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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基于ＱＣＡ定性比较分析法的前期研究，探索其与突发事件下应急物流体系构建研究的

可结合性，创新体系构建研究方法和应用前景，提升应急物流管理领域学科水平，促进未来发展。

细致阐述了ＱＣＡ定性比较分析法的概念及原理，对比ＱＣＡ定性比较分析法的优势并将研究综合

运用至应急物流体系构建研究中，探索应急物流体系构建影响因素。仅探索应用 ＱＣＡ新型研究

方法探索应急物流体系构建影响要素的可实施性，尚未进行物流管理领域的其他相关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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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ＱＣＡ定性比较分析（Ｑｕａｌｉｔａｔｉｖｅ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于１９８７年由美国社会科学家查尔斯．拉

金（Ｃ．Ｃ．Ｒａｇｉｎ）首先提出，它是一种架构理论方法，

主要适用于复杂的成分配置分析，也是一种可以兼

顾组态比较和集合论的分析工具。ＱＣＡ认为案例

是原因条件组成的整体，单个原因要素对最终结果

并不起到决定性影响，多要素的配置组合才是导致

特定结果的原因，因此要重点关注条件组态与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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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因果关系，将社会现象视为属性的复杂组合，最终

根据集合关系将其概念化。

ＱＣＡ方法采用集合论基本思想，以布尔代数为

基本原理，以迭代方式使用，在分析的连续阶段不断

引入基于案例和理论的知识，探索复杂社会现象的

成因组合路径和影响方式，融合传统定量研究和定

性研究的前期成果，探索混合取向的方法路径，降低

复杂性，实现解释性简约。

本文详细介绍了 ＱＣＡ 方法的相关理论、概念

及其实践应用，分析了 ＱＣＡ 的优势及局限性，对

ＱＣＡ分析的基本操作步骤进行细致阐述，研究目标

是探索突发事件下应急物流体系构建影响因素。

１　犙犆犃方法理论与技术发展

ＱＣＡ是充分结合定量与定性方法的研究取向，

它以真实案例为研究对象，将研究对象和研究结果

的组合看作一个完整的集合，将不同条件组合视为

不同子集。ＱＣＡ被视为目前社会科学研究中更为

情景敏感和中观的理论，该理论将解决诸多 ＱＣＡ

事件操作问题。在现实应用中，研究者通常采用布

尔代数的基本原理，运用二分法对不同条件进行０／

１处理，当条件出现时用大写字母或１表示，条件不

出现时用小写字母或０表示。

作为一种新型技术方法，ＱＣＡ适用于社会中案

例复杂的变量情况。由于在现实案例中诸多变量要

比二元情况更复杂多元，因此 ＱＣＡ方法已发展至

如下技术：ｃｓＱＣＡ、ｍｖＱＣＡ、ｆｓＱＣＡ和ＴＱＣＡ。

１．１　基于清晰集的犮狊犙犆犃技术

基于清晰集的ｃｓＱＣＡ技术是指无论是面对原

因条件还是结果条件的赋值，都能够对其条件变量

清晰地进行二元划分，其原因条件形成的集合和结

果条件的集合从从属关系上看，对应关系明显，故为

清晰集状态。例如男性与女性、政府主导与市场主

导等类似概念，在实际编码时可以被清晰判定为１

或０。

１．２　基于模糊集的犳狊犙犆犃技术

现实问题中往往客观存在着大量模糊性现象，

模糊性与复杂性相伴出现将导致清晰集无法对某些

条件变量进行准确编码，无法将其完全定义为１或

者０，多数存在中间状态。因此，ＱＣＡ衍生出模糊

集比较法，引入隶属度的概念，根据条件变量与理想

概念的差距，进行定量赋值，再利用模糊集合算法对

其进行隶属度值计算。例如前文提到的突发事件下

应急物流体系能力提升的影响因素，用二元变量显

然不能概括实际情况，无法准确判定为１或０，其影

响因素的实际情况介于二者之间，而且对于程度的

准确度、充足度的判定也存在较大的差异，因此模糊

集的测量显示出明显的优势。

实际应用中，集合犢 表示案例结果发生时的集

合，集合犡 表示某种条件变量组合的集合，以考察

犡在何种程度上会构成犢 的充分条件来最终判定

犡 对犢 的一致性，即犡 在推导出犢 的结果的研究

中占何种程度。在判定犡和犢 的覆盖度时，着重于

考察犡 构成犢 的必要条件的可能性，即犡 在何种

程度上能够保证其是实现犢 的唯一有效途径。从０

到１来表示其覆盖程度，靠近１则说明犡 集合是实

现犢 结果集合的唯一有效途径。

１．３　基于多值集的犿狏犙犆犃技术

从分析原理上看，多值集与清晰集相同，不同之

处在于，多值集扩展了０和１两种变量的基础，以

０、１、２等更多数值对其进行赋值，其实质类似于量

化研究中的定类变量。前期研究的经典案例部分采

用了多值集分析，例如对交通信号灯的赋值，分别以

０、１、２对红灯、黄灯、绿灯进行超越二元变量的赋

值。多值集分析结果呈现条件变量、结果变量和案

例的对比情况，未来将有助于发现更多条件变量和

结果变量相互矛盾的案例。目前，该技术多数用于

检测模糊集的分析结果，运用尚未普及，应急物流管

理领域的应用尚为空白。

１．４　最新发展的犜犙犆犃技术

在模糊集分析过程中，研究者将各种条件的交

集、并集或补集视为不同路径。在各种条件的交集、

并集和补集中，前期研究无法得知某些条件的出场

顺序差异对研究结果构成的影响。条件变量发生的

先后顺序不同，会对现实案例分析结果产生影响。

ＴＱＣＡ技术关注前期研究中被忽视的时间这一维

度，弥补了传统 ＱＣＡ分析中忽略条件变量的时间

维度这一缺陷，可被用于分析条件变量时序性对结

果影响颇为敏感的案例。

目前应急物流管理领域的实证研究中，所涉及

案例的条件变量情况是复杂多变的，因此应针对突

发事件下应急物流体系构建影响因素条件变量的实

际情况，选择合适的ＱＣＡ方法进行分析。

２　犙犆犃方法的应用范围

在汇总数据方面，ＱＣＡ技术通常是以直接的方

式应用，通过初步总结数据，采取更精炼的方式展现

数据并对实证现象进行更加综合的描述，其描述性

的数据分析可直接通过软件生成综合性表格的方式

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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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检验数据一致性方面，ＱＣＡ技术被用于在分

析中发现矛盾组态，对于前因条件相同但结果不同

的案例，可以通过软件生成的真值表明确报告矛盾

组态结果，矛盾组态可为研究者提供关于样本案例

的一系列信息，通过探索这种矛盾组态的解，实现获

取相关案例更为细致的信息和知识的目的。

在检验已有理论或假设方面，ＱＣＡ技术可用来

证实或证伪假设和理论，定义一系列可能产生某个

结果的条件，详细操作理论和假设，对其进行系统和

实证检验，也可通过考量理论证伪与证实相关案例

的确切数量并改善假设检验过程。

在快速检验猜想方面，研究者可利用 ＱＣＡ技

术设定一种表达式以表现特定猜想，进而检验一个

临时性理论假设或一个理论的部分观点，创建真值

表，快速检验猜想和推断是否准确，进而被数据证实

或是证伪。

在发展新的理论论断方面，ＱＣＡ技术通过建立

不含矛盾组态的真值表得到简化的表达，通过与案

例对话来发展新的理论论断，进而实现 ＱＣＡ以更

基础性的方式在研究中运用。

３　犙犆犃方法的发展现状

ＱＣＡ方法因人们对于解决因果复杂性现象的

好奇的直接动机而产生，其目的在于解释因果复杂

性现象，同时不丢失外部推广效度。ＱＣＡ出现的标

志性成果是 Ｒａｇｉｎ（１９８７）出版的专著《比较方法：超

越定性和定量策略》，该书于２０１４年再版时增加了

新的引言，之后Ｒａｇｉｎ于２０００年出版《模糊集社会科

学》，２００８年出版《重新设计社会研究：模糊集及其超

越》，２００９年与Ｒｉｈｏｕｘ共同编辑出版《ＱＣＡ设计原理

与应用：超越定性与定量研究的新方法》等。一系列

方法论书的出版，使得组态比较分析在政治学、社会

学等学科领域得以广泛应用。２００７年，Ｆｉｓｓ在《美国

管理学会评论》（ＡＭＲ）上发表了一遍综述文章，对

ＱＣＡ及其与战略研究的结合可能性进行分析，开拓

了ＱＣＡ在战略等组织管理研究领域中的应用。从

ＱＣＡ整体性视角看来，部分并非孤立存在，而是存在

于整体，因此单个或部分要素的更改将会改变人们对

于整体的理解，进而改变每部分的意义。

现阶段，国外学者深入对比传统统计分析与

ＱＣＡ 的 优 缺 点，并 开 启 了 一 系 列 实 际 应 用。

Ｓｃｈｎｅｉｄｅｒ等人指出 ＱＣＡ作为一种跨案例的研究

方法，为社会科学领域实证研究提供了全新思路，适

用于分析条件变量对案例结果的影响作用和因果推

断。Ｌｉｕ等人指出传统统计分析在传统信息系统研

究中的限制性，提倡使用ｆｓＱＣＡ模糊集定性比较分

析方法，详细阐述此方法的应用理由，认为ｆｓＱＣＡ

方法能够深入分析条件变量相互组合对案例结果的

影响，补充该领域对变量条件组合研究的缺陷。

Ｒｅｉｃｈｅｒｔ等运用 ＱＣＡ分析开发、运营、管理和交易

四种要素对于创新绩效的影响。Ｂａｃｋｈａｎｓ等运用

ＱＣＡ探索欧洲国家中灵活性对于低教育程度与健

康问题受限人群就业机会所产生的影响。Ｖｉｓ通过

ＱＣＡ评估西方政府增加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支出

的条件，指出ｆｓＱＣＡ能够更为全面地了解结果发生

的条件。

目前，ＱＣＡ在我国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社会学、

政治、经济、新闻、社会学等领域，ＱＣＡ方法更加适

用于中小样本的实证分析，这将弥补传统统计分析

的不足。唐睿等在政治学领域应用ＱＣＡ，以苏东国

家民主转型的不同结果为研究基础，提出 ＱＣＡ在

中小样本的实证研究中对比于传统统计分析所具有

的优势。毛湛文对ＱＣＡ在新闻传播研究中的适用

情境与研究逻辑进行了展望和分析，提出了研究方

向。王凤彬等在经济学领域，以面临“难管控”问题

的央企为实证研究对象，通过 ＱＣＡ方法探究了国

企多元化发展进程中的影响因素。任树伟等在公共

管理领域中运用ＱＣＡ分析公共事业管理专业中人

才培养模式的影响要素，提供了满足社会需求的公

共事业管理人才培养方案。杜运周等人则从组态视

角与定性比较分析的角度出发，探索了管理领域研

究的新道路。

作为一种有效的分析方法，ＱＣＡ能有效诠释条

件变量之间的交互作用对案例结果的影响，未来有

望用于应急物流管理领域的实证研究中。ＱＣＡ是

位于传统的定性方法与定量方法间的研究方法，它

将定性方法与定量方法的优势结合，注重结果与条

件变量之间的非对称关系。

４　犙犆犃的操作步骤

ＱＣＡ方法要求研究者采用理论假设与案例材

料，提炼出预备考察的条件变量，由于不同因果关系

路径可能会产生相同的结果，因此在进行 ＱＣＡ分

析时应充分考虑因果关系产生时的特定情境。在确

定条件变量的过程中，研究者要考虑案例的内在结

构，该案例需要包含可供编码的条件变量。与此同

时，这些条件变量应有足够的理论依据以论证其存

在的合理性与必要性。研究者需要根据条件变量来

拟定适合的ＱＣＡ，对条件变量赋值，构建条件变量

事实表，运用 ＱＣＡ分析案例结果解释度较大的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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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组合并分析其稳健性。

之后，ＱＣＡ须重返案例材料当中，研究者根据已

设定好的条件变量进行编码，并设定编码的具体依据

和标准，对案例进行阐释和深入分析，根据布尔最简

原则得出的条件组合的普适性进行分析，其结果应能

够解释当前社会的某些现象，最后根据回溯案例以及

先前理论，对ＱＣＡ的分析结果进行深入完善。

５　犙犆犃在应急物流管理领域的应用

前景

我国应急物流发展较晚，是为满足突发情况下

受灾人员的应急需求，从救灾点向受灾地区，针对应

急物资、服务及通信等资源进行有效的流动计划、管

理与控制的过程。与传统物流相比，传统物流的服

务对象通常为一个城市、区域、国家等社会基础体系

的组成部分，而应急物流的作用主要为满足突发事

件下的应急需要。作为一种特殊的“物流”，应急物

流具备社会物流的属性，即通过对各种资源的整合

来降低物流成本，全面提升社会应急物流的服务水

平。目前，应急物流管理领域中关于 ＱＣＡ的介绍

与应用鲜有，与传统的定量研究方法相比，ＱＣＡ在

处理应急物流管理领域内中等或较小数量的样本方

面具有独特的优势和发展前景。因此，将 ＱＣＡ引

入现有的应急物流管理研究领域，将拓展现有的应

急物流体系构建方法，其研究适用性具体体现在如

下几个方面：

首先，突发事件下应急物流体系构建研究注重

对案例的研究，其所面临的突发事件研究对象，通常

以案例形式呈现，无论是公共安全事件还是自然灾

害事件，都适用于运用已有的经典案例对其进行剖

析，ＱＣＡ在应急物流管理领域的研究方式与目前较

为成熟的经济学、政治学领域存在相似之处。

目前的应急物流体系构建研究中，对于案例的

使用通常是以研究者的主观引用为主，缺少一定的

科学论据，往往局限于案例的相关数据和材料。尽

管现有的研究采用了一定的体系构建方法，分析相

关影响要素，在微观层面上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分析，

但得出的结论往往局限于案例本身，无法广泛适用

于其他类似案例。ＱＣＡ在跨案例和多案例比较方

面具有可观的发展前景，应强调在充分掌握现有案

例材料的基础之上实现与理论的对话，根据案例去

提炼、发展新理论，因此将ＱＣＡ引入应急物流体系

构建的研究中，有助于拓展现有的案例研究思路，带

来该领域的创新突破。

与此同时，应急物流体系构建的影响因素通常

是由多种诱因形成，从研究对象的复杂程度上看，其

研究对象符合ＱＣＡ对于案例特质的要求。在现有

的突发事件中，应急物流体系构建的背后存在着一

定程度的复杂性和动机性，客观影响也将导致应急

物流体系构建研究中的多样维度，体系构建的过程

存在一定程度的模糊性和不可界定性，很少存在单

一的影响因素和变量关系，某一研究中的起因可能

是另一研究的结果。因此，ＱＣＡ将有利于分析多元

原因条件组合情况，继续处理体系构建影响因素的

因果关系。

目前，国际期刊上将 ＱＣＡ方法应用于应急物

流管理方面的论文寥寥无几，应急物流体系构建研

究的复杂性案例却相对突出，应急物资储备库和受

灾地区距离、应急物资需求量预测准确度、应急物资

筹备供应充足程度、应急预案可实施性、应急物资运

输路径规划合理性等要素呈现出一定程度的复杂

性，符合ＱＣＡ对研究对象提出的“多因诱致案例”

要求。多因素相互交织，共同牵制，ＱＣＡ在应急物

流管理领域将存在更大的应用空间，将成为该领域

不可或缺的研究工具，其对现有应急物流体系的比

较研究，将在建模方面弥补以往研究的缺陷。

本文所论述的突发事件下应急物流体系构建影

响因素问题的条件组合为多要素组合，所涉及的影

响要素包括应急物资储备库和受灾地区距离、应急

物资需求量预测准确度、应急物资筹备供应充足程

度、应急预案的可实施性、应急物资运输路径规划的

合理性等，该研究将完善突发事件下的应急物流

体系。

实际操作中，将影响突发事件下应急物流体系

能力提升的要素数据以均值为分界点进行二值变

换，大于均值的赋值为１，小于均值的赋值为０，对不

同赋值的样本数分别统计，事实表包括可以影响最

终结果的一切构建因素的二值条件组合。上述的突

发事件下应急物流体系能力提升问题所涉及的５个

关系强弱影响因素共计为３２个条件组合。作为一

种研究取向，ＱＣＡ可以探寻多种条件组合对案例结

果的影响，案例样本数量分布可以从十几个到几百

个不等，本文研究对象基本可以实现 ＱＣＡ对于样

本数量的需求。而在突发事件下应急物流体系构建

领域实证研究的现有相关性分析，主要针对的是单

个条件变量对案例结果的影响，因此 ＱＣＡ与传统

统计分析将实现互补。

综上所述，ＱＣＡ对于案例的要求主要包含：案

例本身含有较多因素共同作用的原因结构，符合“多

因并发”的复杂性，案例规模设定在１０～４０个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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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的样本量研究，案例关联问题以理论依据为支

持。这些要求均可在突发事件下应急物流体系构建

领域的研究中得以验证，ＱＣＡ的应用符合多元方

法、混合研究的趋势，将为应急物流管理领域开启全

新篇章。

６　犙犆犃在应急物流管理领域的评价

和总结

ＱＣＡ在应急物流体系构建研究中具有可观的

发展前景，对比其他研究方法具有明显的优势，它拓

宽了案例研究的广度和维度，提供了同类案例进行

结构化比较分析的途径，ＱＣＡ结合传统量化和质化

研究的优势，拓展了多元化研究路径。

但是，ＱＣＡ本身仍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其分析

结果一定程度上限于案例对象和条件变量选择，对

突发事件下应急物流体系构建研究而言，增加或删

除某些案例，将导致条件组合的变化，而且ＱＣＡ在

确定条件变量时也相对主观。ＱＣＡ对于多值集分

析的多元划分和模糊集分析的校准都要对变量进行

性质划分，运用布尔代数的运算法则，每增加一个条

件变量，其条件数量将以几何倍级别递增，增加了分

析难度。ＱＣＡ目前虽然可以对因果原因进行解释，

但仍无法替代量化研究中的回归分析和相关分析。

在考虑突发事件应急物流体系构建影响因素的过程

中，研究者对研究对象因果关系的考察，可根据不同

研究情境选择合适的方法，将ＱＣＡ与前期已有的量

化和质化研究充分结合，将成为未来应急物流管理领

域的研究重点。因此，未来在应急物流管理领域研究

中继续引入包括ＱＣＡ在内的更多新方法，将有助于

提升整个领域的创新发展和学术研究水平。

参考文献：

［１］　ＲＡＧＩＮＣＣ．Ｒｅｄｅｓｉｇｎｉｎｇｓｏｃｉａｌｉｎｑｕｉｒｙ：Ｆｕｚｚｙｓｅｔｓ

ａｎｄｂｅｙｏｎｄ［Ｍ］．Ｃｈｉｃａｇｏ：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Ｃｈｉｃａｇｏ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８．

［２］　ＲＩＨＯＵＸ，ＢＥＮＯＩＴ，ＲＡＧＩＮＣＣ．Ｃｏｎｆｉｇｕ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ｍｅｔｈｏｄｓ：Ｑｕａｌｉｔａｔｉｖｅ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ａｎａｌｙ

ｓｉｓ（ｑｃａ）ａｎｄｒｅｌａｔｅｄ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ｓ［Ｍ］．ＬｏｓＡｎｇｅｌｅｓ：

Ｓａｇｅ，２００９．

［３］　杜运周，贾良定．组态视角与定性比较分析（ＱＣＡ）：管

理学研究的一条新道路［Ｊ］．管理世界，２０１７（６）：

１５５１６７．

［４］　陶秋燕，李锐，王永贵．创新网络中不同主体关系强度

配置与创新绩效关系———基于ＱＣＡ的实证分析［Ｊ］．

科技管理研究，２０１６，３６（９）：１５．

［５］　王凤彬，江鸿，王璁．央企集团管控架构的演进：战略

决定、制度引致还是路径依赖？———一项定性比较分

析（ＱＣＡ）尝试［Ｊ］．管理世界，２０１４（１２）：９２１１４，

１８７１８８．

［６］　唐建荣，赵菲，唐雨辰．价值观多元化与企业绩效提

升———基于ＱＣＡ方法的实证分析［Ｊ］．软科学，２０１８，

３２（２）：７１７５＋１０５．

［７］　ＯＲＤＡＮＩＮＩＡ，ＰＡＲＡＳＵＲＡＭＡＮＡ，ＲＵＢＥＲＡＧ．

Ｗｈｅｎｔｈｅｒｅｃｉｐｅｉｓｍｏｒｅ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ｔｈａｎｔｈｅｉｎｇｒｅｄｉ

ｅｎｔｓａｑｕａｌｉｔａｔｉｖｅ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ＱＣＡ）ｏｆｓｅｒｖ

ｉｃｅ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ｃｏｎｆｉｇｕｒａｔｉｏｎｓ［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Ｓｅｒｖｉｃ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２０１３．

［８］　ＳＣＨＮＥＩＤＥＲＣＱ，ＲＯＨＬＦＩＮＧＩ．Ｇａｓｅｓｔｕｄｉｅｓｎｅｓ

ｔｅｄｉｎｆｕｚｚｙｓｅｔＱＣＡｏｎｓｕ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Ｆｏｒｍａｌｉｚｉｎｇｃａｓｅ

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ｃａｕｓａｌｉ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Ｊ］．Ｓｓｒｎ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

Ｊｏｕｒｎａｌ，２０１６，４５（３）：５２６５６８．

［９］　ＬＩＵＹ，ＭＥＺＥＩＪ，ＫＯＳＴＡＫＯＳＶ，ｅｔａｌ．Ａｐｐｌｙｉｎｇ

ｃｏｎｆｉｇｕ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ｔｏＩＳｂｅｈａｖｉｏｕｒ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Ａ

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ｖｅｆｏｒｍｏｄｅｌｉｎｇ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ｏｒｉａｌ

ｃｏｍｐｌｅｘｉｔｉｅｓ ［Ｊ］．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Ｊｏｕｒｎａｌ，

２０１５，９１（１１）：１３９１４４．

［１０］　ＲＥＩＣＨＥＲＴＦＭ，ＴＯＲＵＧＳＡＮ，ＺＡＷＩＳＬＡＫＰＡ，

ｅｔａｌ．Ｅｘｐｌｏｒｉｎｇ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ｓｕｃｃｅｓｓｒｅｃｉｐｅｓｉｎｌｏｗ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ｆｉｒｍｓｕｓｉｎｇｆｕｓｓｙｓｅｔＱＣＡ［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２０１６，６９（１１）：５４３７５４４１．

［１１］　ＶＩＳＢ．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ｓｏｆＦｓＱＣＡａｎｄｒｅ

ｇｒｅｓｓｉｏｎ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ｆｏｒｍｏｄｅｒａｔｅｌｙｌａｒｇｅｎａｎａｌｙｓｅｓ［Ｊ］．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Ｍｅｔｈｏｄｓ ＆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２０１２，４１（１）：

１６８１９８．

［１２］　唐睿，唐世平．历史遗产与原苏东国家的民主转

型———基于２６个国家的模糊集与多值 ＱＣＡ的双重

检测［Ｊ］．世界经济与政治，２０１３（２）：３９５７，１５６１５７．

［１３］　毛湛文．定性比较分析（ＱＣＡ）与新闻传播学研究［Ｊ］．

国际新闻界，２０１６，３８（４）：６２５．

［１４］　任树伟，陈琳琳．基于ＱＣＡ下公共事业管理专业人才

培养模式影响因素分析［Ｊ］．经济师，２０１５（４）：２２２４．

［１５］　王凤彬，郑晓杰，陈公海，等．管理要素联动效应与中

央企业管理提升———基于管理系统网络特征的跨层

比较分析［Ｊ］．中国工业经济，２０１４（５）：１３５１４７．

［１６］　邓胜利，付少雄．定性比较分析（ＱＣＡ）在图书情报学

中的应用———以网络社区健康信息搜寻影响因素研

究为例［Ｊ］．情报理论与实践，２０１７，４０（１２）：２３２８

＋１１．

［１７］　李孟良．混合不确定条件下应急物流多目标规划相

关理论研究［Ｄ］．北京：北京交通大学，２０１８．

［１８］　尚希桥．我国应急物流法律保障体系的构建［Ｊ］．物流

技术，２０１７，３６（６）：２４２６＋４０．

［１９］　李晓晖．应急物流规划与调度研究［Ｄ］．南京：南京航

空航天大学，２０１５．

［２０］　谢建光．突发事件食品应急物流中应急能力评价与

方案优化研究［Ｄ］．长沙：中南大学，２０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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