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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由凯瑟琳·艾森哈特发表在顶尖学术期刊上的14篇论文汇编而成，其中3篇论文的主题为案例
研究方法与理论构建，11篇论文则是案例研究的优秀范例。

　　案例研究已经成为管理研究中基本的研究方法之一。
凯瑟琳·艾森哈特的案例研究方法不仅强调方法的严谨性，更将重点放在创建理论方面。
当前，国内外的学者越来越重视中国本土研究，越来越多的学者致力于创建基于中国特殊文化情景下
的管理理论。
基于这一背景，本书的出版，将有助于中国的管理学者在构建本土理论时获得案例研究方法的指导，
以更有效地创建本土理论，并能在国际一流期刊上发表优秀的学术论文，获取中国管理理论在国际学
术领域的话语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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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凯瑟琳?M.艾森哈特（KathleenM.Eisenhardt），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兴趣
为战略与组织变革，尤其关注科技型企业和高速成长产业的研究。
艾森哈特教授尤其擅长案例研究方法，是世界上最具权威的案例研究专家之一。

　　艾森哈特教授是AcademyofManagement会员，曾任OrganizationScience
、AdministrativeScienceQuarterly和StrategicManagementJournal等国际期刊的编委会成员。
艾森哈特教授在国际顶尖杂志上发表了几十篇高质量学术论文，并获得了多项大奖。

　　艾森哈特教授是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的研究员和麦肯锡战略论坛成员之一，她曾为全球多家著名
企业进行过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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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1章 由案例研究构建理论
第2章 更好的故事和更好的概念: 严谨和比较的逻辑
第3章 由案例构建理论的机会与挑战
第4章 快速变化环境下战略决策中的政治：构建中层理论
第5章 快速变化环境下的战略决策制定过程：微型计算机产业
第6章 在快速变化环境中进行快速战略决策
第7章 企业内部经营领域的演化：多事业部高科技企业经营范围丧失模式
第8章 持续变革的艺术：在不断改变的组织中连接复杂性和时间定速演化理论
第9章 架构创新与模块化公司结构
第10章 出售方眼中的故事：新创企业的“求婚式”并购与“联合型”治理
第11章 市场建构与边界塑造：初生市场中的创业权力
第12章 联盟组合的起源：企业家、网络战略与公司绩效
第13章 重新连接：多业务组织中的跨业务单元协作
第14章 理性启示：战略家从流程经验中学习简炼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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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决定现场记录是否有用的关键之一是，写下现场所发生的一切，而不是只挑选记录
那些看起来似乎重要的事物，因为我们通常很难预知将来什么是重要的，什么是不重要的。
第二个要点是，通过提出一些问题来深化对现场记录的思考，例如“我从中学到了什么？
”“此事件与前个事件有什么不同？
”举例来说，Burgelman（1983）在研究企业内部创业时坚持大量使用笔记来记录自己的思考历程，包
括跨案例的比较、预感到的某些关系、奇闻轶事和非正式的观察。
此外，团队会议也是有助于数据收集和数据分析重叠进行的工具，研究者在会上分享彼此的想法和涌
现的观点。
 数据收集和分析的重叠进行不仅使研究者的数据分析有个好的开始，更重要的是，可以发挥灵活数据
收集的优势。
实际上，理论构建型案例研究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在数据收集过程当中做调整的自由。
这样的调整可能是为探索某种研究过程中出现的特殊主题而新增案例。
例如，Gersick（1988）在她原有的学生团队的案例集中又增加了几个案例，这样她就能更清楚地观察
各项目团队的转型点行为。
这些转型点行为出乎意料地有趣，因此Gersick增加了额外案例，目的就是能更聚焦于转型阶段。
 数据收集工具也可以根据需要调整，例如在访谈提纲或调查问卷中增加问题（如Harris and Sutton
，1986）。
这样的调整有助于研究者发现涌现的主题，或者抓住那些在特定情境中出现的特殊机会。
在某些情况下，我们还可以做的调整就是增加所选案例的数据来源。
例如，Sutton和Callahan（1987）调查案例的过程中出现了可以参加债权人会议的机会，于是他们就增
加了观察性数据。
Burgelman（1983）在数据收集过程中发现某个人很重要，就增加了对此人的访谈。
Leonard-Barton（1988）在研究技术创新的实施过程中有些初步发现，于是通过增加几个实验研究来进
一步推进这一研究。
 上述几种中途调整数据搜集方式的做法带来了一个重要疑问：在研究过程中变更甚至增加数据收集方
法合理吗？
对构建理论的研究来讲，回答是肯定的，因为研究者在设法尽可能深入地逐个理解每个案例。
其目标不是要产生关于一系列观察的统计结论。
因此，如果在研究过程中出现了新的数据收集机会或者新思路涌现了，那么通过调整数据收集方法来
利用它就是合理的，前提是这个调整可能会使理论的根基更扎实或提供新的理论视角。
这种灵活性并不意味着缺乏系统性，恰恰相反，它是受到控制的机会主义，这样研究者才能充分利用
特定案例的独特之处和涌现的新主题，来完善最终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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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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