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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研之路：青年教师的中观视角与多维探索

罗俊 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行业研究院副院长、数字化平台

行研团队成员、新能源发电和储能行研团队成员。

自 2018年底成立至今，上海交通大学行业研究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值此行研院成立

5周年之际，我回顾了一下自己参与行业研究的经历，将自己的心路历程和心得体会与各位

同仁分享交流。

我参与行业研究的历程始于 2019年加入尹海涛教授领导的新能源发电和储能行业研究

团队。此前 10年，与大多数青年教师相同，我主要关注理论研究和论文发表，对行业研究

知之甚少。因而此时对于行业研究，我还处于“摸着石头过河”的阶段，在参与的过程中不

断了解、思考行业研究的内涵并实践行业研究的方法。同时也与国家电网泰州供电公司形成

了关于内部市场模拟的咨询项目。

2020年，在筹备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重点项目申请的过程中，我开始接触陈宏民教授

主持的行业研究工作，并于 2020年起加入陈宏民教授领导的“互联网+”（即数字化平台）

行研团队。在这个过程中，与陈宏民老师一系列的思想交流和研究实践使我对行业研究的范

式有了全新的认识。传统研究强调“从文献到文献”，即通过发掘文献中研究的不足以提出

研究问题，进而结合文献中的研究方法进行解决。一般的横向课题研究则强调“从文献到实

践”，即将文献中的理论方法应用于解决企业的特定的实际问题。与前两者不同，行业研究

强调“从实践到文献”的研究范式。需要研究者从现实问题出发，通过归纳、总结提炼科学

问题，进而结合文献研究提出一套具有一定普适意义的方法。基于此，我也开始尝试与相关

企业进行科研合作，就行业内共同关注的重点问题开展研究。例如 2021年主持的阿里巴巴

创新研究计划，就关注了在电商环境下库存网络结构复杂、随机性强的特点。此类问题是伴

随着中国互联网经济快速发展而诞生的，具有鲜明的中国特征，是过去文献中所不曾涉及的，

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和研究价值。

随着对行业研究认识的不断深入，在亲身参与行业研究之余，我也在不断探索如何通过

行业研究院的平台，将行业研究的理念与实践推广到更广泛的群体中去。在 CLGO 全日制

MBA项目管理的过程中，与企业大量的接触和沟通使我们认识到企业的多元化需求，且需



2

要高校教师的专业知识支持，而行业研究院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将企业需求与教师专业技能对

接的平台。借由此平台，我们把企业的项目或课题推荐给合适的教师，进而形成一系列的研

究合作。同时，上海交通大学主办的《系统管理学报》也开设了“行业研究与案例研究”专

栏，以推动并配合行业研究的发展。

在参与行业研究，践行“纵横交错”理念的过程中，我从一名学习者、参与者逐渐成长

为一名管理者、推动者，并在其中收获良多。

在现实层面，从事行业研究帮助我深入理解中国行业发展的现状及企业面临的最紧迫的

问题，进而通过项目合作的形式，将理论成果用于解决实践问题。例如与国家电网泰州供电

公司在内部模拟市场建设方面的合作研究，以及与阿里巴巴天猫数字供应链团队关于大规模

仿真优化的合作研究，都体现了行业研究服务行业、服务社会的理念。

在科学研究层面，一方面，企业丰富多样的实际问题给了我全新的视角，促使我去发掘

其背后的科学问题，从而产生了一系列的科研工作。在新能源发电和储能规划行业研究过程

中，我们梳理了储能行业发展过程中的关键管理科学问题，并以光储微电网的容量规划问题

为切入点进行了研究。在与阿里巴巴进行供应链管理合作研究的过程中，我们着眼于电商环

境下复杂的供应链结构和随机性特征，创新地运用仿真优化的方法进行库存优化。另一方面，

企业实际问题的复杂性促使我寻求与其他老师的合作，促进了研究中的学科交叉。例如在国

家电网泰州供电公司的研究项目中，由工商领域的李文老师与我指导的博士生徐婉迪合作对

电网企业应对突发事件的企业社会责任实现机制进行了案例研究。目前，我的团队中有 3

名硕士生均从行业研究或企业合作项目中发掘出科学问题，并形成论文发表，行业研究对人

才培养起到了助力。

同时，行业研究也反哺了教学工作。我们基于新能源发电和储能行业研究的成果，开发

了“新能源微电网的经济评价和系统优化”虚拟仿真平台，目前已登记软件著作权并用于本

科生课程教学中，相关课程“虚拟仿真实验教学课程”还获得了上海高等学校一流本科课程

等教学奖励。部分行业数据和案例也进入了我负责的“商务统计学”本科课堂中，该课程获

得了 2022年上海高校市级重点课程的立项。

回顾我参与行业研究的经历，无论是在思想认识还是研究工作上，都经历了一番不断尝

新、不断试错、不断成长的过程。在行业研究的定位、我们如何对待行业研究方面，我主要

有以下心得。

行业研究是未来商学院发展的重要形态。在传统商学院的科系设置中，管理、金融等学

科主要关注企业微观层面的研究，经济学科主要关注政府宏观层面的研究，而处于中观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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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行业是连接两类研究的重要桥梁。全面深化改革的浪潮推动着宏观经济增长从粗放走向精

细化，伴随而来的是对行业深入研究的需求。随着时代的进步，未来企业的管理者们素质将

越来越高，同时也希望从高校获得更多的价值提升。为了满足这一需求，商学院需要在传统

的MBA、EMBA培训之外，提供更加具有深度的知识和教学资源。行业研究可以帮助企业

跳出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从更加宏观的角度看待企业发展战略。

行业研究是一块土壤，可以从中培育出扎根中国管理实践的管理研究。随着中国经济的

快速发展，相当一部分企业面临的现实问题是中国特有的，蕴藏着丰富的科学研究价值。行

业研究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渠道，使得我们能够立足于中国的发展实践，研究其背后的管理学

问题，并通过文章或其他成果将中国故事传播出去。我主持的阿里巴巴创新研究计划，其研

究问题正是源于中国电商快速发展的背景下，库存网络高度复杂化所带来的库存管理问题。

相比于国外以往的文献研究，我们所面对的系统在网络结构、特征、随机性等方面均更加复

杂，是诞生于中国企业实践的问题。从研究的角度而言，把具有中国特色的问题介绍出去，

讲好中国故事，为学界带来新的研究视角，是学术创新的重要一环。

作为一片孕育生命的土壤，对于行业研究我们应摈弃功利思想，而抱以宽容的态度为其

添砖加瓦。行业研究需要持之以恒地投入精力，但失败率也较高。在“从文献到文献”的研

究范式中，研究问题的定义、发展和研究方法的脉络往往是清晰可循的。但“从实践到文献”

的研究需要研究者从纷繁复杂的现实中提炼出科学问题并设计研究思路，这对研究者的综合

素质要求较高。同时，并非所有的行业研究问题都具有科学研究价值。当前，“从文献到文

献”的研究是高校中科学研究的主流，“从文献到实践”的研究是企业与高校合作的主要模

式，而“从实践到文献”的研究正方兴未艾。因此，我们应怀抱一种宽容的心态和视角来对

待行业研究，允许在这片土壤上试错，允许在这片土壤上生长出的只是灌木丛。只要培育好

了行业研究的土壤，终有一日会从中生长出参天大树。

对于青年教师而言，应该利用好行业研究院这个平台，在生存与发展之间找到平衡点。

青年教师面临着考核的压力，首先考虑的应当是生存问题。行业研究需要高投入、存在高风

险，如果过早参与行业研究却没有取得成果，则容易演变为夸夸其谈，对青年教师有很大的

伤害。因此在早期，青年教师可以以学习者的姿态，从企业参访、参加活动、指导学生等方

面着手开始接触行业研究，在不断学习的过程中找到自己的兴趣点。行业研究院正是为青年

教师们提供了这样一个平台，让大家由浅入深地接受行业研究的理念和研究方法，并为未来

从事行业研究提供通道。

行业研究院成立 5周年来，为教师们提供了一个广阔的舞台。商学院教师的价值应该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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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维度上有所体现，应该走出校园、走进企业和工厂、走向社会和政府，再回归课堂，把

研究工作与商业实践有机结合起来。我们都应借由行业研究院这个舞台，做自己感兴趣的研

究，并感受到自己的价值。我想这也是行业研究院“服务社会、服务企业、服务政府、服务

教学于科研”的宗旨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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