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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7_90_86_E6_A1_88_E4_c72_235536.htm 实践证明，在培养企

业管理人才过程中，案例分析是一种行之有效的培训方法。

因为这种方法能将学员的注意力吸引到企业管理实践中已经

做过或应当做的事情上，有利于巩固和加深学员对所学课程

理论的理解，培养学员综合运用所学知识去解决实际问题的

能力。通过案例分析，还能给学员创造一个身临其境的感觉

，使其得到一个开发和锻炼对企业管理面临的问题进行分析

和处理的机会，此外，案例分析还可让学员通过扮演企业总

经理、部门经理或其他各种重要角色去设身处地体验在企业

组织中关键岗位的责任，学习运用权力、解决企中各方面的

问题，从而提高学员从事管理工作的能力。在案例学习的发

源地美国，案例的讨论并不苛求问题的结果的究竟如何，而

十分强调分析过程是否正确。案例分析的主要任务是训练学

员的逻辑思维能力，因为作为一名优秀的管理人员，其逻辑

思维过程一定要严谨和正确。第一、案例的分类 学习知识的

目的是在于掌握和灵活运用知识。案例分析就是通过对个案

的研究和成组讨论的方式了解管理的实际情况，从而达到提

高决策技巧的目的。所谓“案例”是对某企业经营过程和实

际环境的全面描述，管理例是对管理人员所面临的问题或处

境的描述，由于在实际工作中，企业所面临的环境处在不断

变化之中，而且影响的因素也特别多，同时各行各业的业务

特点也不相同，因此，案例的情况是千差万别，案例的类型

也是极其繁多。 案例的分类方法有多种，角度不同，其分类



的方法也不同。如按篇幅长短，可分为短、中、长、超长四

类。短篇案例，通常指2500字以下的；中篇案例，指在2500

至5000字之间的；长篇案例，指超过5000字的；超过万字的

则为大型案例。以传载形式看，可以分为书写案例、影像案

例、情景仿真案例以及网络上使用的用于过程教育或其他形

式案例。若按编写方式，则可分为自编、翻译、缩删、改编

等类。以所需使用的分析工具不同，又可分为工业、商业、

交通运输、服务业以及非营利的事业、机关、学校、医院、

部队等类型。从案例的专业综合程度看，则可分为单一职能

性的（如生产、财务、管理、人事、政工等）与跨职能综合

性两类。按案例间关系，又可分单篇独立型与连续系列型两

类等。应当指出，这些分类方法都不可能将其划分得十分明

确的，因为对于某个按理，既可能是这种类型，同时又可以

属于另一种类型。 比较实用的分类法，是按案例的学习功能

方面来划分的。一般可以分为“描述／评审型”案例与“分

析／问题型”案例。前者是介绍某一管理事件的全过程，有

现成的方案与计划，由案例使用者对之进行评审，指出其长

处与高招，同时也点明它的疏漏与不足，并且还要求以所学

的理论作为论证依据陈述其评价的理由。这种案例可以描述

发现处理问题的全过程，达到扩大学生知识面、验证与加深

其理解管理理论的效果。一般是只写到方案拟定好为止，不

叙述执行结果，更不加总结与评价，而是留给读者去思考。

所以这种案例既不同于新闻报导，也不同于工作经验总结与

介绍、交流材料，这也是之所以被称为“描述／评审型”而

不称为“实例”／事例”的原因之一；后者则在情况描述中

隐含有一定的问题，要学生把这些问题发掘出来，分清主次



，探究原因，拟定对策，最后作决定。这无疑有利于培养学

生全面的工作能力，体现了案例教学的基本要求。因此，这

种案例是最典型的，也是管理案例的主流与躯干。 此外，还

要介绍一种较新的案例分类法，它把篇幅、性质、功能、适

用范围与使用对象结合起来考虑。这种分类法把案例归为四

类： 1．高结构型或技术性问题型案例。这种案例短小精悍

，一般不过1500字，很少“废话”和多余信息，只把解决问

题的有关事实陈述清楚，交侍明白，并有一种“最佳”解法

与“标准”答案，同时希望学生利用所学过的某种（些）理

论或方法模型来推导出这种解法。它们是用来帮助学生加深

理解所学过的某一概念，或学会熟练应用前不久所学过的某

一个公式。这种案例，优点类似我们常见的文字作业题，所

以名之为“习题或专业性案例”，它们虽不一定非要用定量

分析手段不可，但却总是单一专业性的。这类案例主要用于

高等院校的学生或经验不够丰富的初级管理者的基础性教学

或培训课中。 2．短篇结构性小品型案例。所谓“结构性”

，就是条理分明，在这一点上，与前一类是相同的，但其篇

幅则不一定限于短篇，也可能是中篇，最长可达一万字，它

不同于第一种之处是，一般没有什么“标准正确答案”，也

谈不上“最佳解决方案”。不过，在布置作业的教师心目中

，多半还是有些概念的东西，希望学生能结合实际问题，联

系这些概念进行分析。这类案例多用于较低年级学生或经验

较少的管理者，同时，在高年级或经验较丰富的管理人员的

教育与培训课程中，可结合讲授一、二节少量这类案例，或

者在讲课过程中利用这类案例作为例证工具。 3．长篇非结

构型或问题与机会确定型案例。这类案例篇幅较长，最长可



达10万字以上，但典型篇幅，大致在2-3万字。它多是综合性

的，跨学科的，反映了某一管理情景真实而全面的情况，将

有关信息几乎都包括在内，往往杂有多余无关信息，而且有

关信息还不完整，其基本问题与机会表现得也不是很清楚，

需要学生自己下功夫去找出问题，理出思绪，分清主次，即

“梳理辫子”，然后利用找出的机会，拟定各种备选方案，

权衡决策。它实际上就是上述“分析／问题型”案例。由于

哈佛大学应用这种案例最早、最多，还有人干脆称之为“哈

佛型案例”。这类案例当然不存在什么“标准答案”与“最

佳方法”，不过它涉及多方面管理知识领域，是典型意义上

的案例，是教学中管理案例的主体，其中还有较为人们所推

崇与偏爱的理论与做法。这类案例主要用于学院高年级和高

级管理干部教育与培训课程中。 4．“疆域开拓型案例”。

这类案例向学生描述的是个尚待开发的未知领域，展示出一

片崭新的处女地，不但学生对之一无所知，就是教师也甚茫

然，师生共同肩负的是一种开拓与探索性的使命。无论管理

实践者还是学术界，对这块新疆域都几乎没做过系统的研究

。它所涉及的问题与机会纯属未知，甚至有关的概念运用的

方法，都有待于研究。处理这类案例，当然还是要以现有的

知识为基础和出发点，但不能单纯地运用这些知识，而应当

延伸拓展它们，并力图用全新的方法去处理案例的信息与数

据。这种案例在院校博士班及某些高级管理研究班上采用，

也是目前案例教学中较少采用的一种类型。管理案例种类，

按照不同的分法，还会举出很多。这里仅介绍到此。 100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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