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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根理论方法在科学研究中的运用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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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扎根理论研究方法是一种基于归纳的定性分析技术，在社会学研究领域如教育、宗教等方面运用较多。

该方法的特点是从现象中提炼理论，从而创建或丰富既有的理论体系。鉴于企业研究在方法突破和理论创新上的必

要性，通过对扎根理论法的适用领域、研究过程、分析技术和疑难问题等内容的论述，对致力于理论探索和方法提升

的企业研究者有一定启发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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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性研究是一组各类研究方法的统称，如民

族志法、自然探究法、片段分析法、个案研究法和

生态样本记录分析法等等都属于定性研究的范畴
[1]（p27）。扎根理论 (Grounded theory) 被视为是定性

研究方法中比较科学有效的一种方法 [2]（p105），此理

论最早由二位社会学者 Galsser & Strauss 在 1976

年发展出来。所谓扎根理论，是指经由系统化的

资料搜集与分析，而发掘、发展，并已暂时地验证

过的理论，它在某一场合可能指代一种研究方法，

在另一场合则可能指代基于该方法得出的研究结

论。Strauss & Corbin 指出，扎根理论强调理论的

发展，而且该理论植根于所搜集的现实资料，以及

资料与分析的持续互动 [3]（p65）。

一、扎根方法适用的领域及研究前提

科学研究的各种方法，都有各自不同的优劣

势，都有不同的擅长领域。研究者选择不同的研

究方法，往往意味着采取了不同的研究思路。同

时，方法的选取和使用更要源于研究主题的性质，

恰当的将研究问题与方法有机结合，是得出有价

值的研究结论的必要条件。

（1）扎根理论法的特点在于其认为社会学需

要建立理论，它认为定性研究或任何研究都应着

重资料分析与理论建立 [4]（p34-36）。因此，该研究方

法比较适用于那些现有理论体系不是很完善、很

难有效解释实践现象的领域，或者也可以说是存

在理论的空白点、出现了一些全新现象的领域。

比如，笔者曾参与了科技部科技促进发展研

究中心和挪威国家应用科学研究所（Fafo）的一

项合作研究，该课题基于深入访谈实地调研了四

川和青海两省的大样本企业，获得了大量有价值

的资料信息。在资料整理分析时，课题组发现存

在一种创业者多次直接或间接参与创建新企业的

“连次创业”现象（笔者给此现象的命名），这引起

了研究者的极大兴趣。国内外对企业创业行为的

研究由来已久，并且成果颇多，各种原因所至，研

究者们得出的结论与研究目的、研究地域、研究样

本和研究方法高度相关，从而显得千姿百态。鉴

于“连次创业”是一种非常特殊的社会现象，相应

的研究比较少，而我国西部地区又具有独特的区

情，于是，在掌握了详实的企业访谈资料基础上，

笔者运用扎根理论法进行了资料分析，得出了一

些关于“连次创业”问题的初步结论 [5]（p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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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扎根理论研究方法是一个不断比较、思

考、分析、转化资料成概念以建立理论的过程 [6]

（p113）。这种重视资料、重视互动的方法特性，使得

研究者可以借助和事件当事人的连续、亲密互动

和抵近观察来收集资料。在与事件、现象的互动

中，研究者用以提炼全新结论的理论敏感性不断

提高，其归纳提炼的研究结论也逐渐丰满。

扎根理论对资料的依赖性，使得其与案例研

究方法紧密联系起来。这是因为基于案例的选取

和资料收集才能更好地开展后续的扎根分析，对

于企业问题的研究更是如此：深入企业现场的案

例调研能够使得研究者有机会获取被访问者对有

关现象的解释和说明，并且在调研过程中通过多

次反馈达到充分沟通，从而保证了研究者所获取

数据的真实性、有效性和丰富性。案例研究方法

曾经在某段时期被研究者所质疑，是扎根理论的

出现及其资料分析的严密性、科学性带来了案例

研究方法的复兴。但值得特别注意的是：扎根理

论方法的资料搜集与分析是一并发生、同时进行、

连续循环的，也就是研究者要以研究过程中分析

所得的暂时结论为指导，不断审查资料的储备丰

裕度，不断调整分析的重点方向，不断进行资料的

补充工作。这与一般定性研究方法资料收集完毕

后展开集中分析的做法有很大区别 [7]（p126）。扎根

理论法要求边收集资料、边分析资料、边补充资

料、边调整研究的具体方向或重点，这就使得研究

者最初界定研究领域或主体时不能过于狭窄，而

其整体控制能力和动态灵活性也显得尤为重要。

二、扎根理论方法的一般分析流程

扎根理论研究方法的核心是资料收集与分析

过程，该过程既包含理论演绎又包含理论归纳。

扎根理论资料收集方法与其他定性研究没有显著

区别，而其资料分析则要求严格。Strauss（1987）

将扎根理论对资料的分析称为译码（coding）, 系

指将所搜集或转译的文字资料加以分解、指认现

象、将现象概念化，再以适当方式将概念重新抽

象、提升和综合为范畴以及核心范畴的操作化过

程。该过程要忠实于资料，挖掘出资料的范畴，识

别出范畴的性质和性质的维度。范畴间复杂交错

的本质关系就是研究所得的理论，也就是说扎根

理论研究之目的在于从理论层次上描述现象的本

质和意义，从而建立一个适合于资料的理论。通

过对多种文献资料的整理归纳，得出比较规范的

扎根理论研究流程如图 1 所示： 

图1 扎根理论研究的一般流程②

资料来源：根据Pandit(1996).The Creation of Theory: A Recent Application of the Grounded Theory Method, 

The Qualitative Report.Vol.2.No.4编制。

一般观点认为，扎根理论方法既然是一种从

现象归纳理论的技术，那么其对文献的依赖度就

应该是非常低的，而且大量的文献成果说不定还

会起到打乱研究者思路的负面作用。实际上，文

献分析也是扎根理论方法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

分，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基于文

献回顾和分析，我们才能够识别出哪些研究命题

可能会存在理论空白点，或者既有的理论是否真

的无法有效解释现象，这是选择研究方向的前提；

另一方面，任何社会现象都存在某种联系，不可能

有完全孤立的现象或理论。因此，扎根方法最终

提炼的结论需要与既有理论进行比较、互验，既有

理论也可能丰富扎根理论成果，更何况扎根分析

的一些概念和范畴还可能直接引自文献资料。

同时，扎根理论对资料信息的丰富度和代表

性要求较高，这就使得案例的选取显得非常重要。

定性研究的抽样必须要以能深度、广泛和多层面

反映研究现象的资料为样本，而不能像定量研究

那样选取能代表人口并推论到人口母群体的样本
[8]（p102-104）。定量研究的样本注重代表性，倾向于样

本的随机本质和统计推论所需的数量要求，而定

性研究则注重样本信息的丰富性和内涵深刻性。

案例研究的数据收集一般有访谈、观察和企业

文档三种方法，其中访谈是最重要的一种直接接触

企业、获取第一手资料的手段。访谈具有及时辩明

问题的特性和很强的灵活性。同时，访谈还具有启

发性，研究者可以在访谈中发现实践中的新思想、

新做法。甚至连被访谈者也没有意识到的思想火

花，研究者都可以对其加以显性化、条理化、系统

化，进而升华至理论层面。因此，访谈可能会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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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者发掘理论空白点的机会，适合于对那些新现

象和新事物的深入研究，这正好满足了扎根理论研

究议题新颖、亟待挖掘理论的要求。

为了保证资料的真实、准确，在资料整理方

面，需要通过多种数据的汇聚和相互验证来确认

资料的有效性。接下来，资料的具体分析过程包

括开放性、主轴和选择性译码三个主要阶段，这是

扎根理论最具特色也最为关键的部分，我们在下

面详细论述并辅以实例探讨。

三、扎根方法的分析技术及例举

扎根理论方法对资料的分析过程可以分为三

个主要步骤，依次为开放性译码、主轴译码和选择

性译码。这三重译码虽然在形式上体现为三个阶

段，但实际的分析过程中，研究者可能需要不断地

在各种译码之间来回转移和比较以及建立连接。

(1) 开放性译码

开放性译码指将企业资料记录逐步进行概念

化和范畴化，也就是根据一定原则将大量的资料

记录加以逐级“缩编”，用概念和范畴来正确反映

资料内容，并把资料记录以及抽象出来的概念“打

破”、“揉碎”并重新综合的过程。开放性译码的目

的在于指认现象、界定概念、发现范畴，也就是处

理聚敛（Convergence）问题 [9]（p35）。开放性译码的

程序为定义现象 ( 概念化 )——挖掘范畴——为范

畴命名——发掘范畴的性质和性质的维度。对范

畴的性质和性质的维度进行界定，是为了确保概

念到范畴的提炼操作尽量科学贴切。为了说明开

放性译码过程，我们以“蒙牛资料记录”分析中部

分资料的开放性译码作为举例 [10]（p5），具体如表 1

所示：

表 1  “蒙牛资料记录”的开放性译码分析举例

蒙牛资料记录
开放性译码

概念化 范畴化 范畴的性质 性质的维度
企业准备成立时，市场是蒸蒸日上的态势

(a1)。…其他企业生产能力远不能满足

市场需求增长 (a3)。正是行业的快速发

展创造了本企业发展空间，也导致了竞争

对手无暇它顾(a4)。……

a1.产业环境

a2.…

a3.供给能力

a4.产业时机

……

1 . 以 概 念

a1,a3,a4…

范畴化为：时机（ 

A1）；

……

1.时机的性质：

有利时机、不利

时机…；

……

有利时机的面向：

有利/不利；不利时

机的面向：有利/不

利；…；

……

      资料来源：根据李志刚，李兴旺，《“蒙牛”快速成长模式及其影响因素研究——扎根理论研究方法的运用》一文改编而得，该文

发表于《管理科学》杂志2006年第3期。

这里的概念和范畴命名有多重来源：文献资

料、访谈记录、小组研讨或研究者“新创”，其原则

标准是一定要能够真实、准确反映现象的本质。

同时，概念和范畴的得出也并不是一劳永逸的，为

了找到最能反映资料本质的概念和范畴，我们在

资料和概念、范畴间不断循环往复考察。而且，概

念和范畴也处于动态变化之中，这或者是由于我

们研讨后找到了更贴切的概念，或者是由于我们

对资料的理解有了新的进展。

经过以上的第一层译码分析，得出的概念和范

畴都逐次暂时替代了大量的一手资料内容，我们对

资料的精炼、缩编和理解也在逐渐深入，继而分析和

研究复杂庞大的资料数据的任务转而简化为考察这

些概念，尤其是这些范畴间的各种关系和联结。不

对资料进行概念化和范畴化，扎根理论研究的后续

分析和成果展示是无法进行的。换言之，概念化和

范畴化将收集来的资料转换为一个个利于比较和分

析的单位，促动研究者对资料里反映的现象提出问

题，引导着研究者对各种假设和现象提出质疑，推动

了研究者进一步探索、识别和导出范畴间的新关系。

(2) 主轴译码

在概念化和范畴化阶段，研究者将资料分解

并指认出范畴，该过程对资料进行了一定程度的

抽象和提炼，但最终得出的范畴几乎都是独立的，

其间的关系并没有得到深入探讨，而关系的建立

是得出结论的必要前提。为此，要将各个独立的

范畴加以联结，将被分解的资料重新整合，这有赖

于主轴译码阶段典范模型工具的运用。

主轴译码是指通过运用“因果条件→现象→

脉络→中介条件→行动 / 互动策略→结果”这一

典范模型，将开放性译码中得出的各项范畴联结

在一起的过程 [11]（p108）。主轴译码并不是要把范畴

联系起来构建一个全面的理论架构，而只是要发

展“主范畴”和“副范畴”。换言之，主轴译码要做

的仍然是发展范畴，只不过比发展其性质和维度

更进一步而已。典范模型是扎根理论方法的一个

重要分析工具，用以将范畴联系起来，并进一步挖

掘范畴的涵义，其作用体现在：我们可以利用产生

某个事件的条件、这个事件所寄寓的脉络（也就是

该事件在维度上的位置），以及在事件中行动者采

用的策略和采用后的结果，来帮助我们更多、更准

确地把握该范畴，从而实现了剖析范畴内涵和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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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范畴关系的统一。因此，条件、脉络、策略和结
果虽然也都是范畴，但都是与某一“主范畴”有关

而用来帮助了解该主范畴的，故将其称为副范畴。
关于典范模型分析过程举例如图 2 所示：

图2 主范畴“厚积薄发成长”的典范模型    
      资料来源：根据李志刚，李兴旺，《“蒙牛”快速成长模式及其影响因素研究——扎根理论研究方法的运用》一文改编而得，该文

发表于《管理科学》杂志2006年第3期。

表 2 核心范畴“弱势互赖的继承式裂变创业”的性质、维度和位置

核心范畴的性质 性质的维度（属性排列） 维度的位置

继承式裂变创业继承程度

继承式裂变创业团队组成

继承式裂变创业资源基础

……

高—低，同产业—异产业

内部—外部，多来源—少来源

有优势—无优势，转移—未转移

……

程度高，同产业

内外兼有，多来源

无优势，未转移（母体资源）

……

资料来源：根据李志刚，王迎军，《继承式裂变创业的扎根理论方法研究》一文改编而得，该文发表于《中国海洋大学学报》

2007年第2期。

典范模型的六个主要方面，用以引导对范畴
的整理和分析，实际上就是将范畴安排至典范模
型六个方面的不同位置，位置即体现了关系。典
范模型建构起了范畴间的紧密关系，通过典范模
型我们对主范畴有了更加全面、准确的了解，这其
实也展示了与企业资料的持续互动。基于现象的
复杂性，我们得出的主范畴可能不止一个（当然
太多的话也会失去意义），对应的典范模型也会不
同。于是，某一范畴可能在针对不同主范畴的典
范模型中发挥不同作用，也就是说，某范畴在分析
主范畴 A 时可能是因果条件，而在分析另一主范
畴 B 时则成为结果。我们可以把同一范畴反复置
于不同典范模型的不同位置，原则是服从于解释
和说明主范畴的内涵及体现范畴间的联系。

(3) 选择性译码
经过以上对范畴的典范模型分析，我们对范

畴及其关系的理解又加深了一步。在对原始资料、
概念、范畴，尤其是范畴关系不断比较的过程中，
扎根理论分析进入了第三个译码阶段——选择性
译码。选择性译码是指选择核心范畴①，把它系统
地和其它范畴予以联系，验证其间的关系，并把概
念化尚未发展完备的范畴补充整齐的过程。该过
程的主要任务包括识别出能够统领其他所有范畴
的“核心范畴”；用所有资料及由此开发出来的范
畴、关系等扼要说明全部现象，即开发故事线；继

续开发范畴使其具有更细微、更完备的特征。选
择性译码中的资料统合与主轴译码差别不大，只
不过它所处理的分析层次更为抽象。

对于笔者分析过的蒙牛公司裂变创业案例而
言，通过对范畴的继续考察，尤其是对主范畴及相
应副范畴的深入分析，同时结合原始资料记录进
行互动比较、提问，发觉可以用“厚积薄发、柔道运
势、学习型高成长”这一核心范畴来统合其他所有
范畴。“蒙牛”公司充分展现了这一概念的内涵，
即利用自身多年的资源、能力积累，快速打破追随
发展的态势，改变企业生存环境，力求主导产业走
势。围绕该核心范畴的故事线可以概括为：企业
创建后采取追随战略，与业内优秀企业捆绑，厚积
薄发；灵活处理与竞争者及利益相关者关系，善于
借助与竞争者、“热点”事件捆绑，善借时机助势，
吸附整合资源，来实现快速发展；持续学习创新，
最后改变追随者“内蒙牛”态势，积极打造自己“中
国牛”、“世界牛”的企业地位。

核心范畴及故事线的提炼，简化和集中了我
们对个案的理解。为了使分析更有说服力也更丰
富，有必要对核心范畴展开进一步探讨，这可以通
过识别核心范畴的性质、维度和位置来实现。关
于核心范畴的分析，我们以笔者针对另一家企业
展开的“继承式裂变创业”扎根分析为例，具体见
表 2：

①核心范畴及故事线是扎根分析过程的阶段结果，前者是指用一个范畴概括、统率整个个案所反映的事件或现象，后者指用一句话总

结个案故事的主要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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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扎根方法的理论扎根及总结

根据扎根理论研究方法，围绕核心范畴、主副
范畴以及所有范畴和概念而构建的立体网络关系，
就是研究的结论。主轴译码和选择性译码的分析
已经体现了结论的雏形，但“理论的扎根”还有待
于运用所有资料来验证范畴和关系。理论扎根的
过程是“保持资料与理论间来来回回的互动性，不
断将来自现实世界的资料，转化成较高的抽象层次
的范畴、维度与概念，并建构概念之间的关系、直到
理论性饱和为止”[16]（p56）。理论的生成，需要研究
者再次运用典范模型这一工具将核心范畴与其他
范畴尤其是主范畴加以联结，并用所有资料验证这
些联结关系。就个案的扎根分析而言，如果研究者
对围绕核心范畴构建的范畴体系关系不满意，或者
觉得其中某个部分存在逻辑模糊性，就需要再次收
集、补充有关资料，再次对三重译码分析的准确性
加以检视，或者对范畴的关系加以调整。

笔者认为，为了使扎根研究的结论更具说服
力也更丰满，应该针对某一新现象或新领域展开
多重案例研究。具体研究思路可以参考以下建议：
首先，对每一个围绕主题精选的案例都独立进行
译码分析，并得出个案的研究结论，这一结论可能
更具有特殊性；其次，在多个个案研究结论之间开
展比较研究，从而实现“同中求异、异中求同”，更
好的理解独特现象的理论内涵；第三，可以考虑对
多个个案提炼出的范畴、主范畴和核心范畴进行
归类、整合，也可以把它们作为一手资料，再次运
用扎根分析的译码技术展开研究。

总之，对于那些既有理论不足且理论的现象
解释力不够的研究领域，扎根理论方法不失为一
种有效的分析技术。该方法可以帮助研究者舍弃
文献演绎模式，利用归纳方法从现象中提炼该领
域的基本理论，从而在逐渐创建和完善该理论体
系的过程中实现其与既有理论的有效对接。当然，
该方法的有效运用主要有赖于以下两方面的努
力：一方面，花费大量精力选择一个好的、有意义

的研究方向或领域，识别可能存在理论空白的命
题实际上是件很难的事情；另一方面，注意资料的
收集和整理，并严格按照扎根方法的原则、步骤和
技巧、要求进行时而枯燥时而有趣的资料分析，并
大胆提出理论假设和提炼全新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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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tudy of Grounded Theory in Business Research

LI Zhi-gang
(College of Management, Ocean University of China, Qingdao 266071,China)

Abstract: The Grounded Theory is a very scientific and useful qualitative method, which is widely 
applied in the social research fi eld. The most important characteristic of Grounded Theory is that it can abstract 
some conclusion or theory from phenomena. So, it is very necessery to use this method in enterprise studies. 
We present some advice concerning the question fi eld, analysis process, technology application and diffi culty 
treatment by a few case exam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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