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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旨在帮助全科医学和初级保健领域的案例研究初学者明确案例研究的标准操作步骤，理解案例研

究的“严谨性”源于对标准实施程序的严格遵守。本文首先通过文献综述梳理案例研究的发展过程，概述案例研究内涵、

历史背 景和适用的问题。接着逐一讲解案例研究的标准操作步骤，并辅以具体实例，阐明案例研究在全科医学和初级

保健领域的应用。步骤 1：计划启动，确定是否进行案例研究；步骤 2：方案设计，选择合适的案例及案例研究类型；

步骤 3：工作准备，开展培训与试验性研究；步骤 4：资料收集，多来源获取资料。步骤 5：资料分析，据实证得出结

论。步骤 6：报告撰写，与读者对话。案例研究适合解决全科医学和初级保健领域关于“是什么”“怎么样”“为什么”

的问题，具有十分广阔的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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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article aims to help beginners in general practice and primary healthcare research clarify the standard 

operating procedures and understand that the "rigor" of case study is based on strict adherence to standard implementation 

procedures. The paper began with a literature review to sort out the development of case studies，overview the connotation，

historical background，and applicable issues of case study. Then，the standard operational procedures of case study were 

introduced step by step，with specific examples to illustrate the application of case studies in general practice and primary 

healthcare. Step 1：plan initiation to determine whether to conduct a case study. Step 2：plan design to select appropriate cases 

and types of case study. Step 3：work preparation，researchers training and pilot study. Step 4：data collection to obtain data from 

multiple sources. Step 5：data analysis to obtain conclusions based on evidence. Step 6：report writing and communication with 

readers. Case study is suitable for addressing the "what" "how" and "why" questions in general practice and primary healthcare，

with a broad application prosp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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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为全科医学和初级保健相关领域的案例研究初

学者提供简明、易懂的标准操作步骤，同时传达严谨的
案例研究源于对标准实施程序的严格遵守这一中心观
点。首先，简述了案例研究的发展过程，包括其内涵、
历史背景和适用的问题等，以及本研究的目的；接着，
对案例研究的标准操作步骤逐一讲解，并结合一个基层
卫生服务创新案例阐明其应用，借此例证向读者描绘一
个严谨的基层卫生服务管理案例研究的产生过程，供读
者参考领悟；最后，总结案例研究在基层卫生、全科医
学和初级卫生保健领域运用的特点，以及运用案例研究
所需的技能，推荐相关的学习资源（著作、论文和课程），
帮助读者继续深度学习案例研究法。

1　案例研究的内涵与发展

案例研究是一种通过对个案或少数案例的深入研究

而产生深刻洞见的研究方法，具有特定的设计逻辑、数

据收集和分析过程，遵循其独特的研究范式和理论基 

础［1-2］。按照研究目的划分，案例研究类型可分为探索

性、描述性和解释性，但案例研究经常被误解为只具有

探索性作用［2］。实际上，案例研究也非常适用于描述

性和解释性的研究，甚至可以说，其在这两种类型的研

究中具有其他研究方法所不可替代的优势［3］。探索性

案例研究侧重回答“是什么（What）”的问题，描述性

和解释性案例研究则侧重回答“怎么样（How）”及“为

什么（Why）”的问题［2-4］。GERRING［1］认为，案例

数越少，越符合案例研究的称谓，当案例数很多时（一

般在 20 个以上），则属于跨案例研究。跨案例研究超

出了本文探讨的范畴，在这里不做讨论。

一些学者基于对案例研究法的理解，认为该方法

的发端可以追溯到历史记载和神话史诗［5-6］。19 世纪

及 20 世纪上半叶，案例研究成为社会科学多数学科中
的主导方法，尤以“芝加哥学派”为代表。其间，《中

镇》《街角社会》等一系列经典著作为此后案例研究

的蓬勃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至 20 世纪 70—90 年
代，案例研究逐渐被接受为是一种独立的研究方法［7］。
并且，这一时期出版了大量将案例研究作为一种方法论
来进行探讨的文献著作［8-11］。YIN［2］总结归纳了案例

研究的 6 个一般步骤，其逻辑顺序为：研究计划、方案
设计、工作准备、资料收集、证据分析和案例分享。

EISENHARDT［9］提出了案例研究程序的 8 个步骤，依
次为：启动、案例选择、研究工具选择与草案制定、
资料收集、数据分析、形成假设、文献对话和结束。

FÀBREGUES 等［12］则将案例研究过程细化为 10 个步骤，
具体包括：进行文献综述、制定研究问题、确保案例研
究合适、确定研究设计类型、明确案例界限并选择案例、

准备数据收集、收集和组织数据、分析数据、撰写案例
研究报告及评估质量。案例研究方法的兴起与普及，为
政治、经济、教育、医学等各领域的发展与进步提供了

必要的方法论工具［3］。如今，运用案例研究方法进行
临床、护理、社区医学、基层卫生与初级卫生保健等健
康相关学科和领域的研究在我国逐渐得到更多关注。可
以预见，案例研究方法将为帮助探究中国本土情境下的
卫生健康相关问题发挥重要的作用。

虽然案例研究受到了应有的重视，但因诸多研究者
在案例研究实施过程中存在对标准操作程序缺乏足够的
执行力度，把案例研究作为进行定性资料分析的修辞手
法，将案例记录、案例教学等同于案例研究的现象（三
者区别见表 1）等，让案例研究的“严谨性”受到一定
影响［3-4］。案例研究的“严谨性”受到质疑的问题，亦
是绝大多数采用案例研究法进行学术探索的全科医学和
初级保健研究者面临的最大挑战。本文将目标读者定位
于全科医学和初级保健相关领域的案例研究初学者。因
此，本文将尽可能避免使用复杂的专业术语，力图用通

俗易懂的语言阐述案例研究作为一种研究方法的操作步

骤，让读者阅读后至少有如下收获：（1）对案例研究

的操作步骤及每一操作步骤中的要点有总体上的理解；

（2）能够在本文的指引下明了、便捷地获取深入学习

案例研究的参考资料；（3）意识到案例研究本身就是

一个代表着严谨的专业术语，不应该被随意使用；（4）

认识到案例研究的“严谨性”源于研究过程，即严格执

行案例研究的操作步骤。

表 1　案例研究、案例记录、案例教学的区别

Table 1　The differences among case study，case record，and case teaching

类型 案例要求 主要目的
操作
标准

案例
研究

启发性的、典型的、极端的、常见的、反
常的或有影响力的案例等，均可；案例必
须是真实事件；案例内容不可修改；讲求
证据（录音、录像等实证资料）

建构或验证理论 最高

案例
记录

同案例研究 说明案例；解决实务问题 次之

案例
教学

案例必须具有启发性；案例不一定是真
实事件；案例内容可修改；无证据要求

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提升学生分析问题的能力

最低

2　案例研究的实施步骤

YIN［2］的论著指出，案例研究是一个线性的、反复

的过程，通常由 6 个基本步骤构成（见图 1 和表 2）。
即便如此，并不表示案例研究步骤总是按照顺序进行的，

因为研究设计、资料收集和分析是相互联系、不断反复
的过程，可以根据研究的实际情况加以调整，以稍许不

同的顺序进行［12］。

2.1　步骤 1：案例研究计划启动

此阶段的核心在于识别案例研究的适用情形，以确
定是否开展案例研究。案例研究更适合用于以下 3 种情

形：（1）当研究问题为“How”及“Why”；（2）研
究对象不受研究者的控制；（3）当前的社会现实与现

象［2］。这 3 种情形，也区分了案例研究法与其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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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之间的差别［13］。其一，确定所要研究的问题类型

是案例研究计划启动阶段最重要的一步。案例研究特别

适合回答“How”和“Why”这两种类型的问题。比如，
如果研究者想知道某个社区的某项医疗服务行动是如何
开展的，以及为什么开展得顺利（或不顺利），那这个

问题就适合进行案例研究了。通常来讲，案例研究是先

回答“How”的问题，在回答“How”的过程触及现象
或问题潜在的机制，进而回答“Why”，这种独特的思
维逻辑亦使得案例研究区别于其他研究方法（如问卷调

查法、档案分析法）［3］。其二，研究者几乎无法控制
研究对象，这也是案例研究法区别于实验法的重要特征

之一。其三，案例研究聚焦当前的社会现实与现象，使
其区别于历史分析法。

2.2　步骤 2：案例研究方案设计

明确案例研究设计，是案例研究系统化实施步骤中
最重要的环节。简明的设计包括“界定和选择案例”“选

定案例研究类型”“使用理论”3 个主要程序［14］（3
个程序间没有一定的先后之分）。同时，为使研究方案
设计更加完备，在这一过程之前需要作者进行必要的文
献综述。

程序一，界定所要研究的案例。在案例研究中，案
例是主要的分析单位，一般是在有边界的环境中发生的
现象［15］（时间、地点、人物、场景、事件或其他社会
现象）。界定案例可确保研究的连贯性、一致性，以及
研究项目在时间和资源方面的可行性［12］。研究者应当
设定一个较高的标准来界定案例，以使自己有限的精力
更多地投入到某个关键、重要和富有趣味性的案例中。
选择那些包含典型的、独特的、极端的、反常的、启发
性的，或具有社会影响性事件或主题的案例（例如，一
项适用于社区的新医疗手段的创造及疗效证实），是让
自己的案例研究具有吸引力的重要途径。如果是开展缺

乏上述特性的日常现象的案例研究，则研究者需要界定

令人信服的理论框架来筛选案例，因为这样的理论框架

已使研究者的案例研究具有了一定的特殊性［13］。需要

注意的是，研究者对案例的选择应当是基于本研究的理

论需要（理论取样），而非随机选择案例。

程序二，选定案例研究设计的类型。YIN［11］的研

究表明，可以根据案例研究的分析层次与案例数量区分

案例研究的类型。分析层次是指研究者进行分析的对象

的层次。在基层卫生、全科医学和初级保健领域中，分

析层次可以是个人、组织或国家，依研究者需要而定。

案例数则指研究者所要研究的案例的数目。依据分析层

次和案例数，可以得到 4 种案例研究设计类型［4］。第

一种为单案例单层次设计：案例数为一，且分析层次也

只有一种（本文第 3 部分的具体实例）。第二种为单案

例多层次设计：案例数为一，分析层次在两种及以上。

第三种为多案例单层次设计：案例数为多个，分析层次
却只有一种，可看作第一型设计的复制。第四种为多案
例多层次设计：案例数为多个，分析层次也在两种及以

上，可看作第二种设计的复制。研究者需要根据自己感

兴趣的案例的特点选定 4 种案例研究设计类型中的一种。
程序三，在案例研究设计中使用理论。关于案例研

究中是否应当使用理论一直存在争议。有学者认为，在

案例研究的初始阶段参考现有理论有束缚新洞见产生的

风险［16］。而另一部分学者则认为，对于经验较少的案

例研究初学者而言，以一些理论开始的案例研究更容易

实施，并且使用理论是案例研究本身严谨性的体现，能
够让案例研究结果更具有说服力，对研究所属领域具有
价值的可能性也更高［17-19］。基于一定的理论，持有假
设性的预期开始一项案例研究，同时为新想法的产生留
下空间是恰当的做法［20］。实际上，文献综述、学习经

历等因素，让研究者不受现有理论的影响也是难以做到
的，在文献阅读、研究设计的过程中记录下自己的“灵

光一现”，是为新想法留下空间的不错方式。

注：修改自 YIN《案例研究：设计与方法》。

图 1　案例研究实施的通用程序
Figure 1　Common procedure for case study implementation

工作准备

资料收集

资料分析报告撰写

计划启动 方案设计

表 2　案例研究的一般步骤
Table 2　General steps of the case study

步骤 内容 活动 作用

1 计划启动 明确案例研究适用情形；
决定是否开展案例研究

把握研究方向；降低因方法不当而致
研究失败的风险

2 方案设计 进行文献综述；界定和选择
案例（理论取样）；选定研
究类型；使用理论

研究主题与问题聚焦；维持理论与研
究弹性；提高内、外部效度及信度

3 工作准备 制定研究草案；开展培训；
实施试验性案例研究

提高信度；提升研究技能，规范研究
行为；优化设计，增强团队配合

4 资料收集 多来源获取资料；建立资料
库；形成证据链；谨慎对待
网络资料

采纳多元观点，集思广益；证据的综
合，强化研究基础；增强信度和构念
效度

5 资料分析 资料摘记；数据归类；锁定
相关主题；检验假设；理论
建构或验证

熟悉数据；总结、精炼信息；浮现主
题；强化信度和效度；证实、引申和
精炼假设及理论

6 报告撰写 明确目标读者；安排报告结
构；审阅与修改；质量评价

满足阅读需求；增强文章可读性；保
障质量

注：参考 YIN《案例研究：设计与方法》《案例研究方法的应用》，

郑伯埙、黄敏萍《实地研究中的案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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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步骤 3：案例研究工作准备

许多人将案例研究实施过程等同于案例资料的收
集，实际上，完善的资料收集源于良好的前期准备工作。
案例研究工作准备包括“制定详细的研究草案”“开展
必要的培训”“实施试验性的案例研究”3 个核心环节［2］。

环节一，制定详细的研究草案。研究草案是提高研
究过程可靠性的重要手段，其目的在于指导研究者更好
地通过每一个单案例（复杂的多案例研究可以分解为多
个单案例研究）收集证据资料。一般来说，案例研究草
案应包括 4 个部分：（1）研究概述，概述部分应涵盖
案例研究的背景信息、项目介绍等；（2）实地调研程序，
主要包括出示介绍信、调查对象保护程序、资料收集计
划以及其他备忘事项等；（3）具体研究问题，指资料
收集过程中指向研究目的的特定问题，以及能够回答特
定问题的证据；（4）研究报告内容索引，包括研究大

纲、资料呈现方式、成果展示形式和研究者简介等［2］。

以上是一份案例研究草案需要关注的内容，具体详细的

草案则需要针对特定案例的主题、性质和内容等做出适

时地调整［研究草案示例可参考 YIN《案例研究：设计

与方案》（第 5 版）第 3 章］。

环节二，开展必要的培训。案例研究法要求研究者

掌握必备的基本技能，以及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并为其

特定的案例研究开展有针对性的训练与强化。包括：（1）

提出好的问题并可以做出合理解释；（2）善于捕捉有

用信息并从中识别有价值的部分；（3）保持开放包容

的研究态度不被先入之见所束缚，需要时不吝于对研究

的调整与修改；（4）具有乐观积极的探索精神而能坦

然应对研究过程中的挫折；（5）遵守研究伦理，保护

研究对象。同时，培训也是暴露案例研究设计中的问题，

考察研究团队能力，对存在的问题与不足及时补救的契

机，研究者应当予以重视。而培训时间的安排并不总是

线性的，需视具体情况而定。
环节三，实施试验性的案例研究。试验性案例研究

有助于研究者优化研究草案、完善所需调查资料的细节、

提高研究团队成员间的合作效率等。尤其是对于案例研

究新手来说，试验性案例研究这样的“彩排”能够尽可
能多地暴露出其在实际研究中可能遇到的各种问题与困
难，对顺利开展真实的案例研究发挥重要作用。因此，

推荐案例研究新手实施试验性案例研究，而非直接上手

真实的案例。研究者可以综合考虑受访者、资料的可获
得性，地理位置的便利性，试验性案例与真实案例的相
似性等条件选择合适的试验性案例［2］。试验性案例研
究最好能有（尤其是对案例研究新手而言），但也并非
必需的，是否实施可视研究条件，研究者案例研究能力

等酌情而定。
2.4　步骤 4：案例研究资料收集

YIN［2］强调了案例研究资料收集的两个方面：一是
资料收集的 4 个主要原则；二是案例研究资料收集的 6

种主要渠道来源。郑伯埙等［4］则将这 6 种渠道来源简
练为档案、访谈和观察 3 种。本部分主要介绍 YIN［2］

的 6 种资料收集渠道来源。
案例研究资料收集的 4 个主要原则包括：（1）使

用多种来源的资料。实践证明，优秀的案例研究应尽可
能地包含多种来源的资料，这些来自不同途径的资料证
据相互印证，指向同一研究结论，将使研究结论更加稳
定、可靠。如果不使用多种类型的资料，案例研究作为
一种研究方法的优势将难以体现。可以说，使用多来源
的资料是保证案例研究严谨性的必要条件。（2）建立
案例研究资料库。资料所呈现的证据最终均应指向相应
的结果，换句话说，研究者最终递交的案例研究报告中
所有的结果与结论都应该有与之相对应的资料支持。因
此，研究者有必要建立条理清晰资料库，以便查证。（3）
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资料证据与研究结果、结论之间具

有明确的相互参照关系，即是所希望建立起的证据链，

同时，研究者应关注证据链在逻辑上的严密性，这也表

明证据链的形成需建立在资料库的基础上。（4）谨慎

使用网络资料。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发展，极大丰富了研

究者的信息获取来源，但野蛮生长的信息资讯也给研究

者甄别真实、可靠的信息带来了威胁与挑战，研究者在

使用网站上的信息时，应时刻保持怀疑、警醒的态度，

尽量避免使用来源不明的网络资料。

案例研究资料收集最常见的渠道来源（也称证据来

源）主要包括文件、档案记录、访谈、直接观察、参与

式观察和实物证据 6 种。文件的范围广泛，包括期刊、

报告、报纸等所有现存的有文字记载的材料，具有可反

复阅读、信息确切、覆盖面广的优点，但也存在文件资

料可能受文件作者主观偏见影响而呈现缺乏客观性的缺

点。档案记录在某种意义上属于文件的范畴，具备了文

件资料的优点与缺点，但与一般文件资料不同的是，档
案记录内容更加客观、精确和量化（如国家统计局普查

资料、患者健康信息档案等），带有更强的隐私性和保

密性色彩，这可能会影响某些资料的获取。访谈是各类
案例研究最常见的信息获取方式，主要包括深度访谈、
焦点访谈和调查访谈 3 种类型。直接观察是当所要研究

的案例事件仍在进行当中时，研究者可以作为第三方对

其进行客观的观察（事件本身和相关的社会环境等）。
与直接观察不同，参与式观察要求研究者实际参与所研
究的案例，成为案例的一部分，例如，当进行一项社区

卫生保健服务相关的案例研究时，研究者可以扮演为一

名患者，或者成为一名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志愿者，以
获取相关信息。实物证据如技术装置、工具或仪器等，
可以作为实地访问的一部分进行收集与观察。

2.5　步骤 5：案例研究资料分析

资料分析过程多是进展最缓慢的环节［2］，也是最

难说清楚的部分［4］。CARNEY［20］和郑伯埙等［4］提供
了一般性的资料分析程序，包括：（1）资料摘记。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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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观察及档案等资料的誊写与摘记，并根据研究需要
对数据进行整理。比如，按照时间先后顺序对数据进行
排序。（2）数据归类。仔细、反复阅读每一个段落，
将每一段落分解为一两个小单位进行提炼总结，并加以
编码。同时，将提炼总结出的小单位依内容和性质整理
成不同类别（这个过程可以借助计算机软件辅助，如
NVivo）。如果研究使用了相关理论，则也可以根据理
论构造一个类别矩阵，把对小单位提炼总结出的信息归
到不同类别里。（3）锁定相关主题。深入思考每一类
别的内容的内在联系，寻找数据间的逻辑关系，并进行
排列命名。同时，注意数据与全文主题的契合，对于不
合宜之处予以修正。（4）检验假设。让在先前步骤中
逐步衍生的数据主题与研究一开始的理论假设进行“对
话”，以了解资料所呈现的信息与假设契合的情况，作
为接受或拒绝假设的证据。（5）理论建构或验证。整

合所有信息脉络、证据和理论命题，来建构新的理论或

验证已有的理论，为未来的进一步研究奠定基础。图 1

显示，资料分析与其他步骤之间的互动是最为频繁的，

这就要求作者与资料进行反复“对话”，从而对资料有

深刻的理解与把握。

2.6　步骤 6：案例研究报告撰写

“明确目标读者”“安排报告结构”“审阅与修改”“质

量评价”应在研究者撰写研究报告时得到充分重视［2］。

此外，一条通用建议是：越早动笔越好，而不是要等到

资料分析结束后才开始撰写。

首先，研究者在开始撰写研究报告时，需要明确报

告面向的阅读群体，以读者的需求为导向［2］。基层卫生、

全科医学和初级保健相关领域的研究者，要考虑的目标

读者主要有学术界专家学者、卫生政策制定者、社区卫

生服务工作者、项目资助者等。对专家学者而言，侧重

的内容可能是研究的理论创新、新发现、综述，以及案
例间的逻辑关系。对卫生政策制定者而言，重要的是该
研究指向的政策措施。对社区卫生服务工作者而言，则

更为关注对案例事件的描述和案例带来的启示。对项目

资助者而言，重点则在于研究工作的投入、学术价值和
实践意义。当目标读者主要为非学术界人士时，研究者
在行文上应尽量避免专业术语的使用。

其次，安排报告的撰写结构。案例研究报告的撰写

结构对应案例研究目的（解释、描述或探索），YIN［2］

提出的 6 种撰写结构，其中有 3 种适用于所有类型研究

目的的案例研究。考虑到本文的目标读者为案例研究新

手，本段主要介绍这 3 种普适性撰写结构。第一种，遵
循研究问题或项目的线性结构，即按照“引言”“文献
综述”“研究设计”“案例内容”“结果结论”的一般

论文写作格式安排撰写结构（可借鉴黄扬等［21］、欧阳

桃花等［22］的文章），这也是当前已于期刊发表的案例

研究文章的主流结构。第二种，从不同视角重复叙述同
一案例事件，以展现多种现实的比较式结构。第三种，

按照案例事件发展的时间顺序来安排。总体而言，案例
研究报告的文章结构是非常灵活的，旨在能够条理清晰
地向读者受众展示报告内容。

再次，在报告初稿撰写完毕后，请领域专家、目标
读者、案例研究参与者审阅，研究者据反馈意见进行相
应修改。这与其他类型的研究论文撰写要求相一致，虽
然常见，但很重要。

最后，研究者可以通过阐明研究的信度和效度对案
例研究进行质量评价［14］。信度，指不同学者重复研究
报告中的操作程序可以得到相同结果。效度分为：构念
效度，指对研究中所要探讨的概念的操作测量的准确性；
内部效度，指研究内自变量和因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强
度；外部效度，指研究结果对其他现象的解释能力［信
效度相关详细内容可参考陈晓萍、沈伟《组织与管理研
究的实证方法》（第 3 版）第 9 章］。实际上，当研究

者能够按照本文提列的操作步骤和每个操作步骤涵盖的

要点开展案例研究时，其案例研究的质量和严谨性在案

例研究过程中就已经得到了保障。

3　一个严谨的案例研究例证

黄扬等［21］以 D 市 S 街卫生服务中心工作人员为研

究对象，开展单案例单层次设计的案例研究。通过联结

“政策企业家”“街头官僚”“政策议程设置”等理论，

结合田野调查多来源地搜集资料，构建“多重动机—工

具选择—层级窗口”分析框架对该案例进行讲述和深描，

以小见大、自下而上地阐释“家庭医生服务政策创新→

基层卫生服务政策创新→基层政策创新”的逻辑演绎。

进而回答了街头官僚如何推动政策创新的命题，推进了

“街头官僚”理论的本土化建构。该研究很好地涵盖了

案例研究实施步骤中的“严谨性”要素。本文以该研究

为具体实例，呈现“严谨性”是如何在案例研究操作步

骤中实现的（表 3）。

4　讨论

本文将目标读者群体定位在基层卫生、全科医学和

初级卫生保健领域的工作者和研究者，因此在讲解案例
研究操作步骤时，所举例子、具体实例等均与这些领域

密切相关，以便目标读者更容易理解。此外，本文以基
层卫生服务管理领域的一个具体实例为示范，通过展示

该范例如何以“家庭医生服务政策”为切口，运用案例
研究将一个现象（D 市 S 街的政策创新举措）升华至理

论（“街头官僚”理论）高度，实现“街头官僚”理论
的本土化建构（挖掘现象背后隐藏的理论是案例研究作

为一种方法最大的优势，希望目标读者可以充分意识到
这一点，并在今后的研究中培养相应的能力），向读者
说明案例研究在基层卫生、全科医学和初级卫生保健领

域的具体操作和使用方法。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案例研
究在我国初级保健环境中更适合研究管理问题，那些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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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一个严谨的案例研究的步骤实施例证
Table 3　An example of step-by-step implementation of rigorous case study

步骤 内容 活动 说明 评价

1 计划启动 研究问题：街头官僚如何推动政策创新？ How 的问题 适合使用案例研究法

研究对象：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工作人员 不受研究者控制

关注点：家庭医生服务政策创新 当前热点社会现实问题

2 方案设计 围绕研究的核心——“政策创新”“街头官僚”进行文献综述 进行相应的文献综述 问题聚焦程度高
理论与研究弹性较好
研究内、外部效度及信度得
到强化

依据研究的主要理论基础——“街头官僚”理论，选择一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
基层卫生服务创新案例

理论取样，界定和选择案例

单案例单层次设计：对 D 市 B 区 S 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这一个案例进行研究（单案例），
围绕该中心工作人员如何推动家庭医生服务政策，仅涉及个人层面（单层次）

选定案例研究类型

联结“政策企业家”“街头官僚”“政策议程设置”等理论 使用理论

3 工作准备 选择田野调查的方式收集资料、并为之制定了包括调查时间（2018 年 12 月—2019 年 6 月）、
调查地点（S 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调查对象（相关卫健委领导、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负责人及一线工作人员）、调查方式（查阅相关档案文件、参与式观察、深度访谈等）
等在内的资料收集计划、匿名化处理、项目介绍、致谢等

制定研究草案 提升了研究信度
使研究开展得更加顺利

研究者预先熟习并回顾了田野调查方法、应遵循的学术惯例等 必要的培训

未提及试验性案例研究

4 资料收集 跟随 B 区卫健委公共卫生服务督导组多次前往 S 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进行调研
（调查），以实习人员身份留在 S 街卫生服务中心进行参与式观察（观察），
居民健康档案、家庭医生统计数据报告（档案记录），各层级家庭医生政策文件
（政策文件），对 B 区卫健委的相关领导与工作人员、S 街卫生服务中心的行政
人员与医务人员进行深度访谈（访谈）等

全方位、多渠道搜集资料 强化了研究基础
进一步提升了研究的信度和
构念效度

对所收集的资料按照资料属性（政策文件、档案记录、访谈记录、观察记录、
公开报道、宣传材料等）进行分门别类地整理

建立资料库

研究者所提出的每一个问题、观点、结果及结论都有相应的参考文献、统计数据、
观察记录及访谈记录等资料作为支撑

通过档案、访谈、观察等实证数据印证
问题、观点、结果及结论，形成证据链

以政府文件、档案记录、调查及访谈等一手素材为主；对于公开报道、
宣传材料使用较少

谨慎对待网络及可能带有较强主观色彩
的资料

5 资料分析 在全景式扫描和反复阅读所收集的资料的基础上，摘记其中的关键信息、
进而深描案例（原文即是通过串联这些关键信息来描绘案例全貌的）

进行资料摘记 增强了研究者与数据的互动
分析思路清晰、方法得当
主题清晰浮现
理论得以引申

构建“多重动机 - 工具选择 - 层级窗口”分析框架 便于数据归类

深挖 S 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工作人员想方设法推动家庭医生服务政策创新的动机、
卫生服务中心面临的资源短缺 - 需求增加困境、S 街的“锦标赛体制”以及医患关系

锁定相关主题

推进街头官僚理论本土化，回应政策企业家研究中的“街头盲点” 检验假设、验证理论

6 报告撰写 以专家学者、政策制定者为目标读者，使用适量的专业术语，对涉及的
如“政策企业家集体”“街头盲点”等专业术语进行必要的解释

明确目标读者 能够具有针对性地满足读者
需求
增强了文章可读性
文章质量得到进一步保证

论文整体以“问题提出 - 文献述评 - 分析框架 - 案例介绍与深描 - 结论与讨论”的
框架行文（即使用主流撰写结构）

安排报告结构

在“进一步讨论”中通过说明案例的典型性、理论与实践的对话、
逻辑演绎等深化研究的信度与效度

质量评价

注：例证源自黄扬，陈天祥《街头官僚如何推动政策创新？——基层卫生服务领域中的创新案例研究》。

合案例研究适用情形的基层卫生、全科医学和初级卫生
保健领域相关问题都是可以使用案例研究的。

案例研究是难度较高的科学研究方法之一，强调多
元方法搜集资料，对研究者提出了综合性的技能要求。

（1）文献综述：恰当地选择数据库和文献检索策略，
不仅能通过文献综述了解相关问题的最新进展，而且可

以进一步提出富有洞察力的新问题。（2）案例选择：
能够使用契合研究问题的理论，并基于理论进行抽样。

（3）观察：设计完善的观察提纲，客观地记录观察资料。

（4）问卷调查：设计科学的调查问卷，制定合理的调
研计划。（5）深度访谈：设计切实的访谈提纲，掌握

基本的访谈技巧，如“取得访谈对象的信任”“适时的
沉默与回应”等。（6）定量分析：熟悉常用的统计学

方法，熟练运用 SPSS、Stata 等常用统计学软件。（7）

定性分析：具备必要的数据编码能力。
相关资源的学习可大致分为 3 个阶段。第一阶段：

通过阅读陈春花、刘祯的《案例研究的基本方法——

对经典文献的综述》，陈晓萍、沈伟主编的《组织与
管理研究的实证方法》（第三版）中的第 9 章《实地

研究中的案例研究》（郑伯埙、黄敏萍著），SERGI 
FÀBREGUES 和 MICHAEL D FETTERS 的《家庭医学与
社区卫生案例研究的基础》（赵新月、汪洋译），Y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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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案例研究：设计与方法》（原书第 5 版，周海涛、
史少杰译）对案例研究操作步骤与流程有整体的把握，
以及了解相关专业术语。第二阶段：通过阅读 JOHN 
GERRING 的《案例研究：原理与实践》（黄海涛等译）
学习案例挑选等专项技巧；YIN 的《案例研究方法的应
用》（第 3 版，周海涛、夏欢欢译）结合具体实例，对
案例研究的实际操作有更深切的体会。第三阶段：通过
阅读李平等主编的《再论案例研究方法：理论与范例》
对案例研究进行全面系统的回顾，加深理解和了解案例
研究的前沿动态、未来发展方向；黄扬、陈天祥的《街
头官僚如何推动政策创新？——基层卫生服务领域中的
创新案例研究》、欧阳桃花等的《构建重大突发公共卫
生事件治理体系：基于中国情景的案例研究》学习其撰
写结构等。除上述的著作和论文，上海大学李朔严老师
开设的“案例研究方法与论文写作技巧”线上课程，亦

为广大研究者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案例研究学习平台。

鉴于案例研究方法本身的复杂性，以及案例研究学

习的阶段性，建议研究者：（1）充分准备，不要贸然开始；

（2）严格遵守案例研究的一般程序；（3）在实践中提

升自己的案例研究技能和对案例研究的认知。此外，笔

者发现，发表于全科医学和初级卫生保健领域期刊上的

案例研究论文，少有能够展示完整案例研究过程的，一

个重要原因在于期刊对于论文篇幅的限制性要求，这让

研究者很难呈现一个标准、严谨的案例研究。因此，建

议期刊能够给予案例研究更广阔的展示空间。

综上，严谨的案例研究源于对标准实施程序的严格

遵守。推出负责任的、严谨的、高质量的基层卫生、全

科医学和初级保健相关领域的案例研究成果需要研究者

和期刊双方的共同努力。

作者贡献：孙振宇提出概念并进行原稿写作；陈建

平、孙伟负责资料收集、审查和写作；钱东福、兰青对

文章监督管理。

本文无利益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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