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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转向下的组织战略变革话语研究

□ 张慧玉
１

眭文娟
２

（ １ ． 浙江 大学 外 国语言 文化与 国 际 交流学 院 ，
浙江 杭 州 ３ １ ００５ ８

；２ ． 电 子科技 大学 成都研究 院
，

四 川 成都 ６ １ １ ７３ １ ）

［
摘 要

］

“

语言 转 向
”

掀起 了 组织管理学科 中 的话 语研 究热 潮 ， 其中 组织战 略 变革 是 对 话 语 分析 理 论 与方 法运 用 领域

最 广泛 、 深入 的领域之
一

。 本 文 通过 回 顾 己有 的 组织 战略变 革话语 研 究 综合述评话语 分 析 对该 领域 的主 要贡献 ， 并

指 出现有 研 究 中存在 的主 要 问 题 ， 为 未来 研 究 指 明方 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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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者持续语 言交流的结 果 ， 变革 的模式依赖于新话语 ，

—

■

＝而新话语的 意义 由行动 者通过交流互动而成
１
５

１

。 话语

分析不仅从方法上为组织变 革研究提供新工 具 ， 而且

兴起 于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末期 的
“

语 言转 向
”

运动 ，对其理论构 建具有重要 贡献 ， 首先 ， 话语视角 将 组织

向 占据 社会科学研 究主导地位的实证主 义及其 倡导的变革视为
一

个社会构建性的现实或现 象 ，
通过剖 析构

定量研宄方法提 出 了 严 峻的 质疑和挑战 ， 引领 了
一

场建 、 表达 、 传 播变革 的关键话语清晰地呈现变革 从立

同时波 及组织管理研究理论框架及 方法设计 的基础性意到结果的整个过程
｜

６
１

。 其次 ， 话语分析通过语 言互动 、

变革
ｍ

， 而组织 战略变 革话语研究无疑 是其 中 最重要语义等各种 因 素观察主要 行动者对待变革 的态度 、 所

的 内容之
一

。 欧美学者对组织战略变革话语尤为重视 ，采取的行为及其对变 革过程 的影响
ｍ

。 最后 ， 话语分

但 中 国 管理 界对话语关注甚少
１
２

１

， 甚至语言视 角 下 的析尝试从不 Ｎ层次思考组织变革现象 。 跨文本分 析使

组 织研 宂成果也十分有 限
［ ３ １

， 亟待 后续研 究系统 、 深得组织变革研 究超越简 单的 口 头或书面语义 阐释 ， 通

入地进行探 索与挖掘 。 因 此 ， 本 文首先介绍 语言转 向过关注不 同层 次之间 的话 语互动更深刻 地理解语言使

的兴起与发展 ， 进而系 统梳理 己有 的组织 战略变革话用 的情境 、 原 因及影响作 用 。 话语分析 的跨学科特点

语研宄 ， 以此 为基础综合述评话语分析对组织战略 变促使组织变革研宂者从语 言学 、 哲学 、 传播学 、 社会

革研宂 的主要贡献及现存 的主要 问题 ， 并展望未来 主心理学等视 角观察 、 挖掘 并剖析变革 中 的主要 因 素及

要研究方 向 ， 以 期在 向 中 国组织管理界推介这
一

研 宂演变过程。

方法及理论框架 的同 时 ，
为后续研 宂 、 尤其是 中 国情部分学者对组织战略变革话语 的现实及理论贡献

境下的组织战略变革话语研 宄做铺垫。提 出 了质疑 ， 认为相关成果难 以为管理实践所用 据此 ，

《 应 用行 为科学杂 志 》 （ ｊｏｕ ｒｎ ａｌｏｆＡｐｐｌ ｉ ｅｄＢｅｈ ａｖ ｉｏ ｒａ ｌ

二 、 组织战略变革话语研究回顾Ｓ ｃｉ
ｅｎ ｃｅ

） 于 ２〇
１
０ 年 ３ 月推 出专刊

“

组织话语与变革
”

，

所收录 的研究采用 各种严谨 、 稳健 的方法对组织变革

（
一

） 研究概况话语进行深入的分析 ， 直接聚焦管理实践 中 的 问题
，

组织战略变革话语研究主要关注文本的生成与传不仅深化 了 变革相 关理论 ， 而且通过以案例 为基础的

播 如何影响变 革 的方式及 过程
１
４

１

， 认 为组织变革 是行实证分析探讨 了权力 、 阻力 、 多样性 、 身份认同 等问题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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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 与现实 意义兼 具。 尤其在 实践方面 ， 部分研究直商讨 中形 成两种 完全不 同 的模 式 ， 即
“

生成性对话
”

接探讨组织顾 问 、 变革代 理人等在 变革 中 的工作与角与
“

退化性对话
”

， 二者 表现于 中 高层 管理者对 不同

色
［ ８ １

， 部分研究直 接探讨 现实变革相 关 的 问 题
１
９

１

， 均沟通惯例的使用 ， 在研讨 会话语过程中 持续共存互动 （

能给管理者及管理实践带来直接启示 。其中 由部 分特殊沟通惯例产生 的生成性对话促成 以 新

（
二

） 话语与 组织 战略 变革进程知识转化为基础的组织变革。

组织战略变革话语研究首先关注管理者如 何针对（ 三 ） 组织战略变革 中 的语义 作用

变革构 建话语文本 、 意 义并通过其 传播 引 导组织成员对语义作用 的探讨往往 只 限于管理者与 员工构 建

接 受 、 支 持变 革。 Ｈｅ ｒａ ｃｌｅ ｏｕｓ 和 Ｂａｒｒｅ ｔｔ
＾１

以
“

结 构 二的简单语 义类型 （ 例 如 ：
正面 与负面话语 ）

， 忽略话

元性
”

为 基础
，
提 出 了话语的结构 性观 点 ， 将话语分语接收者的反应与角色。

解为相互关联的动态 二元 ， 即 表层 沟通行为及深层话鉴于此 ， Ｓｏ ｎｅｎｓｈｅ ｉ
ｎ

１

７
１ 尝试研 究组织战 略变 革 中

语结构
，

二者通过行动者 的话语阐 释体系及 形式联 系多 个行动者群体构 建的多 类型语义
，
并 关注 员 工等话

起来 。 话语的结构 性观点 强调呈现 在表层沟 通行为 中语接收者对语 义的反应 ，
包括员 工如何回应变革话语 、

的深层结 构 ； 他们 进
一

步 以 阐释 学和修辞 学为基础 ，如何重构语义以 及这种 重构 如何 影响他们 进
一

步 的反

分析 以修辞或然性推理形式存在 的深层结 构如何 引 导应 以 及整 个变 革实施过程。 他 以三阶段变革理论为基

行动 者对组织变革进行阐 释并采取 相应行动。 他们 聚础 ， 对
一

家全球 ５００ 强零售商的战略变革开展 田野研究 ，

焦 １ ９９ ３
－

１ ９９８ 年 间伦敦保险市场 电子交 易支持系统从开运用话语分析方法对 比管理者与员 工语义构建的差异 ，

始试用到 最终 弃用 的过程 ， 剖析该过程 中三类主要利并分析这些差 异如何影 响战略 变革 的实施 ．

， 他运用叙

益相 关者 群体 （ 市场领导者 、 Ｉ
Ｔ 主管及 员 工 、

经纪 商述 、 意 会等方式 剖析变革话语 ， 探讨更广泛 语义来源

与保 险商 ） 的话语特征及性质 ， 进而挖掘这些话语 如（ 管理者与 员工 ） 与更广泛语义构建维度之间 的 关系 。

何影 响电子交 易 组织变 革的进程。 他们运用话语分析他发现 ， 管理者 不仅通过解冻 、 修改语义构 建新的组

技术将战略计划书 、 访谈文稿 、 媒体报道 、 市场 出版物 、织语义 ， 以此推动变革 ， 而 且同时保 留现有组织语义

备忘录 以及 民族志观察记录等整理成文本 ， 就 中 心主以维持组织稳定 。

题进 行文本及跨文本分析。 研 究发 现 ， 话语表层沟通研究不仅通过关注员 工作为话语接收者在组织变

行为 与深层结 构中 均存 在话语转换 ， 而不 同 的利益相革话语构建 中 的 角 色 ， 弥补 了 己 有研 宄的 空 白 ， 而且

关群体具有不 同 的话语特征 ， 甚至包括 明 显 的话语冲通过揭示管理者话语行为的双重性丰富 、 深化了 己有

突 ，
如经 纪商和保 险商趋 向 于抵制 市场领导者倡导 的研究对组织变革话语的理解 （

电子 交易 体系 。 不同群体之间 的话语冲 突对变 革过程（ 四 ） 组织 战略变革 多 维度分析框架

产生重 要影响 ， 其中深层结构 的潜在冲突影 响尤甚 。Ｇ ｒａ ｎ ｔ 和 Ｍａ ｒｓｈａｋ
１

６
１

针对 以往变革话语研究往往 只

即 便 不同 利益相 关群体在表层沟通行为中 达成形式上聚焦有关话语或变革零散 、 分割 方面 的情 况 ， 提 出 了

的
一

致意见 ， 深层话语结构 中 的冲 突依 然致使合作难
一

个有助于多维 度理解变革话语及 其中 相互 关系的分

以进行 ， 从而影响变革进程 。析框架。 他们所提 出 的分析 框架 的核 心预设 是组织及

Ｖａ ａｒａ 和 Ｔｉ ｅｎａ ｒ
ｉ

１

＂
１

聚焦跨 国 公司 并购这类重大的组织变革 由话语长时 间 创造 、 维 持 、 转化而来 ， 该框

组织变革 ， 以跨 国 金融服 务集 团为 案例 ， 分析全球主架 由七个相互联系的方面构成 ：
（ １ ） 话语具有建设性 ，

义者 、 民 族主义者 以及地区主义者这三个主要行动者改变主导话语将 引起变革 ； （ ２ ） 多个层面上相互联系

群体 的前叙事话语如 何推 动或阻碍并购活动 。 研究发的话语均能影响变革 ； （ ３ ） 变革话语的形成是
一个持

现 ， 全球主义者通过话语将并购活动合法化 ， 并推动续 、 迭代 、 递 归的过程 ；
（ ４ ） 变革叙述通过会话得 以

跨 国 公司 组织身份 的形成 ， 民 族主 义者通过话语推动构建与传播
； （ ５ ） 自反性增加变革代理人及研 究者使

民族 身份与利 益的重新 合法化 ， 而北 欧地 区主义者通用话语的功效 ；
（ ６ ） 权力过程塑造有关变革 的主导话

过创造地区 身份认 同 。 显 然 ， 三者 的话语代表 了 不同语 ； （ ７ ）存在可利用的替代性话语 。 这些方面共同表 明 ，

行动 者群体之 间 的 冲 突与挑战 ， 支持与 阻力之 间 的动变革 中 相关事宜通过语言框 架与 交谈 构成有 意义的变

态话语博弈对变革路径 与过程产生 直接 、 关键甚至决革情境 ， 促使变革代理人影 响组织 员 工及其他利益相

定 性 的影 响。 Ｄｅｗｕ
ｌｆ 和 Ｂｏｕｗｅ ｎ

１ １
２

１

指 出
，
在 多个行 动关者思考变革 ， 并就 相关 问 题或情 况做 出 回 应 ， 以推

者参与的复杂 变革会话过程 中 ， 不 同 的行动者必然 会动变革 的发生与成功 。

就 关注的 问题 形成不 同 的框架 ， 而后续 的变革对话 则该框架强调组织变革 的过程及瞬 时状态 ， 将变革

必须面对框架差异带来的挑战 。 Ｔｈｏ ｍａ ｓ 等
１
５

１

聚焦
一

家视为是
一

个迭代 、 持续 发生 的社会构 建过程 ， 引 导更

通讯公司 文化 变革项 目 中 研讨会 的话语过程 ， 对其 中多 的研究关注变革参 与者之 间 作用至关重要 的沟通惯

话语含 义的 商讨进行 了 详细 、 实时 的分析 ， 发现含 义例 ， 推动不 同 分析层次上有 关变革过程 的理论构建 。

２０ １ ６ 年第 ３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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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 示管理者可以通过惯例 对话等话语惯例提 高组织变后的认 知 、 思 维差异 ， 加强组织战略变革话语 本身的

革的效果 。理论构建 ， 为更深入 、 科 学的组织战略 变革话语分析

奠定理论基础 。

三
、 组织战略变革话语研究的评价及第三

，
在研究方法上 ， 现有组织战略变革话语研

未来展望麵 丨駐謝生 弓虽 、 較施縣割口頂 。 ±應＿

不仅与语言研究的特 点有关 ， 也源于方法体系 的缺乏 ｃ

通过 回顾 、 梳理现有的组织战略 战略话语研究不当 前的组织 战略变革话语研 究往往话语分析与 内 容分

难 发现 ， 话语分析对该领域的 突出 贡献可 以 从两个方析 、 叙事分析等语言学方法随意 混淆使 用
ｍ

， 缺 乏严

面进行概括 ：

一

方面 ， 作为研究方法的话语分析为制度 、谨 的标准。 基于此 ， 未 来研宄可 以通过制定广泛 认可

结构 、 惯 例等基本组织 要素的社会 构建过程提供 了有的标准 、 流程及多方法融合 完善方 法体系 ， 规范 、 控

效的分析工 具 ， 促使研宂者将对文本 、 话语 等研究材制 研宂的 主观性
，
以提 高研究结果 的普适性 。 基于语

料 本身 的重视融入到 对组织现实多面性 的理解与 阐释言学源头与基础 ， 会话分析 、 语料库分析 、 体裁分析 、

中
；
另
一

方面 ， 作为理论框架 的话语分析为组织要素 、语用分析 、 媒介话语 分析等语言学 分析方法都 可 以为

构建及过程研究提供 了独特且关键 的分析视角 ， 论述 、组织战略变革话语分析所用 ， 而对语 言学专业分析技

文本情境等语言学新视角 有效 地拓宽 了 组织变革管理术的运用将促进研究的标准化与规范化
？ ３

］

。 同时 ， 后

研宂思路 ， 推动 了相关研 宂领域的理论构建
［４ １

。续研宂可以 在尊重 、 关注语 言本身 的基 础上取 实证主

尽管 已有话语研 究有 力地推动 了组织战略变革研义所长 ， 与 较为成 熟的 定性 、 定量方法相结 合 ， 进
一

宂的发展 ， 但在多个方面依然存在较为明 显 的局限 ，步完善研究方法体系 。

亟待进
一

步突破 。 首 先 ， 就 言语性关注而言
，
现有组最后 ， 就中 国组织战略 变革话语研 究而言

，
目 前

织战略 变革话语研究在关注程度及论证逻辑上均 有待还处于 起步阶段 ， 除 了 要面临西方研 究存在 的理论及

改善 。 在语 言关注程度上 ， 部 分学者担心组织战略变方法局 限外 ， 还必然要经历较长的探索时 期。 整体而言 ，

革话语研究将过于聚焦语 言 ， 忽视组织管理现实及情目 前有 限的 中 国组织战略变 革话语研宄主要 集中 在综

境 ， 遮蔽其他视角
［

４
１

， 但 目 前诸 多 研 宄只 是把话语当述 引介 、 初步探索阶段
｜

２３
１

， 在研 究规范性 、 研 究深度

作概念或理念套用到传 统研宂 范式中 ， 未对话语本身上有待改善 。 中 国情境下的组织战 略变革话语分析是

进行深入剖析 。 此外 ， 在 论证逻辑方面 ， 现有组织变以 中 国独特 的语言 、 语用特征为基础 ， 并与 中 国 特殊

革话语研 究依 然对语言有较 多 的干预与控制 ， 不仅有的历 史 、 文化 、 社会 及制度 等因 素 紧密相连 ， 在发展

悖于 其初始论证逻辑 ， 而且容 易陷入 循环论证 基中要谨防现有话语研 究中
“

西方 中 心主义倾 向
”

的 侵

于此 ， 后 续组织战略变革 话语研 究应 当跳 出概念性关蚀
１ １ ３ １

鉴于中 国 组织战略变 革话语依然处于起步阶段

注 的 思路 ， 更 多聚焦组织战略变革话语 、 文本本身 ，的现状 ， 后续研 究可 以通过 借鉴西 方组织战 略变革话

尽可 能客观地尊重话语 及其含 义 ， 避 免过于操控研 究语研究 、 其他人文 社会学科 的 中 国 话语研宄 以及中 国

文本 ， 但又不 能过于拘 泥文本 ， 必 须结合具体 的研 究语言学研 宂 ， 坚持
“

中 西结 合 、 古今融汇
”

的方法构

情境挖掘话语背 后的社会 、 历史因 素及行动者的心理 、建基本原则 ， 探索 性地剖析 中 国情境下组织战略变革

认知特征 ， 以此揭示话 语对组织行为及运营的效应机话语的主要特征 ， 并可 以通过中 西 对 比 的方式挖掘其

理 。 在描述研 究过程 、 阐释研 究发现时 则应再次 回 归独特之处
｜

１ ４ａ ５
］

。 以此为基础 ， 可 以 进
一

步分析 中 国组

文本 ， 注重陈述的客观性 ， 遵循
“

始于文本 、 终于文本
”

织战略变革 话语的前 因 后果 ， 即哪 些视角下 的哪些 因

的论证逻辑 。素影响组织战略变革话语的 形成 、 变化与演进
，
以及

第 二 ， 在研究理论基础上 ， 己有组织战略 变革话这些动态变 化的话语 因素如何影响不 同层面 的组织行

语研 宂并未真正 发挥相 关语言学基础 理论 的作 用 。 事为及绩效 。 随着这些离 散式研 究经验及成果 的积 累 ，

实上
， 话语分析 具有深厚的语言 学渊源 ， 根植在符号学 、构建 同时 贡献于 中 国组织管理话语体 系 ， 是中 国组织

系统功能语言学等语言 学分支 中 ， 言语行 为理论 、 语战略变革话语研宄更高层次的 目标 。 口

言的 系统功能特征 、 语境理论等均可 夯实组织战略变

革话语研究 的理论基础 。 同时 ， 语言哲 学赋予语言 以［
参考文献

］

思想
［

２
１

， 不仅能够从基础上推动话语深层含义的挖掘 ，［
１

］Ｃｏ ｒｎｅ ｌ ｉ
ｓ ｓ ｅｎＪ Ｐ，Ｗｅ ｒｎｅ ｒＭＤ ．Ｐ ｕ ｔ ｔ ｉ ｎｇＦｒ

ａｍ ｉ ｎ
ｇ

ｉ
ｎ

而且 能够为话语含义的阐 释 开辟思路 。 此外 ， 基于跨Ｐｅ ｒ ｓｐ ｅ ｃｔ ｉ ｖｅ ：ＡＲ ｅｖ ｉ ｅｗｏｆ Ｆ ｒ ａｍ ｉｎ
ｇ

ａｎｄＦ ｒａｍｅ Ａｎａ
ｌ ｙ

ｓ ｉ ｓ

学科特征 ， 未来的组织战略变革话语研 究可 以 广泛借Ａｃ ｒｏｓ ｓ ｔｈｅＭａｎａｇｅｍ ｅｎ ｔａｎｄＯｒ
ｇ
ａｎ

ｉ
ｚａ

ｔ ｉ
ｏ ｎａ

ｌＬｉ
ｔｅ ｒａｔｕ ｒｅ

［ Ｊ 】

．

用 心 理学 、 社会学等学 科中 的相关理论 及发现 ， 深化Ｔｈ ｅ Ａｃ 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Ｍ ａｎａ

ｇ
ｅｍｅｎ ｔ Ａｎ ｎａｌ ｓ ， ２０ １ ４ ，８ （

１
）

：１ ８ １
－

２３ ５ ．

对话语特征 、 性质 、 本 质的剖 析与认识 ， 挖掘话语背［
２

］
吕 源 ， 彭 长桂 ． 话语分析 ： 幵拓管理研 究新视野

［
Ｊ

】

．

ＥＳ
管理现代化



＾
１

－

 Ｙ ＼^ ｔ

Ｖ Ｉ

＊

Ｉ

Ｉ Ｉ Ｉ 丨 丨 Ｉ Ｉ Ｉ 丨 丨

Ｉ

丨 ｌ ｌ ｌ ｌｌ ｌ 丨川 Ｉ Ｉ Ｉ酬 丨 丨＿川川 丨 ＩＩ 丨 丨仙

管理世界 ， ２０ １ ２
（
１ ０ ）

．Ａｒｃｈ ｉ
ｔｅｃ ｔｕ ｒｅｏｆ Ｄｅ ｌ ｉｂｅ ｒａｔ

ｉ
ｏｎ

ｆ
Ｊ

］

．ＴｈｅＪｏｕ ｒｎａ
ｌｏｆ Ａｐｐ ｌ ｉ

ｅ ｄ

［

３
］
彭 长桂 ， 吕 源 ． 组织正 当性的 话语构建 ： 谷歌和苹果Ｂ ｅ ｈａｖ ｉｏ ｒａ ｌＳｃ ｉｅｎ ｃｅ ， ２０ １ ０ ，４６ （

１
）

：７３
－

９ １ ．

框 架策略的案例 分析 ⑴ ？ 管理世界
，

２０ １ ４
（
２

）
．［

１ ０
］Ｈｅ ｒａ ｃ

ｌ
ｅｏ ｕｓＬ，Ｂ ａｒ ｒｅｔ ｔＭ ．Ｏ ｒ

ｇ
ａｎ ｉ ｚａｔ ｉｏ ｎａ

ｌＣｈ ａｎ
ｇ
ｅａ ｓ

［
４

］Ｐ ｈ ｉ ｌ ｌ ｉｐ ｓＮ ，Ｏ ｓｗ ｉ ｃ ｋＣ ．Ｏ ｒ
ｇａ

ｎ
ｉ
ｚ ａ ｔ

ｉ
ｏｎ ａ

ｌＤ ｉ
ｓ ｃ ｏｕ ｒ ｓ ｅ

：Ｄ ｉ
ｓｃｏｕｒ ｓ ｅ

： Ｃｏｍｍｕ ｎ ｉ
ｃａ ｔ

ｉｖｅＡｃｔ
ｉ
ｏｎｓ ａｎｄＤｅｅｐ

Ｓ 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ｉ
ｎ

Ｄ ｏｍ ａ ｉｎ ｓ
，Ｄｅ ｂ ａ ｔｅ ｓ

，ａｎ ｄＤ ｉ ｒｅ ｃ ｔ ｉ ｏｎ ｓ
［
Ｊ

］

．Ｔｈ ｅＡｃ ａｄ ｅｍ ｙｏ ｆｔｈｅＣｏｎ ｔｅｘ ｔｏｆ

Ｉ ｎｆｏｒｍａ ｔ ｉｏｎＴｅｃ ｈｎｏｌ

ｏ
ｇｙ

Ｉｍ ｐ ｌｅｍｅｎ ｔａ ｔｉ ｏｎ
［ Ｊ ］

．

Ｍ ａｎａ
ｇ
ｅｍｅｎｔＡｎ ｎａ

ｌ
ｓ

，２０ １２ ， ６ （ １
）

：４３ ５ －４８ １ ．Ａ 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Ｍ ａｎａ

ｇ
ｅｍｅ ｎｔ

 ｊ
ｏｕｒｎａ

ｌ， ２００ １ ， ４４ （４ ）
： ７５ ５ － ７７ ８ ．

［
５

］Ｔｈ ｏｍ ａ ｓＲ ，Ｓａ ｒ
ｇ
ｅ ｎ ｔＬＤ ，Ｈ ａ ｒｄ ｙＣ

．Ｍ ａｎ ａ
ｇ

ｉ
ｎ
ｇ［

１ １
】Ｖａａ ｒａＥ ，Ｔ ｉｅｎａ ｒｉＪ

．ＯｎｔｈｅＮａ ｒｒａｔ ｉｖｅＣｏｎｓ ｔｒｕｃ ｔ ｉ
ｏｎｏｆ

Ｏ ｒ
ｇ
ａｎ ｉｚａ ｔ ｉ ｏｎａ

ｌＣｈａｎｇｅ ：Ｎｅｇｏ ｔ ｉａ ｔ ｉ ｎ
ｇ
Ｍｅ ａｎ ｉ ｎｇ ａｎｄＰｏｗｅｒ

－Ｍｕ
ｌ
ｔ ｉｎａ ｔ ｉｏ ｎａ ｌＣｏｒｐ ｏｒａｔ ｉｏｎ ｓ ：ＡｎＡｎ ｔｅｎ ａｒ ｒａ ｔ ｉｖｅＡｎ ａ

ｌｙｓ ｉｓ ｏｆ

Ｒｅｓ
ｉ
ｓｔａ ｎｃｅＲｅ

ｌ
ａ ｔ

ｉ
ｏｎｓ

［
Ｊ

］

．Ｏｒ
ｇ
ａｎ

ｉ
ｚａｔ

ｉ
ｏｎＳｃ

ｉ
ｅｎｃｅ

，２ ０ １ １ ，２
２

（ １ ） ：
Ｌｅ

ｇ
ｉ
ｔ

ｉ
ｍａｔ

ｉ
ｏｎａｎｄＲｅｓ

ｉ
ｓ ｔａｎｃｅ ｉ

ｎａＡ ｒｏｓｓ
－ｂｏｒｄｅ ｒＭ ｅｒ

ｇ
ｅｒ

［
Ｊ

］

．

２ ２
－

４ １ ．Ｏｒ
ｇ
ａｎ

ｉ
ｚａｔ

ｉ
ｏｎ Ｓｃｉ

ｅｎ ｃｅ
， ２０ １ １ ，２２ （

２
）

：３ ７０ －

３ ９０ ．

［

６
］Ｇ ｒａ ｎｔＤ

，Ｍ ａｒ ｓｈ ａｋＲＪ
．Ｔｏｗａ ｒｄａＤ ｉ ｓｃｏ ｕｒ ｓｅ

－

ｃ ｅ ｎ ｔｅｒｅ ｄ［
１ ２

］Ｄｅｗｕ ｌｆ

Ａ

，Ｂｏｕｗｅｎ Ｒ ． Ｉ ｓｓｕｅＦｒａｍ ｉ ｎ
ｇ

ｉｎＣｏｎｖｅ ｒｓ ａｔｉｏｎｓ

Ｕｎｄ ｅｒ ｓｔａｎｄ ｉ
ｎ
ｇ
ｏ ｆＯｒｇａｎ ｉ

ｚ ａｔ
ｉ
ｏｎａ ｌＣｈａ ｎｇｅ ［

Ｊ
］

．Ｔｈｅ Ｊｏｕ ｒｎ ａｌｆｏｒＣｈ ａｎｇｅ ：Ｄ ｉ
ｓ ｃ ｕｒ ｓ

ｉ
ｖｅＩｎ ｔ ｅｒａ ｃ ｔ

ｉ
ｏｎＳｔ ｒａｔｅ

ｇｉ
ｅｓ ｆｏｒ

”

Ｄｏ
ｉ
ｎ
ｇ

ｏｆ 
Ａｐｐｌ

ｉ ｅｄＢ ｅｈａｖ ｉ ｏｒａｌＳｃ ｉ ｅｎｃ ｅ ， ２ ０ １ １ ，４７
（
２

）
： ２０４

－

２３ ５ ．Ｄ ｉ ｆｆｅ ｒｅｎ ｃ ｅ ｓ

”

 ［ Ｊ ］
．Ｔｈ ｅ Ｊ

ｏｕ ｒｎ ａ ｌｏｆＡｐｐ ｌ ｉｅ ｄＢ ｅ ｈ ａｖ
ｉ
ｏｒａ

ｌ

［
７

］Ｓ ｏ ｎｅ ｎ ｓｈ ｅ ｉ ｎＳ ．Ｗ ｅ

’

ｒ ｅＣ ｈ ａ ｎ
ｇ

ｉ ｎ
ｇ

—Ｏ ｒＡ ｒｅＷｅ ？Ｓｃ ｉｅｎｃｅ
，２０ １ ２

，
４８

（
２

）
： １ ６ ８ － １ ９３ ．

Ｕ ｎ ｔ ａ ｎ
ｇ ｌ ｉ

ｎ ｇｔ ｈ ｅＲ ｏ ｌ ｅｏ ｆＰ ｒ ｏ
ｇ

ｒｅ ｓ ｓ ｉ ｖ ｅ
，Ｒ ｅ ｇ ｒ ｅ ｓ ｓ

ｉ
ｖ ｅ

，［
１ ３

］
施旭 ． 话语 分析的 文化转向 ： 试论建立 当代 中 国话

ａ ｎ ｄＳ ｔ ａ ｂ ｉ ｌ ｉ ｔｙＮ ａ ｒ ｒａ ｔ ｉｖ ｅ ｓｄ ｕ ｒ ｉ ｎ
ｇ

Ｓ ｔ ｒａ ｔ ｅ
ｇ

ｉ ｃＣ ｈ ａ ｎ
ｇ
ｅ语研究 范式的动 因 ， 目 标 和策略 ［ 〗 ］

． 浙江 大 学 学报 ：
人

Ｉｍ
ｐ

ｌ ｅｍ ｅｎ ｔ ａｔ
ｉ
ｏｎ

［
Ｊ

］

．Ａ ｃ ａｄｅｍｙｏ ｆＭ ａｎ ａｇｅｍ ｅ ｎ ｔＪ ｏｕ ｒ ｎ ａｌ
，文社会科学版 ，

２００８ （
１
）

．

２０ １ ０
， ５３ （３ ） ：４７７ －

５ １ ２ ．【
１ ４

】Ｋｅｌ ｌ
ｅ ｒ

Ｊ ， Ｌｏｅｗｅ ｎｓ ｔｅ
ｉｎ ， Ｊ

．Ｔｈ ｅＣｕｌ ｔｕ ｒａ
ｌＣａｔｅ

ｇ
ｏ ｒｙｏｆ

［

８
］Ｋｙｋｙ ｒ ｉＶＬ

，
Ｐ ｕ ｕ ｔ ｉｏＲ ，Ｗ ａ ｈ ｌ ｓ ｔ ｒｏ ｍＪ

．Ｉ ｎ ｖ ｉ ｔ ｉ ｎ
ｇＣｏｏ

ｐ
ｅｒａｔ ｉｏｎ ：ＡＣｕ ｌｔｕ ｒａ ｌＣｏ ｎｓ ｅｎ ｓｕ ｓＭｏｄ ｅ ｌＡｎ ａ ｌｙｓ ｉ ｓｆｏｒ

Ｐ ａ ｒ ｔ
ｉ
ｃ

ｉ ｐ ａ ｔ
ｉ
ｏ ｎｉ

ｎＯ ｒ
ｇ
ａｎ

ｉ
ｚ ａ ｔ

ｉ ｏ ｎ ａ
ｌＣ ｈ ａｎ

ｇ
ｅｔ ｈ ｒ ｏ ｕ

ｇ
ｈＣｈ ｉ

ｎａａｎｄ ｔｈｅＵｎ ｉ
ｔｅｄＳ ｔａｔｅ ｓ ．Ｏｒｇａｎ ｉ

ｚａ ｔ
ｉ
ｏｎＳ ｃ

ｉ
ｅ ｎｃｅ

，２ ０ １ １ ，

Ｏｗｎｅ ｒ ｓｈ ｉｐＴａ
ｌ ｋ

［ Ｊ ］
．Ｔｈ ｅ

Ｊ ｏｕ ｒｎａ ｌｏ ｆＡｐｐ ｌ ｉ
ｅｄＢｅ ｈ ａｖ

ｉ
ｏｒａ

ｌ２２ （２ ）
， ２９９

－

３ １ ９ ．

Ｓｃｉ ｅｎｃｅ
，２０ １０ ， ４６

（
１

）
： ９２ －

１ １ ８ ．［

１ ５
］ 李琳 ． 中 外 商 务话语研究之 比较

［
Ｊ

】

． 国 际 商务 ，

［
９

］Ｉ
ｅｄｅｍａＲ ，Ｍｅ ｒ ｒ

ｉ
ｃｋＥ ，Ｐ ｉｐ ｅｒＤ ，ｅ ｔａｌ ．Ｃｏｄｅ ｓ

ｉｇｎ ｉ
ｎｇａ ｓ２０ １ ５ （ １ ） ．

ａＤ ｉ ｓ ｃｕ ｒｓ ｉｖｅＰ ｒａ ｃ ｔ ｉ ｃｅｉｎＥｍｅ ｒ
ｇ
ｅｎ ｃｙＨｅａ ｌｔ ｈ Ｓｅ ｒｖ ｉ

ｃ ｅｓ ：

 ｔｈｅ

（ 上接 第 ９２ 页 ）

更 多 市场份额 ： 此外 ， 京 东还通过入驻微信和 ＱＱ 的

一

级 入 口 位置来扩大平 台知名 度 ， 提高点击率 ， 这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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