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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8D_E5_B8_88_E8_c70_529510.htm “教材西方化、录取科举

化、教学灌输化⋯⋯”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蒙代尔教授的公

开表示一语中的，将中国MBA教育的弊端毫无保留地摆在人

们面前。在全球MBA教育百年纪念的时刻，中国MBA教育即

将进入第18个年头的当下，我国各高校及专家都在思索，什

么是现在企业管理人员所需要的？ 日前，清华大学经管学院

就MBA课程进行改革，推出“新版清华MBA”，将“软技能

”课程和全球化经历列为MBA教育的重点。从全国范围看，

也有一些高校针对本校的MBA教育进行不同程度的尝试和改

革。 实践经验、团队沟通、思维模式的培养等等“软”课程

，将成就新一批具有综合管理能力的企业领导者，而他们也

将使我国企业走得更远。 领导者“管理”能力薄弱 日前，诺

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蒙代尔教授公开表示，中国MBA教育存在

很大的弊端，如教材西方化、录取科举化、教学灌输化等等

。这里面最大的弊端就是录取方式，因为方式不当，录取的

学生不一定完全具备管理和商业的能力。 由于缺乏实践，很

多已经系统学习完MBA课程的学员，在管理沟通、领导力开

发、职业规划、组织行为上仍相对薄弱，这也是我国MBA教

育存在的缺陷。业内调查显示，行业经验丰富、有知名企业

经历的MBA毕业生广受欢迎，同时，仍有一些学生毕业后找

不到合适的工作，自信心受挫。 “领导者管理能力薄弱”的

问题，在我国MBA教育发展即将进入第18个年头时，被很多

专家学者提出。更有业内人士坦言，“我国MBA教育已经到



了非改不可的时候”。 全国工商管理培训指导委员会委员、

中国企业联合会职业经理人资格认证考试委员会主任樊为教

授认为，由于前10年我国各高校MBA教育主要强调专业学科

的知识性、系统性，强调全国MBA教育的统一性，所以导致

各高校课程雷同。 立足实践提升实力是出路 “知识的贬值是

很快的。”清华大学经管院技术经济与管理系系主任高建的

表述直接而客观，“所以我们对学生的培养，特别强调领导

能力，这种能力将随着和实践的接触、和企业家的接触以及

自身的锻造，很快提升”。 MBA生源的低龄化趋势也在提醒

着人们，MBA教育真正需要培养什么样的企业管理者？对此

，我国很多高校商学院都在进行MBA的课程改革，清华大学

经管学院、上海交大安泰管理学院等高校都在做着尝试，注

重“实践”成为改革的方向。 高建表示，具有整合性的“实

践”是一个发展的趋势，这也是学生就业到工作岗位上的需

要。所以就需要在MBA教育过程中，学习到的知识和能力可

解决来自于实践的问题，针对实际问题做分析、做选择，“

这是非常重要的能力训练”。高建说，同时根据此前的学习

，具备了一些分析能力、认识能力后，培养针对多种原因影

响下解决问题的综合能力，让学生以多元化的知识为基础解

决实际问题。 这就需要学生走进现实，到企业里面去，跟企

业研究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 将中国式MBA输向世界

MBA教育后管理者得到的是什么？是知识？是能力？还是解

决问题的办法？“是一种思维模式。”记者接触到的很多企

业家如此形容接受完MBA教育后的收获。其实在这些企业管

理者看来，在求学过程中，不是想让自己变成知识丰富、理

论过硬的管理专家，而是从中得到启迪，培养成体系的思维



模式，从而提升自己的管理能力，解决企业实际问题。 业内

专家谈起MBA改革时告诉记者，MBA对象以在职学生为主，

所以教学重点不是在于灌输MBA知识，而是提升经营管理的

能力，以及领导企业优良素质的培养上。所以，“在课程体

系设计上、在教学方式方法的选用中，都应该注意向提升能

力和优化素质的方向发展”。该专家提出。 对我国MBA的发

展，做过多年管理培训的樊为教授提出“国际化-本土化-国

际化”的创新思路，中国在引进和进行MBA教育时，应该加

入更多的中国元素，使它更适应中国经济和企业发展，这需

要我国高等院校、企业和研究机构按照产学研一体化的模式

，使它本土化、中国化。我国再有十几或20年的努力，将中

国MBA在更高层次上国际化，将具有中国元素的MBA教育输

向世界，而不是单纯引进。百考试题编辑为你提供最有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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