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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作为一项重要的研究工具,元分析已广泛应用于心理学、管理学、教育学和医学等科学领域。 随着统计技术的发展,
传统元分析已逐渐衍生出大量高阶研究方法。 为使研究者和从业者及时捕捉其发展现状,本文全面探讨了元分析的原理、应
用及最新进展。 首先,详细阐述了传统元分析的基本原理、历史发展及操作步骤。 其次,归纳了传统元分析衍生出的高阶研

究方法,包括:跨层次元分析、元分析结构方程模型及其他应用(如可复制性研究与大数据分析)等。 最后,讨论了元分析在科

学研究中的意义及局限性。 本文为研究者提供了一个全面的元分析方法概述,帮助研究者识别其发展趋势和潜在问题,并有

助于进一步改进该方法以适应不断变化的研究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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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科学知识的发展通常依赖于先前知识的积累,其中个体研究起到了奠基性作用[1] 。 换言之,一项新研

究的提出往往建立在以往研究结果之上,继而才能有效促进该领域的发展[2] 。 基于此,通过系统性地整合

现有文献,研究学者可以更深入地了解特定领域———元分析(meta-analysis)研究应运而生。 元分析,最早由

Glass
 [3]于 1976 年提出,是一种定量的综合性统计方法,通过整合与分析以往实证研究结果为学者和从业者

提供特定领域的“研究全貌”。
元分析通过汇总和评估特定领域的实证研究结果,能够提供更加接近于总体真实效应的估计值及分

布。 元分析不仅为以往同类研究中存在的差异或矛盾的研究结论提供了参考,而且能够探寻特定实证研究

结果间存在异质性的来源[2] 。 元分析研究与以往研究方法相比,存在以下优势:首先,有别于主观性较强的

传统文献综述,元分析采用客观和定量的方式整合大量实证研究结果,因此其分析结果受研究者主观因素

影响较小,研究结论更加准确与可信[4-5] 。 其次,与单个实证研究相比,基于大样本的元分析具有更高的统

计效力,这使得研究人员能够更准确地描述变量之间的关系[6] 。 再次,以协方差(方差)矩阵作为数据输入

的元分析技术可与多个分析技术(如结构方程模型和阶层线性模型等)相结合,因此能够在实证研究的层次

方面和模型变量数量方面进一步对现有研究进行拓展,以丰富理论贡献。 最后,元分析可用于探究同类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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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研究结果间的异质性及其成因,从而为学者和实践者提供参考,并拓展了现有知识的边界[7] 。
截至目前,元分析已成为社会科学中最常见的定量研究方法[5] ,其应用范围已覆盖多个研究领域,包括心

理学[8-9] 、管理学[10-14] 、经济学[15-16]和教育学[17-18]等。 近些年,随着统计技术的不断发展,传统元分析技术已经

与其他分析技术有效结合,衍生出了许多高阶研究方法,如跨层次元分析[19] ,元分析结构方程模型

(MASEM) [20-21]以及基于元分析的可复制性研究[22-23] 等。 这些高阶研究方法为解决更为复杂的研究问题和推

动科学理论发展提供了更有力的支持,促进了更深入的研究、更全面的数据整合和更可信的研究结果。
综上所述,元分析是科学研究中至关重要的实证技术,也是强大的知识整合和巩固工具。 随着元分析

在各科学领域的广泛应用,以及统计技术的不断发展,迫切需要对元分析研究方法进行系统的梳理和整合,
从而为研究者提供更加全面的有关该方法的概述,帮助识别其发展趋势和潜在问题,并为进一步改进该方

法提供相应参考。 基于此,本文首先阐述了元分析方法的基本原理与步骤,继而全面介绍了其发展历程与

前沿方法,以更深入地揭示元分析对科学知识积累的深远影响。

二、元分析方法简述

(一)元分析方法

元分析是一项系统且严谨的统计方法,旨在对以往的实证研究结果进行归纳和总结,以产生更具精确

性的总体结论[24] 。 具体而言,元分析主要基于随机效应模型(random-effects
 

model)和固定效应模型( fixed-
effects

 

model)两种计算模式[25] ,并提供了以下关键统计信息:①总体效应值均值、方差和置信区间等;②效

应值的异质性水平(heterogeneity) [26] ,如 Q 统计值、I2 或 T;③潜在调节变量,如情境因素(国家文化和行业

背景等) [27]和测量因素等(量表选择与变量维度) [28] ;④出版偏差结果(publication
 

bias
 

analysis) [29] ,如漏斗

图(funnel
 

plot)、Egger 回归系数、失安系数(fail
 

safe
 

n)和剪补法( trim
 

and
 

fill)等。 基于上述统计信息,元分

析研究方法发挥了两大基本作用:一方面,就特定变量关系而言,元分析通过整合不同研究结果,可获取更

接近总体样本的估计值(即真实效应值)。 该统计过程消除了单个实证研究的小样本限制,减小了抽样误

差,继而提高了统计效力,从而提供了更为准确的效应值及其分布。 另一方面,元分析着眼于探讨研究结果

之间的异质性,并提出潜在的调节因素,从而为现有研究结论提供理论边界上的限定。 此外,元分析还具备

更广泛的应用,通过与其他统计方法(如阶层线性模型和结构方程模型)的结合能够更加深入地揭示多变量

在不同研究间所呈现出的复杂关系,如中介机制与跨层次效应等。
(二)元分析的历史发展

20 世纪初,Karson[30]率先应用统计技术整合多项研究结果,由此开创了元分析研究方法。 20 世纪 50 年

代以后,科学探究步伐的加快催生了大量的初级研究,但往往产生了差异化的研究结果。 在此阶段下,
Glass

 [3]正式提出了“meta-analysis”的概念以作为应对这一挑战的解决方案。 该阶段标志着元分析成为了

不可或缺的新兴研究方法,为基础研究提供了系统的整合技术,并为学术界提供了超越个体研究的综合见

解。 20 世纪 80 年代初,Jackson
 [31]发表了元分析研究的局限性和优势,以及整合研究的五阶段模型,标志着

元分析方法进入了成熟阶段。 20 世纪 80 年代和 90 年代初,研究者出版了许多有关元分析的书籍,进一步

促进了该方法的发展。 其中,第一版《研究综合手册》于 1994 年问世,标志着元分析作为一门学科的里程

碑。 随后,知识激增的 21 世纪进一步彰显了元分析对科学研究的重要意义,即超越个体研究的局限性,利用

集体力量来产生更精确的效应值估计并揭示异质性的潜在来源。 截至目前,该方法的应用已从心理学[8-9] 、
教育[17-18]拓展到更多的学科,包括经济学[15-16]和管理学[10-12]等。 并且,随着统计技术的不断发展,传统元分

析已衍生出了新的高阶研究方法,如跨层次元分析 ( multilevel
 

meta-analysis) [19] ,元分析结构方程模型

(MASEM) [20-21]以及基于元分析的可复制性研究[22-23]等。 总而言之,元分析技术已经从 20 世纪早期的方法

学概念快速发展到在多个不同学科领域内广泛应用。 在该阶段,元分析技术极大促进了多个学科的发展。
(三)元分析的操作步骤

为确保研究结果的有效性和可靠性,元分析遵循一套系统且严格的操作程序来收集、整合和分析现有

的实证研究[32] 。 Lipsey 和 Wilson
 [26]提出了经典的 3 步操作法:数据搜索与筛选、数据编码以及数据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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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元分析常用编码模板

编码类别 编码内容 编码说明

文献基
本信息

主要作者信息 作者姓名

文献发表时间 发表年份

题目 文献题目

刊物名称 文献发表刊物名称

文献类型
文献所属类型

(期刊 / 会议论文 / 学位论文 / 书籍)

效应值
统计信息

总体样本量 文献纳入的样本总量

变量名称 自变量与因变量名称

信度值
自变量与因变量的信度值

(Cronbach 系数)

效应量 相关系数、Hedges
 

g 或 Cohen
 

d 等

其他信息
情景因素 样本隶属国家、行业特征或其他属性

测量因素 量表使用来源和测量滞后性等

首先,研究者需明确研究问题,据此系统地搜索相关文

献,并剔除不符合元分析条件的文章,如非实证研究以

及缺失基本数据的研究等。 其次,进行数据提取和编

码,即将所需的变量信息、样本量和效应值大小进行汇

总(编码模板如表 1 所示),从而形成元分析数据集。
编码过程需要至少两名研究者同时独立进行,以便相

互查阅与修正以保证数据编码的准确性。 研究者需注

意,在不同的学科领域,所收集的效应值有所差异。 例

如,在管理研究中,效应值一般指相关系数( r)和标准

化平均差异系数(如 Hedgess
 

g
 

Cohens
 

d),但现有的元

分析技术容许研究者对不同类型的效应值进行统一转

换。 最后,研究人员可根据上述编码库中相关信息来

计算和评估整合结果的出版偏差、异质性及总体效应

值及分布[33] 。 元分析得出的整体效应值,表明了两个

变量之间的关联方向和强度,是研究间可比较的标准化指标[26] 。
(四)元分析的优势

相较于传统的文献综述,元分析通过定量整合以往实证研究结果,为研究者提供了更为精确的结论[4] 。
传统综述方法(尤其是叙述性综述)所涉及的定性评估,受研究者主观影响较大,主要关注不同研究中得出

的结论,且通常不考虑样本的相对大小和效应值的显着性。 然而,元分析则更加注重以往特定主题下实证

研究结果中的数据,包括变量操作化、效应值大小和效应值所反映的现象[5] 。 元分析使用严格的统计学方

法量化效应值大小,并评估其显著性,允许综合考虑相对样本大小和信度值水平,从而提供了更准确和可信

的结果。 此外,元分析强调透明性和系统性,其操作步骤需明确搜索策略、数据编码过程和统计模型,以减

少主观性和偏差[7] 。 总之,元分析采用客观且定量的方法来整合目标研究,被认为是一种更严格、可靠和可

重复的研究方法。
相较于单项实证研究,元分析的研究结论具有更高的统计力,并且呈现了更为丰富的研究内容。 一方

面,小样本的单项实证研究对效应值的估计不如大样本研究准确,因此可能会产生结果偏差。 反之,基于大

样本的元分析具有更高的统计效力[33] ,使研究人员能够更准确地描述变量之间的关系[6] 。 另一方面,单项

实证研究通常只能对特定理论模型中多变量间的单一关系进行检验。 而元分析可通过结合其他分析技术,
能够在整合多项独立研究结果的同时对多个变量之间的不同关系进行检验(即对多个理论模型进行竞争性

比较),从而提供新的理论视角。 总之,元分析具有更大的综合性,可揭示多个变量之间的整体关系或中介

机制,从而提供了更加丰富的研究视角和研究内容。 例如,元分析结构方程模型可同时探索多个变量之间

的不同关系以及多条中介路径,这对于单项实证研究来说是很难实现。
除有效估计变量间的效应值外,元分析还能够清晰地呈现不同实证研究结果间的差异程度及其原因,

并据此进一步判定潜在的调节因素[7] 。 一方面,由于实证研究在选择样本时往往具有随机性,故源自不同

样本的研究结果不可避免地存在一定程度的差异。 通过整合,元分析可帮助研究者了解变量关系在不同研

究间的分布情况,同时揭示研究差异的来源,即源于样本误差还是源于误差之外的其他因素。 另一方面,元
分析可通过元回归与类方差分析等方式探索可能存在的调节变量,以进一步解释研究之间的差异,并据此

推动该研究领域的知识边界。

三、元分析前沿方法总结

近几年,科学研究问题逐渐变得复杂,跨学科研究成为常态,简单的元分析统计技术已逐渐无法满足研

究者的诉求。 广泛而又深化的科研难题逐渐提高了元分析研究的门槛。 在此背景下,随着多种统计技术的

更新迭代,有关元分析的高阶方法不断涌现,以适应逐渐演化的研究需求和技术挑战。 本节旨在深入追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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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分析方法的历史发展,并探索其前沿。 该部分首先介绍了基础的元分析方法,并进一步阐述了一些典型

的高阶方法,最后就元分析技术的新兴应用进行了简单介绍。
(一)基本元分析

基本元分析(basic
 

meta-analysis)是其他高阶元分析方法的基础,该方法旨在系统性地整合多项研究结

果,评估总体效应值的大小,并揭示不同变量之间的深层次关系(如边界效应与中介机制)。 故基本元分析

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研究内容,即双变量关系的元分析检验和调节效应检验。
1.

 

双变量关系检验

单变量元分析检验(univariate
 

meta-analysis
 

for
 

bivariate-relationship
 

test)旨在探索每个成对变量之间的

关系方向及强度,即通过系统性地整合多项独立实证研究的结果,以获取总体效应值估计及分布[34] 。 研究

者通常关注两个或多个变量之间成对的关联性,通过进行双变量元分析检验,研究者可以更好地理解这些

变量之间的关系。 但需注意的是,在进行数据分析之前,研究者应根据研究间的异质性程度评估后续的分

析模型,即选择固定效应模型还是随机效应模型来评估效应值的变化及分布情况[35] 。 固定效应模型假设元

分析中包含的研究共享一个共同的效应值,即总体效应值,而异质性仅由随机误差引起[24] 。 随机效应模型

的条件则更加宽容,允许研究间存在一定程度的真正异质性,而不仅仅是由随机误差引起,该模型能够更好

地反映现实中存在的异质性情况[25] 。 基于上述模型,现有研究领域主要使用以下两种元分析方法:Hunter
和 Schmidt

 [24]提出的心理测量元分析,以及 Hedges 和 Olkin[36]提出的固定与随机效应模型方法。
Hedges 和 Olkin[36]提出的元分析方法既包含固定效应模型又包含随机效应模型。 该方法的一个显著特

征是将原始的效应量转换为 Fisher
 

z 的形式,进而对 Fisher
 

z 值进行加权平均来估计总体效应值的大小,这
种转变有助于比较不同研究间的效应值大小。 Hunter 和 Schmidt[24]提出的元分析方法则主要专注于随机效

应模型,强调对误差项的不同来源进行区分和修正,如抽样误差和测量误差等。 根据误差来源的修正,
Hunter 和 Schmidt[24,37] 范式下的元分析可进一步分为简单方法 ( bare-bones

 

methods) 和心理学方法

(psychometric
 

methods)。 前者只修正抽样误差( sampling
 

error) 而不修正其他心理测量误差( psychometric
 

corrections;如测量误差与范围限制等),后者则同时修订抽样误差和心理测量误差。 Hunter 和 Schmidt[24] 提

出的心理测量元分析已广泛应用在多个研究领域,并且该方法提高了元分析结果的可靠性和准确性。
2.

 

调节效应检验

基于不同实证研究结果间的异质性,元分析的调节效应检验旨在进一步明确导致该异质性产生的潜在

因素[35] 。 须注意的是,在进行调节检验前,研究者通常会初步判断是否存在潜在的调节变量。 例如,显著的

Q 统计量表明存在潜在的调节变量[36] ;此外,Hunter 和 Schmidt[24] 指出,若效应值的信用区间( credibility
 

interval)包含 0,则同样预示着效应值可能受潜在的调节变量影响。 根据 Hunter
 

和
 

Schmidt[37]提出的 75%法

则,若低于 75%的校正效应值方差可被抽样误差或其他误差(如测量误差)解释,则说明存在潜在的调节变

量。 基于上述分析,当得出效应值可能受潜在调节变量影响的结论后,研究者则需进一步对具体的调节效

应展开分析。 一般情况下,根据调节变量的类别,即分类变量和连续变量,元分析调节效应检验进一步可分

为亚组分析(subgroup
 

analysis)和元回归分析(meta-regression
 

analysis) [38] 。
1)亚组分析

亚组分析(subgroup
 

analysis)中,研究者首先根据某一类别变量将研究结果分成不同的子组,并计算不

同子组的效应值[39] 。 其中,典型的类别调节变量包括国家文化(如东方文化 vs 西方文化)、发表状态(已发

表 vs 未发表状态)与测量类型(连续 vs 虚拟)等[40] 。 进而,研究者需比较不同子组间的平均效应值差异,并
以此评判分类变量的调节效应。 一方面,研究者可通过方差分析或 t 检验来判定不同子组间差异的显著性

水平[41] 。 另一方面,Chiaburu 等[42]提出 z 统计量(即效应值均值差异)的显著性水平也可用于判定调节效

应。 若上述分析中的组间差异较为显著,研究者可推断出效应值可能受到调节变量影响的结论。 综合来

看,相较于其他调节效应方法,亚组分析具有较高的统计效力[24,43] ,这增强了其在调节效应检验中的准确性

和可靠性。 然而,为确保调节效应不受其他变量干扰,亚组分析只能逐一纳入调节变量,故研究者需反复进

行子组划分,这使得亚组分析过程变得繁琐且耗时。 因此,研究者应谨慎选择纳入分析的调节变量,以确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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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节效应检验的全面性、高效性和准确性。 此外,不同子组之间的效应值差异也需要得到妥善的解释和合

理的归因,以避免产生误导性的研究结论。
2)元回归分析

除亚组分析外,元回归分析也可用于探讨特定效应值的调节效应,并且可同时纳入连续调节变量和分

类调节变量[44] 。 在元回归分析中,调节变量被视为预测变量,而效应值为因变量。 研究者通过分析效应值

与调节变量的回归系数(置信区间)及整体解释力(R 或 R2)来解释调节效应的显著性水平[43] 。 元回归分析

的优势在于它可弥补无法对效应值进行层次分组的问题,这意味着研究者可根据理论模型的需要,更加灵

活地分析连续调节变量的影响。 截至目前,元回归分析已被广泛应用于连续变量的调节分析中,如年龄、性
别、教育或收入等人口统计因素[35] ,样本特征与测量方法等研究设计因素[28,45] ,以及[9] 的文化维度等。 尽

管元回归分析在心理学和其他社会科学领域(如人力资源管理、组织行为、管理、营销)中得到了广泛使用,
但[43]指出该方法仍存在一些问题,如事后调节变量选择、低统计力(样本量低)、无法解释的非标准化回归

权重以及调节变量的测量误差等。 因此,上述问题需在元分析的研究设计和数据分析过程中得以充分考

虑,以确保研究结果的有效性和可靠性。
(二)高阶元分析技术

随着统计技术的不断发展,元分析技术通过与其他统计分析技术相结合,进一步衍生出了一些新的高

阶研究方法,包括多层次的元分析[9] ,元分析结构方程模型(MASEM)等[20-21] 。 现有高阶元分析方法在一些

新技术领域也得到了一些应用,如使用元分析技术进行可复制性研究、对商业大数据分析等[22-23] 。
1.

 

多层次元分析

传统元分析研究往往假设不同研究间的同一效应值是相互独立的,但这一假设并不容易实现[19] 。 若多

个初始研究的数据样本总体均来自于同一地域或国家,其同一变量关系的效应值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存在依

赖性。 基于独立效应值的假设,研究者往往使用固定效应模型( fix
 

effect
 

model)来进行研究总体效应的推

断。 这意味着他们假设总体参数(population
 

effect
 

parameters)只有一个真实值(true
 

effect
 

size),并且研究之

间估计值的所有差异都源于抽样波动,并没有考虑效应值之间的依赖性和异质性(heterogeneity)。 这在一定

程度上使得元分析估计产生偏差,并且固定效应元分析的结果并不能推广到未纳入分析的研究。 随机效应

模型(random
 

effect
 

model)将效应值大小视为来自效应总体参数群体的随机样本,并往往会估计描述该效应

参数群体的均值和方差[25] 。 在 Cheung[19] 的研究中,随机效应模型又被称为二层次元分析( two-level
 

meta-
analysis)。 对于研究者而言,无论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还是随机效应模型,应视具体研究而定,并无绝对意义

上的优劣之分[25] 。
Cheung[19]进一步提出了三层次元分析( three-level

 

meta-analysis)。 三层次元分析在研究内( within-
study)和研究间(between-study)两个层次上增设了一个层次,即不同群组的层次,又被称为簇群。 在该层次

上允许不同研究间的效应量之间是相互依赖的。 簇群的定义取决于数据结构和研究问题。 例如,在跨文化

研究中,它可以代表不同的子文化组。 在包含多个子量表的研究中,它可以代表不同的子量表等[19] 。
2.

 

元分析结构方程模型

1)元分析结构方程模型(MASEM)
元分析结构方程模型是一种检验社会科学理论的先进方法,充分融合了元分析和结构方程模型两种方

法的优势[20] ,其在管理研究领域得到了日益广泛的应用[46,47] 。 正如[48] 对 MASEM 论文中的方法选择进行

了全面总结发现,截至 2016 年,在人力资源管理或组织行为领域中已发表了 153 篇 MASEM 相关的论文,
预计其受欢迎程度将持续上升。 通过整合元分析和结构方程模型的优势,MASEM 能够通过构建元分析

相关系数矩阵进行基于模型的高阶分析,从而对理论模型进行检验。 换言之,MASEM 具备检验多个变量

间关系的能力[49] ,允许对多种理论关系进行同时测试,包括中介效应检验以及中介机制对比分析检

验[50] 。 一般而言,一元元分析结构方程模型[20] 和全信息元分析结构方程模型[21] 是两种广泛应用的

MASEM 方法,这些方法以不同方式汇集相关矩阵和估计参数,进而能够对不同类型的元数据进行元分析因

果推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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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一元元分析结构方程模型(U-MASEM)
考虑到传统元分析在估计多变量间关系方面的局限性,Viswesvaran

 

和 Ones[20] 提出了将元分析和结构

方程模型进行整合的先进方法,也被称为一元元分析结构方程模型 ( univariate
 

meta-analytic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ling,U-MASEM),该方法将用于拟合的效应值矩阵内的不同效应值视为独立的,并没有考虑不

同变量间效应值之间的依赖性[51] 。 但因其简单易于操作而受到早期研究者的欢迎。 运用 U-MASEM 方法

建构研究需要遵循一套规范的分析流程:①需要明确定义拟探讨的变量及其变量间的相互关系;②通过对

相关研究进行系统搜索,筛选出衡量变量关系效应大小的主要研究;③运用元分析的聚合效应大小作为数

据输入进行 U-MASEM 分析。 通过这种方法,研究者可以获得每对变量的元分析相关性,并形成一个汇总的

相关系数矩阵,该矩阵将被用于结构方程模型中路径系数的估计[52-53] 。 U-MASEM 方法在管理学和组织行

为学研究中已经得到了广泛应用。 例如,Jiang
 

等[54] 基于能力-动机-机会模型,使用 U-MASEM 方法研究了

人力资源系统三维度对组织结果和财务结果的影响。 此外,Zhang
 

等[47]基于 U-MASEM 方法,分别从公平视

角和压力视角探讨了组织公平和工作压力在辱虐管理和组织公民行为以及反生产工作行为之间的中介作

用,同时也进行了不同中介机制的对比分析。
综上所述,U-MASEM 的主要贡献在于同时估计多变量之间的关系,为元分析研究者提供一个在结构方

程模型框架下进行多变量关系检验的途径,同时也允许研究者进行变量间优势分析(即竞争性模型比较),
进而加深对理论模型的理解。 然而,在 U-MASEM 研究中,除了拟合效应值矩阵中不同效应值之间的相关性

被忽视之外,该方法也存在以下几点不足。 首先,因为用于汇总拟合矩阵中的不同相关系数可能是基于不

同的样本,这可能导致非正定相关矩阵。 非正定矩阵的存在使得研究者无法进行后续的分析。 其次,有关

特定变量关系之间的实证研究数量较少,这会降低有关相关系数的估计精度。 最后,由于相关系数和样本

量之间存在依赖性,考虑到不同原始研究中的样本量存在差异,研究者无法在后续拟合模型的分析中选择

最佳的样本量[51] 。
3)全信息元分析结构方程模型(FIMASEM)
尽管 U-MASEM 方法较为直观易懂,但在处理研究间异质性方面存在局限性,无法进行路径系数在不同

样本之间的差异估计。 基于此,在 U-MASEM 方法基础上,Yu
 

等[21]提出了全信息元分析结构方程模型( full-
information

 

MASEM,FI-MASEM),该方法进一步明确地构建了基于聚合效应大小的估计参数分布以及不同

研究之间的方差,能够有效地解决研究间的异质性问题。 采用 FIMASEM 方法进行分析需要两个步骤:首
先,建构元分析研究,得出代表效应大小的相关系数矩阵和效应量异质性矩阵;进而,将这两个矩阵作为数

据输入进行数据分析,估计结构方程模型参数的分布,并构建可信区间[21] ,进而量化路径估计的异质性,并
且检测特定路径的潜在边界条件[55] 。 相较于仅仅生成一个总体参数的 U-MASEM,FIMASEM 能够利用拔靴

法(又称自抽样法)生成许多自举矩阵,因此会为每个路径和每个模型估计许多路径系数和模型拟合指数。
此外,FIMASEM 的另一个优势在于能够轻松地处理来自给定原始研究的缺失相关数据。

4)二阶段元分析结构方程模型(two-stages
 

MASEM,TSSEM)
 

考虑到元分析和结构方程模型的统计理论分别是基于相关性和协方差矩阵的分布。 因此,不能保证结

合这两种方法得出的推论是否正确[56] 。 为了更好地将元分析和结构方程模型集成到一个统一的框架中,
Cheung

 

和
 

Chan[56]提出了二阶段元分析结构方程模型方法(TSSEM)。 TSSEM 方法主要分为两个阶段。 在

第一个阶段,研究者需要使用
 

SEM
 

中的多组分析技术来合成相关矩阵。 在合成相关矩阵之前,研究者需要

利用 LISREL、Mplus、AMOS 或者 R 等软件对变量间的效应值进行同质性检验。 比如,在 AMOS( analusis
 

of
 

moment
 

structures)中可以将不同群组的同一变量间的系数分别设为相等和不受限制,通过运行软件,并查看

两种模式下不同卡方值之间的差异来确定不同群组之间的效应值是否同质[即多组 CFA(confiymatory
 

factor
 

analysis)分析]。 如果不同群组之间的效应值是同质的,研究者即可进行合并相关矩阵。 如果不同群组之间

的效应值是异质的,研究者则无法合并相关矩阵。 研究人员可进一步对这些初始效应值矩阵进行分类,然
后进行同质亚组分析。 在第二阶段,研究者使用加权最小二乘

 

( WLS)
 

估计将结构模型拟合到汇集的相关

矩阵。 具体而言,研究者将所有研究的总样本量用作拟合样本量,将合并相关矩阵及其渐近协方差矩阵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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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估计方法的输入来拟合假设的结构模型。
TSSEM 方法主要有三个优点:首先,TSSEM

 

使用总样本量进行第二阶段的估计,这使得研究者既不用进

行不同样本量之间的权衡,亦可控制参数估计的 I 型误差、功效和标准误差。 其次,TSSEM
 

方法中的权重矩

阵为研究者提供了有关合并相关矩阵过程中的采样变化信息。 最后,估计的合并相关矩阵的元素之间的协

方差也被考虑在权重矩阵中[56] 。 在 R 分析程序中,研究者可以通过调用 metaSEM 来进行 TSSEM
 

方法

分析[57] 。
5)单阶段元分析结构方程模型(one-stage

 

MASEM,OS-MASEM)
虽然基于 U-MASEM 的 FI-MASEM 融合了异质性信息,但它存在以下两个缺点。 首先,它需要为总体样

本选择一个特定的样本量。 例如,总样本量的调和平均值或更保守估计的最小值[58] ,这两种做法在一定程

度上缺乏准确性[52] 。 其次,由于它依赖于单个相关矩阵拟合
 

SEM,因而它无法纳入调节变量来估计调节作

用。 这些问题在 Jak
 

和
 

Cheung[51]近期开发的 OS-MASEM 方法中得到了解决。 在
 

OS-MASEM
 

中,多项初始

研究的相关矩阵被用作元分析的数据输入。
 

OS-MASEM
 

使用以往研究者所熟悉的研究内和研究间框架,并
假设数据具有层次结构。 研究内的模型采用向量化形式来估计变量间的效应值,其中包含模型隐含相关矩

阵、真实
 

SEM
 

参数、残差相关性和采样误差偏差,研究间模型结合了调节变量来解释
 

SEM
 

参数的异质性,即
研究间的模型用来估计由多个调节变量所导致的交互效应。 根据

 

Jak
 

和
 

Cheung[51]的研究,当研究数据缺失

为完全随机时,它可以提供一致且有效的估计。 此外,它使用初始研究中的效应值作为估计输入信息,而不

是合并相关矩阵中的聚合效应,这可以更准确地估计
 

SEM
 

中路径系数的标准差,也可同时自动考虑这些初

始效应大小之间的依赖性。 metaSEM
 

包中的
 

R
 

函数(osmasem)
 

实现了
 

OSMASEM
 

方法的分[57] 。
需注意的是,由于建模的要求不同,研究人员在选择 MASEM 方法时需要考虑数据的可用性。

 

由于聚合

效应大小通常在已发表的元分析中公开可用,因而 U-MASEM
 

和
 

FI-MASEM
 

是两种可行的数据收集方法。
然而,OS-MASEM

 

要求研究人员对所有初级研究进行编码,以提取所有初级效应大小作为数据输入,这在
 

SEM
 

模型包含大量变量的情况下将不可行。
(三)其他应用

1.
 

可复制性研究

科学研究的可复制性一直以来是医学[59] 、心理学[60] 和经济学[61] 等学科所强调的话题。 通过复制科学

研究,研究者可以识别不规范的研究发现[62] 。
 

Anderson
 

等[63]提出研究者可以采用多种方法来评估特定研究

的可复制性,如比较原始研究和复制研究的 P 值,以及评估原始研究的效应大小是否在复制的置信区间内

等。 但是,可重复的研究结果并不易得,且大量研究结果可能无法重复。 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医学和社会

学科中存在较大的“发表偏差”(publication
 

bias,即出版物往往会选择那些具有统计显著性结果的研究来发

表) [29] 。 另一个重要原因是 p-hacking(如通过修改样本数据直至结果显著),降低了研究的可重复性[64] 。
考虑到元分析技术在检验真实效应值(true

 

effect
 

size)方面的潜力,一些学者开始采用元分析方法来进

行可复制性研究[22-23] 。 Stanley
 

等[22]采用二阶元分析技术对心理学领域的研究进行了可复制性评估。 该研

究认为,心理学领域近年来面临复制危机,即许多研究难以成功复制。 这引发了对心理学研究的有效性和

可靠性的担忧。 Stanley
 

等[22]总结了复制失败的原因可能为统计功效不足、选择性报告偏差和研究间异质性

等因素。 该项研究建议在未来心理学研究中采用开放科学实践、增加样本规模等提高心理学领域研究的可

复制性。 Hedges
 

和
 

Schauer
 [23]从元分析的视角讨论了心理学和社会科学领域的复制问题,强调了在不同统

计分析方法下,复制的定义和验证标准可以有所不同。 Hedges
 

和 Schauer[23]认为,复制研究需要大规模的研

究来提高统计功效,但即使采用最有力的统计测试,也可能难以获得强有力的结论。 因此,需要更多的理论

工作来设计复制研究,并开发更敏感的多研究设计。 最后,该研究呼吁建立适用于心理学和社会科学领域

的复制标准,并认为这些标准应该是科学社区的社会共识,不应完全由数学统计框架来确定。
2.

 

大数据分析

数字经济为研究者提供了海量的研究数据。 然而,大数据一直是由计算机科学所主导的领域,来自心

理学和管理学的研究者并不具备相关的编程和计算机能[65] 。 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两个领域的大数据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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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研究。 Cheung
 

和
 

Jak[65]提出心理学领域的研究者在不具备编程和计算技能的情况下也可以采用元分析

技术来进行大数据研究。 研究者应该专注于利用自身在心理测量分析方面的优势,利用多元分析来解释现

象以验证理论。 采用元分析技术分析大数据时,通常包括三个关键步骤:首先,研究者需要将大数据分成多

个独立数据集,然后在每个数据集上进行统计分析,得到参数估计和相关的协方差矩阵;其次,采用元分析

技术将不同数据集中的参数进行合并估计,以获得综合的效应大小和置信区间,这有助于解决在大数据集

上进行分析时的计算和存储限制;最后,进行汇总分析以得出总体结论。 总之,元分析技术使研究学者能够

利用大数据进行综合研究,解决了大数据分析的计算和存储挑战,并且提供了全新的研究视角。

四、讨论

元分析是推进科学知识发展的有效方法[4] ,越来越多研究者开始使用元分析方法探索本领域的研究问

题。 然而,随着分析技术的迅速发展,学者和从业者难以及时捕捉与理解元分析的发展现状。 因而,本文系

统地梳理了元分析研究的基本原理、分析步骤、发展历程与前沿方法,从而为研究者提供更加全面的方法概

述,帮助识别其发展趋势和潜在问题,并有助于进一步改进该方法以适应不断变化的研究需求。 本章节探

讨了元分析的研究意义及局限性。
(一)元分析的研究意义

从理论意义来看,元分析解决了变量之间尚无明确定论的争议关系,揭示了变量间复杂的影响机制,并
可为研究领域提供清晰的研究框架。 首先,元分析通过整合多项独立研究提供了更具统计力的研究结

果[33,66] ,该结果不仅能够与以往实证研究形成对话,对其结论进行验证,同时可将分散在各个研究中的信息

整合在一起,从而为科学研究领域提供更加全面的视角。 其次,元分析可进一步揭示一些难以在实证研究

中探讨的潜在调节因素,例如,国家情景因素、研究设计差异、样本特征和测量方法等,这有助于研究者更深

入地理解效应值的差异性及产生的原因,并丰富与拓展研究层面。 最后,新兴统计技术和方法的引入使得

元分析不断得以改进与完善,高阶元分析方法不仅提高了研究结果的统计力和有效性,并且有效解决了更

为复杂的研究模型,从而为科学研究提供了更深入的洞见。
从实践意义来看,元分析在促进和改善科学领域的透明性和可复制性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5] 。 首先,

在许多领域,研究结果可能会受到发表偏差的影响,即显著的研究结果更容易被发表,不显著的结果则被忽

视。 而元分析能够纳入未发表的研究,从而减少了出版偏差的影响,提供了更为客观的总体效应估计值。
其次,严谨的元分析流程有助于改善科学研究的透明性和可复制性。 在元分析中,研究者通常需要报告其

分析方法、效应量的计算方式以及数据来源等细节,这促进了研究的可追溯性和透明性,并有助于其他研究

者验证和复制该研究结果。 再次,通过对已有文献进行全面整合,元分析有助于确定领域中已被广泛研究

的主题,以及需要进一步深入探索的方向,这有助于科研资源的有效利用,避免不必要的重复研究,提高了

科学研究的效率。 最后,元分析可为特定主题提供系统性的研究框架,从而为政策制定者和从业人员的决

策提供重要的依据。
(二)元分析的局限性

虽然元分析提供了有价值的研究结果,但仍然面临多方面的局限性,包括数据源的质量、发表偏倚、异
质性问题以及模型选择的不确定性问题等。 首先,元分析结论的可靠性受限于原始实证研究的质量。 正如

 

Aguinis
 

等[67]所言,元分析同样具有“garbage
 

in,
 

garbage
 

out”的特性,这意味着有偏差的原始研究结果将进

一步导致有偏差的元分析整合效应,从而降低了其统计效力。 因此,在进行初始文献的筛选时,尤其需要重

视其研究质量,并提供出版偏差检验以减少整体偏差。 此外,尽管元分析研究能够纳入一些未发表的会议

论文或学位论文,但仍然有可能遗漏一些相关的未发表研究[22] ,这意味着研究结果同样可能产生一定程度

的偏差。 再次,不同的原始实证研究往往采用不同的样本、测量标准和研究设计等,因而,元分析往往会产

生异质性水平较高的研究结果。 针对该问题,研究者可根据具体研究问题细化数据筛选标准,并有必要通

过合适的统计方法进一步解释异质性的来源。 最后,在元分析中,不同的模型选择可能会导致不同的研究

结论。 针对该问题,研究者应根据异质性结果选择适当的统计模型。 例如,当原始研究间存在异质性时,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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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采用考虑了研究内和研究间变异的随机效应模型[26,68-69] 。 总而言之,虽然元分析有助于解决复杂的研究

问题,但仍然面临多方面的局限性,需要研究者在实践中综合考虑和处理上述问题,以确保元分析结果的可

靠性和有效性。

五、结论

元分析是科学研究中至关重要的实证技术,也是强大的知识整合和巩固工具。 无论是传统元分析还是

高阶元分析,该类方法的应用范围愈加广泛,已渗透到各个科学领域,包括医学、管理学、教育和心理学等。
通过对已有研究进行整合和分析,元分析不仅提供了更准确的效应值估计,有效地识别了研究间的出版偏

差、异质性及其来源,并解释了更为复杂的研究模型,从而促进了科学研究的发展,并改善了科学研究的可

靠性和透明性。 本文全面梳理了元分析研究的基本原理、分析步骤、发展历程与前沿方法,从而为研究者提

供了全面的方法概述,帮助研究者识别其发展趋势和潜在问题,并有助于改进该方法以适应不断变化的研

究需求。
参考文献

[ 1 ] ROWLEY
 

C,
 

PAUL
 

J.
 

Introduction:
 

The
 

role
 

and
 

relevance
 

of
 

literature
 

reviews
 

and
 

research
 

in
 

the
 

Asia
 

Pacific[ J] .
 

Asia
 

Pacific
 

Business
 

Review,
 

2021,
 

27:
 

145-149.
 

[ 2 ] GREWAL
 

D,
 

PUCCINELLI
 

N,
 

MONROE
 

K
 

B.
 

Meta-analysis:
 

Integrating
 

accumulated
 

knowledge[ J] .
 

Journal
 

of
 

the
 

Academy
 

of
 

Marketing
 

Science,
 

2018,
 

46:
 

9-30.
 

[ 3 ] GLASS
 

G
 

V.
 

Primary,
 

secondary,
 

and
 

meta-analysis
 

of
 

research[J] .
 

Educational
 

Researcher,
 

1976,
 

5:
 

3-8.
 

[ 4 ] PAUL
 

J,
 

BARARI
 

M.
 

Meta-analysis
 

and
 

traditional
 

systematic
 

literature
 

reviews:
 

What,
 

why,
 

when,
 

where,
 

and
 

how? [ J]
 

Psychology
 

&
 

Marketing,
 

2022,
 

39:
 

1099-1115.
 

[ 5 ] KING
 

W
 

R,
 

HE
 

J.
 

Understanding
 

the
 

role
 

and
 

methods
 

of
 

meta-analysis
 

in
 

IS
 

research[ J] .
 

Communications
 

of
 

the
 

Association
 

for
 

Information
 

Systems,
 

2005,
 

16:
 

665-686.
 

[ 6 ] LITTELL
 

J
 

H,
 

CORCORAN
 

J,
 

PILLAI
 

V.
 

Systematic
 

reviews
 

and
 

meta-
 

analysis[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 7 ] CARD
  

N
 

A.
 

Applied
 

meta-analysis
 

for
 

social
 

science
 

research[M].
 

New
 

York:
 

Guilford
 

Publications,
 

2015.
 

[ 8 ] BLEIDORN
 

W,
 

SCHWABA
 

T,
 

ZHENG
 

A,
 

et
 

al.
 

Personality
 

stability
 

and
 

change:
 

A
 

meta-analysis
 

of
 

longitudinal
 

studies[ J] .
 

Psychological
 

Bulletin,
 

2022,
 

148:
 

588-619.
 

[ 9 ] HOWARD
 

M
 

C,
 

COGSWELL
 

J
 

E,
 

SMITH
 

M
 

B.
 

The
 

antecedents
 

and
 

outcomes
 

of
 

workplace
 

ostracism:
 

A
 

meta-analysis[J] .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2020,
 

105:
 

577-596.
 

[10] ZHAO
 

X,
 

WU
 

C,
 

CHEN
 

C
 

C,
 

et
 

al.
 

The
 

influence
 

of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on
 

incumbent
 

employees:
 

A
 

meta-analytic
 

investigation
 

of
 

the
 

mediating
 

and
 

moderating
 

mechanisms[J] .
 

Journal
 

of
 

Management,
 

2022,
 

48(1):
 

114-146.
 

[11] CRAGUN
 

O
 

R,
 

OLSEN
 

K
 

J,
 

WRIGHT
 

P
 

M.
 

Making
 

CEO
 

narcissism
 

research
 

great:
 

A
 

review
 

and
 

meta-analysis
 

of
 

CEO
 

narcissism[J] .
 

Journal
 

of
 

Management,
 

2020,
 

46:
 

908-936.
 

[12] ZHANG
 

Y,
 

LIU
 

G,
 

ZHANG
 

L,
 

et
 

al.
 

Psychological
 

ownership:
 

A
 

meta-analysis
 

and
 

comparison
 

of
 

multiple
 

forms
 

of
 

attachment
 

in
 

the
 

workplace
[J] .

 

Journal
 

of
 

Management,
 

2021,
 

47(3):
 

745-770.
 

[13] 王金凤,
  

朱雅婕,
 

冯立杰,
 

等.
 

基于 Meta 分析的供应链网络嵌入性与协同创新绩效关系研究[J] .
 

技术经济,
 

2023,
 

42(6):
 

47-59.
 

[14] 王海花,
  

王莹,
 

李树杰,
 

等.
 

企业社会责任与创新:
 

一项 Meta 分析的检验[J] .
 

技术经济,
  

2023,
  

42(8):
 

89-98.
 

[15] LANE
 

T.
 

Discrimination
 

in
 

the
 

laboratory:
 

A
 

meta-analysis
 

of
 

economics
 

experiments[J] .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2016,
 

90:
 

375-402.
 

[16] DALHUISEN
 

J
 

M,
 

FLORAX
 

R
 

J,
 

DE
 

GROOT
 

H
 

L,
 

et
 

al.
 

Price
 

and
 

income
 

elasticities
 

of
 

residential
 

water
 

demand:
 

A
 

meta-analysis[J] .
 

Land
 

Economics,
 

2003,
 

79:
 

292-308.
 

[17] RITCHIE
 

S
 

J,
 

TUCKER-DROB
 

E
 

M.
 

How
 

much
 

does
 

education
 

improve
 

intelligence?
 

A
 

meta-analysis[ J] .
 

Psychological
 

Science,
 

2018,
 

29:
 

1358-1369.
 

[18] LAZOWSKI
 

R
 

A,
 

HULLEMAN
 

C
 

S.
 

Motivation
 

interventions
 

in
 

education:
 

A
 

meta-analytic
 

review[J] .
 

Review
 

of
 

Educational
 

research,
 

2016,
 

86:
 

602-640.
 

[19] CHEUNG
 

M
 

W
 

L.
 

Modeling
 

dependent
 

effect
 

sizes
 

with
 

three-level
 

meta-analyses:
 

A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approach[ J] .
 

Psychological
 

Methods,
 

2014,
 

19:
 

211-229.
 

[20] VISWESVARAN
 

C,
 

ONES
 

D
 

S.
 

Theory
 

testing:
 

Combining
 

psychometric
 

meta-analysis
 

and
 

structural
 

equations
 

modeling [ J] .
 

Personnel
 

Psychology,
 

1995,
 

48:
 

865-885.
 

[21] YU
 

J
 

J,
 

DOWNES
 

P
 

E,
 

CARTER
 

K
 

M,
 

et
 

al.
 

The
 

problem
 

of
 

effect
 

size
 

heterogeneity
 

in
 

meta-analytic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J] .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2016,
 

101(10):
 

1457-1473.
 

841

技术经济 第 43 卷　 第 1 期



[22] STANLEY
 

T,
 

CARTER
 

E
 

C,
 

DOUCOULIAGOS
 

H.
 

What
 

meta-analyses
 

reveal
 

about
 

the
 

replicability
 

of
 

psychological
 

research[J] .
 

Psychological
 

Bulletin,
 

2018,
 

144:
 

1325-1346.
 

[23] HEDGES
 

L
 

V,
 

SCHAUER
 

J
 

M.
 

Statistical
 

analyses
 

for
 

studying
 

replication:
 

Meta-analytic
 

perspectives[ J] .
 

Psychological
 

Methods,
 

2019,
 

24:
 

557-570.
 

[24] HUNTER
 

J
 

E,
 

SCHMIDT
 

F
 

L.
 

Methods
 

of
 

meta-analysis:
 

Correcting
 

error
 

and
 

bias
 

in
 

research
 

findings [ M].
 

California:
 

Sage,
 

Newbury
 

Park,
 

2004.
 

[25] HEDGES
 

L
 

V,
 

VEVEA
 

J
 

L.
 

Fixed-and
 

random-effects
 

models
 

in
 

meta-analysis[J] .
 

Psychological
 

Methods,
 

1998(3):
 

486-504.
 

[26] LIPSEY
 

M
 

W,
 

WILSON
 

D
 

B.
 

Practical
 

meta-analysis[M].
 

Thousand
 

Oaks,
 

CA:
 

Sage,
 

2001.
 

[27] 刘智强,
  

葛靓,
 

王凤娟.
 

组织任期与员工创新:
 

基于地位属性和文化差异的元分析[J] .
 

南开管理评论,
 

2015,
 

18(6):
 

4-15.
 

[28] 靳娟娟,
  

邵蕾,
 

黄潇潇,
 

等.
 

社会排斥与攻击的关系:一项元分析[J] .
 

心理学报,
 

2023,
 

55(12):1979-1996.
[29] ROTHSTEIN

 

H
 

R,
 

SUTTON
 

A
 

J,
 

BORENSTEIN
 

M.
 

Publication
 

bias
 

in
 

meta - analysis:
 

Prevention,
 

assessment
 

and
 

adjustments [ M ].
 

Chichester,
 

West
 

Sussex:
 

John
 

Wiley
 

&
 

Sons,
 

2005.
 

[30] Karson
 

K.
 

Report
 

on
 

certain
 

enteric
 

fever
 

inoculation
 

statistics[J] .
 

BMJ,
  

1904,
 

3:
 

1243-1246.
[31] JACKSON

 

G
 

B.
 

Methods
 

for
 

integrative
 

reviews[J] .
 

Review
 

of
 

Educational
 

research,
 

1980,
 

50:
 

438-460.
 

[32] SIDDAWAY
 

A
 

P,
 

WOOD
 

A
 

M,
 

HEDGES
 

L
 

V.
 

How
 

to
 

do
 

a
 

systematic
 

review:
 

A
 

best
 

practice
 

guide
 

for
 

conducting
 

and
 

reporting
 

narrative
 

reviews,
 

meta-analyses,
 

and
 

meta-syntheses[J] .
 

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
 

2019(70):
 

747-770.
 

[33] GEYSKENS
 

I,
 

KRISHNAN
 

R,
 

STEENKAMP
 

J-B
 

E,
 

et
 

al.
 

A
 

review
 

and
 

evaluation
 

of
 

meta-analysis
 

practices
 

in
 

management
 

research [ J] .
 

Journal
 

of
 

Management,
 

2009(35):
 

393-419.
 

[34] VAN
 

HOUWELINGEN
 

H
 

C,
 

ZWINDERMAN
 

K
 

H,
 

STIJNEN
 

T.
 

A
 

bivariate
 

approach
 

to
 

meta-analysis[ J] .
 

Statistics
 

in
 

Medicine,
 

1993,
 

12:
 

2273-2284.
 

[35] STEEL
 

P,
 

BEUGELSDIJK
 

S,
 

AGUINIS
 

H.
 

The
 

anatomy
 

of
 

an
 

award-winning
 

meta-analysis:
 

Recommendations
 

for
 

authors,
 

reviewers,
 

and
 

readers
 

of
 

meta-analytic
 

reviews[J] .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2021,
 

52:
 

23-44.
 

[36] HEDGES
  

L
 

V,
 

OLKIN
 

I.
 

Statistical
 

methods
 

for
 

meta-analysis[M].
 

Orlando,
 

FL:
 

Academic
 

Press,
 

1985.
 

[37] HUNTER
 

J
 

E,
 

SCHMIDT
 

F
 

L.
 

Methods
 

of
 

meta-analysis[M].
 

California:
 

Sage,
 

1990.
 

[38] SCHMIDT
 

F
 

L,
 

HUNTER
 

J
 

E.
 

Methods
 

of
 

meta-analysis:
 

Correcting
 

error
 

and
 

bias
 

in
 

research
 

findings[M].
 

Thousand
 

Oaks,
 

CA:
 

Sage,
 

2015.
 

[39] BORENSTEIN
 

M,
 

HIGGINS
 

J
 

P.
 

Meta-analysis
 

and
 

subgroups[J] .
 

Prevention
 

Science,
 

2013,
 

14:
 

134-143.
 

[40] 于渤,
  

余良如.
 

政府采购与企业创新的作用关系及边界条件探究———来自 Meta 分析的证据[J] .
 

技术经济,
 

2022,
 

41(7):
 

23-33.
 

[41] BORENSTEIN
 

M,
 

HEDGES
 

L,
 

HIGGINS
 

J,
 

et
 

al.
 

Comprehensive
 

meta-analysis
 

software.
 

Systematic
 

reviews
 

in
 

health
 

research:
 

meta-analysis
 

in
 

context[M].
 

Biostat,
 

Englewood,
 

New
 

Jer
 

sey,
 

2022:
 

535-548.
 

[42] CHIABURU
 

D
 

S,
 

LORINKOVA
 

N
 

M,
 

VAN
 

DYNE
 

L.
 

Employees’
 

social
 

context
 

and
 

change-oriented
 

citizenship:
 

A
 

meta-analysis
 

of
 

leader,
 

coworker,
 

and
 

organizational
 

influences[J] .
 

Group
 

&
 

Organization
 

Management,
 

2013,
 

38:
 

291-333.
 

[43] SCHMIDT
 

F
 

L.
 

Statistical
 

and
 

measurement
 

pitfalls
 

in
 

the
 

use
 

of
 

meta-regression
 

in
 

meta-analysis[ J] .
 

Career
 

Development
 

International,
 

2017,
 

22:
 

469-476.
 

[44] AGUINIS
 

H,
 

PIERCE
 

C
 

A,
 

BOSCO
 

F
 

A,
 

et
 

al.
 

Debunking
 

myths
 

and
 

urban
 

legends
 

about
 

meta-analysis[J] .
 

Organizational
 

Research
 

Methods,
 

2011,
 

14:
 

306-331.
 

[45] 吕鸿江,
  

韩承轩,
 

王道金.
 

领导者情绪智力对领导力效能影响的元分析[J] .
 

心理科学进展,
 

2018,
 

26(2):
 

204-220.
 

[46] HANCOCK
 

J
 

I,
 

ALLEN
 

D
 

G,
 

BOSCO
 

F
 

A,
 

et
 

al.
 

Meta-analytic
 

review
 

of
 

employee
 

turnover
 

as
 

a
 

predictor
 

of
 

firm
 

performance[ J] .
 

Journal
 

of
 

Management,
 

2013,
 

39:
 

573-603.
 

[47] ZHANG
 

Y,
 

LIU
 

X,
 

XU
 

S,
 

et
 

al.
 

Why
 

abusive
 

supervision
 

impacts
 

employee
 

OCB
 

and
 

CWB:
 

A
 

meta-analytic
 

review
 

of
 

competing
 

mediating
 

mechanisms[J] .
 

Journal
 

of
 

Management,
 

2019,
 

45(6):
 

2474-2497.
 

[48] SHENG
 

Z,
 

KONG
 

W,
 

CORTINA
 

J
 

M,
 

et
 

al.
 

Analyzing
 

matrices
 

of
 

meta-analytic
 

correlations:
 

Current
 

practices
 

and
 

recommendations [ J] .
 

Research
 

Synthesis
 

Methods,
 

2016,
 

7:
 

187-208.
 

[49] BECKER
 

B
 

J.
 

Model-based
 

meta-analysis[M].
 

New
 

York:
 

SAGE,
 

2009.
[50] COMBS

 

J
 

G,
 

CROOK
 

T
 

R,
 

RAUCH
 

A
 

Meta-analytic
 

research
 

in
 

management:
 

Contemporary
 

approaches,
 

unresolved
 

controversies,
 

and
 

rising
 

standards[J] .
 

Journal
 

of
 

Management
 

Studies,
 

2019(56):
 

1-18.
 

[51] JAK
 

S,
 

CHEUNG
 

M
 

W.
 

Meta-analytic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with
 

moderating
 

effects
 

on
 

SEM
 

parameters[ J] .
 

Psychological
 

Methods,
 

2020,
 

25:
 

430-455.
 

[52] CHEUNG
 

M
 

W
 

L,
 

CHEUNG
 

S
 

F.
 

Random-effects
 

models
 

for
 

meta-analytic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Review,
 

issues,
 

and
 

illustrations[ J] .
 

Research
 

Synthesis
 

Methods,
 

2016,
 

7:
 

140-155.
 

[53] LANDIS
 

R
 

S.
 

Successfully
 

combining
 

meta-analysis
 

and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Recommendations
 

and
 

strategies[ J] .
 

Journal
 

of
 

Business
 

and
 

Psychology,
 

2013,
 

28:
 

251-261.
 

941

张　 蒙等:
  

元分析方法综述:从基础到高阶



[54] JIANG
 

K,
 

LEPAK
 

D
 

P,
 

HU
 

J,
 

et
 

al.
 

How
 

does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influence
 

organizational
 

outcomes?
 

A
 

meta-analytic
 

investigation
 

of
 

mediating
 

mechanisms[J] .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2012,
 

55:
 

1264-1294.
 

[55] YU
 

J
 

J,
 

DOWNES
 

P
 

E,
 

CARTER
 

K
 

M,
 

et
 

al.
 

The
 

heterogeneity
 

problem
 

in
 

meta-analytic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MASEM)
 

revisited:
 

A
 

reply
 

to
 

Cheung[J] .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2018,
 

103(7),
 

804-811.
 

[56] CHEUNG
 

M
 

W
 

L,
 

CHAN
 

W.
 

Meta-analytic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A
 

two-stage
 

approach[J] .
 

Psychological
 

methods,
 

2005(10):
 

40-64.
 

[57] CHEUNG
 

M
 

W
 

L.
 

Meta
 

SEM:
 

An
 

R
 

package
 

for
 

meta-analysis
 

using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J] .
 

Frontiers
 

in
 

Psychology,
 

2015(5):
 

1521.
 

[58] ROESCH
 

S
 

C,
 

WEINER
 

B.
 

A
 

meta-analytic
 

review
 

of
 

coping
 

with
 

illness:
 

Do
 

causal
 

attributions
 

matter? [J]
 

Journal
 

of
 

Psychosomatic
 

Research,
 

2001,
 

50:
 

205-219.
 

[59] COLLINS
 

F
 

S,
 

TABAK
 

L
 

A.
 

Policy:
 

NIH
 

plans
 

to
 

enhance
 

reproducibility[J] .
 

Nature,
 

2014,
 

505:
 

612-613.
 

[60] PASHLER
 

H,
 

HARRIS
 

C
 

R.
 

Is
 

the
 

replicability
 

crisis
 

overblown?
 

Three
 

arguments
 

examined[J] .
 

Perspectives
 

on
 

Psychological
 

Science,
 

2012,
 

7:
 

531-536.
 

[61] CAMERER
 

C
 

F,
 

DREBER
 

A,
 

FORSELL
 

E,
 

et
 

al.
 

Evaluating
 

replicability
 

of
 

laboratory
 

experiments
 

in
 

economics[ J] .
 

Science,
 

2016,
 

351:
 

1433-1436.
 

[62] MCNUTT
 

M.
 

Reproducibility[M].
 

Washington
 

D.
 

C. :
 

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
 

2014,
 

229-229.
 

[63] ANDERSON
 

CJ,
 

BAHNíK
 

Š,
 

BARNETT-COWAN
 

M,
 

et
 

al.
 

Response
 

to
 

comment
 

on
 

“ estimating
 

the
 

reproducibility
 

of
 

psychological
 

science”
[J] .

 

Science,
 

2016,
 

351(6277):
 

1037.
 

[64] HEAD
 

M
 

L,
 

HOLMAN
 

L,
 

LANFEAR
 

R,
 

et
 

al.
 

The
 

extent
 

and
 

consequences
 

of
 

p-hacking
 

in
 

science[J] .
 

PLoS
 

biology,
 

2015,
 

13:
 

e1002106.
 

[65] CHEUNG
 

M
 

W
 

L,
 

JAK
 

S.
 

Analyzing
 

big
 

data
 

in
 

psychology:
 

A
 

split
 

analyze
 

meta-analyze
 

approach[J] .
 

Frontiers
 

in
 

Psychology,
 

2016(7):
 

738.
 

[66] FIELD
 

A
 

P,
 

GILLETT
 

R.
 

How
 

to
 

do
 

a
 

meta-analysis[J] .
 

British
 

Journal
 

of
 

Mathematical
 

Statistical
 

Psychology,
 

2010(63):
 

665-694.
 

[67] AGUINIS
 

H,
 

CASCIO
 

W
 

F,
 

RAMANI
 

R
 

S.
 

Science’s
 

reproducibility
 

and
 

replicability
 

crisis:
 

international
 

business
 

is
 

not
 

immune[J] .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2017,
 

48:
 

653-663.
 

[68] 曾德明,
  

孙佳,
 

文鹏,
  

等.
 

基于元分析的网络强度与企业创新关系研究[J] .
 

管理学报,
 

2015,
 

12(1):
 

103-111.
 

[69] 胡海军,
  

翁清雄,
 

曹威麟.
 

基于元分析的魅力型领导与组织绩效的关系研究[J] .
 

管理学报,
  

2015,
 

12(2):
 

223-230.
 

051

技术经济 第 43 卷　 第 1 期



A
 

Review
 

of
 

Meta-analysis:
 

From
 

the
 

Basics
 

to
 

the
 

Advanced

Zhang
 

Meng1,2,
 

Wang
 

Zhiling3,
 

Zhang
 

Yucheng4,
 

Ma
 

Ling3,
 

Li
 

Jing5,
 

Hou
 

Zhongwei3

(1.
 

Hebei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Business,
 

School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Shijiazhuang
 

050000,
 

China;
 

2.
 

Hebei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Business,
 

Hebei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Center
 

for
 

Urban-rural
 

Integrated
 

Development,
  

Shijiazhuang
 

050000,
 

China;
 

3.
 

Hebe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Tianjing
 

300134,
 

China;
 

4.
 

Southampton
 

Business
 

School
 

University
 

of
 

Southampton,
 

UK
 

University
 

Rd,
 

Southampton
 

SO17
 

1BJ,
 

United
 

Kingdom;
  

5.
 

Tianjing
 

University
 

of
 

Commerce,
 

School
 

of
 

Management,
 

Tianjing
 

300134,
 

China)

Abstract:
  

Meta-analysis,
 

as
 

an
 

essential
 

research
 

tool,
 

has
 

been
 

widely
 

applied
 

in
 

various
 

scientific
 

fields
 

such
 

as
 

medicine,
 

management,
 

education,
 

and
 

psychology.
 

With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statistical
 

techniques,
 

traditional
 

meta-analysis
 

has
 

gradually
 

derived
 

a
 

large
 

number
 

of
 

advanced
 

research
 

methods.
 

To
 

help
 

researchers
 

and
 

practitioners
 

promptly
 

capture
 

and
 

comprehend
 

the
 

current
 

state
 

of
 

meta-
analysis,

 

it
 

aims
 

to
 

comprehensively
 

explore
 

the
 

principles,
 

applications,
 

and
 

latest
 

developments
 

of
 

meta-analysis.
 

First,
 

the
 

fundamental
 

principles,
 

historical
 

development
 

and
 

operational
 

procedures
 

of
 

traditional
 

meta-analysis
 

was
 

extensively
 

examined.
 

Secondly,
 

advanced
 

research
 

methods
 

derived
 

from
 

traditional
 

meta-analysis
 

was
 

deeply
 

discussed,
 

including
 

Multilevel
 

meta-analysis,
 

meta-analytic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second-order
 

meta-analysis,
 

causal
 

based
 

meta-analysis
 

and
 

replication
 

research.
 

Finally,
 

the
 

significance
 

and
 

limitations
 

of
 

meta-analysis
 

in
 

scientific
 

research
 

was
 

discussed.
 

In
 

sum,
 

it
 

provides
 

researchers
 

with
 

a
 

comprehensive
 

overview
 

of
 

the
 

meta-analysis,
 

helps
 

researchers
 

identify
 

its
 

development
 

trends
 

and
 

potential
 

problems,
 

and
 

further
 

aims
 

at
 

improving
 

the
 

method
 

to
 

adapt
 

to
 

changing
 

research
 

nee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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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a-analysis;
  

research
 

progress;
  

re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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