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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法在管理学研究中的演进与创新

方陈承　张建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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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利用文献研究和系统理性分析的方法，探究了实验法在管理学研究中的演进与创新过

程。首先，对管理学实验的概念及其传统分类进行了介绍。其次，总结了管理学实验中常用的设计

方法，即正交设计法、仿真法、倍差法和断点回归设计法。然后，根据实验设计方法，对管理学实验

进行了重新分类，并对各类实验的特点和适用范围展开了讨论。重新分类后的主要实验类型包括

正交实验、计算机仿真实验、准实验和自然实验。最后，从实验设计方法的角度，梳理了管理学实验

的发展脉络，并分析了其演进与创新的路径，结果将有助于进一步推动实验法在管理学研究中的正

确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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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实验法作为一种科学研究方法，不仅为自然科

学领域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也在经济学、心理学

和管理学等社会科学领域中占据了一定地位［１］。美

国社会学家索罗金更是指出，“因为要对社会行为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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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现象的发展变化做出解释、预测和控制，只能通

过实验，其他方法无法完全达到这些目的”［２］。可

见，实验法已成为当前社会学家们分析社会问题的

重要手段。然而，这一方法在各主要社会科学领域

中的发展并不均衡。具体来说，实验法在经济学与

心理学中的应用较为成熟，并已形成了体系完善的

分支领域，即实验经济学与实验心理学［３４］。相比之

下，在管理学研究中实验法的应用则较为碎片化，尚

未形成体系完整的实验方法论。并且，何斌等

（２０１３）发现，近年来实验法在管理学中的运用已逐

渐暴露出了一些问题，包括实验研究的外部效度不

高、实验结果的实践意义较小及实验方法的使用不

恰当等［５］。因此，目前有必要对管理学中所涉及的

实验法进行全面总结与梳理，将有助于推动实验法

在管理学中的进一步应用与发展。

１　管理学实验的概念与传统分类

早在１９世纪末，泰勒、梅奥等管理学家就已开

始运用实验的方法对管理现象、活动和问题进行探

究。“铁锹”实验、“金属切削”实验和“霍桑”实验等

一系列研究的成果为科学管理提供了基础，也推动

了管理科学理论的发展［６］。总体上，管理学实验可

被定义为，在可控的实验环境下，针对某一确定的管

理现象或问题，研究被观察对象的行为及其变化规

律，以检验、比较和完善相关理论，并据此为管理者

提供决策依据［７］。邱燕和何斌（２００６）指出，由于管

理学是一门运用数学、工程科学、经济学和心理学等

多学科理论方法与技术的综合性交叉学科，故管理

学实验也一定程度上受到了经济学实验和心理学实

验的影响［８９］。尽管如此，管理学实验在研究视角、

参照系和分析工具方面又显著区别于其他社会科学

领域的实验。具体来说，管理学实验更侧重于综合

运用多学科领域的理论知识，采用定性与定量相结

合的方法，以管理活动的基本职能，即计划、组织、领

导、控制、激励和创新为着眼点，探究组织及其目标、

组织中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决策和行为等内容［８］。

根据不同的标准，管理学实验有着不同的分类。

谢刚和万迪窻（２００３）依据实验场地的不同，将其划

分为实验室实验和现场实验。其中，实验室实验是

在人为搭建的特定环境中进行的，现场实验则是在

日常工作环境中进行的。他们又指出，实验室实验

既包括以计算机为主要研究对象的模拟实验，也包

括以人为对象的实物实验，但现场实验的研究对象

则一般只为人及其行为［１０］。随着互联网技术的不

断发展，网络不仅给管理学实验带来了新的手段和

环境，也带来了新的组织模式［１１］。基于此，何斌等

（２０１０）进一步拓展了谢刚和万迪窻（２００３）的分类结

果。具体地，他们根据实验媒介的不同，将现场实验

和实验室实验统一归纳为非网络管理实验，而将网

络管理实验单独归为一类。他们定义，网络管理实

验是在网络环境下开展的管理学实验，又可细化为

互联网实验和局域网实验［６］。总体上，以往研究侧

重于从管理学实验的媒介或研究对象分类，而较少

深入解析各类管理学实验所用的设计方法或分析工

具。万迪窻等（２００３）认为，促进管理学实验发展的

最佳途径是加快完善管理实验的研究方法论，然后

通过一些有效的范式来启发管理学实验的进行［１２］。

何斌等（２０１３）也认为，对研究方法及其适用范围的

探讨有助于提高管理学实验的科学性、实用性和可

操作性，继而推动实验法在管理学中的正确应用与

发展［５］。

因此，本文首先将基于以往研究的分类结果，详

细叙述各类管理学实验中所常用的设计方法与分析

工具，并据此重新对管理学实验进行分类。紧接着，

本文将进一步从实验设计方法的角度，分析管理学

实验的演进与创新过程，并全面梳理管理学实验的

发展脉络。

２　管理学实验的设计方法与重新分类

因为管理学实验受到管理学交叉学科特性的影

响，其理论来源可被大致分为以下三个部分，即实验

科学理论、管理科学理论及其他科学理论［６］。何斌

等（２０１０，２０１３）从这三个方面着手，总结并继而提出

了实验管理学的研究方法体系。具体地，实验科学

理论为管理学实验提供了实验设计方法，而管理科

学和其他科学理论则为其提供了分析方法或工具。

他们认为，在这三个部分当中，实验设计方法是实验

管理学的核心内容［６］。马庆国（２００２）也曾将实验设

计方法列为管理科学研究的四大方法之一［１３］。尽

管如此，以往研究较少深入分析管理学实验中所用

的实验设计方法，包括其特点、适用范围、数据或信

息收集方式、常用分析工具，以及相互间的区别与联

系等。值得注意的是，一部分文章立足于管理学研

究的某一分支领域，例如公共管理［１４］和人力资源管

理［１５］，详细探讨了各自领域中的实验设计方法，但

未从管理学研究的整体角度进行归纳与总结。总体

上来说，管理学实验的主要设计方法可分为正交设

计法、仿真法、倍差法与断点回归设计法。图１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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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管理学实验的各传统分类与实验设计方法的关

系，以及基于实验设计方法的管理学实验分类结果。

图１　管理学实验设计方法

从图１可以看出，传统分类下各类管理学实验

均涉及多种实验设计方法。例如，网络管理实验可

应用正交设计法和倍差法，实验室实验则可应用倍

差法和仿真法。可见，传统的以媒介或对象为依据

的分类方式不能很好地划分实验设计方法。因此，

本文将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以实验设计方法为标

准，对管理学实验重新进行分类，将有助于从方法的

角度理解管理学实验。图１中也展示了重新分类后

的结果，即正交实验、计算机仿真实验、准实验与自

然实验。这四类实验大致上对应管理学实验的四种

设计方法。

第一，正交实验是一种研究多因素、多水平的常

用实验，是依据正交性从全面实验中选择具有代表

性的水平组合进行研究，这些组合往往具有均匀分

散、齐整可比的特点。正交实验在析因设计要求的

实验次数过多时比较有用，是一种高效、快速和经济

的实验设计方法。在管理学研究中，多因素的处理

可能会由于因素数目及其水平的增加而急剧上升，

进而使得实验难以执行。此时，正交设计便有助于

挑选出部分有代表性的水平组合，对其进行严格的

统计分析。例如，琚泽均等（２００３）通过正交实验分

析了个性化电子商务网站顾客服务水平的影响因

素，并进一步找到了其中的关键因素［１６］。类似地，

曹忠鹏等（２０１２）利用正交实验设计的方法，发现在

公益营销事件中，品牌与消费者的契合度对消费者

的态度作用最为重要，其次是消费者与事件的契合

度，最后是事件与品牌的契合度［１７］。

第二，仿真实验指的是一种使用计算机软件来

模拟现实情况中的流程、系统或事件发生过程的方

法［１８］。与实证分析相比，它对数据的需求不高。因

此，在数据缺乏或难以收集时，它常被用作发展理

论。在管理学研究中，计算机仿真实验也具有重要

地位。原长弘和田元强（２０１１）以产学研合作理论为

研究背景，分析了相关文献在仿真方法运用中的不

规范之处，厘清了仿真方法在探究产学研合作理论

时的程序和步骤，并总结了仿真法的优势和不

足［１９］。施文等（２０１３）则利用仿真实验设计探究了

基于第三方物流的零部件循环取货越库物流模式的

优化问题，建立了与企业实际情况相符的离散系统

随机仿真模型［２０］。类似地，熊国钺等（２０１６）以上海

世博会为例，在现有系统动力学模型的基础上，通过

仿真实验分析得出，调节利率、增加人均可支配收

入、调整产业结构、提升第三产业比例、增加大型投

资和世博场馆后续投资利用能够有效避免“后世博”

经济下滑现象［２１］。总体上来说，在数据缺乏且模型

较为复杂的情况下，仿真实验往往能达到较好的

效果。

第三，准实验是指无法完全随机地处理实验对

象时，运用原始群体，在较为自然的情况下进行实验

的研究方法。准实验的特点就是实验样本的挑选与

分组是由实验者人为进行的。因此，无法在实验中

完全随机地对实验对象进行选择和分组，只是尽可

能迫近随机［２２］。倍差法是准实验中最为常用的实

验设计方法。从本质上来说，倍差法就是在回归方

程中加入两个虚拟变量及其交互项，不是直接比较

样本在实验前后的均值变化，而是对个体数据进行

回归，从而检验实验因素的统计显著性［２２］。从图１

可以看出，准实验中的倍差法也适用于传统分类下

的所有三类实验。因此，准实验又可进一步划分为

网络环境下的准实验、现场准实验和实验室准实验。

首先，网络环境下的准实验是指借助网络环境平台

开展的准实验，它克服了非网络环境下的实验周期

长、成本高和难度大等缺陷，在电子商务研究领域尤

为常见。例如，张建同和方陈承（２０１７）基于一项以

５６００名分类信息网站用户为对象的准实验，分析并

检验了用户历史行为、电子优惠券促销及其两者的

交互项对用户未来购买决定的影响。其次，现场准

实验是指在现实场景中开展的准实验。陈庆伟和任

建标（２００８）以上海某开关厂６０名装配线工人为实

验对象，对高库存装配线产生的激励效应进行了分

析。研究得到，相比于低库存的装配线，高库存装配

线上的工人装配的速度更快。他们认为这种推动式

生产的激励效应来自高库存给工人带来的心理压力，

使得工人在不受监管的情况下仍会自行提高工作速

度。最后，实验室准实验指在实验室进行的准实验，

其特点是实验者对实验环境有较强的控制力，可以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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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干扰因素的影响。宋之杰等（２０１６）在实验室中，采

用眼动追踪技术对矛盾在线评论（包括正面评论和负

面评论）影响消费者购买决定的过程进行实验研究。

综合结果表明，品牌可以降低负面评论对消费者情感

信任和购买行为之间关系的影响。

第四，自然实验法是指在无法开展实验或准实

验的情况下，直接使用自然环境下与研究对象相关

的数据进行分析的方法。在管理学研究中，常用它

来检验某一政策或措施的影响或实施效果。在自然

环境下，准实验所要求的迫近随机性往往不能很好

地得到满足，倍差法有时也无法有效地估计政策效

果。断点回归作为一种仅次于随机实验的拟随机方

法，已成为自然实验中较为常用的设计方法。Ｌｅｅ

和Ｌｅｍｉｅｕｘ（２０１０）认为，在随机性不可得时，断点回

归可以避免参数估计中的内生性问题，进而反映变

量间的因果联系。例如，Ｊｏｓｅ等（２０１２）通过断点回

归设计，探究了智利自然科学与技术研究基金的实

施对其国内学术研究的数量和质量的影响。类似

地，张建同等（２０１５）采用断点回归的方法，分析了

２０１１年上海市房地产限购限贷政策对上海市房价

及地方财政收入的影响，并得到相应结论。

３　管理学实验的演进与创新

与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一样，每一种新的管理

学实验设计方法的出现并不是对原有方法的全盘否

定，而是某种程度上对原有方法的继承与创新，并继

而在创新中求得发展。本文将在重新分类的基础

上，进一步分析各类管理学实验设计方法的演进路

径与创新发展过程。值得注意的是，不少研究已总

结并梳理了管理学实验的发展过程与脉络。例如，

万迪窻等（２００３）根据实验研究对象和研究特点，将

管理学实验划分成四个发展阶段。首先，１９世纪末

到２０世纪４０年代，以人群实验为主；其次，２０世纪

４０年代到７０年代，以管理流程实验为主，并以数学

模型和计算机为研究手段和工具；然后，２０世纪８０

年代到９０年代，以战略管理和跨国经营实验为主，

以组织和流程为中心，并注重人机结合；最后，２０世

纪９０年代至今，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出现了基于

互联网的网络实验［１２］。谢刚、万迪窻（２００３）及何

斌等（２００５）也做了类似的分析
［１０１１］。可以看出，

以往研究有助于从整体层面了解管理学实验的发

展过程，但对管理学实验设计方法的演进与创新

涉及较少。因此，本文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进一

步从各主要实验设计方法的特点、适用范围、数据

收集方式、常用分析工具及各类方法间的区别与

联系等角度入手，对管理学实验的演进与创新过

程加以详述。

图２　主要管理学实验设计方法

图２中的时间轴刻画的是四种主要管理学实验

设计方法兴起的顺序。总体上来说，２０世纪４０年

代之前，管理学实验以人群实验为主，研究手段为实

地调查与分析，并未出现较为系统的实验设计方法。

２０世纪４０年代，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随着美国军

方在曼哈顿计划中首次大规模运用计算机仿真法来

模拟核爆过程，这一方法便逐渐开始被应用于学术

研究，包括管理学研究。在数据缺乏或者无法开展

实验获取数据的情况下，计算机仿真实验可被视为

实地实验的良好替代。紧接着，２０世纪５０年代，日

本统计学家田口玄一发明了田口正交实验设计法，

可使用正交表对实验进行整体设计和综合比较，通

过较少的实验次数便可达到实验目的，在实验因素

个数或水平较多时，可以降低实验成本及提高实验

效率，因而在很多领域得到了广泛应用。然后，２０

世纪８０年代，在经济学界兴起了一种常用于分析政

策效果的计量方法，即倍差法。相较于传统的计量

方法，倍差法可以有效避免政策作为自变量所存在

的内生性问题，继而缓解了自变量与因变量间相互

影响所带来的估计偏差［２２］。随着倍差法在经济学

领域的普及，它也逐渐引起了管理学家的注意，并进

一步被应用到管理学研究中。特别地，在管理学实

验中，信差法常被用来检验某一因素或管理措施的

统计显著性或实施效果。然而，倍差法需要实验样

本的选取是随机或者迫近随机的，当这一条件无法

满足时，它将得到有偏的估计结果。因此，在２１世

纪初，断点回归法逐渐流行。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方

法是由Ｔｈｉｓｔｌｅｔｈｗａｉｔｅ和Ｃａｍｐｂｅｌｌ于１９６０年发明

的，但此后４０年内并未得到广泛关注。断点回归法

被视为仅次于随机实验的设计方法，能够有效利用

实际约束条件来分析变量间的因果关系。下面，本

文将对这些设计方法做具体介绍。

第一，计算机仿真是系统仿真重要的组成部分，

它通过构建仿真模型，在计算机上模拟真实系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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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行过程，进而得到系统解。计算机仿真法的基本

思路可概括如下：首先选择系统中的个体，然后依据

个体属性及个体间的交互规则建立模型，最后在计

算机软件上模拟个体互动，观察分析涌现出来的复

杂行为。在缺乏数据或无法开展实验获取数据的情

况下，计算机仿真法能够较好地解决这些难题。

Ｄａｖｉｓ等（２００７）将计算机仿真法进一步划分为结构

化仿真方法和随机过程仿真方法。具体地，结构化

仿真适用于某一特定的研究领域，有着相对固定的

研究思路和基本模型，如系统动力学仿真、ＮＫ模型

和遗传算法等；随机过程仿真则没有固定的范式，建

模思想比较灵活，可以适用于大多数复杂系统的研

究，主要包括基于Ａｇｅｎｔ的仿真方法。

第二，田口正交实验是一种处理多因素、多水平

优化问题的设计方法，在工业生产与管理中较为常

用。管理学中，常需要探究多个因素对某一指标的

效应。当因素的数量及水平数增多时，完全实验方

案的实验次数便会急剧增加，这不仅会导致成本的

攀升，也会带来极大的工作量。１９５１年，日本统计

学家田口玄一依据实验的优化规律，提出了正交表，

使正交实验具备了分散性和整齐可比性的特点。根

据正交表，可以明确各因素的主次顺序，并采用方差

分析对数据进行剖析，得到各因素对指标的影响程

度，进而找出最优组合。正交设计大大减少了实验

次数，并也能达到完全实验的效果。随着计算机科

学的不断发展，当前很多统计软件如ＳＰＳＳ和ＪＭＰ，

可更加快捷方便地实现正交实验设计。

第三，在管理学实验中，常需要讨论某些因素或

某一政策的影响或效果。此时，倍差法能够较好地

对这一影响或效果进行估计。相比于静态比较法，

倍差法关心的是，在实验前后，被解释变量在实验组

的平均变化与控制组的平均变化之差。因此，倍差法

既可以控制样本之间无法观测到的个体异质性，又可

以控制随时间变化无法观测到的总体因素的作用，进

而辨析出外生因素或政策的影响或效果。目前，倍差

设计被广泛应用于各类管理学实验中，包括网络环境

下的管理实验、实地试验和实验室实验。正因为如

此，对于运用倍差法的管理学实验，其数据来源可以

是多渠道的，包括网络平台数据、问卷调查数据、二手

资料数据和一手实验室数据等。

第四，尽管在估计有效性方面，倍差法与静态比

较法相比较优。但倍差法有着较为严格的基本条件

和前提假设，其要求因素或政策干预的选择是随机

的，从而使得实验组与对照组的时间趋势一致的假

设能够成立［１４］。然而，这一前提条件在很多实验环

境中无法满足。特别地，在政策研究中，政策干预对

象的选择往往不是随机的。在这种情况下，断点回

归法于２１世纪初开始受到关注与应用。断点回归

法在随机条件不可得时，能够避免参数估计的内生

性问题，进而反映出变量间的因果关系，是一种处理

处置效应的有效办法。断点回归设计又可进一步划

分为精确断点回归和模糊断点回归。其中，精确断

点回归中，实验变量是确定型、不连续的，而模糊断

点回归中，实验变量是概率型的［１４］。由于断点回归

法经常用于政策或措施效果的评估，因而其数据来

源主要是二手资料，如宏观统计数据。然而，就其缺

陷来说，断点回归法的外部效度一直受到学术界的

质疑，即从严格意义上来说，断点回归法只能用来辨

别断点附近样本的因果关系，而对于远离断点的样

本点，其结论具有不确定性。这是断点回归法未来

的研究方向之一。

５　总结与展望

总体上来说，管理学实验是将实验的方法应用

到管理学的研究与实践中，从而推动管理学理论与

实践的发展。譬如，廖玉玲和张亮（２０１６）采用实验

法，以网络条件下企业技术创新合作行为为背景，模

拟了不同初始资源组合下企业的技术创新合作行

为，详细讨论了技术创新合作过程中的资源投入情

况。实际上，管理学实验最早可追溯至１９世纪末，

并在其后的一个多世纪里不断演进与发展。以往研

究根据实验媒介或场地，将管理学实验分为网络管

理实验、现场实验和实验室实验三种类型，并从实验

对象的角度讨论了管理学实验的演进与发展历

程［１０１２］。尽管这些研究有助于大家从整体上把握

管理学实验的演进脉络，但未从实验设计方法的角

度对其发展进行阐述。万迪窻等（２００３）认为，促进

管理学实验发展的最佳途径是加快完善管理实验的

研究方法论［１２］。何斌等（２０１３）认为对研究设计方

法的讨论可以促进管理学实验不断向科学性、实用

性和可操作性方向发展［５］。因此，本文首先基于以

往研究的分类，探讨了各类管理学实验中所涉及的

主要实验设计方法，并据此对其重新分类。紧接着，

本文又从实验设计方法的角度，分析了管理学实验

的演进与创新过程，并梳理了其发展脉络。表１总

结了管理学实验中的四类主要方法，以及特点、适用

范围、实验对象与数据收集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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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管理学实验设计方法

实验设计方法 特点 适用范围 实验对象 数据收集方式

计算机仿真法
利用计算机软件模拟真实系统的运行过程，并得到

系统解，对数据要求不高

城市交通管理、信息传播、组织

行为等
计算机 无需

田口正交设计法
依据正交性从全面实验中选择具有代表性的水平组

合进行研究，节省物力人力财力
多因素多水平实验 人 实测数据

倍差设计法
关注实验前后被解释变量在实验组的平均变化与控

制组的平均变化之差

用于探究外生因素或政策的影

响或效果
人或人机交互 多渠道

断点回归设计法
仅次于随机实验的拟随机设计方法，处理处置效应

的有效办法
多用于探究政策效果 人 主要是二手资料

　　从表１可知，各类管理学实验的设计方法有着

各自较为鲜明的特点及适用范围，同时各类方法之

间又有着一定联系。例如，倍差法需要因素或政策

干预的选择是随机的，而这一前提条件在现实情况

下可能无法满足。断点回归法则放宽了这一前提条

件，以统计控制模拟实验控制，进而对因果关系进行

检验，成为一种仅次于随机实验的拟随机实验。另

外，从管理学实验的演进与创新过程中不难发现，其

实验设计方法可能有着以下发展方向：一是逐步放

松对实验条件的要求，得到更适用于自然环境的实

验设计方法；二是更加强调人机交互在实验中的重

要性；最后是逐渐注重多渠道数据收集方式的应用，

包括对实测数据和二手资料数据的综合运用与分

析。总体上，本文从实验设计方法的角度剖析了管

理学实验的演进及创新过程，有助于学者更好地了

解管理学实验的设计方法，进一步促进实验法在管

理学研究中的应用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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