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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9_AA_8C_E4_BA_A4_E6_c71_538837.htm 近两年，企业高层

管理者进修EMBA渐成热潮，关于EMBA的说法也越来越多。

有人视之为镀金的捷径，也有人称其为“富人俱乐部”。究

竟EMBA教什么？EMBA学员们缘何而来？其感触如何？收益

几许？以下对话似可见一二。 论坛嘉宾： 张维迎：北京大学

光华管理学院副院长 李宁：李宁体育用品公司董事长北大光

华管理学院EMBA毕业生 郝建学：中国科建公司总裁北大光

华管理学院EMBA在读学员 回炉只为镀金？ 主持人：为什么

要回学校重新学习？ 郝建学：我大学已经毕业20年，大学毕

业后一直做技术工作，后来又做管理工作，大部分时间都是

消耗以前学的东西。我觉得这次老师给我们讲的几件事情非

常重要，他说你来北大学什么，第一是知识的补充，第二是

要学决策的方法。至于为什么要学，我觉得我们国家专业工

商管理人员不是太多，而是太少，如果我们的国有企业、私

有企业能培养出更多这样的人才，我们的国家进步会更快。 

张维迎：老师的一个任务，就是告知这些想学的人，什么是

最重要的。因为老师的资源非常稀缺，我们不可能把中国所

有的管理层都进行培训，我们只能培育那些最优秀的人。把

老师的知识，让那些能发挥最大生产力的人占有，我们强调

教给学生思考问题的方法，而不是某一个具体问题的答案。

所以我们提供的是一种比较系统性的知识训练，这种知识训

练，跟针对普通大学生、研究生的不一样。因为这些企业的

领导人，他们都有非常丰富的经验，他们都是带着问题的，



所以你讲的东西，一定要跟他脑子里的问题碰撞起来；另一

方面，某种意义上这种学生也好教。为什么？打个比方，对

一个得过病的人讲医学知识，他会非常感兴趣的。 郝建学：

是的，我就带着两个问题来。一个是我们的企业，这几年发

展非常快，我们很多公司的结构，已经不适应了；第二个就

是我们目前学理工、做技术的，只是偶尔看看管理的书，或

者看看别的企业家的传记，没有受过系统的管理学教育，你

要想再把公司做大是很难的。而且现在我觉得，要让企业稳

固、长远，做到真正的国际化百年老店，不这习不行。 李宁

：其实这方面，我也有体会。我看到的不少企业管理人员，

通常都是以自己的经验、悟性或者是特有的一些背景环境、

资源做出一个选择，然后把这个企业发展起来的。 主持人：

可能感性的东西会多一点。 李宁：要做大生意，或者有更好

的人要跟你竞争的时候，我们往往觉得自己好像到处瞎忙，

效率很差，不能改变一个落后的状态，不能够跟人家竞争。

这是因为我们不太懂得怎么样进行系统的管理。所以我相信

自己有这样的激情，或者有这样一些悟性，但是我缺少这方

面的知识。这也是我来学习一个很重要的冲动。 主持人：但

是下这个决心，对于你来讲，会不会也比较难？当然花钱是

一方面，但我想更重要的可能是你们要考虑到时间的成本。 

李宁：当然，我身边很多同学，机会成本都很高。但是还要

看你的选择，如果你认为这样的方法，会让你走得更好、走

得使自己未来的能力更强、更胜任这个未来社会市场需要的

话，那你就选择这个。如果你认为不需要，我想也没有必要

到EMBA去学。 学习沟通的语言 主持人：张教授，现在关

于EMBA有很多的争论。比如有的人就提出来，很多来



学EMBA的人就是为了学点经济学的名词，认点人，这是他

们来上学的一个真实的目的。 张维迎：这两点当然非常重要

，但是不是最重要的。作为一个企业，当你发展越来越大的

时候，你需要很多专业化的管理。而专业化的管理，这之间

需要沟通的语言。那么我们的EMBA教育，以及MBA教育，

最重要的就是让你学会了跟大家交流的语言。有了这种交流

的语言，大家很容易达成一致的意见。因为大家看问题的角

度，就相对一致，这样管理效益就可以大大的提高。 比如你

刚才讲的机会成本，就属于我们EMBA最早的课上讲授的管

理经济学最核心的概念，也是我们整个管理最为重要的一个

概念。作为管理者，如果我们不懂机会成本这个概念，或者

你懂、其他人不懂的话，在论证一个决策是否应该进行时，

我们面临几种选择，意见分歧就可能会非常大。 李宁：老师

跟我们讲解案例，探讨一些系统的经营理论或者方法、工具

，那些东西给我们感触比较深。无论你是做作业，还是之前

你看教材，都有很多跟这个主教材相关的案例。给你以后，

你自己去分析，因为你自己已经在做生意，已经遇到很多很

现实的问题，你完全可以跟它们去做比较。你不来EMBA，

这个案例可能也存在的，但你从来不关心，关心的也只是谁

倒闭了，谁发财了。但是上这个课的时候，你分析这个案例

，会跟着老师的感觉，去做一些系统的分析，而这个结果，

都是你的结果，可能未必正确，同学的结果也未必正确，但

这就是你能力提高的过程。 张维迎：我们学员的背景分布非

常广，有不同行业的，所有制也不同。国有企业民营企业、

外资合资企业各占三分之一。这样一些不同知识背景的人聚

集在一块，他们互相之间的学习，也非常重要。其实在这个



方面，老师只起一个引导的作用，而他们自己互相的学习、

互相的碰撞，也许更宝贵。 就拿他们两位来说，在各自的公

司里都是最高层的人，没有人敢在他们面前说真话，都拣好

听的说。有人提出一个建议，也是揣摩他们的意思说话，为

了自己提拔，或者为了其他的原因。但是到了这个地方以后

，都是平等的。没有老总，都是同学，我就可以跟他争论。

在这样的互相碰撞中，李宁的认识也提高了，我自己的认识

也提高了。 不解决具体问题 主持人：有人讲，EMBA就是富

人俱乐部，是这样吗？ 张维迎：不是这样，EMBA是最优秀

的企业领导人的俱乐部。 主持人：我们说是富人俱乐部，您

说是成功企业家的俱乐部。但是对于学员来讲，事业都获得

了一定的成功，那么为他们设的课程，跟您为一般的学生设

的课程有什么不同？ 张维迎：不太一样。因为MBA比较底层

，毕业以后，工作三四年，经验很少，也没有在重要岗位上

工作过，你是为未来求发展而学知识。EMBA的学生已经是

企业的高层，他遇到大量的决策性的问题，他可能在凭经验

做这些决策，现在企业要发展壮大。他的民营企业，创业的

时候难，其实现在创业很容易。问题是你要持久地发展，要

变成持续的竞争力比较难，这时候就需要系统的专业化管理

。那时候，高层的管理者如果没有这种系统的知识训练，那

么就不可能把企业做大。另一方面就是他所需要的东西，跟

一般人不一样，因为他有大量的经验，他带着好多问题来，

所以我们更重视这种互动性，更重视这种教学的内容，能够

使得每一个参加EMBA的训练的人，在训练以后觉得与他自

己的工作有所联系。 主持人：你们两位上学来的时候，有没

有最明确的问题？ 李宁：体育用品这个行业在中国是个新兴



的市场，正处在发育的过程。我这个企业起来的时候，很多

人认为，李宁靠的是名气。但你发现有很多冠军也做了很多

牌子，为什么没见他们做起来呢？现在李宁公司发展有十年

了，为什么又老是在一定数量上徘徊？当国际品牌进来以后

，他们为什么会成长得明显比我们快呢？ 实际上，这与一个

企业自身的战略定位、其他资源的支持、配置、整个运行的

流程都有很大关系。过去我们凭着自己特有的一些背景、环

境、资源，就可以发展起来。但发展到一定程度以后，光凭

这个，是没有办法在市场中进行真正的竞争的。你要知道建

立一个企业怎样定位，怎样选择战略、明确目标，怎样建立

起一个真正属于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当然这些都是通过学习

获得的，两年前，我还没有这么明确的感觉。 主持人：两年

前还没有学到这些词？ 李宁：对。更重要的是还不具备这种

思维方式，所以我还带了两个同事一块来学。一个是我的总

经理，还有一个是财务总监。 主持人：那您的机会成本更高

了。 李宁：但是有一点好处就是，如刚才张教授所说，大家

可以在一个平台上使用相同的语言对一件事情进行选择和分

析，这样效率反而很高。结果就是我们公司在一些重大的战

略调整方面，明显有了改进。 过去我们会很在意我们的产品

，为卖产品而卖产品，但是提供产品的人很多，凭什么人家

要买你的？所以我们就开始给自己找定位。我们做的是品牌

、是体育文化，这就是我们的核心竞争力。在学习之前，我

们很大的精力都放在处理日常的财务问题、产品质量问题、

市场纠纷问题。但是现在我们不会有钱就赚，而是赚我们可

以积累能力的那种钱；不是有市场就做，而是做我们能够占

有的市场。这样的话，五年或者八年后，我们就会逐步成长



、壮大。 主持人：郝先生呢，您当初来的时候，是带一个什

么样的问题，或者最想学什么？ 郝建学：我们这一代人应该

是改革开放最大的受益者，那么在改革开放20多年时间里，

我们都做了些什么？从制造业来说，或者从做产品来说，我

们把成本做到极致了。中国人用自己的聪明、勤奋，做到这

一点，但是你到国外一看，中国货是最便宜的。那么我们这

一代人再用二三十年，能否制造出高档的产品呢？所以我们

来学习了。 张维迎：他们俩刚才谈的一些问题，实际上好多

中国企业都存在。打一个比方，我盖了一个五星级宾馆，发

现地下室还空着，那怎么办？让农民出十块钱住进来。三层

不好的房子也没有人住，怎么办？让工人住进来。这样一弄

，真正想住五星级饭店的人也就不来了。 过去我们的企业往

往没有一个长远的战略，没有品牌意识。企业以品牌为中心

来管理，我想这是很重要的。另外我想强调一个重点，也就

是每一个班开学典礼时我要训的话。我说你不要想着你来这

儿是带着一个问题，今天听完这个课以后，回去就说，我这

问题有答案了。我说我们不给你解决具体某一个问题的答案

，而是给你思考怎么解决这些问题的一种方法。要拿立竿见

影的东西，那就去上厨师班，上午一学，晚上回去就能炒一

个菜。我们这儿不是这样。学习先谈它的系统性，很多的知

识它有互补性，就是说，你今天学的这门课，不是说说就完

了，要等到下一门、所有课学完以后，再回过头来看，收获

就完全不一样了。不能说我已经上了四天课，怎么还得不到

我这个问题的答案。这个想法就不对。 李宁：作为企业经营

者、管理者来讲，自身的素质是很重要的。如果不具备这种

素质，学是学不来的。但如果你有这种素质，却没有经过专



业化的训练，就像我们做运动员一样，就算你有天赋，你也

不能成为奥运冠军。所以EMBA帮你训练，而能不能拿冠军

是运动员自己的事。 张维迎：李宁刚才讲的非常重要，商学

院从不号称要把这些人培养成企业家，我们只培养具有企业

家素质的人，他们需要进一步的提高，并能在实践中运用知

识，这样才能成功。 我认为作为企业家，先天的东西都是第

一位的，后天的训练是第二位的，特别是好多人创业的时候

，先天的东西就更重要。但是，当你要把企业做大的时候，

首先你需要一些专业知识的训练，其次你要雇更多的人。你

怎么管这些人？如果你不懂系统知识，你没有接受过训练，

你就很难理解他们。过去皇帝不需要参加科举，但一定要学

四书五经，否则他就无法管理士大夫、君臣，而后者对皇帝

的学习也很重视。所以我们光华管理学院一开始办EMBA时

，我就有一个想法：培养像李宁、郝建学这样的成功人士，

就像培养皇帝一样，他们没有学这些东西已经很成功了，他

们要继续成功，所以他们要继续学习。 主持人：但针对于您

个人来讲，您个人的学习是要把握时机的。 李宁：我觉得我

就像中国餐馆的小老板，我也能煮一手好菜，生意也做得不

错，先有五桌，后来生意越来越好，多开了十桌，又开了一

百桌，炒不过来多请两个人炒。以后呢？我也只能再多开两

桌。这时发现隔壁有一家麦当劳，厨师不知道是谁，老板也

不知道是谁，但是它一家家开起来了，还跨地域开。那怎么

才能把你的企业做得有规模，并且把你的市场份额扩大？如

果没有工商管理的这种知识、这种思维方式，你不可能做麦

当劳，你只能做阿庆嫂。 张维迎：从我们的角度来看，

对EMBA学员来讲，你有相当的管理岗位的经验，就是说你



真正地碰到过重要决策的问题。如果你没有碰到你就没有感

觉，也就是说不是每个人都适合读EMBA的，只有公司发展

到一定的规模，按李宁讲的，在需要开更多的餐馆的时候，

才需要来学。另外，你什么时候需要来学与竞争环境有关。

如果政府规定只有李宁开餐馆，我觉得李宁不需要学任何东

西就可以不断地开下去，也就是说竞争环境越激烈，你对知

识的需求就越强。还有一点，EMBA只培养现在已经在位的

高层企业管理人员，MBA培养的是未来的企业领导人或中层

管理人员。比如说李宁在学完之后，在要雇人的时候，也可

能非常喜欢雇学过MBA的人，这样的人可以和李宁学的东西

对上，他觉得很好指挥，可以把自己的理念从上到下灌输下

去，所以这是配套的。我们为学EMBA的人培养MBA类的员

工，为学MBA的人培养EMBA的老板。中国MBA毕业生只有

一万多人，好多人认为MBA也不好用，也没有什么用。 主持

人：我们干脆培养一批MBA的老板。 张维迎：对，实际上我

们是在创造客户。 培训正规军 主持人：张老师，您认为我们

现在中国的企业家，哪怕是很成功的企业家，他们最缺乏的

是什么？他们最需要的是什么？ 张维迎：从我们教育的角度

来说，他们最需要系统的知识教育。原来都是打游击的，不

会指挥一个大的军队，钻小山沟可以，指挥不了阵地战。但

是现在国际竞争这么激烈，营销手段非常重要，讲究品牌的

塑造，农民卖的东西就不需要品牌，越穷的人越不在乎品牌

。 主持人：您是在教他们怎样成为正规军吗？反过来你们这

些企业家又怎么看中国的这个MBA教育？特别是当这些老师

在台上给你们讲怎么成为一支正规军、皇牌军之时。你们怎

么会从心里头认为他说得对？怎么认为他教的这个办法我就



能做得成功，而不会产生另外的疑问你既然这么会教正规军

，为什么你自己不去搞一个皇牌军出来？ 郝建学：这个我们

的老师一开学时就说得很清楚。他说我来教你们这些企业家

如何办好企业，但是你要记住我不是企业家，我不懂如何具

体运作企业，我懂的是企业的规律。他讲的这个对我的影响

很大。我们公司最近发展得也不错，实际上是一个蜕变的过

程。在从1亿美元到10亿美元的销售额的转变过程中，有很多

人已经很满足了，都说咱们科建的案例已经被清华写了，你

也去讲过课，你到北大去读书，这是不是不太好，我说不是

的。系统教育跟做案例没有任何关系。 张维迎：我想强调一

点，什么叫管理？什么叫科学管理？所谓管理能成为科学，

就是有一部分人去总结前人的东西并能概括出来，然后再交

给生活当中的这些人，对他们进行指导。我们有一个误解，

就是教EMBA的这些老师必须自己有一定生意，自己是个成

功的企业家才能去教别人，这个理解完全是错误的。所以一

开始我就说，我之所以教你们，就因为我不会做生意。知识

的专业化是非常重要的。 主持人：您觉得企业家与搞MBA管

理教育的人，他们之间的区别是什么？什么东西决定了他们

成为企业家，而您成为他们的老师？ 张维迎：作为企业家，

他质感的东西很重要，抓住机会的意识以及冒险精神、果断

性很重要；作为老师我们更强的是逻辑性的思维，我们相信

世界上千变万化，那么多东西，一定有一种共同的东西在背

后，这是科学存在的前提，简单地说科学之所以存在是因为

人们相信现象背后有共同的东西，老师就要去抽出这些共同

的东西，也就是把现实世界简单化，把这些规律教给他们，

还原回去，再继续去创造财富。 主持人：尽管MBA在绝对数



字上不多，还是有很多人在讲，MBA现在过剩，甚至出去以

后很难找到预期的工作。 张维迎：从经济学上讲，MBA类似

一个网络产品，中国现在很多MBA工作之所以不太好找，还

是因为MBA太少。平时我们说物以稀为贵，在这方面我们说

物以多为贵，MBA的价值是越来越提升，而不是说多了以后

就会下降，但另一方面也有一些学校存在质量的问题，它的

师资力量，它的教材、管理都跟不上，确实不尽如人意。但

是如果认为未来全中国的MBA、EMBA都是一样的，这个观

点就错了。比如说李宁的衣服虽然很好，但我们也看到很多

假冒伪劣的衣服，就是说它的市场层次不一样。我想将来不

会再笼统地谈论MBA、EMBA是过剩还是不过剩，谈论谁家

的MBA、谁家的EMBA才是最重要的。百考试题编辑祝各位

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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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