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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_83_E8_AF_95_c71_109064.htm 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家发现

用拍脑袋的方式已经无法解决企业面临的问题，理论水平的

不足成了这一代中国精英的弱项，正是他们，让学费高昂

的EMBA课堂人满为患 曾经有一段时间，陈立群就是想不明

白。 作为北京市百万庄园集团总公司董事长，有一段时间他

领导公司推行西餐连锁店计划。这项计划是为了吸引庞大的

中低端消费者，按照陈立群的经验，消费者总喜欢物美价廉

，但是事与愿违，开业一年多，定位“更多菜品，更低价格

，更好环境”的西餐连锁店却顾客寥寥。 50岁的陈立群曾经

以5万元起家，十年内资产达到4亿元，但是他面临的问题也

越来越多：连锁店的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公司下一步发展目

标是什么？如何将公司管理制度化？ “我需要这些问题的答

案。”陈立群说。于是他在2003年回到教室，在北京大学光

华管理学院学习高级管理人员工商管理硕士（EMBA）课程

。 和陈立群一样，越来越多企业家选择重回教室寻找答案，

每个月的某一个周四，周长琰都准时地出现在清华经管学院

的EMBA课堂上，在连续四天的学习中，这位化工企业福润

达公司董事长拒绝处理一切公司事务。 “我之所以回到这里

，是因为发现驾御企业的能力不够。”他说。现在，他需要

管理600名员工，而十几年前，他的工厂只能见到几个创业者

的身影。 “技术的发展和全球化，让中国的企业无法用过去

的经验解决问题，”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副院长武常歧说

，“EMBA的教育能降低他们失败的概率。” 尽管学费高



达20多万，带着疑惑前来求学的企业家还是让众多商学院

的EMBA课堂人满为患。清华只好将录取比例从2002年的二分

之一减少到四分之一，北大也从三分之一降到四分之一。而

其他商学院的EMBA招生办公室，申请人数也大大超过规定

的300人。 管理MBA的人 45岁的周长琰总是提前在公司的内

部网上公布自己的课程表，以提醒下属在每个月4天的上课期

间不要打扰他。他得一心一意地做学生，作为一个年销售额

达2亿元的公司董事长，他面临的问题不比陈立群少：管理指

令不能准确地下达到基层；员工的积极性就属他这个老板最

高；由于没有完善绩效考核体系，开始有人抱怨分配不公；

还有该不该上市融资的问题也让他思前想后。 这些问题是十

几年前靠5000元起家的周长琰所不曾面对的。“以前的决策

都是感性的，至于为什么这么做，自己并不知道。”他说。

这位学化工专业的董事长也试图从书籍中寻找答案，但他发

现并不能达到目的。“我需要一个系统的学习。” 在长江商

学院EMBA及高层管理培训执行主任罗的分析中，周长琰是

中国企业家的典型样本。经过十几年的发展，中国企业走到

一个岔路口，面对全球化和市场的变化，未来做什么、怎么

做开始困扰这些企业家。 在长江商学院EMBA入学面试的时

候，罗问一些企业家学员对于企业未来三五年是怎样的规划

？“他们回答说这正是为什么来读EMBA的原因。”罗说。 

这批企业家大都从计划经济体制下成长起来，并没有接受过

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管理大公司的正式培训。“成功大都依赖

经济发展的机遇和对市场的敏锐判断，更多的时候是凭感觉

而不是理性的分析，”陈立群说，“有时候，这种拍脑袋的

方式只能算是企业家的灵感，而不能成为决策的依据。” 而



且这些企业的最高决策者还发现另一个问题如何与出身

于MBA的职业经理人对话。中国从1991年开始工商管理硕士

（MBA）教育，这些MBA学生大多成为企业的中高层管理者

。 定位于生产奢侈服装品牌NETIGER的东北虎集团董事长张

志峰是长江商学院首届EMBA的学生，在他的公司里，越来

越多的从国内外商学院毕业的MBA职员出现。“他们有自己

的工作语言，我该学习如何与他们沟通。”他说。 老板学会

管理MBA职员也是北大光华管理学院当初在国内高校首先试

点EMBA教育的一个原因。“让决策层与管理层在管理语言

上对接。”武常歧说。1999年，北大首届EMBA试点班学费

是1万美元，当时引起轰动。试点班主要是国有企业的老总们

，但是第二年，情况开始发生改变，民营企业家加入进来，

并成为主流。 2002年，经国务院学位办批准，中国30所大学

正式推出了EMBA课程，但与60年前在西方开始的EMBA不同

，西方的EMBA课程主要是培养企业的中高层管理者，而中

国的EMBA课程主要是面对企业的最高决策层。在清华

的EMBA学生构成中，公司副总以上职位的占84％，公司董事

长和总经理的占到了58％。而其他商学院也大多如此。 相对

于MBA需要全国统一考试而言，EMBA考试是各个商学院命

题，更具有灵活性。 这些企业家也试图通过各种方式解决企

业面临的问题。哈尔滨仁皇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李邵铭

在企业上市前，也试图通过短期培训和聘请战略咨询专家解

决企业面临的问题，但是他最终发现“自己不系统提升，企

业就提升不了”。2006年，他成为清华EMBA的学生。在清华

，企业家学员们把EMBA教育戏称为“没钱的教授教一帮有

钱的学生怎么赚钱”。 “并非虚荣心，我想得到的是企业的



战略性管理思维和全球化视野。”已经毕业的中国人民大

学EMBA学员卢文兵说。这位内蒙古小肥羊餐饮连锁有限公

司常务副总裁在两年内每个月都从呼和浩特飞往520公里外的

北京，“基本上很少缺课”。 思维训练营 不久前，周长琰给

自己企业的员工做了一次别开生面的培训。他找了四个人。

他给第一个人下达一道意思不明确却很冗长的指令，让他告

诉第二个人，然后第二个人再告诉第三个人，第三个人告诉

第四个人，最后让第四个人再告诉大家。可以想象，最后传

递的信息与当初的信息牛头不对马嘴。“这就是沟通中出现

的问题。”他告诉他的下属。 这个游戏是他在清华E MBA学

习到的，他立刻把这个案例拿来给自己的员工培训。因为沟

通的问题，他的员工经常把应该送到美国的货发到土耳其，

而把属于土耳其的产品发到美国。“我现在能告诉他们，问

题出在哪里，怎么解决。” 在2003年进入北大读EMBA之初

，陈立群必须克服两重困难，一是学生和董事长的角色冲突

，因为时间上总安排不开；另外就是以前的管理思维方式遭

遇挑战。陈立群说以前决策是凭感觉，而在北大课堂上分析

案例时，需要用技术分析和数据为基础进行决策。 为了改变

自己，他采取的办法就是上完课后，回来给自己的员工讲。

“一是通过讲述加深对学习内容的理解；二是通过这种阶梯

式的沟通，使公司团队的成长与自己形成同步。” 两年后，

他回顾以前的决策方式时感受深刻。“以前就是一言堂，我

拍脑袋决定的事情100％的通过。”现在他所领导的百万庄园

集团总公司改变了过去的决策方式，在决策前，陈立群先把

自己的想法提出来，然后让下面专门的分析部门进行技术性

分析，然后根据分析结果一起讨论决定。 正是这种理性分析



，让陈立群知道为什么当初的西餐连锁店不能吸引顾客。原

因是出人意料的简单，当时的店面装修只是注重了欧化的风

格，而让中低端消费者误认为这是一家高档消费场所，根本

就不敢进来。 陈立群总结自己最大的变化是从以前靠灵感决

策转到理性加灵感。“现在我知道公司的发展方向，以及如

何取得成功。”他说。 “一个是拍脑袋，一个是基于分析的

决策，谁成功的概率高呢？”罗说。 武常歧举例说明思维训

练的重要，在他的班级中，有一位企业家学员找到了讲授财

务报表分析课的教授，向他请教自己的企业正在进行的一项

涉及巨额资金的并购项目，教授告诉他可能存在的风险，并

根据这些风险得出不宜并购的结论。但是这位企业家经过综

合考虑，还是进行了并购，并获得了成功。后来这位企业家

和武常歧谈及此事时，把成功的原因归结于教授教给他的风

险分析方法。 被称为“中国税务系统迄今下海最高官”的徐

刚，是北大EMBA2003级的学生，这位上海华普汽车有限公司

董事长认为老师的话要有选择地听。要听的部分就是思考问

题的思维方式。“掌握了思维方式，我就知道自己的企业如

何在不降价的前提下，提高自己的产品竞争力。”他说。 在

他两年的学习时间里，他把自己以前的从政思维转化为企业

家思维，并找到了华普汽车的战略定位。但他坚持不缺课的

行为甚至招致其母公司吉利控股集团的“不满”因为学习和

工作经常让他分身乏术。 同学是生产力 几个月前，山西同仁

康药业有限公司董事长马卫军尽了一下地主之谊，他把他的

同学们邀请到山西太原，边上课边到企业实地考察。马是中

国人民大学EMBA2005级学生。这种活动并非马卫军的独创，

在此之前，他也被洛阳的同学邀请过去观赏牡丹。 “每个人



都是各个行业的精英，你能从他们身上学到很多东西。”马

卫军说。他认为，他之所以报考EMBA，一是想系统地梳理

自己的思想，而另一方面就是积累更多的人脉资源。 可以想

象一个60％学生是企业决策层，其他的是企业高级管理人员

和政府官员的班级，掌握了多大的财富和社会资源。一些媒

体称EMBA课程是“富人俱乐部”，不仅仅是昂贵的学费，

更是学员的企业家身份。 “他们是富人群体，但是和别的俱

乐部不同，他们是为学习而来。”长江商学院EMBA及高层

管理培训执行主任罗说。 比马卫军低一年级的杨志明是德国

柯诺（北京）地板有限公司中国区营销总监，也是班级的班

长。在他的同学中，有房地产公司的老板，可能是他未来的

客户，也有上游资源企业的老板，还有规划局的官员。“他

们分析问题的思路让我从另一个角度思考问题，”他说，“

当然，也有项目合作上的可能。” 杨志明认为同学是生产力

的说法没错。他的理解是，了解相关联企业的思维方式，以

后与之打交道的时候，会有正确的判断。另外，即使不能帮

助自己企业解决问题，他们也会很热心地告诉你解决之道。 

杨志明所在的企业每个月用电就有几百万元支出。他的一

位EMBA同学，是电力公司的管理人员，就告诉杨志明如何

节约企业用电，降低生产成本。而银行的同学则告诉他什么

样的企业财务报表能让银行爽快地贷款给企业。 商学院

的EMBA组织者们也乐于创造这样的交流机会。在中国人民

大学EMBA同学会中，设立了各个专业分会，比如房地产俱

乐部，房地产界的精英们彼此能交流经验。而清华EMBA项

目常务副主任王勇发现，连锁产业里的知名企业老板大多是

自己EMBA项目的学生，于是他组织了连锁业的沙龙。 东北



虎集团董事长张志峰也认为EMBA同学的帮助很大。“因为

在企业，没有人会指出你的错误，”他说，“而在这里，你

不再是老总，那些反对意见会给你带来益处。” 但是，他话

峰一转，“不要试图指望利用同学资源取巧，因为那是不切

实际的。” “在某种意义上，这里的同学更是一面镜子。”

周长琰说。 企业家缺什么 几年前，从做裁缝起家的张志峰一

直得意于自己的一项成就所有的一切都是靠自己努力发展起

来的，企业发展从没有去银行贷过款，也没向私人融过钱。

但是，从长江商学院毕业后，他发现这个想法不对。 有这个

想法的还有周长琰，他之前一直反对企业上市，一是他企业

发展并不缺钱，二是他认为上市就是圈小股东的钱。“我内

心对这种行为是抵触的。”他说。 但是他们发现自己的想法

错了。“学习后，我以前很多认为理所当然的想法崩溃了。

”周长琰说。 E MBA毕业后，张志峰开始改变不想上市的想

法，他认为，一家想国际化的公司，其公司治理结构必须透

明，而其途径，就是上市。“公司治理的透明度、信誉度与

其融资能力成正比的。”张志峰说。 而在EMBA课堂上，周

长琰也认识到，好的企业上市后能让更多人受益，另外，一

个公众公司，能制约其个人的管理权力滥用，防止其错误的

决策。这也是全球化背景下成功企业必须具备的。 罗认为，

这正是中国这一代企业家所缺少的基因全球化视野。“以中

国的立场看全球，还是全球的立场看中国，是决定企业家成

败的关键因素。” 卢文兵也认为，正是这种全球化视野的缺

失，导致中国企业陷入两种困境，一是企业的发展思维是战

术性思维，每年有几百万的利润后，就失去了发展方向，“

眼光就转向名车豪宅，不明白财富的意义”。第二，盲目追



求多元化经营，他的一个企业家朋友，经常向他询问有什么

好的项目，哪怕这个项目与他的主营业务相差十万八千里，

他都会投资。“而下一步，我们的企业将在专业创新上与外

企竞争，盲目多元化存在巨大风险”。 不仅仅是国际化视野

的短缺，中国企业还有一块短板，就是在与国外跨国公司竞

争中，中国企业是否有自己独特的管理文化。“如何把中国

传统文化与企业管理结合起来，这是更深层次的问题。”张

志峰说。 但是企业家趋之若鹜的EMBA教育能否弥补这些欠

缺，看来还要假以时日。在长江商学院开设EMBA课程初期

，教授们常常面临学生们“行不通”的质疑，因为教授们提

供的案例大都来自西方企业。现在情况开始转变，因为商学

院提供的案例大多来自对于本土企业的研究，其中一部分还

是EMBA学员自己的企业。 另外，在长江商学院EMBA课程中

，已开设一系列人文与管理课程，向学生系统介绍儒学、希

腊哲学、佛教等轴心文明。“希望帮助中国企业家构建完善

的人文精神更好地参与全球竞争。”罗说。 但卢文兵对于部

分EMBA课程设置仍有自己的看法。比如证券投资学，教授

企业家们如何评估股票，如何组合投资。但是作为企业决策

者来说，更需要知道的是投融资的渠道。 卢文兵还认为

，EMBA的课堂上，应该出现更多的已成功的企业家来讲授

他们的企业管理经验，而不仅仅是学院派的教授们。 

“EMBA教育不能告诉你如何做大企业，”卢文兵说，“关

键需要自己的悟性。” 但EMBA教育带来的改变已经在周长

琰的企业管理上体现出来，他现在正在和战略投资者谈判，

为其公司的上市做准备。另外，企业管理变得更温情，每天

上午，员工可以享受半个小时的休息时间，享受公司免费提



供的茶叶和咖啡。在休息时，还可以听到轻松的音乐。 为此

，周长琰特意去买了台钢琴。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

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