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箱》 相比于将侧重点放于解释问题的经济学，管理学更多的

功能是解决问题。但是由于解决问题是以解释问题为前提的

，所以管理理论的解释能力也成为衡量自身解决问题能力的

一个根本指标。按照笔者的理解，管理理论的解释能力可以

划分成以下四个层次。 第一个层次：符合逻辑来源

：www.examda.com 即人们根据某种管理理论一定的前提假设

，可以顺理成章地推导出一定的结论。当然这并不排除某些

反常规逻辑、反传统思维的管理理论，但只要能够自圆其说

，就算是达到了第一个层次。这个层次是对管理理论最基本

的要求，如果缺少符合逻辑的假设以及基于此假设推导出来

的结论，该管理理论甚至连“猜想”的资格也不具备。 逻辑

是任何理论的生命线，不符合逻辑也就不能成为理论。社会

科学主要使用的逻辑方法有两种：归纳法和演绎法。这里主

要谈谈管理理论的“逻辑陷阱”，即在使用两种逻辑方法时

无意之中可能犯的错误。 波普说：“不论多少经验事实，都

不能证明一种理论命题。”归纳法的一个主要缺陷就是根据

少数或者多数同类现象推导出一个绝对的结论。《韩诗外传

》中记载了一段有意思的对话，魏文侯问了智者狐卷子五个

问题，分别是能否将贤能的父亲、儿子、兄长、弟弟、臣下

作为依靠，都被狐卷子否定了。魏文侯问原因，狐卷子则分

别列出了每个问题的一个反例，以示君主治国只能依靠自己

。这是运用归纳法的一个生动说明。像此类具有“诡辩”色



彩的轶事，我们的传统文化中可谓数不胜数。“理论不是由

经验事实归纳出来的，而是用批判的理性思考演绎出来的”(

波普语)。相比较归纳法而言，演绎法不容易得出绝对结论，

但是它的一个主要缺陷是严重依赖于前提假设的准确性以及

适用条件的明确性。众多管理理论之所以在应用的过程中“

南橘北枳”，正是因为应用者忽略了该理论的前提假设以及

适用条件。 一般的观点是，东方人善于归纳，而西方人善于

演绎。东方人可以从多年的星相观察中精确地推导出某种星

相出现的时间(归纳)，而西方人却可以推导出精确而简约优

美的宇宙定律(演绎)；东方人可以从千年的“尝百草”中制

造出神秘莫测而又标本兼治的中药(归纳)，西方人却可以发

展出基于精确化学与生理学、集中于“病灶”的西药(演绎)

⋯⋯东西方逻辑差异由此可见一斑。这两种逻辑各有优点与

缺陷，无论是对西方管理理论的“移植”，还是创建中国式

管理理论，都必须结合东西方逻辑的差异。 著名学者汪丁丁

指出：“从最简单的逻辑，可以找到几乎无限多的逻辑链条

连接到复杂叙述的同一个结论。‘日心说’和‘地心说’都

可以解释行星轨道，欧几里德几何和黎曼几何都可以解释局

部空间特性，量子力学和相对论(统一场论)并行发展⋯⋯对

任何社会现象的解释就更加如此，在每一个领域内都充满了

互相竞争的理论。”管理理论的学派纷争主要表现在逻辑方

面，不同的逻辑可以完美地推导出相同的或不同的结论。 第

二个层次：解释现象来源：www.examda.com 这又包括两方面

的含义。首先，对于尚处于发展之中的某种(当然不是，也不

可能是所有)社会现象，人们根据该理论的逻辑可以解释该社

会现象的成因、甚至推测该社会现象的发展趋势(按照张五常



教授的观点，推测与解释是同一回事。假若我们推测某一些

情况下，由于某种缘故，某一种现象就会产生，那么这现象

的产生就算是被解释了)。其次，对于已经成为历史的某种社

会现象，人们根据该理论的逻辑可以解释该社会现象的发展

过程。如果不具备解释任何社会现象的能力的话，一种管理

理论至多只是“猜想”。 从字面理解，“现象”一词为动宾

结构，意为把大象展现出来。因此，稍不留意就可能成为“

盲人摸象”。管理理论对社会现象的解释能力要受到两方面

的限制。主观原因，即解释者个人知识的局限性(只能凭借有

限的知识解释复杂的现象)、自证倾向(即有意或无意地接收

和搜集有利于自己观点的证据，同时排除不利于自己观点的

证据或不相关的事件，这也是人类普遍的一个特点)和解释者

对现象的“玷污”(即解释现象的时候，现象就已经不是原来

的现象了)“不受理论影响而又能作为理论之基础的纯粹现象

是不存在的”(孔茨语)。客观原因，即社会现象因果律的模

糊性，包括事物间的普遍联系(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气象学家洛

伦兹1963年提出的“蝴蝶效应”证明了世界上的万事万物都

是互相联系的，由细微变化经过连锁反应可以导致结果的巨

变)、因果循环(世界上的万事万物都是互为因果的)和偶然性

与必然性的纠结(偶然中存在必然，必然中存在偶然。对于偶

然性因素比例较大的社会现象，用必然的逻辑解释可能会比

较牵强；而对于必然性因素比例较大的社会现象，用偶然的

逻辑解释则可能会比较玄乎)。韦伯也认为社会科学的因果性

与自然科学的因果性有所不同：社会科学的因果性是一种客

观存在的概率性关系，反映的是社会现象的可能性关系，而

非必然性关系。同样一部《红楼梦》，经学家看到易，道学



家看到淫，革命家看到抗争，流言家看到宫闱秘事，才子佳

人看到缠绵悱恻，这就是主观原因造成的解释能力片面性。

“在社会现象的任何一个细节深究下去，研究者都会遇到无

穷无尽的因果链条，以致不可能满意地解释现象本身”(韦伯

语)。这就是客观原因造成的解释能力片面性。 对于管理理论

来说，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不存在万能理论。法伊尔阿本

德(Feyerabend)指出：“如果我们发现有一个理论能够完全描

述所有的事实，这倒令人奇怪。”对于同一类社会现象、而

不是所有社会现象的解释能力比类似的管理理论越强，就表

明该管理理论越优秀。 考试大_考试编辑：wz629【纠错】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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