主要通过观察、分析中国企业管理实践过程中的独特之处,探索

能够解释中国企业管理实践的新理论.此类研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扩充对中国企业管理实践

的认识及理论界定.如杨志刚和吴贵生(２００３)通过对合资企业与国内后来企业在技术能力上

出现显著差异这一现象的分析,总结出二者的技术能力成长路径,并得出不同技术来源的企业

技术能力成长的路径依赖是导致二者差异的内在原因.田志龙等(２００３)通过对中国企业谋求

有利的生存环境及影响政府政策制定过程的策略与行为进行调查研究,探讨了中国企业在经

济转型过程中存在的政治行为与策略问题,以及导致中西方企业政治行为存在差异的原因.
其在初始文献中的占比为８．５％.

　　第四,在情境因素作为研究构念的研究中,学者们不仅关注中国情境的独特性,并将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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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研究对象,深入分析其影响因素、生成机理、动态演化等方面,以期形成对中国情境的深入认

知,是对西方已有理论范围之外的探索性研究.如武亚军(２００９)提出了解释中国本土新兴成

长型企业战略行为的整合框架,即“复杂—简练”双重性框架,并通过华为、联想、海尔的案例进

行论证及阐述.刘理晖和张德(２００７)采用深度访谈及编码分析,以六家国内大中型国有企业

为样本,探究其组织文化,构建了度量中国企业组织文化的本土模型.田志龙和邓新明(２００７)
通过对中国企业采取的政治策略进行分析,归纳出中国企业政治策略类型,并以大样本数据为

依据,采用实证研究方法深入探讨了中国企业政治策略选择的影响因素.此种深度的研究占

比较低,仅为２．４％.

　　不同层次的研究占比如图５所示.由此我们可以看出,目前国内大部分涉及中国企业外

部情境因素的研究还处于验证及优化已有理论模型的阶段,而发现新理论、将情境因素作为研

究构念等高水平的研究较少.本文认为,导致这一问题的根本原因在于研究者对情境的认知

存在一定误区,错将现象当作情境,因此研究仅停留于表面层次的现象分析,没有深入到现象

背后进行深层次的情境根源分析.尽管部分研究引入了中国情境因素,但情境因素的选择过

程并不是基于对企业管理实践过程的深入分析,而是“想当然”地认为中国企业在管理实践过

程中所呈现出的特征、现象是由某些中国情境因素引起的,并据此构建模型或提出理论假设.
此类研究缺乏科学、规范的分析过程,缺乏对引入的情境因素的合理解释,因此研究的严谨性

大打折扣,并不能称之为真正意义上的情境化研究.在未来的研究中,本文认为,应更加关注

中国企业的管理实践,从实践出发,探究中国企业在管理过程中呈现出的规律、特征,并针对这

一发现深入分析其根源处的情境化影响因素、发展机理等,进一步提高情境化研究的深度.

　　资料来源:根据相关资料绘制.

图５　不同层次研究占比

　　本文针对具有不同研究深度的文献所采用的研究方法进行了统计和总结(如表３所示).
由表３可见,实证研究方法仍然是目前国内情境化研究中理论构建的主要方法,其他包括案例

研究在内的研究方法所占比例不高,而且并不是所有采用案例研究方法的文献都具有理论构

建的功能,部分文献也通过案例研究方法进行理论扩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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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各层次研究深度的文献选择的研究方法

研究深度 理论贡献特征 研究方法选择

理论验证 验证已有理论的适用性 实证研究方法

理论扩展 关注样本的独特之处 ８６．７％实证研究方法

１３．３％案例研究方法

理论构建
解释现有概念框架之外的

理论、构念等
２２．２％案例研究方法

７７．８％实证研究方法

　　资料来源:根据相关资料绘制.

　　本文发现,通过实证研究方法进行理论构建的研究,在量表开发阶段并不是采用传统的修

正已有量表的方式,而是通过小组调研、深度访谈等方式寻找能够描述企业实践特征的变量,
再据此构建全新的量表、设计调查问卷,如此得以摆脱在中国情境下使用西方已有量表的限

制.如卫武(２００６)通过小组调研、深度访谈得出了中国企业政治资源、政治策略和政治绩效的

基本分类及测量变量,并实证分析了三者间的关联性,是针对中国企业政治资源的拥有情况、
企业政治策略的使用情况以及政治绩效的获得情况的探索性研究.

　　通过对采用案例研究方法的文献进行分析,本文发现,部分研究首先在整合已有理论及中

国情境因素的基础上构建框架,然后通过案例分析对框架进行检验;部分研究则是在对案例进

行分析的基础上,描述并分析中国企业的管理实践过程,并以此形成理论模型,如江诗松等

(２０１１)通过对吉利集团的纵向案例研究,阐释了转型经济制度环境与后发企业能力追赶的共

演过程,解答了“中国后发企业是如何在如此复杂而冲突的制度环境下实现能力追赶的”这一

问题.显然,后者更有利于发现新情境,形成新的理论观点.由此可见,尽管同样采用案例方

法,但出于研究目的及研究手法的不同,所得到的研究深度也有所差异.本文认为,在未来的

情境化研究中,包括案例研究在内的质性研究方法应更好地发挥其能够“对实践过程做出有实

据的、丰富的描绘与解释”这一优势,更多地发挥其理论构建的功能.

六、研究结论与局限

　　本文通过对４０５篇涉及中国企业外部情境因素的文献进行扎根分析,系统梳理了国内学

界所关注的中国企业外部情境因素,并根据PEST框架对其进行归类.其中,政治情境因素的

研究聚焦于政府管控及政治体制和制度;经济情境因素侧重于经济体制、制度和法规、市场、劳
动力及经济环境;社会情境因素的研究包括“关系”、企业间关系、政企关系以及思维方式的研

究;技术情境因素的研究主要包括技术发展现状、技术政策及技术创新的研究.

　　在此基础上,本文从三个层面进一步对国内现有情境化研究的现状进行梳理.(１)从研究

内容来看,目前国内针对中国企业的外部情境因素的研究聚焦于经济情境和社会情境,而缺乏

对政治情境因素及技术情境因素的深入研究.(２)从研究深度来看,现有研究的情境化深度可

以通过情境因素在研究中的“位置”得以体现,即以情境因素作为研究背景的研究多是进行理

论验证,以情境因素作为研究变量的研究多是对现有理论或模型的扩展,而探索新情境化理论

和以情境因素作为研究构念的两类研究则具有理论构建的功能.(３)从研究方法来看,不同研

究深度的文献所采用的研究方法不同.在目前的情境化研究中,实证研究方法仍是理论扩展

及理论构建的主要方法.

　　本文的研究局限之处在于,首先,研究是从整体研究现状出发,并没有细化到具体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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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也没有针对某一行业或某一所有制企业及其独特的管理现象或问题.其次,本文仅关注

了我国企业的外部情境因素,而没有关注企业的内部情境因素.第三,本文在对情境化因素进

行扎根分析的过程中完全采用人工分析,可能会遗漏部分情境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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