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４５卷　第９期
２０１８年９月

计 算 机 科 学
COMPUTER SCIENCE

Vol．４５No．９
Sep．２０１８

到稿日期:２０１８Ｇ０３Ｇ１２　 返修日期:２０１８Ｇ０５Ｇ２４　 　 本文受长江经济带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研究项目 (９５０６１７００５),国 家 重 点 研 发 计 划

(２０１７YFB１４０２４００)资助.

李志国(１９７７－),男,博士,高级工程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数据科学、战略管理、精准招商、区块链等,EＧmail:lizhiguo＠ctbu．edu．cn(通信作者);

钟　将(１９７４－),男,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数据挖掘、可信计算机系统、服务计算.

数据科学在国内管理学研究中的应用综述

李志国１,２　钟　将３

(重庆工商大学长江上游经济研究中心　重庆４０００６７)１　(重庆工商大学管理学院　重庆４０００６７)２

(重庆大学计算机学院　重庆４０００４４)３

　
摘　要　基于大数据时代的新学科———数据科学的研究方法正在被包括管理学在内的其他学科应用.首先,探讨了

以大数据为理论基础的数据科学研究范式与管理学研究的经典范式之间的联系和区别.其次,分析了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委认定的 A类重要管理学期刊文献及引证文献,对当前国内管理学领域为数不多的基于数据驱动的公共管理、

基于复杂网络仿真的网络行为管理和基于多源数据融合的创新管理等热点领域进行了分类梳理.然后,归纳总结了

当前国内管理学领域采用数据科学研究方法的特征.最后,提出了数据科学在管理学科学研究应用中的趋势,即范式

融合、大数据利用、场景融合、专家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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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anewdiscipline,datasciencewhichisbasedontheeraofbigdataisappliedtootherdisciplinesincluding

management．Firstly,theconnectionsanddifferencesbetweenthescientificresearchparadigmbasedondatascienceand

theclassicalparadigmofmanagementresearchwereproposed．Secondly,therelativeliteraturesandcitationliteratures

inthemajorManagementJournalofAＧclassidentifiedbytheNationalNaturalScienceFoundationofChinawereidentiＧ

fied,andthecurrentmanagementresearchhotspotslikedataＧdrivenbasedpublicmanagement,networkbehaviormanaＧ

gementbasedoncomplexnetworksimulationandinnovationmanagementbasedonmultisourcedatafusionwereclassiＧ

fiedandsummarized．Andthen,thecharacteristicsofdatascienceusedincurrentmanagementfieldweresummarized．

Finally,thetrendoftheapplicationofdatascienceinmanagementscienceresearchwasproposed,thatisparadigmfuＧ

sion,bigdatautilization,scenefusionandexpertcoop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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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９９８年,图灵奖获得者JimGray把以大数据及其相关技

术为支撑的数据密集型科学研究方法称为继实验科学、理论

科学、计算科学后的“第四范式”(thefourthparadigm)[１].尽

管科学史和科学哲学史上尚未有过“第几范式”这样的分类,

哲学界也对此有诸多讨论[２],但数据科学作为大数据时代的

一门学科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３Ｇ４].作为数据科学基础的大

数据,近年来被广泛应用于电子商务、政府公共服务、医疗服

务等领域,并取得了巨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这不仅激励了计

算机科学领域内大量科学工作者对大数据理论、方法和技术

的持续深入研究,也引发了社会科学工作者的高度关注,促进

了数据科学相关融合交叉学科的发展[５].２０１２年,Harvard

BusinessReview 中刊出的“BigData:TheManagementRevoＧ

lution”一文指出,正是因为有了大数据,管理者才可以通过测

量更加深刻地认识自己的业务,并将这些认知用于改善决策

和商业表现[６].这一观点迅速在商业界和管理学界引起了轰

动,极大地推动了大数据方法在管理学研究中的应用.

大数据来源于物理世界和人类社会[７].构成人类社会的

基本单元是“人”和“组织”,它们正是现代管理学的研究对象,

加之与实证主义范式在统计分析上存在共同特征,在管理学

研究中采用大数据研究方法,因而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巨大



的实践价值和鲜明的时代特性.

本文第１节先从科学方法论的视角探讨以大数据为基础

的数据科学研究方法与管理学经典研究方法的区别和联系;

第２节从国内管理学重要权威期刊文献的分析入手,总结、提

炼和分析管理学学科研究应用数据科学的热点领域;第３节

提出国内管理学科领域采用数据科学研究中方法的特点;第

４节研判数据科学范式在管理学科学研究应用中的趋势;最

后总结全文.

１　数据科学范式与管理学经典范式的联系与区别

　　现代科学中的大多数学科都采用以波普(KarlR．PopＧ

per)为代表的后实证主义作为判断研究方法是否科学的依

据,其主要的标准是“可证伪性”,认为仅仅依靠归纳总结现象

规律得到的理论不是真正的科学[８].ThomasKuhn以海王

星的科学发现为例(天王星的轨道不满足哥白尼的日心说并

不是因为日心说理论有错误,而是因为存在一颗我们尚未发

现的行星,即海王星),指出即使观察与理论不一致,也并不一

定代表理论错误,进而提出科学研究的“范式转移”理论[９Ｇ１０].

“范式”可以理解为某个科学领域在一定时期被公认的思维方

式和开展科学研究的一般过程或方法.不少学科的发展历程

表明,使用新的范式取代旧的范式是一个极其艰难的历史

过程.

１．１　管理学研究的经典范式

从方法 论 视 角 看,管 理 学 的 主 流 科 学 研 究 范 式 有 两

种[１１Ｇ１２]:１)以统计分析、比较分析、案例分析为代表的实证主

义范式,采用“现象描述－理论假设－证明理论”的归纳法论

证思想;２)以数学公式推导为代表的解释主义范式,采用“现

象描述－数学抽象－理论推导”的演绎法论证思想.实证主

义范式和解释主义范式都是从管理学现象入手,通过构建理

论模型来解释现象,然后对提出的理论进行证明,以期将该理

论外推,从而解释更多的同类型现象或对其发展作出预测.

从研究目的视角看,管理学的经典研究方法可以划分为

３种[１３]:１)描述型研究方法,主要回答“是什么”的问题,即“实

然”问题,如市场调查、经济普查、民意测验等;２)解释型研究

方法,主要回答“为什么”的问题,探索现象背后的支配逻辑,

如因果研究、相关分析、理论构建等;３)规范型研究方法,主要

回答“该怎样”的问题,即“应然”问题,如资政研究、咨询建议、

对策研究等.

管理学的经典研究范式与自然科学和其他人文社会科学

有着较大的区别.自然科学的研究以可重现的实验和严密的

数学或逻辑推导为主,人文社会科学则以比较、归纳演绎、因

果分析、结构与功能分析为代表的思辨方法为主[１４],而管理

学的研究方法既有逻辑思维也有思辨思维.我们观察到的管

理学现象要么影响因素太多,要么环境受限,因此不同的学者

描述和刻画这些现象的数据存在较大差异,从而导致不同学

派往往在观点上较难达成一致,以库恩为代表的不少学者认

为管理学的研究范式更像宗教而不是科学.

１．２　数据科学范式与管理学研究经典范式的联系

数据科学范式与管理学研究范式的重要联系主要来源于

以下几个方面.

１)数据科学的学科内涵.数据科学本身是一门交叉学

科,以领域知识、统计学和机器学习等相关理论为基础[１５Ｇ１６],

其知识体系(见图１)包括理念、方法、技术和工具等理论,以

及数据加工(DataWrangling)、数据管理、数据计算、数据分析

和数据可视化等专业技术知识[１７].其中,领域知识的多样性

决定了数据科学应用场景的多样性,管理学也是重要的领域

之一,因此数据科学与管理学应用场景存在交叉联系.

图１　数据科学的知识体系

Fig．１　Knowledgesystemofdatascience

２)二者在统计分析方法上的一致性.管理学实证主义范

式经常利用统计分析方法,例如对理论构建提出的相关构念

进行的问卷测量、抽样数据的回归分析、因子分析和结构方程

模型构建等.与数据科学的统计分析方法一样,管理学实证

主义的统计分析方法也关注数据或者变量之间的相关性[１８].

模型的基本形式是y＝f(x,β,ε),其中y是因变量,x是自变

量,β是参数,ε是误差(扰动项),f是相关函数.

３)对数据价值的关注.数据科学和计算机科学关于大数

据的研究的基本问题是计算复杂性问题,核心思想是如何对

Volume,Variety,Velocity和 Value(即大数据的“４V”特征)的

数据进行高效快捷的处理,从而发掘数据价值.数据价值也

是管理学所关注的焦点,无论是抽样统计数据、问卷调研数

据、单案例或多案例分析数据,其根本目的都是挖掘出这些数

据背后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指导意义[１９].

１．３　数据科学范式与管理学研究经典范式的区别

数据科学范式与管理学研究范式的根本区别主要体现在

以下几个方面.

１)研究的起点和逻辑顺序.管理学研究范式从典型的现

象观察和分析中利用先验知识进行理论模型构建或者理论假

设,然后用有限的抽样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和假设检验,从而证

明所提理论的解释力,并用于认识和解决现实问题.而数据

科学范式是在没有模型和理论假设的情况下直接对大样本数

据甚至全样本数据进行分析,然后用数据分析结果来认识和

解决现实 问 题,例 如 基 于 语 料 库 统 计 技 术 路 线 的 机 器 翻

译[２０].这也正是«Wired»杂志主编 Anderson发出“理论已终

结”这一惊人论断的原因[２１],尽管这一观点并未得到普遍

认同.

２)研究的分析方法.管理学研究范式强调变量之间的因

果关系,即强调找到y＝f(x,β,ε)中的β,偏重于解释型分析,

关注理论价值.数据科学范式更强调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

对海量数据进行搜索、比较、聚类和分类,模型可以简化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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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f(x,ε),直接呈现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偏重于预测型分

析,更加关注预测的商业价值[６].

２　数据科学在国内管理学研究的热点应用领域

管理学学界普遍认同现代管理学起源于“科学管理之父”

泰勒于１９１１年出版的«科学管理原理»一书.管理学作为一

门学科,近年来在国内取得了长足发展,形成了纷繁复杂的学

科丛林.本文理想的研究方法是从管理学学科体系出发,采

用描述性方法对各领域的数据科学研究方法进行总结分析

(这也是管理学常用的规范分析研究范式),但后续研究发现

目前运用数据科学研究方法的国内管理学相关文献还不足.

因此,本文的研究方法利用数据科学中常用的“相关分析”方

法,从文献检索到的特定权威文献全样本数据出发,利用领域

专家知识对管理学热点研究问题进行分类判断,再辅以文献

引证网络进行拓展,重点对数据科学和管理学研究相关文献

进行总结和分析.

２．１　研究热点分析

本文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认定的２２种 A类重要管理

学期刊出发,以“数据科学”和“大数据”为关键词对这些期刊

文献题目和关键词进行全面搜索,共检索到至２０１７年末的相

关文献７５篇,去除征稿、机构介绍等明显不相关的文献后剩

余７１篇,文献数量不多.

根据文献的研究领域和出版时间,本文采用德尔菲法征

集多名专家意见,对７１篇文献进行了分类,如表１所列.需

要特别指出的是,计算科学、经济学、情报学和统计学并非管

理学的研究范畴,但是这些文献研究与管理学研究场景高度

相关,因此本文也对其进行了统计呈现.由表１可知,为数不

多的文献在２０１３年－２０１７年期间呈现逐年上升的态势,文

献数量较多的研究领域主要有公共管理、复杂网络、创新管

理、财务管理与企业社会责任、营销管理、数据治理等管理学

热点研究领域;结合数据科学的视角,以基于数据驱动的公关

管理、基于复杂网络仿真的网络行为管理、基于多源数据融合

的创新管理为主.以这些文献为基础,结合其引证文献,本文

分以下几个领域进行归纳分析.

表１　文献分类统计描述

Table１　Statisticaldescriptionofliteratureclassification
(单位:篇)

文献研究领域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７ 小计

公共管理(灾害、健康、扶贫等) ４ ２ ７ １３
网络行为管理 １ ４ ２ ３ １ １１

创新管理 ２ １ １ ２ ４ １０
财务管理与社会责任 ０ ２ ０ １ １ ４

营销管理 １ １ １ ３
数据治理 ２ １ ３
决策管理 １ １ ２

情报学相关 ４ ５ ９
经济学相关 １ １ １ ３

计算科学相关 １ １ ２
统计学相关 １ １

其他 ２ ５ ３ １２
小计 ５ １０ １３ ２０ ２３ ７１

２．２　基于数据驱动的公共管理热点领域

大数据能够促进政府的整体数据分析和运用水平,从而

有效提升公共服务能力,已经成为各级政府和学界的共识.

国发[２０１５]５０号文«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指出,建立

“用数据说话、用数据决策、用数据管理、用数据创新”的管理

机制,利用大数据“能够揭示传统技术方式难以展现的关联关

系”这一特性,通过高效采集、有效整合、深化应用等资源整合

促进数据融合,从而为政府有效处理复杂社会问题提供新的

手段.管理学界沿着数据驱动管理效能提升这一指导思想,

用数据科学的理念和方法针对精准扶贫、灾害管理、健康管理

等公共管理热点问题开展了不少探索性的研究.

在公共管理领域的精准扶贫问题研究上,潘竟虎和胡艳

兴受到徐康宁等利用 DMSPＧOLS(美国国防气象卫星计划,

由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对外提供相关产品)全球夜间

灯光数据来测算中国实际经济增长率[２２]的启发,使用 DMＧ

SPＧOLS夜光影像来剔除 NPPＧVIIRS(美国国家极轨环境卫

星)影像中的异常值,构建了由灯光指数和多维贫困指数构成

的贫困精准识别模型,并开展了基于栅格和县域尺度的贫困

空间识别[２３].在具体方法上通过线性回归寻找平均夜间灯

光指数和多维贫困指数之间的关联关系.章昌平和林涛认为

大数据对精准扶贫具有重要的支撑作用,并构建了以贫困人

口为中心的大数据管理整合方案理论框架模型[２４],方法上采

用了规范分析的研究范式.汪磊等[２５]同样采用规范分析的

方法,认为利用大数据能够减少甚至消除扶贫机制中的信息

不对称现象,并分析了大数据４V 特征与扶贫逻辑之间的耦

合机制,进而构建了精准扶贫大数据管理信息平台理论框架.

在灾害管理方面,罗江华梳理了我国灾害数据库建设的

基本情况[２６],包括中国科学院的人地系统主题数据库、农业

部的自然灾害数据库、国家地震局的地震科技文献数据库和

地震灾情描述数据库,以及相关的科学数据共享工程;分析了

西部灾害大数据建设面临的问题,并提出了灾害大数据统一

规划、资源共享、重视数据文化元素等大数据建设的发展思

路.庞素琳[２７]针对巨灾风险大数据信息流庞杂、数据量巨

大、种类繁多、关联性复杂的特点,利用规范分析方法和算法

设计思想,提出了巨灾风险大数据应急分类和分解的算法,以

期解决巨灾大数据有效挖掘、归类、分拣和处理的问题.

在健康管理方面,吴友富等认为大数据会颠覆公共健康

服务领域,但同时也面临隐私风险,并在此背景下利用规范研

究方法为政府部门在数据治理、技术标准和法律法规制定方

面的政策提出了建议[２８].徐曼等从异构实体数据融合、多模

态数据管理、数据分治３个方面对大数据支持下的精准医疗

决策成果进行了归纳分析,并指明了互联网环境下智能医疗

的发展方向[２９].郭旦怀等利用来自哨点医院、食品和互联网

３个方面的数据,建立食源性疾病事件探测模型,并进一步引

入人口、交通、食品生产等大数据进行风险预测,研究中采用

了大数据聚类方法来选择症状和食物信息对病人进行聚

类[３０],利用动态上下文挖掘微博数据,从而确定事件窗口.

２．３　基于复杂网络仿真的网络行为管理热点领域

李国杰院士极富洞见地指出,关系网络是大数据背后的

共性问题[７],数据网络是复杂关联大数据的独特存在形式,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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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复杂网络分析是数据科学这个“第四范式”的重要基石.管

理学的研究对象即“人”与“人”的关系、“人”与“组织”的关系、

“组织”与“组织”的关系,可以利用关系网络来刻画,而关系网

络在数字空间中的映射就是数据网络的一种存在形式,因而

不少管理学者利用复杂网络上的数据传播、搜索、聚类等研究

思路,开展了社交网络运营管理和网络舆情管理等网络行为

管理场景的研究.

社交网络运营管理研究方面,主要采用实证主义研究范

式将大数据用于关联性分析,以期提升社交网络的运营效率.

例如,冉晓斌等[３１]以激发社交网络用户活跃度为导向,建立

了对活跃用户行为理解的个体活跃度概念模型,以及个体网

络规模、同伴活跃度、关系强度、性别、年龄５个参数与个体活

跃度关联关系的５个研究假设.与问卷调查等传统抽样统计

方法通常为数百条实证数据不同,他们采用了某在线社交网

络平台中１２０余万用户的大样本数据.研究中利用 Tobit模

型对被解释变量与解释变量之间的关系进行回归分析,并印

证了所建立的个体活跃度概念模型的正确性.

网络舆情管理方面,主要采用解释主义范式的研究方法

把大数据作为理论模型的仿真研究输入,以期为舆情控制提

供理论支撑.例如,张峰等提出了一个基于依从、趋同和内化

３种状态决策偏移概念的舆论演化动力学模型[３２].该模型定

义社会网络G＝(V,E)和观点集合S(t),构建了节点vi 在时

刻t与相邻节点交互收到的群体一致性压力函数C(i,t)＝

v∗ ∑
k∈N＋

A(k)及偏移牵引力函数 D(i,j,t)＝μ∗cos(si(t)－

s(t)π/２),建立依从、趋同和内化的节点状态及状态转移策

略,并在BA无标度网络模型上进行了仿真研究.孙毅等从

百度提供的１４０个最常用的与通货膨胀相关的关键词中选出

１４个,利用主成分分析法将多个网络搜索关键词合成为有限

个指标,绘制了网络搜索行为的通胀预期指数[３３].徐映梅和

高一铭也利用百度搜索热度指标,提出了一种基于门限回归

的低频舆情指数构建方法[３４]来辅助预测 CPI,实证其可以领

先官方数据４０~６５天.米子川和李毅将改进的捕获移出模

型应用到社交网络传播抽样估计中,并利用新浪微博数据对

北京“雾霾”事件的舆情传播进行了实证分析[３５].

２．４　基于多源数据融合的创新管理热点领域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加快

建设创新型国家,«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多处强调大

数据在科技创新、制度创新、管理创新、商业模式创新等领域

发挥着重要作用.数据科学的预测性分析方法和强大的数据

处理技术能够分析多源数据且具有更强的时效性,因此受到

创新决策相关研究的重视.

技术创新管理方面,朱东华等整合了“目标驱动决策”和

“数据驱动决策”理念,提出了大数据环境下面向技术创新的

双向决策模型[３６].周潇等提出了一个基于多源数据和配套

SAO理论框架的识别技术创新路径模型[３７],该模型利用文本

挖掘的方法,通过主题词簇合并进行主题提取,并对生物医药

代表性技术的固体脂质纳米粒子(SLN)进行了实证分析.该

实证分析从 WOS(WebofScience)及 Medline数据库、DII

(DerwentInnovationsIndex)专 利 数 据 库 以 及 ABI/Inform
(AbstractsofBusinessInformation)商业数据集超过１０万条

数据中先分离出与 SLN 相关的３０００多条数据,然后利用

Goldfile软件工具获取SAO结构,再用德尔菲法进一步聚焦,

最后邀请领域专家共同确定技术创新路径.多源数据技术创

新路径的基本思路如图２所示.

图２　多源数据技术创新路径

Fig．２　InnovationpathofmultiＧsourcedata

胡小君和张誉宁以近十年来 DII专利数据库收录的中美

高校授权专利为大数据分析样本,构建技术多样性指数来测

度技术多样性,分析两国高校在８个行业中的专利分布及其

多样性与差异性[３８].郭峰等建立了大数据环节下企业行为

对创新能力和绩效的作用机理理论模型,采用问卷研究的实

证主义范式对 ２５２家具有大数据特征的企业进行实证检

验[３９].李天柱等利用案例研究方法研究了以数据和软件为

主的新一代信息产业中存在的接力创新现象[４０],认为“第四

范式”是催生接力创新的根本力量.

营销模式创新方面,金晓彤等证明了联动式数据库营销

模式具有数据整合功能、价值共创导向、利益相容和共享３方

面特征,从而构成联动式数据库营销的基本框架[４１],并利用

一汽大众的单案例研究方法进行了实证.商业模式创新方

面,田歆等设计了一种适用于跨区域多业态零售行业的大数

据及商业智能系统框架体系[４２],并介绍了 HDBI系统的关键

技术、实现方法以及在国大３６５２４便利店的商业实践案例.

管理模式创新及决策创新方面,徐辉提出了绩效数据信

息化、平台开放化、分析综合化、评估可触化、过程可预测化、

管理精细化、反馈实时化等基于大数据的人员绩效管理特征,

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公共部门管理的创新模式[４３].

２．５　基于机器学习等方法的其他管理学领域

为数不多的“第四范式”管理学研究除了相对集中在公共

管理、网络行为管理、创新管理这３个领域外,在其他领域也

有少量的文献,使用的数据科学方法包括支持向量机、决策树

等机器学习方法,涉及的研究方法有规范研究和实证研究.

例如,客户关系管理方面,牟刚和袁先智通过收集 SAP
运营数据和客户财务数据,使用 Logistic回归方法研究了企

业对客户的信用评级,把大数据作为模型的实证数据[４４];秦

学志和李静一分别利用国内某银行的５１７７０笔和３４５３５笔交

易流水的大数据样本集[４５],采用支持向量机(SVM)模型建立

异常账户的识别机制,分辨率达到８５％以上.大数据治理方

面,郑大庆等从治理目标、权力层次、对象及范围、实际问题４
个维度来阐述大数据治理的概念,并提出了大数据治理的逻

辑框架[４６];蒋玉石等总结了在大数据背景下网络行为定向广

告(OnlineBehavioralAdvertising,OBA)与网络消费者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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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私需要关注的问题和相关研究[４７].项目管理方面,杨青等

构建了基于大数据的工程项目管理时间维度、领域维度、方法

维度的三维结构模型,探讨了大数据在项目管理方面的应用

前景[４８].上市公司股东行为方面,王红武等利用国泰安数据

库和CCER数据库的６０万条记录数据,把决策树算法用于股

东统计分类和行为分析上,分析了股东持股排名与减持行为

之间的关联性[４９].企业社会责任方面,沈弋等认为大数据推

动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从一维到多维的嬗变、从言方行圆

到言行一致的根基演化、从报告到报道的路径演化[５０].军事

管理方面,胡晓峰等指出作战体系分析中网络化体系能力评

估在深度挖掘方面需要关注大数据方法,在理论分析上需要

关注复杂网络方法[５１].

３　数据科学在国内管理学研究中的应用特点

对数据科学和管理学研究范式的联系和区别进行分析,

并对国内管理学科权威期刊上发表的文献进行梳理.从整体

上看,数据科学在国内管理学研究领域的应用呈现出以下几

个显著的特点.

１)数据科学在管理学领域的学术应用明显滞后于产业实

践.迄今为止,利用数据科学和大数据方法开展管理学科领

域研究的理论文献还屈指可数,大部分文献还处于利用数据

科学的理念、通过管理学规范研究方法阐释大数据“应该”用

于领域研究,属于回答“实然”问题.相比而言,产业界更加注

重实用主义,不过多纠缠于数据的理论解释,偏好于走“数据

直接到价值”的捷径.例如,近年来国内以BATJ为代表的互

联网企业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相继推出了语音识别、

人脸识别、客服机器人、翻译机等系列产品,对人们的生产和

生活已经产生了深刻的影响[５２Ｇ５３].在取得巨大的经济效益

的同时,这些产业实践也重构了战略管理、组织管理、流程管

理、客户关系管理、绩效管理等许多管理学研究的热点场景.

然而,在这些场景的管理学问题研究中,如何利用数据科学研

究范式还处于初步探索阶段.

２)数据科学的个别领域专业数据和方法已经开始形成新

的“范式”并渗透到管理学相关领域,如复杂网络上的数据传

播分析、夜间灯光数据和搜索引擎数据的利用.这些领域的

相关研究在国外开展得较早,也相对比较成熟,并且都取得了

轰动的社会影响效果,因而受到国内学者的重视和借鉴.比

较有代表性的有:GoogleFluTrends利用复杂网络分析在

２００９年提前几周成功预测了 H１N１的爆发[５４];Henderson利

用夜间灯光数据测量经济增长[５５],现实复杂网络存在的小世

界网络[５６]特性和无标度特性[５７]等.

３)数据科学中的大样本数据分析方法与管理学研究范式

相融合,并取得了一定的效果.大数据带来的“大样本”数据

正在拓展管理学以问卷调查为代表的“小样本”数据用于实证

研究和解释研究,从而推动了以计算机仿真为理论解释方法

在管理学理论证明中的应用.传统问卷调查的样本数量通常

为数百份,而大数据所提供的“大样本”数据动辄以数万、数百

万计(例如前文所述的在线社交网络平台的１２０余万用户的

大样本数据[３１]、ABI/Inform 商业数据集超过１０万条的数

据[３７]),丰富和拓展了管理学理论构念测量、变量关联关系回

归等实证研究.

４　数据科学在国内管理学研究中的应用趋势

从计算机科学的视角看,近年来围绕计算复杂性这个基

本问题的研究在多源异构大数据感知、采集、存储、分析、可视

化等大数据底层支撑计算领域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为下一步

管理学等交叉学科利用“第四范式”开展学术研究奠定了基

础[５８].但是,数据科学的基础大数据分析技术也面临稀疏

性、大噪声的挑战,因而带来了管理学实证研究范式中变量

(或构念)测量、变量之间关联关系、因果判断等经典统计学理

论方法在假设检验、置信度方面的困惑.同时,在没有模型和

假设的情况下就对大数据开展研究,与管理学解释性研究范

式、规范性研究方法之间存在逻辑冲突,通过大数据聚类分析

得到的结论究竟是反映了管理学研究对象的一种现象,再以

现象出发发展理论,还是直接反映了研究对象的规律和理论,

用于指导我们对现象的认识? 在这两大挑战的基础上,数据

科学在国内管理学研究中的应用趋势可以总结为以下几点.

１)数据科学范式将进一步融入管理科学研究范式中.尽

管人类的科学技术发展历程表明研究范式的转换是极其困难

的,但是大数据时代背景下大规模数据的泛在性、实时性和高

速传播性,使得管理学界能够以前所未有的方式从多个维度

对研究对象进行刻画,不得不面对传统理论难以合理解释现

实世界的困惑,从而推动数据科学范式进一步融入管理学研

究范式之中.

２)管理学研究中如何利用大数据是热点问题.与传统管

理学研究场景中的数据相比,大数据具有多源异构、实时性、

交互性等新的特征.例如,对于知识管理[５９]中难以用二维逻

辑展示 的 非 结 构 化 数 据、UGC(UserGeneratedContent)

等[６０],如何处理和利用这些数据不仅需要数据科学领域在算

法和技术方面有进一步的突破,同时也要求管理学领域研究

方法有一定转变,从而成为前沿研究问题.

３)数据科学与管理学场景全面融合.作为数据科学的基

础,大数据正在重构生产和生活方式,管理学决策、组织、领

导、控制、创新的职能正在被重新定义,大数据与管理学科的

融合将呈现多学科、多场景的特征,如在公共管理、商务管理、

决策管理等细分学科领域,以及农业、制造业、医疗健康、教

育、智慧城市等行业领域管理学问题及场景研究中[６１Ｇ６２],这

一趋势已逐步显现.

４)数据专家和领域专家合作解决预测性分析和解释性分

析矛盾.针对数据科学预测性分析和管理科学解释性分析的

矛盾,预测性分析可以由不具备管理领域知识的数据专家完

成,然后由管理领域专家对预测结果进行解释性分析,从而形

成“先 数 据 科 学 范 式,后 管 理 学 解 释 性 范 式”的 协 作 研 究

模式[６３].

结束语　从２００８年 Nature发表BigData专刊[６４]、２０１１
年Science发表Dealingwithdata专刊[６５]以来,基于大数据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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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技术的“第四范式”研究方法正逐步引起计算机学界和管

理学学界的重视.２０１６年开始,教育部陆续批准了部分高等

院校开设“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专业;党的十九大报告提

出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将

数据科学、大数据及相关技术推到了时代的前沿.在这样的

时代背景下,本文分析了作为物理社会、人类社会和数字空间

共性科学问题的数据科学与管理学经典研究范式的区别和联

系,梳理了国内管理学应用数据科学研究的热点领域,讨论了

当前数据科学在国内管理学研究的应用特点,研判了数据科

学在管理学研究中的趋势.当前国内管理学界采用大数据研

究方法的文献成果还寥寥无几,数据科学和管理学的交叉融

合还有待进一步探索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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