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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EMBA、MBA校际交流峰会，于2005年12月28、29日在北京

世纪金源大饭店召开。本次峰会全球化-商学院成长与企业发

展为主题。以下为论坛嘉宾黄庐进在分论坛管理学教育的发

展，师资所面临的挑战上的观点实录： 这几年我一直在抓我

们的MBA项目，和澳大利亚合办的国际MBA项目，师资这一

块儿，我们从非常困惑到有了一些这方面的探索，到现在应

该说我们的师资队伍还是比较稳定的，我觉得大家比较关注

的问题是学生们实际上都是希望学到的东西能够在实践中用

到，就像我们刚才孙毅同学说的一样，也像很多院长们说的

，MBA和EMBA学生是有一种诉求的，最好是我花了钱，平

均到每分钟，平均到每个学分，我明年回去还能再赚钱。 我

发现现在有几个困惑的地方，现在大学对老师的评估，这个

系统，我个人认为还应该有一些转变，比如说我们十分追求

老师，不发表文章，如果不在非常好的刊物上发表，或者是

没有多少钱的项目，几万的社科项目，或者是自然基金项目

，商学院的排名就有问题，学校的校长也不如商学院的院长

，只是在制造生产，还应该为学校的总体排名和所谓的综合

实力做一番贡献。 在师资的问题上，我发现很能研究的老师

实际上并不是我们看到的商学院的MBA学员们所喜欢的老师

，他们讲课的时候，可能是因为钻的比较深了，讲的时候，

学生听起来就并不觉得特别来劲。咱们学生一般都是挺累的

，礼拜六、礼拜天来上课的时候，或者是礼拜五晚上来上课



的时候，听你人云亦云的讲一点前沿，讲一点理论，你能不

能用到我这上面，讲一点我们的事。整个老师讲这个课的时

候，有机的结合还不够，我是上这门课的，我把这门课这么

讲，这门课和其他的课之间怎么协调的，我们这几年一直在

想，是不是老师过程当中，能够给每个同学一些新的东西，

而不是都从最基本的开始讲，因为很多是重复的。 另外我们

也发现有一些老师，起初一开始学生很喜欢，比较年轻，也

很亮丽，但是这个课他们都喜欢在外面上，外面的游击

队MBA班，或者是研究生课程进修班等等，这些人上课的时

候，三、四天为一门课，这样讲起来很快，一阵新鲜结束了

。可是在我们正规军办MBA的时候，是不允许一门课程三、

四天把它上完，都是踏踏实实要上18周、16周、14周，这个

时候老师如果一点点实践经验没有，或者说没有太多的研究

，那可能就是前面很愿意听，后面讲的东西就听不下去了。 

所以在这几年我们针对发现的这两端的问题，一部分是特别

能钻研的，年纪比较大的，学生觉得听起来不来劲，而且觉

得很迂腐，和一部分很亮丽的，三锤子买卖，研究作为很好

的坚实基础的，我们也是试图去解决这个问题。首先就是我

们还是要引进外国师资，和引进一部分兄弟院校的好的师资

和企业家来冲击本校淘汰率比较低，或者是说竞争还不够的

状况。实际上作为领导层做这一点是非常有压力的。你把这

些有名的教授，那些所谓的腕儿们，学生一打分打的低都不

上课，你把人家买米钱就给剥夺了，实际上这是非常有压力

的。说的不好听一点，他教授，我还是副教授呢，凭什么不

让我来上课，但是我们必须要靠这种冲击，外面人冲击里面

的人，你如果不做研究，不到企业去，不善于跟我们的学生



沟通，就不要来，很明显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一个是利用

一些知识型的企业家。 所以现在我们学校有一批知识型的企

业家，我的定位是一定要有MBA学位和博士学位的，他可以

是在国内成长，也可以是海归派回来创业的，他们来配合我

们老师一起上课。就跟刚才中大的院长说的是一样的，弥补

了一部分的老师这种在企业界的经验不足。因为我们学校的

师资还是比较缺，这并不是指我们MBA老师缺，整个商学院

的老师承担了非常重的本科生，普研，MBA，还有国际MBA

，好的老师就是上面那一层，你让他什么都做，科研还那么

大的量，家里还有孩子，房子还要养等等一系列的问题，不

堪重负。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要划分一部分海外师资。一

开始只要是海外，会说英语就请进来，在这样几年做下来以

后，有一些学生历年评分比较高，他们的确不是为了旅游来

，也不是为了看看上海的新鲜，的的确确是希望能够参与中

国的管理教学，能够了解更多的企业，也能够对在他们学校

里的这些中国的海外留学生，MBA的学员也有一个了解他们

的途径。 因为他们认为，如果我不到中国本土来，教中国

的MBA，我对于已经申请在我们学校里自己的MBA，就是中

国的学生，是不能了解的，通过这样一个实实在在的内外师

资的冲撞，或者说这种竞争，现在我们的师资力量在这方面

应该说有了很大的改善，但是仍旧我们觉得，实际上这个路

还是很长，如果说商学院在评价老师的体系中，国家能够更

加强调，比如说你一年，或者是你在评职称的时候，是否有

多长时间在企业做过一些事情，或者是兼过职，或者是搞过

什么咨询，可能会对商学院老师目前实践经验少，会有一个

非常好的推动，这是我个人的一些想法。 第二个想法，如果



老师能够真的像海外的老师一样，在多少年的教龄以后，有

上半年的学术假，对于他们能够静下心来总结一些自己的东

西，利用MBA校委的平台深入到企业里面去，搞一、两个鲜

活的案例，应该说不是一个很难的问题，谢谢大家！ 100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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