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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6_96_B0_E6_B0_91__c70_254439.htm 又到了一个毕业的季节

，据我所知对外经贸大学商学院也刚刚举行了2006年的MBA

毕业晚会，您是不是每送走一届毕业生心情都比较复杂？ 主

要是两大方面第一大方面是看到我们的学生圆满的完成学业

走向社会。 我们思考的东西是我们给了他们什么？就是这些

学生两年以前来到我们学院选择了我们的MBA项目。当他毕

业的时候我们给了他们什么？他们是不是非常满意的离开了

学校？很满意的走向了社会。这一点我心里是有问号的所以

比较复杂。 今天的MBA就业是呈现出什么样的趋势呢？ 张新

民：从我们学校的情况来看，可以这样概括。就是学员职业

价值从整体上得到提升，那么根据我们到现在大概的统计情

况就是90%以上的学生都得到了职业发展变化的机会。那么

主要是在这几个方面我想跟大家交流一下：一个就是学员的

薪水在MBA教育以后，他得到了一个比较大的提高。从我们

的统计情况来看呢，就是入学前和入学后的一个基本差异大

概是在160%到350%。就是1.6倍到3.5倍的差距，就是幅度不

均衡。第二个部分学员大都获得了在中心城市发展的机会，

我们的学生来自全国各地，那么最终的结果是80%以上的学

生在北京发生，那么不在北京发展的是可能在一些各个省得

省会或者是计划内的城市或者是沿海地区，基本在中心城市

得到了一些发展的机会。第三个方面就是大部分从事跟MBA

教育有关的岗位进行工作，那么职位如果是半日制的学员普

遍得到了提升。那么基本上我们的学员在中高的管理岗位上



发挥他们的作用。 第四点就是学员的就业有相当一部分集中

在新兴的高成长的行业里面，这个就是从我们大概的就业情

况就是这种感觉。我们看到的情况整体来讲我认为我们

的MBA教育是比较成功的，90%以上的学生都有了一种寻找

新的发展空间的机会。这是我们MBA教育应该达到的一个目

的。 现在的某些MBA高校就业率达到100%，您怎么看？ 张

新民：应该说商学院尤其是MBA教育这个层面的教育，包括

它的本科生和它的普通研究生，它的质量的一个重要的体现

就是它的毕业生就业竞争力、而不是就业率，而不是单纯的

就业率。这个表现在几个方面：一个方面就是基本的就业百

分比，就是有多少学生找到了他的工作岗位。第二个问题这

些工作岗位里面哪些是他们去的、哪些是希望去的。这个满

意度我觉得是不一样的。第三个问题就是就业当中岗位和薪

酬。我认为100%的就业率是真实的，也有不真实的。不真实

在什么地方？就是统一口径不一样。就是在某一个地方卖报

纸这个可能不太恰当，这个不是我们MBA培养的结果，但是

面临就业压力的时候他也要去做。包括我们有些学校的学生

不是卖肉吗？就业率的100%并不以为着高质量、也并不意味

着理想的体现。就业率仅仅是一个方面，应该是从就业竞争

力。 也就是说您认为高的就业率并不完全等同于中国MBA教

育的高质量？ 前一段我们从《新京报》上看到这样的消息，

中国矿业大学部分MBA学生没有签定协议，导致他们不能领

到毕业证，您是否认为这是造成我们高校MBA高就业率的原

因呢？ 张新民：应该说你说的这个报道我没有看到。有可能

是真的、如果报出来的话有基础在里面。应该说最近几年高

校的就业压力越来越大了，那么这个就业压力表现在很多方



面。其中有一个方面就是说一部分毕业生在毕业的时候找不

到相应的工作，那么我相信如果这个学校学生就业的问题一

定是全脱产的、全日制的MBA。因为他已经辞掉了原来的工

作参加了学校的学习。如果学校真的这样做的话，我觉得学

校绝不希望、绝不想把这个提升就业率的办法。逼着学生尽

快的实现就业，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可能在衡量高校教育

质量、在有关部门和某些方面，但是我不知道是哪个方面。

衡量高校的一个重要指标就是毕业生的就业率，那么现在有

些MBA具体的情况使得一些学校MBA的学生按照传统全日制

的本科生和研究生那样的一种口径实现就业率的话，其实是

有一些特殊性的。也就是说按照普通的研究生、本科生衡

量MBA的就业率是不恰当的。但是现在这种统计口径并没有

改正过来，所以学校就采取了不得已而为之的办法。 这个是

我们评价指标的问题，也并不一定意味着这个学校他的毕业

生的就业能力就低或者怎么样。 您认为商学院在MBA学员就

业的过程中发挥怎样的作用呢？ 张新民：应该发挥相当重要

的指导作用或者是帮助作用。我在我们学校经常讲，对我们

的老师也好、学生也好。我经常强调的一个东西就是说就业

竞争力是我们培养市场的一个很重要的体现。那么在这个过

程里面实际上从过去的几年里面国内比较好的学校、比较好

的MBA教育的学校。他已经开始对MBA的就业指导，那么一

些学校纷纷成立了MBA的就业指导中心，那么这个就业指导

中心实际上是一个平台也是一个桥梁，它一方面对于学生的

就业进行指导、就业的这种思想进行引导，它的这种心态进

行引导，那么另外一方面又搭建一个学生和企业间的一个互

动的平台或者桥梁。在这个过程里面应该说比较好的学校是



非常有效的，这是一个方面。 另外一个方面在发展过程里面

比较好的商学院和企业的接触是越来越广泛的。比如

说EMBA的这种开办，使得MBA学生的就业又有了一种新的

渠道，也就是说通过跟EMBA学生的交流，通过平台进一步

的搭建这种空间就更大了。我觉得在整个过程里面影响MBA

就业一个很重要的东西我觉得是心态问题。不是岗位、不是

社会需求、不是没有机会，而是我们自身的一些心态和认识

束缚了我们就业机会的选择，我觉得这个应该我想多说几句

。一个问题到底MBA是什么？其实好像都解决了，我觉得没

有解决。我觉得MBA教育简单的说，只不过就是一个系统化

的商学教育知识得提供，只不过就是这样。也就是MBA教育

绝不是一个点金式的教育，并不是说你来之前那个基础，我

不管你是什么基础，最终你都会得到一个高薪的岗位，我觉

得这一点很多学生不愿意意识这一点或者不愿意承认这一点

，他说我是这个学校的MBA我就应该有一个什么样的薪酬机

会并不是这样的。我应愿意说商学院更像一个加油站，好的

商学院提供的是质量高的油、价格性价比这样的一种油。同

样的油作用于不同的车、会导致跑的不同的结果。商学院有

各种的知识使人的各方面得到全面发展的功能，但就它的知

识内容体系来讲，我并愿意把我们的学生比喻成车，你以前

的车的状况是怎么样的，加了油以后能跑到什么程度不一定

。但是你加了我的油以后比以前有所改进，我觉得MBA学生

更多的跟自己比，并不是横向比，所以我觉得阻碍MBA很大

的方面就是MBA自身的心态，一定要端正心态。 我想问一下

招生的时候你会亲自面试学生吗？ 张新民：我在两年以前我

是亲自面试学生的，因为这几年学生太多了我也比较忙，所



以我没有直接面试学生。 但是我对面试这一方面我是非常重

视的。应该说我觉得实事求是或者公平的讲，我们有些学校

在以面试为基础去挑选学生这方面做得相当好。比如说清华

大学，他们把一些实际工作者引到学校来，按照用人单位的

角度审视这个学生，让这个学生符合这个学校培养要求，并

符合基本用人倾向的学生他才去培养，我认为这个是非常好

的。因为你入口把握不好的话，这个学生会认为是学校的问

题。但是一般的学校现在还做不到，我们学校现在是做的越

来越好了，也就是面试对学生的影响越来越大了，我们希望

通过面试来考察学生适合不适合学MBA，而不是他考够分数

以后我们就收他了。 在您亲自面试的学员里面，您着重看中

他们的什么素质呢？ 张新民：看他对一个新的问题或者出其

不意的问他一些问题的一种感觉。这种感觉我们很难说有什

么标准，有一个院长跟我讲过这样一句话，他说当你招一个

人的时候，这个人进来以后，你跟他交流两三分钟，或者说

看看他的眼神、看看他的行为举止，你还用问他什么话呢？

当然他讲的可能有些夸张，老师也有很多丰富的阅历、实践

经验和跟人打交道的经验。这个学生在面试过程里面，他是

不是符合、实际上他的感觉是不错的。我更多的看他一个刚

才强调他对某些事物的应变、反应能力。另外他在我们评委

面前他的行为举止，你比如说有些学生紧张，没说几句话大

汗淋漓，这样的学生我们不会要，因为到工作几年以后，你

从事管理的同志这样心理素质弱一些，这样我们不会选择他

。 各个商学院争取优秀的生源越来越激烈，媒体报道香港的

大学在山东招生没有招走高分生，您对这样的情况怎么看？ 

张新民：我也关注香港的大学在内地招生，我看这个情况主



要我觉得最近一些议论比较多，一个就是香港的大学重金到

大陆买状元，有的说香港大学会将清华、北大会变成二流。

我也看到报道就是说香港的大学在山东招生没有招走高分生

，我觉得在大家对这个事情有冲击，我首先看到的是差距，

我们并不是说谁是一流、谁是二流的问题。我们怎么样端正

教育心态，我们教育到底是什么样的功能？我们怎么样去实

现我们的教育目标？比如说我们在过去几年我们大陆搞大跃

进的运动，造世界一流大学。但是到现在实际上规模越来越

大了，质量应该说公平的说没有那么显著的提高，并没有像

运动本身所希望得那么高，所以说一流也好、我们在亚洲排

第几、在中国排第几、但是在世界上我们很难找到我们的位

置。教育的管理和教育的运 作应该遵循教育应有的规律，这

个规律就是必须认认真真的搞教学、科研。而不是整齐划一

的来把你高考高分低分把学生选走了，我觉得更多的从教育

规律来看我们的差距。也就是说香港大学在这些方面给我们

提供了一些样板也好、或者新的思路也好、或者说新的模式

也好。这个是思考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即使香港的大学在山

东招学生，也不会变动我们的格局。因为数量是有限的，而

且我不相信一个状元和比他低二三十分有真正内在的差别，

实际上我们说大陆相差十几分、上百分的学生到底有多大的

本质差异我不是这样看的。就是说分数差异只代表他当时高

考的一种状态，而不代表他未来长远的发展机会。 当然了这

个是靠那个时候的基础、以那个时候的表现为基础，所以我

觉得从香港来讲的话，第一点我们要看到自己的差距。第二

点也不用怕、不用慌，不会因为我们就成为二流了，不会因

为他从我们这儿招走了那么多的学生。香港表现有的地方是



一流，不是从中国招学生是一流，而是他有另外的东西在里

面。我们也不会因为他把我们的学生招走了就变成二流了，

我们原来是什么样还是什么样，就是我们从中思考一些东西

。搜狐教育：业界普遍认为中国的MBA教育已经遇到了一个

坎儿，您谈谈中国的MBA教育面临的困难以及怎么突破这个

瓶颈？ 张新民：中国MBA教育比较大，中国基本上有100所

的MBA的学院，这个极不平衡：你刚才讲的这个问题应该指

的是代表中国MBA的这些学校发展遇到的一些情况。 代表中

国MBA发展方向的这些学校我觉得大概应该是30多所学校，

这些学校基本上已经完成了对MBA教育规律的探索。他的模

仿和学习过程已经基本完成了，自身的师资力量队伍已经稳

定住了，下一步我们应该怎么办？是进一步平稳发展还是需

求一些突破，从我的感觉来讲大家现在有困惑更有信心。所

谓困惑的话就是说应该往哪方面发展应该做点什么？所谓的

信心的话，我们一定能找到新的突破口，这个突破口我觉得

从我们现在重要的变化、大家一个重要的心态来讲，实际上

大家普遍认识到了一个东西，认识到了并不一定能够做到。

认识到了一个问题就是中国商学院一定要创新，我们中国有

这么多的学校搞MBA教育，我们中国有这么多的老师在教，

但是我们中国的MBA教育在世界的MBA当中没有地位？不论

是排名还是教育还是学术，那么都在国际上声音没有自我感

觉这么好，至少没有中国这么热闹，没有你的什么地位。 什

么原因呢？就在于就是你要想在世界上有地位、必须要有自

己的东西。中国的MBA走过的路是模仿之路，模仿是必然的

，因为MBA本来就是舶来品。我想强调一个东西有一个北京

大学的教授叫何志义老师，他说我们中国企业家的管理智慧



从哪里来？这个话问的太好了，是不是从国外的MBA教科书

里面学到的？有可能。但是不主要从国外学来的，为什么？

因为我们中国的企业家在他成功以前根本没有学过MBA教育

。这个现象难道不值得我们反思吗？我说的意思不是否定商

学教育或者MBA教育。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我们中国企业

家的管理智慧从哪里来呢？这个问题本身就值得我们思考，

什么问题呢？就是大概何教授的意思是说，有一部分来自于

中国的传统文化、有一部分大概来自于我们的企业家们的自

我其他方面的学习，另外一部分大概可以说来自国外规范化

的商学教育，那么实际上这三部分是各占1/3还是多少，我们

已经学的差不多了，我们中国企业家管理基础深深扎根于中

国的土壤、就是环境的土壤、文化的土壤、历史的土壤。 那

么在这个过程里面它应该影响我们企业家行为和企业成功这

种底蕴的东西我们应该挖掘起来，这个就是我们才能创新，

这个创新包括几个方面的创新。我觉得一个方面的创新在理

论方面的创新，我们现在一谈管理理论、战略管理理论、营

销管理理论等等。我们可以说到哪国的大师怎么讲的？中国

古代《孙子兵法》的战略、还有毛泽东的战略思想，尤其是

毛泽东的战略思想对企业还是有用的，外国人都在研究我们

中国人研究还不那么透彻，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糟粕也有精

华。我相信我们整理出来让世界看一看会有耳目一新的感觉

。那么另外一个创新就是我们应该对中国各种管理实践的创

新，要把它挖掘出来。刚才我们说传统的文化、传统的底蕴

中国的环境历史对我们的一些影响。那么在管理方面成功的

企业一定是创新的企业，那么这个创新的企业在矿落是有创

新的。营销模式有创新等等，比如说最近前一段时间我们强



调的，像国美和格立营销模式的碰撞，这个在业内广为讨论

的问题，这个就是非常好的商学院的问题。管理理论很难说

先进和落后之分，可能在产生先后的顺序上有什么的序列，

我们有没有适用的管理理论。应该是可用的或者叫做恰当的

理论，我觉得对中国管理理论应该是其他的方面。 第三大理

论就是教学管理过程里面应该融入我们中国的文化在里面，

比如说我们说教学方法的创新，那么在教学里面融入我们中

国的东西。我发现一个问题就是在我这门课里面采取美国教

授的这种，采取一种小组分组式的讨论，在比较早期是不成

功的，或者学生不愿意接受这个过程里面希望老师多讲一些

问题，通过我的实践我发现在一定阶段里面以老师讲为主这

是很正常的，不能因为说案例教学、不能因为互动教学而否

定我们以讲为主的这种教师主导型的教学，我们学生就是这

样一种状况，从小我们的学生不像美国学生这样接受那样的

教育，那你说我们是用文化的东西，我们难道都要否定它吗

？我觉得不一定，我觉得要因材施教，符合中国文化特点和

人文特点管理教学方面的特点，我觉得这个应该挖掘。 第四

个特点就是可以展示，应该向世界展示我们的管理案例或者

是教学的方法。让他们借鉴我们的东西，而不仅仅是我们借

鉴到他们，或者是发展到一种互相的阶段，这是我们真正有

地位的一个标志了。 是不是我们可以简单的理解为中国MBA

教育的发展需要和本土相结合？ 张新民：对。我们可以这样

说，就是说到现在为止我们一直在争论，就是比较好的一些

商学院就强调我是国际化的。其实在我们跟国外的同行交流

过程里面，因为我也走访了一些欧洲的大学、美国的大学、

加拿大的大学、澳大利亚的大学、香港的大学。我也走了一



些大学，我也是比较了解的，就是在这个过程里面我感觉，

就是没有哪一个国家像我们这样这么热衷于谈国际化。我们

就是说不管什么一谈必谈国际化，那么这个问题国际化已经

被滥用或者被曲解，甚至于被用到了不恰当的地方了，那么

我觉得我们可以这样讲，对于大多数中国的高校来讲，它的

一个基本的使命是为中国培养人才，我相信这一点。比较好

的学校我们必须承认学校之间的差异，比较好的学生他担负

着培养具有国际竞争能力的人才，那么一定要谈国际化吗？

不一定。我前一段时间谈到国际化未必代表高质量。对于大

多数来讲应该要以为中国培养本土人才为荣、而不要羞于谈

为中国本土培养人才。我觉得没有必要为这个担心，没有必

要为这个而感到自行惭愧。应该理直气壮的讲我就是为当地

培养人才、我就是为本行业培养人才已经足够了。这一点并

不是我们英雄气短，我们强调实事求是应该以中国培养适用

的人才为荣，我认为这个应该强调这一点。 我觉得我们商学

院应该强调这种原始也好、朴素也好。而不是强调表面上的

华而不实的概念，我觉得不能以概念为基础，而应该以质量

为基础。 之前我们听长江商学院的院长项兵说全球顶尖的商

学院在教学本身是赔钱的，不是以盈利为目的的。 对对外经

贸大学来讲您是怎么考虑的？ 张新民：因为我不在现场，我

不知道他的话的前面和后面，因为教学本身是赔钱的。那么

如果认为教学本身就是老师上上课，给老师酬金那永远是赔

钱的。我们认为教育是一个过程、是一个系统化的过程。应

该包括几个方面的过程一个方面就是招生、一个方面就是培

养。 那这个招生和培养的过程就是收支关系，可以这样讲中

国的国有大学现在它的商学教育不管是哪个阶段加在一起是



赔钱的。但是我们还要注意看它另外的东西就是学生毕业以

后的一种东西，学生毕业以后一个他对社会要有回报，当然

对自己也有回报，因为我们培养的学生是给社会有贡献的学

生。另外他产生了价值以后可以对学校进行回报，第一是对

学校品牌的宣传、第二个就是对学校的捐赠。国外已经形成

了一种风气我们国内还没有。这个我们不能用赔钱和赚钱来

考虑，而价值不仅仅在于货币盈亏的选择，这个对于品牌教

育的提升，所以我很难说用企业的价值去衡量学校赔钱和赚

钱的问题。 您认为商业领袖真的是可以培养的吗？普通人通

过商学院教育可以培养成商业领袖吗？ 张新民：你提到这个

问题我想到了毛泽东，他是我们全中国人民的领袖。他既是

一个政治家、哲学家、思想家，他也是军事家。我们好像没

有看到他上过军校，他自身也不会武术、也不会军事方面技

能性的东西。毛泽东是一个战略家、毛泽东这样的人肯定是

不可复制的。我们强调什么东西呢？毛泽东这样的人不是教

出来的，但是黄埔军校确实教出了一大批军官。我回答你这

个问题，我们看到什么，我们看到了在中国商学院教育或者

在符合西方观念上的商学教育产生以前，我们已经产生了一

批企业家了，或者我们现在成功的企业家家并没有系统的接

受我们商学教育。这个说明什么问题？应该说企业家的成长

可以不依赖商学院的教育，但是并不能因此而否定商学院教

育，我的意思是说企业家很难从课堂里面培养出来，但是接

受教育的人有可能成为更好的企业家、有肯定成为更出色的

企业家。必须强调课堂里面教不出企业家。企业家是在与市

场和竞争对象的博弈之间产生出来的，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您怎么看待商学院排名？ 张新民：这个我们也热闹了好几年



了，我们也确实看到了一些排名。在某些排 名里面我们还排

得不错，但是我是这样想我觉得各种排名是在各种市场或者

各种经济现象，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比如说企业的一种

排名、企业的评比各种奖项也有，我们前几年议论的比较多

现在比较少。商学院的排名比较多，欧洲、美国都有，我觉

得排名本身不能怕这个事情，但是更应该思考这个东西，排

名第一有标准、那么我们必须关心的是这个标准谁制定的？

这个制订者的动机和标准是什么？有的动机非常明确，他就

是通过这个排名获得一些商业利益，这个时候他就选择符合

商业利益的一些项目来制订他的标准，然后让这些获得好排

名的项目带来好的收益我觉得这个不是空穴来风。第二个就

是标准制订以后排名的透明度、公正性。这个不用怕这是一

个客观现象，我们如果有条件也可以参与，我觉得这个标准

在实施里面有没有透明度和公正性。有的我就不能接受，比

如有的没有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复旦大学等等，我觉得这

个是没有意义的。那么下面就是要谈另外的东西就来了就是

排什么，第三个问题就是排什么的问题。实际上有很多的排

名，有的是学院本身的排名，中国大陆有这样几类商学院很

有意思，第一类叫经济管理学校，所以他有的时候也叫商学

院，有的是没有经济学院，有的叫商学院，那么有的它的商

学院里面不搞MBA教育，成立了MBA学院。所以这个中国情

况来讲的话，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由于学院涵盖的学科种类不

一样。可比性就失去意义，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更愿意倡导

、或者我更愿意看到可比性更强的项目的比较、项目的排名

。比如说MBA项目、EMBA项目它的硕士的项目、本科生的

项目更有意义，这样就替掉了这些项目。这个学校属于管理



学、经济学、属于其他金融学的东西，可以支撑这个项目而

不是一个简单学院排名比较里面。所以我觉得如果比的话应

该强调比的客观性项目的比较我认为更意义。 第四点就是强

调通过排名我们要做什么，就是香港大学到山东来招生看到

差距问题。通过排名不应该使大家在市场里面觉得我比你高

职位我就一定比你强，不是这样的。应该看到我们各个项目

或者各个学院的缺点、劣势、优势在什么地方。看到劣势以

后一定会先进的，通过这个排名哪些有价值的标准指导我们

更好的建立商学院开展教育。 注意到您在表达自己观点的时

候可能经常用的国有大学，而不是说国内大学或者是其他的

一个表述方法，我想问一下您是不是有特别的含义呢？ 张新

民：有，因为从我们现在的情况来讲。 中国MBA教育，我们

更多的因为主体、中国MBA或者商学院教育主体应该是国有

大学。实际上就是说真正在中国大陆市场里面我们可以这样

讲，就是说从事商学院教育的力量还有其他的，比如说有我

们的本土的、非国有的这种商学院。比如说中国国际工商学

院、长江商学院。那么这是一类，显然它不是国有大学。我

不太清楚北大的MBA是怎么样的股权结构，但是我感觉好像

不是国有。那么还有中外合作办学校这个是在境内授予境外

学位的学校。还有就是并没有经过批准，而是以一些国外以

盈利为目的机构在国内开展的项目也是MBA项目。在这个过

程里面就是比较规范的，应该说可比性更强的还是国有大学

的这种商学院教育。 当然我对中国国际工商学院、长江商学

院的MBA、EMBA教育也是比较尊敬的，就是他的教育质量

、包括国际上的声誉我也是比较尊敬的。但是我本身是国有

大学商学院的院长，所以我更愿意站在这个角度上说话。 我



不知道张院长更喜欢别人怎么样称呼您？ 张新民：其实我更

愿意、包括我们的同事、包括我们的学生。我更愿意被称为

是张老师、我也不愿意称为是张教授、张博士、张院长，不

知道为什么我就是觉得不舒服。因为老师是我本身的职业，

而且我是一个不错的老师，为什么这样说呢？就是说只有在

中国大陆大多数的国有大学的情况下，就是只有我们体会到

了一线教学的状况，只有我们以教师这种角度、这种身份去

体察一些东西。我们可能对某些东西的把握会比较恰当。我

相信一个长期脱离一线教学的人，对商学教育没有什么研究

的人，作为一个商学院的一个代言人也好、领军人物也好、

院长也好应该他是不够资格的。 当初您念大学的时候有想过

自己会成为老师甚至当上院长吗？ 张新民：我本科是学自动

化的还不是学会计。后来就按照学校的安排去学会计，其实

我的毕业选择机会不太多，当时去学会计就是要当老师的。

但是即使是我以一个教得不错的老师，成为这个学校教得不

错的会计师的时候，我也没有想到我能够做到院长，只是后

来有一些机会，另外就是说我感觉到可能自己的一些背景或

者说横向的一些观察，对我的一些工作、我更愿意借鉴其他

人的成功或者失败的经验，对自己的工作有所促进、开展自

己的工作。 节目的最后能不能请您结合自身的职业发展，给

我们后来人一些建议呢？ 张新民：好、我觉得因为我相信现

在网上关注我们这个话题的人都是在商学院的学生或者说关

注商学院的发展。或者希望把自己的亲朋好友送到商学院学

习或者自己想来学习的人，那么我想从我们想谈更多的谈一

些教育以外的东西，我们做教育、做任何事情应该有一种精

神就是脚踏实地的精神，你不管做什么事情，你应该在目标



坚定、在目标坚定的基础之上，在自己一定的素质基础之上

的条件下，就是目标坚定、自己具备一定的素质。那你现在

就是坚持不懈的努力，而不是遇到困难就退缩，遇到障碍就

绕着走，而是要强调把这个困难克服掉。这样走的话我相信

我们都会成功的，因为这个成功的标准我觉得也很重要。就

是说我们更多的一种成功，我觉得是一种自身心里的满足，

什么叫成功？很难说。这个人事业有成很难说，更多的不是

别人看，而是自己心理满足的情况，有的人认为自己只要作

为很不错的教授他认为自己就是一种成功，有的人毕业以后

，可能认为自己一个月挣1万块钱就是成功，这个成功每个人

看法都不一样。我觉得就是心理满意度的衡量，更多的是一

种自我的感觉。就像穿鞋一样，这个鞋穿着合不合适，不是

别人看。就是自己觉得合不合适，某些时候我们看到有的人

非常的成功，但是也许他自己是觉得不成功。所以我们还是

建议我们的网友们应该强调更多的是持之以恒、持之以恒的

往前走一定会有自己的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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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