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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受高等教育体制制约 一 思想包袱、体制制约、收入转移 主

持人雷涛：作为一线的教师来讲，就您的看法，中国的MBA

教育是否已经是发展到了足够成熟的阶段呢？ 梁雨谷：MBA

的教学15年来，从91年来正式办，应该说各个MBA的商学院

都经历了艰难的探索和思考阶段。 如果要说足够成熟，那这

个评价不是很正确。但是因为一个MBA的成熟，它是各种因

素的成熟结果。比如我们现在MBA的所有的教学方案，包括

所有的教学方式都是从美国引起的。像美国、欧洲的MBA教

学也有各种各样的教学方式，这是一个最基础的，就是我们

引进的主要是从基础层面，比如说工具层面去引进的多一点

。但是从体制，从思想以及其它方面相对来说，我们现在还

很难说成熟。只能说处于一个摸索阶段。 主持人雷涛：那您

认为中国的MBA教育主要的问题主要是集中在哪些方面呢？ 

梁雨谷：我们以前在整个的社会上的看法，很多学校有关的

人员的看法都是停留在把MBA作为一个单独的东西来看。其

实MBA我们要在历史整体的状态下看，一个是MBA整个历史

在中国应该说是尽管15年了，还是比较短的。MBA的状态是

从市场环境相结合的，所以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也是MBA

发展的基础背景。 第一，真正的MBA开始前面的引进和思考

，是从90年代末开始的，所以真正发展的时间还是很短的。

像MBA一个大的系统的状态，绝对不可能是很短的时间里面

能够成熟的，能够做到的。所以这种历史的发展状态这是我



们是一个积淀的状态，我们免不了会有思想包袱，体制上的

历史包袱以及原来上对管理的教育，包括管理的理念这些思

想按，这个都是跟企业的发展也是一样的。 第二，一个MBA

的状态是整个教育体系的一部分。所以免不了说现在我们中

国这种教育体系的影响，这种影响体制上的影响就很难体现

在MBA的教学上。还有关于MBA的前途的问题，培养的问题

。比如说，说起来MBA的收入，学费好像很多，社会上很高

。这一点我们要说明，本来这一点在我们看来，他应该是收

了学费后，一部分用于MBA的培养，很大一部分投入到有关

于MBA的硬件、软件的建设和老师的培养上，课程、案例的

建设上。现在国外的案例动不动就几十万美金，我们国内很

难做到。那一般的学校，他就会把这一部分钱，通过统筹考

虑，转移到别的方面。实际上我们说从道理上来说，也许他

们可能说有道理，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就是想这个问题。这

个钱拿来之后，完全应该是去加强MBA的建设。因为MBA的

整个成熟和完善以及发展，都必须有大的投入。但实际上这

是体制问题，包括很多。因为教育的投入还是有限的。所

以MBA在很大程度上，主观程度上大家都想把它搞好，客观

上就成了一个很多学校作为一个赚钱的状态，然后会把这一

部分钱用到别的方面的发展上去。 二 笔试产生不良影响，但

只能以此控制非理性因素录取 主持人雷涛：高校体制对MBA

发展的影响，主要在哪些方面？ 梁雨谷：全方位的。就从整

个的包括MBA的录取，MBA的教学，包括就业、包括师资管

理、科研这些东西都会对MBA产生影响。 比如说MBA的录取

问题，我们主要还是通过笔试，通过年考，年考也是体制逼

迫的，如果不通过年考，不通过面试就有可能有非理性的成



份在里面，一些所谓的不正之风，这些东西肯定会影响MBA

的公正性。但现在我们作为一个公正的选择，这种笔试的方

式，对选择一个管理者来说，或者一个有素养的管理者，那

有可能是不公正的。或者说我们会把真正有潜力，或者是真

正能够适合于对MBA的学者拒之门外。 因为他们要花很长时

间去复习、考这个东西。所以最后的结果，使很多学生基本

上没有从事管理工作。像这种方式，还有我们的科研问题。

科研问题在中国体制下很奇怪的，像我们科研、论文都成为

一个求生存的手段。这个在全世界是少见的，肯定会影响到

科研的治理，并且最终也许会导致所谓的学术腐败，很难保

证。因为MBA这一块一方面是案例教学，另一方面又是理论

教学，理论教学科研，案例教学搞实证研究，这些东西处于

原来教育体系的影响，他就很难去保证他的质量。这些东西

都会与MBA的教育培养会产生极不好的影响。但是这没有办

法，现在这个体制也不能一下变。 三 教授收入靠科研资金，

扭曲科研运作 主持人雷涛：科研和资金？ 梁雨谷：实际上科

研，教育资源、资源分配是一个重要的手段。从学校管理来

说，为了鼓励科研，老师的待遇一直是一个问题。所以科研

就成了一个鼓励科研就会在奖金，像各方面的配套上面，出

发点是好的，但实际上造成的结果，求生存就是求报酬的方

式，如果在功利的激励之下去搞科研，而不是兴趣，很难保

证科研的成功。 主持人庄涤坤：您谈到科研是生存的手段，

你能谈一下科研和待遇方面的联系吗？ 梁雨谷：全国高校的

教师待遇还是按照原来国家的计划进行，学校还像国有企业

一样。这一块，不足以维持这些老师的基本生活。网上炒的

很多了。包括北大的一些老师说的，这些事情怎么办呢？学



校必须跟社会争夺教师资源。如果学校的报酬不足以支撑老

师的日常生活，他只能通过社会去博取他必须的生活资料或

者说是他最基本的收入支持。那学校里面必须跟社会争夺的

话就必须想一个办法，其中课程、科研，对科研的奖励，科

研项目基金的补贴，包括各种各样的办法去解决。所以对论

文、科研，这种激励只能通过简单的物质激励去解决，物质

解决就成了最终会导致整个老师的高校教师的主要的薪酬来

源、收入来源。 这种方式肯定会最终导致对科研的体制，科

研运作状态的扭曲。 四 MBA上学就业脱轨 主持人雷涛：再

就业这方面的体制上的影响，这块大概是什么样的？ 梁雨谷

：就业也是一样的。 比如说在整个的就业市场上，我们体制

的影响是很多的。 比如说我们在对学生就业思路的教育培训

上面，因为我们的教学相对来说是很封闭的，封闭会影响到

跟社会的接轨状态。 比如说还有一个，我们在招聘，在人员

的管理上面免不了也会有这方面的影响，所以我们这种体制

对学生的影响是全方位的。包括学校跟企业之间的关系，跟

企业之间的合作。国外，企业跟学校的联系是非常紧密的

，MBA的实习，MBA的锻炼包括平时的学习跟企业的紧密型

非常强，他是开放式的。现在是封闭式的，所以免不了，再

就业的时候面临新的环境，或者是一个崭新的跟学校不一样

的，或者是思路上不一样的状态。学习就业我们是截然不同

的分水岭，所以这从思想准备、心理准备，学识上面不充分

，就是很缺乏。所以导致他再就业的过程中有很多的不必要

的一些代价要付出。 五 MBA与高等教育的钱去了哪里 主持

人雷涛：您刚才也谈到了，MBA对于咱们整个国家来讲，跟

普通的研究省教育有不同，就是实际上MBA已经不需要我们



国家在进行这种金钱上的投入，他完全能够自给自足，甚至

是能够赚钱的一种教育了。那MBA教育是不是就证明了高等

教育也是以盈利为目的来进行运作的呢？ 梁雨谷：这个就不

能得出这样的一个结论，MBA为什么成了一个国家在整个功

利的高等教育的前提下，国家不掏钱的项目，他只是相对别

的项目而言的，实际上我们的MBA的教育投入，实际上是不

够的。一个MBA的教育，就一个案例来说，一个案例要做的

非常好，他的投入是很大的。一个学生两、三年下来，每一

天能够处理两、三个案例，这种状态在我们国内为什么做不

到，因为案例投入实际上就是几十万、上百万的状态。现在

我们基本上是投入少，是以牺牲MBA的投入来获取投入的。

这种状态对MBA的发展是不好的。这样他的操作性，实践性

就会有问题。包括对老师的科研问题，老师自身的进一步进

修的知识，就会受到很大的限制。 主持人庄涤坤：是不是应

该说高等教育还是应该靠国家来扶持帮助，而不是把他作为

盈利性的公司来运营，在这一方面，美国MBA是以一种什么

方式发展起来的，是自己作为公司赚钱还是有国家的帮助？ 

梁雨谷：美国MBA的投入是全方位的，有国家的、有科研方

面的、还有社会募捐的，包括校友，MBA校友毕业后，他对

母校的一些回馈。这是一个全方位的概念，实际上单独靠国

家，也只是其中一个途径。主要还是整个体制和政策的问题

。如果有一个允许或者说专注全方位国家的体制，对高校的

一个体制的转变，包括MBA所有在内的人才教育的体制的最

后的结果、目标模式。现在我们可能国家也在鼓励，高校也

尽量在现有体制下，尽量去找到一些新的途径，今后可能这

方面随着改革开放进一步发展，MBA的教育会有一些改进。 



但是，我们真想说一句话，对中国的MBA要抱希望，但是又

不能抱希望。抱希望是什么呢？中国肯定会越来越好，对

于MBA的需求越来越好、越来越高，人们越来越理性，各个

学生对MBA的培养也是越来越完善。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

说，不能急。这是一个我们中国在改革开放选择的道路就是

渐变的道路、改进的道路，他是不断变化的过程，我们不能

抱太大的希望。 主持人庄涤坤：前一段教育部的一篇报道，

就像买衣服一样，有钱就买好的，没有钱就买不好的。你作

为一线教授，你是怎么看，MBA是不是已经实现了说的这一

点？ 梁雨谷：政府有政府的考虑，但是作为一个学者来说，

我觉得是不敢苟同的。中国一个政府的体制，教育是一个公

共事业，必须为全民服务，那如果谁有钱，谁就能上更好的

，一方面就剥夺了很多优秀人才，受教育的公平的机会，平

等的机会，另外一方面，国家人员也是为少数人服务的状态

。这对一个国家来说，对社会公平和和谐来说，肯定是不公

平的。 六 读MBA的投入产出比 MBA无用论 主持人雷涛：从

消费者来说，我个人认为，你像一个MBA这么两年多的学习

花了好多的学费，而且自己还辞职，包括之前的复习考试，

他可能耽误了很多时间上的成本，他可能会在毕业的时候对

于自己这方面的付出有一个成本上的计算，希望能尽管或者

是能得到一个很长远的回报。但是现在我们看到社会上对于

我们的MBA教育的这种结果并不认可，甚至有一种MBA的“

无用论”，这一方面你是怎么看的？ 梁雨谷：第一个是有

关MBA的学生的投入成本的问题。谁出的钱，谁就到好学校

去。成本问题怎么解决呢？很多优秀人才可能出不起这个钱

。在国外有很多解决方式就是说，有奖学金制度，还有银行



贷款这些成本最终投入和回报来说，这种回报怎么去解决？ 

一个是MBA如果你是学得好，你找到一个好工作，在国外也

一样，三年的收入最终会通过一两年的工作回收成本。这是

比较好的。中国的MBA学费和收入不成比例，这一点一方面

是一个没有充分理性去判断的问题。一般的清华、北大、人

大这样的学校，MBA的学费也就是十万左右。十万左右如果

一个学生出去，估计一两年的薪酬是可以回收 银行体系也存

在这个问题。有学校出现过银行贷款给MBA的，出去之后不

还的局面，因为他很尴尬。这实际上对我们来说也是中国这

么一个整体体系、体制的一个反映。不可能说，你出去一个

月就能够还清这个钱，这个从MBA的投入来说，绝对是不可

能的。因为高校里面MBA的培养，每一个MBA的成本是很高

的，现在包括国外很多学校都说，MBA的培养是高成本的，

没有几个学校敢说MBA的培养是赚钱的。MBA在全世界有这

么几个最基础的投入成本的概念。所以一定的收费是必需的

，而且我们对MBA的收益以及对投入产出的概念也是非常理

性的。我们不能跟企业相比，企业之间有大量的补贴和扶持

。MBA本来就是一个学生的学费是他的一个补充。实际上我

们也充分利用了原来学校的一些资源。所以学生在读MBA或

者考MBA的时候，他选择的时候，就应该有充分的心里准备

，如果没有充分的心里准备，但是又不想不掏钱，但是本来

这个项目引进的时候，就存在这个问题。这个问题我们说国

外也存在。所以，首先你自己必须对这个有一个清醒的认识

，社会各个方面，包括媒体也必须对这方面有一个理性的分

析。 主持人庄涤坤：在去年年初的时候，我们报纸采访了一

个北大的毕业生，我们辞掉工作，我们用了两年的时间，我



们花掉了一套房子的首付，然后来读MBA，你怎么能够让我

不期望得到一个高端职位？现在社会上对MBA的反映就是，

我们用MBA和用普通本科生、老百姓没有什么区别。我们准

备用MBA做一些技术性的工作，真正管理的还是我们这些农

民出身的人进行管理，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梁雨谷：这个现

象是存在的。包括学生的状态，他辞了职，他是有机会成本

的。包括投入，但他到国外去读，包括哈佛等也存在这些问

题。这个投入也不是说你哪怕是在哈佛大学读了MBA，你就

能够把所有的投入都收回，不同的学生不一样。你学的不好

，你本来在学校里面你的状况，你在学校就没有做到位，你

出来就该有回报，这是不合理的。 我们从老总的角度来说，

我觉得这是一个好事。这是对MBA从盲目的崇拜到运用的热

潮到现在的理性分析，以能力定位来决定MBA的发展。MBA

有各式各样的原因，MBA学生出去后和本科以及没有多少区

别。 这种现象存在的原因很多，第一个方面是学生个人的原

因，学生个人的原因有很多了，一个是他的基础本来就不好

，我们的生员在这样的体制下，体制的原因，包括考试的原

因，我们在MBA的生员上面就有很多的学生对管理没有经验

，所以他学习的时候，他就不可能充分去理解，或者是从本

质和实践上了解MBA的课程思路，以及他有关的思想和方法

。还有，是我们在学习的过程中间，MBA以前本来是普硕是

研究生的培养，MBA是实践性是应用型的人才培养。但是由

于体制的问题，在这么一个在教育体制下起来的学生，最后

免不了跟我们的普硕没有区别。 那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也

有这个问题。从学生个人来说， MBA的考试，比我们普硕还

容易，很多学生通过MBA来获得学位。很多毕业后，他就有



可能两年学不到东西。因为从心里本来就不是这么想的。然

后当然我们在另一方面还有，我们的学校的问题。学校的体

系跟社会联系的比较松散，或者说包括我们老师的实践经验

的缺乏，包括课程的缺乏以及科学性跟社会脱离，有可能这

样。也会影响我们的MBA的培养，当然还有一个问题是，我

们社会的问题。社会问题包括企业老总的这么一个思路的问

题，因为再一个中国是转型社会，转型社会企业面对一个极

具变化的市场环境，以及我们非理性或者是不规范的市场环

境，他要求我们MBA马上去适应这种环境这也是很难的。 我

们在引进的教学，基本上都是引进的西方的，特别是美国的

。这个时候，我们教学是阳谋。他需要有一个相当的适应期

，以及这个要靠MBA自己的悟性，根据自己的状况去变化。

这个转型是在中国这么一个状态下面是存在的。并且根据时

间长短不一样，必须有一个适应期。比如说行贿，有人不用

教就做的很好。但是国际上也有人批评美国MBA，说美

国MBA培养出来，到中国不会做生意，到印度不会做生意

。MBA的教育在一定情况下，MBA提供的是不适应社会的环

境。随着中国的市场环境越来越规范，透明度越来越强，我

想这一方面，中国环境会改变，当然我们的教学上面，也会

加强，不是说教他搞歪门邪道，但是必须有一些思路，一些

素质上的教育，能保证他对企业的长期发展，有一定的支撑

，当然了不能违法，这是最基本的，我们不能教他去做一些

非理性的东西，我们商学院教的哪怕全世界任何一个学校教

的，都是让他能够从长远的角度，从企业规范的角度去进行

经营的思路。 主持人庄涤坤：中国人有一种思想，我拿到什

么证，你就给我什么待遇，现在是不是应该打破这种思想，



不能拿着MBA就要求高职位。 梁雨谷：这是思想的不正确和

扭曲，一个好的学校的学生、一个研究生、一个博士生

，MBA的学生，好像某些事情不应该做，好像某些事情没有

多出的，这是典型的中国传统的等级制度所带来的一个误区

。实际上读了MBA后，不是你应不应该做什么事情，你是应

该把什么事情做的比别人更好。比如说北大的学生不能卖肉

，谁说的。北大的学生卖肉就应该比没有读书得好，那才是

你北大成功了，如果北大的学生说某些事情不能做，那说明

我们中国的教育有问题，我们对学生思想的培养教育的培养

，这是极大的问题。这是我们中国今后进入一个规范化的商

业社会，必须转变的。我想这一点，从目前为止还没有转变

，这一点也是我们教育MBA学生的一个重要方面。[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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