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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提出了复杂科学管理系统思维的定性分析工具 :探索图、循环图、结构图。探索图帮助人们进

行视觉思考 ,体现知识、信息、想象、创造结合的过程 ,解决未知的、难以预测的一些决策问题 ;循环图从环

状看因果 ;结构图利于人们进行结构化思维。它们不仅是定性分析的工具 ,也体现了一种新的思维方

式 ———视觉思考、环状看因果、结构化思维。

关键词 :复杂科学管理 ;定性分析工具 ;探索图 ;循环图 ;结构图

中图分类号 : F20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 - 980X(2010) 05 - 0001 - 06

收稿日期 :2010 - 03 - 03

作者简介 :徐绪松 (1945 —) ,女 ,湖北嘉鱼人 ,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 ,研究方向 :复杂科学管理、投资

科学、风险管理 ,中国技术经济研究会会员登记号 : I031700053S ;郑小京 (1975 —) ,男 ,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

院博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 :复杂科学管理、供应链管理。
①　本文系“复杂科学管理方法论”系列论文之二。

1 　研究背景及理论框架

21 世纪人类进入了一个全球化的时代 ,管理的

对象已经由一般员工转变为知识员工 ,管理的环境

已经由静态转变为动态 ,面对复杂、动态的环境 ,非

线性的、不确定性的复杂系统 ,笔者提出了复杂科学

管理的系统思维模式[1 - 7 ] ,它不同于以往的系统思

维 ,具体表现在 :它是一种管理的思维模式 ,是对组

织中的人、资源、目标 3 个基本要素进行系统思维的

思维模式。其特征是注重目标 ,注重组织内外的整

个大系统 ,注重人的创造性智慧的激发 ,注重资源的

整合。复杂科学管理的系统思维模式将重点放在结

构方面 ,能够使管理人员了解关键性变量 ,以及彼此

间的相互依存和相互作用[8 - 9 ] 。

复杂科学管理的系统思维模式如图 1 所示。

复杂科学管理的系统思维模式是指从研究、观

察、分析、决策 4 个方面入手 ,在思考方式、观察角

度、思维过程、思维方法 4 个维度下对复杂的管理问

题进行系统思考、环状看因果、结构化思维以及视觉

思考。其核心是创新 ,是一种融逻辑思维与形象思

维于一体的创造性思维[9 ] 。为了更好地进行复杂科

学管理的系统性思维 ,本文提出定性分析的工具 :探

索图、循环图、结构图。探索图帮助人们进行视觉思

考 ,体现知识、信息、想象、创造结合的创造过程 ,解

决未知的、难以预测的一些决策问题 ;循环图从环状

看因果 ;结构图帮助人们进行结构化思维。这 3 个

图 1 　复杂科学管理的系统思维模式图

工具不仅是定性分析的工具 ,也是一种新的思维方

式的体现 ———视觉思考、环状看因果、结构化思维。

2 　探索图

探索图是系统思维的工具 ,它主要帮助人们解

决如何进行视觉思考的问题。探索图可以解决未知

的、难以预测的一些决策问题 ,如新产品开发决策、

投资项目的评审决策等。通过创造探索图 ,可以找

到所有影响或可能会影响研究主题的因素 ,从而帮

助决策。

211 　探索图的概念[ 11 - 16]

探索图是使用者采用复杂科学管理的系统思维

模式 ,通过对整个环境的观察 ,并根据自己所掌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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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和信息 ,充分利用其想象力 ,以及应用更大环境

考虑问题的能力 ,创造出的一张图[ 1 - 8 ,10 ] 。该图展

示了所有影响或可能会影响研究主题的因素 ,它的

形成是一个创造过程 ,甚至是集体创造的过程。

探索图以图画的思考方式 ,即视觉思考 ,将对现

实世界的直观感觉与其智力理解连接在一起 ;将想

象的创造力与直觉的技巧和分析能力整合在一起 ,

帮助人们观察并了解其面临的复杂问题。通过探索

图 ,人们可以将理论、知识和想象力结合起来 ,从而

鼓励了想象、创造。

探索图是边思考、边分析、边想象、边讨论才描

绘出来的。它不是所有可能因素的堆积 ,而是这些

因素的互动关系、层次关系的显现。它体现了系统

思维的整体化思考、结构化思维 ,同时也反映了因素

的互动关系。

探索图用椭圆表示因素 ,双向箭头表示互动关

系 ,无规则的圈表示同一类的因素 ,连线连接同一类

的因素 ,椭圆上加一个尾巴表示删去的因素。

212 　探索图的绘制过程

①初始。铺开一张白纸。根据研究主题或决策

问题的需要 ,召集有关专家对研究主题或决策问题

进行讨论。

②提问。主持人或负责人依据研究的主题或决

策的问题提问。如 ,如何评价风险企业家及其团队 ,

让大家思考。

③各叙己见。每个成员充分发挥其想象力 ,谈

出各自的观点。如 ,对如何评价风险企业家及其团

队的问题 ,各人应用个人的知识、经验 ,已掌握的信

息及其想像力 ,提出自己的观点。其中 ,有人提出应

考察他们的责任感、创新能力 ;有人提出应该注意他

们的文化背景、管理技能等 ;有人提出应该考察他们

的领导能力、管理技能、知识结构等因素 ;等等。主

持人就根据每个人的提议在这张纸上描绘出许许多

多影响主题的因素 ,用椭圆表示。即得到探索图 Ⅰ,

图 2 所示是探索图 Ⅰ的一个例子 ———风险企业家及

其创业团队评价的探索图 Ⅰ。

图 2 　风险企业家及其创业团队评价的探索图 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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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④综合分类。待大家的意见发表充分后 ,针对

这些椭圆 ,引导大家对所有的提议因素进行视觉思

考 ,从整体出发 ,综合相同的、剔除多余的 ,用连线连

接同一类的因素 ,用无规则的圈将同一类的因素圈

起来 ,对删去的因素在它所在的椭圆上加一个尾巴。

⑤命名。进一步进行视觉思考 ,给各个无规则

的圈命名 ,用一个椭圆表示。

⑥互动分析。分析因素之间的互动关系 ,用双

箭头描述它们之间的互动。

④⑤⑥步完成后 ,我们得到探索图 Ⅱ。图 3 所

示的是探索图 Ⅱ的一个例子 ———风险企业家及其创

业团队评价的探索图 Ⅱ。

图 3 　风险企业家及其创业团队评价的探索图 Ⅱ

　　⑦整理。对探索图 Ⅱ进行整理 ,将带尾巴的椭

圆去掉 ,把无规则的圈换成圆 ,我们得到探索图 Ⅲ。

图 4 所示的是探索图 Ⅲ的一个例子 ———风险企业家

及其创业团队评价的探索图 Ⅲ。

213 　探索图的特点

探索图是创造出来的 ,而且是集体创造出来的。

它的创造过程是将逻辑思维与形象思维结合形成创

新思维的过程。探索图帮助人们全面了解复杂问

题 ,并展示出所有影响或可能会影响研究主题或决

策问题的因素。归纳起来 ,探索图有如下特点 :

①探索图是创造出来的。它的创造过程是将逻

辑思维与形象思维结合而形成的创新思维的过程。

②探索图是一种以图画为载体的视觉思考方

式。即将对现实世界的直观感觉与其智力理解连接

在一起 ;将想象的创造力与直觉的技巧和分析能力

整合在一起。它将理论、知识和想象力结合 ,是一种

帮助人们观察并了解复杂问题的视觉思考方式。

③探索图是集体的智慧。它是集体边思考、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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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边想象、边讨论描绘出来的。

④探索图注重了因素的互动关系。探索图不是

所有可能因素的堆积 ,而是这些因素的互动、层次关

系的显现。它体现了系统思维的整体化思考、结构

化思维 ,同时也反映了因素的互动关系。

图 4 　风险企业家及其创业团队评价的探索图 Ⅲ

3 　循环图[ 17 - 21]

循环图是系统思维的工具 ,它主要帮助人们解

决如何从环状看因果的问题[8 - 10 ] 。循环图可以解

决这样一类决策问题 :企业如何形成循环的价值链 ,

进行增值活动 ;教师与学生如何形成循环互动 ,获得

教学相长等。通过创造循环图 ,找到互动关系 ,可以

提高组织的竞争力。

311 　循环图 I

循环图 Ⅰ是描述因果互动关系的工具 ,用椭圆

表示要素 ,箭头表示因果互动关系。它将从一个更

大的循环观察因果互动关系 ,体现从环状看因果。

图 5 是循环图Ⅰ的一个例子 ———风险投资价值

链循环图。风险投资价值链循环图描述了风险投资

价值链上的 4 个要素 :风险投资家、风险企业家、投

资者、投资银行 ,它们以风险投资家为核心 ,形成一

个循环的价值链 , 在互动中共同进行增值活

动[8 - 11 ] 。

312 　循环图Ⅱ

循环图 Ⅱ除描述因果互动关系外 ,还描述变量

之间的相关关系。在循环图 Ⅰ的基础上增加 S 型连

接和 O 型连接来描述系统的因果互动关系及相关

图 5 　风险投资价值链循环图

关系。其中 , S 型连接表示着两变量之间是正相关

的关系 ,而 O 连接表示两者间是负相关的关系 ,所

以它们也可用“+ ”,“ - ”符号来代替。如图 6 是循

环图 Ⅱ的一个例子 ———公司业务流程的循环图。

在图 6 中 ,该公司的业务销售量占市场的份额

与整个市场的总规模是负相关的 ,因为随着整个市

场总规模的增加 ,该公司相应占的份额比例会减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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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公司业务流程的循环图

随着公司占有市场份额的增加 ,公司的销售人员会

发现再吸引新的客户群会越来越困难 ,所以在市场

份额与满意的客户群之间是一个 O 型连接 ,两者负

相关 ;随着满意的客户群增加 ,公司的市场份额就会

相应增加 ,所以从满意的客户群到市场份额是一个

S 型连接 ,它们正相关 ;随着满意的客户群的增加 ,

该公司的销售收入会相应增加 ,也相应带来公司利

润的增加 ,而利润的增加会带来可投入开发市场资

金的增加 ,所以这几个都是 S 型连接 ,是正相关 ;随

着可投入资金的增加 ,公司会加大开拓市场的力度 ,

带来客户群的增加 ,所以这里也是一个 S 型连接 ;而

利润的增加 ,带来了对投资者回报的增加 ,因此也是

S 型连接。至此 ,循环图 Ⅱ简单地绘制完成了 ,从循

环图 Ⅱ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系统的各个因素之间

的相互因果互动关系。

4 　结构图[ 22 - 26]

结构图是系统思维的工具 ,它主要帮助人们进

行结构化思维。结构图可以解决这样一类决策问

题 :资源调整方案、企业重组、寻找战略伙伴等。通

过结构图 ,找到系统中各个元素 (包括企业、部门、政

府、工作流程等) 之间的结构关系 ,了解这些元素在

组织中的地位 ,从而支持决策[22 - 23 ] 。

411 　结构图的描述

结构图用一个个模块组成。每个模块用长方形

表示 (是一个要素) ,长方形内的文字是要素的关键

字 ,众多要素形成若干个模块 ,用直线连接 ,表示它

们的逻辑关系。

例如 :一个企业要寻找合作伙伴组成战略联盟。

其目标是提高本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对合作伙伴有

如下要求 : ①有核心竞争力 ; ②优势互补 ; ③诚信。

这是一个战略联盟问题。利用结构图将合作伙

伴 ———顾客、供应商、竞争者描述如下 ,见图 7。

图 7 　战略联盟问题的结构图

412 　结构图的作用

结构图有如下作用 :

①结构图是进行结构化思维的工具 ,用来解决

这样一些决策问题 :在众多要素 (事情、备选方案)

中 ,挑选出某些要素才能使整体达到最佳平衡点。

②结构图将问题清晰地描述出来 ,使人们能够

结合目标 ,从整体的视角进行分析 ,找出因果互动关

系 ,辨认哪些重要 ,哪些不重要 ,哪些应关注 ,哪些不

必太重视。最后达到整合搭配的最佳平衡点。

在上述寻找合作伙伴组成战略联盟的例子中 ,

我们将所有的合作伙伴 ———顾客、供应商、竞争者描

述在结构图中 ,再根据目标为提高本企业的核心竞

争力 ,要求合作伙伴具有核心竞争力、优势互补、诚

信 ,采用定性定量分析策略找出有核心竞争力的、能

够优势互补的、讲诚信的成为该企业的合作伙

伴[24 - 26 ] 。

5 　结论

面对管理的复杂性、动态性、不确定性 ,对管理

问题的研究 ,仅仅使用定量分析方法是不够的 ,因为

为定量分析提供的历史数据及资料往往并不能够全

方位描述企业所面临的问题。在很多情况下 ,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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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显得更为重要。本文提出了 3 个定性分析的工

具 ———探索图、循环图、结构图。这 3 个工具不仅是

定性分析的工具 ,也是一种新的思维方式 : ①视觉思

考 ———对于一些未知的、难以预测的决策问题 ,可以

根据当前的状态 ,应用所掌握的知识和信息 ,以及充

分的想象力 ,去推断未来。②环状看因果 ———改变

以往传统的有因就有果的线性看因果的思维方式 ,

这种思维方式会提高组织、个人的价值。③结构化

思维 ———不论多么复杂的问题 ,通过结构化、模块

化 ,都能够描述得十分清晰。这 3 个研究工具是解

决复杂决策问题的重要的思维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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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alitative Analysis Tools :Probe Graph ,Cycle Graph and Structure Graph

Xu Xusong ,Zheng Xiaojing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China)

Abstract : In t his paper , some qualitative analysis tools , such as t he probe graph ,t he cycle graph and t he st ructure graph ,are provided. The

probe graph can help people t hink intuitively ,which provide a creativity process f rom knowledge ,information ,imagination to reactivations ,in t his

process ,some unknown and unpredicted decision problems can be resolved. The cycle graph can help people analyze t he reason and result in cy2
cle. The st ructure graph can help people analyze questions more profoundly. These t hree tools are not only tools of qualitative analysis met hods

but also new t hought ways ,which can be express to intuitive t hought ,analyze t he reason and result in cycle ,st ructure t hought .

Key words : complex scientific management ;qualitative analysis tool ;probe graph ;cycle graph ;st ruct ure grap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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