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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_9C_80_E9_9C_80_E8_c70_552151.htm 一项调查显示，《财

富》世界500强的企业中，CEO、CFO等高层具有MBA学位的

不到20%，但是，在这些企业的中层领导中具有MBA学位的

占到三分之一以上。有公司高管因此这样评价：“没有MBA

美国企业一样会生存、发展，但绝不会有今天的繁荣。” 但

即便在美国这个MBA教育的发源地和大本营，对于MBA教育

应该走怎样的路的探索也一直没有停止过，最近比较著名的

一次反思当属管理大师沃伦本尼斯(Warren G.Bennis)等人

在2002年对当时的MBA教育提出的质疑：商学院为何迷失了

方向？ 本尼斯等人提出这一质疑是因为当时北美乃至全球

的MBA申请人数出现了严重的下降，部分学校全职MBA申请

者减少比例甚至接近80%。 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开始反思当

时的MBA教育到底出了什么问题，而反思的结果就是商学院

以研究为导向的文化必须加以变革。 当代MBA教育正是在本

尼斯等人的反思基础上重新回归了注重管理实践的本质。而

哈佛商学院在庆祝百年的同时，也在思考类似的问题，就是

其所建立的商业教育的体系，未来百年该向何处去的问题。 

我们试图将那些已经被证明是颠扑不破的真理和未来的商业

社会环境进行结合，找到MBA教育发展的趋势。 注重引入实

战精神 未来的MBA教育在教学内容上将更加贴近企业经营管

理的实战。为了保证教学内容的“实时性”，许多院校都使

用类似于《金融时报》、《华尔街日报》这样的“即时性”

参考资料，注重解决公司实际遇到的危机和问题。 麻省理工



斯隆管理学院向其MBA学生提供一个叫做“全球创业精神实

验”(Global Entrepreneurship Lab)的国际实习项目。 斯隆管理

学院负责创立该课程的理查德洛克(RichardLocke)教授表示，

他希望能够给予学生更加真实的创业体验，而非那些从标准

化课程中学到的知识。斯隆管理学院的学生们在这个特殊的

课堂上可以学习到诸如如何面对全球市场、如何募集风险资

本等问题。此外，所有涉及有关国家、市场和企业的背景研

究也在该期间完成。 斯隆管理学院的案例只是商学院在MBA

教育中引入实战成分的一部分，自从明茨伯格于上世纪末提

出商学院被研究型教授把持可能会对MBA的实际经营能力带

来负面影响之后，商学院就开始了注重实战的改革一方面是

为了重新回归MBA作为一个实践培训的本质，另一方面也是

为了增强毕业生的就业竞争力。 创业精神使MBA毕业生在开

创自己的公司和企业方面卓有成就。据统计，在毕业后五年

以上的MBA学员中，约三分之一的人都创办了自己的公司。 

对于越来越复杂的商业环境，如何能够把理论迅速转化为实

战经验，这对于未来的MBA教育将是一个不可逾越的考验。 

合作办学提升实力 在美国次贷危机阴影的笼罩下，欧美经济

成长的速度将进一步放缓，相对而言，亚洲国家作为世界经

济发展的新引擎，将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在这样的大背景

之下，欧美顶尖商学院不会放过正处于飞速成长阶段的中国

经济及中国公司，他们将把这里作为案例挖掘和研究的重要

区域，这就为中国的商学院与海外顶尖商学院的深入合作提

供了基础。香港科技大学署理院长郑国汉向《第一财经日报

》表示，不少欧美的商学院教授放弃更加优厚的薪水来到香

港科大研究任教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国经济的飞速成长为



他们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研究对象，这令他们更有机会跻身

亚洲一流的商学院的行列。 借力欧美顶尖商学院的力量，仍

然是未来一段时间亚洲MBA教育的必经之路。不过更为超前

的做法是，亚洲商学院已经开始进行区域内的合作办学，复

旦大学管理学院和新加坡国立大学、韩国高丽大学一起开设

了针对区域内的MBA项目，未来，亚洲商学院联合利用区域

内的优势提升MBA教育的实用性将会是一个趋势。 培养Y世

代的模式 如果列举下一个十年中的中国的企业管理中会出现

什么不同的话，Y世代(或者称之为“80后”)走入企业管理的

中高层将是无法回避的章节。 我们以往对于管理者的认知都

建立在一些基本的前提之下，譬如管理者应该不畏艰险，坚

忍不拔，可以在逆境之下以坚强的意志力带领团队前进；譬

如管理者应该顾全大局，自我约束，不会因为心情不好而撂

挑子拍屁股一走了之，更不会轻易就走上自杀的道路。 相对

于从前的几代管理者，“80后”在挫折承受能力、团队合作

能力及责任心方面均显示出其短板，但他们在创新能力、知

识结构等方面又强于他们的前辈，如何因应这代新管理者的

特点创造出适合他们的MBA教育模式将是未来商学院需要认

真考量的问题。 《MBA百科全书》编者赵鹰说，特别是要关

注在剧烈转型之下的上个世纪1980~1985年出生的这一批管理

者与被管理者，MBA不仅仅是要让管理者懂得如何管理，也

要被管理者懂得如何接受管理，如何主动管理自己。 新技术

下的新管理 回顾欧美企业近10年来在流程再造上的新突破，

我们不难发现这些均与其IT技术特别是企业信息化的飞速发

展密不可分：无论是细胞管理(CellManagement)抑或是优异中

心(COE，Centers ofExcellence)都建立在企业资源在信息化的



帮助下对组织及流程进行充分细分的基础之上。 当然，更为

有趣的是一些新技术的引进，虚拟世界里的管理、新沟通工

具下的管理，对管理者来说必须时刻更换自己的思维方式，

以适应上述技术的发展。 MBA教育不仅仅要告诉学生新技术

下的新管理是什么样子的，同时也要告诉他们如何面对瞬息

万变的技术世界。 引进科学家思维培养CEO 长期以来，路易

斯拉泰夫(Louis Lataif)相信，最有效的首席执行官都被训练得

像科学家，他们因此与其他经理人的思维方式不同。 拉泰夫

声称：“商学院注重纵向思维，而科学家强调横向思维，商

学院在将我们打造成伟大的领导者头脑方面，还做得远远不

够。” 在波士顿大学任商学院院长期间拉泰夫推动了全新风

格的MBA，即“MS-MBA” (理科MBA)的出现。该院于2001

年推出这种特别的MBA一个同时教授技术兼管理的双学位课

程。 “我认为，我们真正在做的是下一代MBA⋯⋯如今的工

作方式与10年前大不相同。”拉泰夫表示，“如果我们培养

出的人，能更好地完成这些工作，我们就都成功了。如今，

我们运用技术来完成工作。百考试题祝你好运！” 从培养职

业经理人到细分到培养专业化的不同的职业经理人，这应该

会成为未来MBA教育的一个方向。 制造全球化通才 麦肯锡的

一份调查显示：中国近十几年将急需7.5万个具有国际经验的

职业经理人，而相应的供给量只有3000到5000人；瑞士洛桑

国际管理学院2005年的《世界竞争力年鉴》曾将60个经济体

进行排名，中国高层管理人员的国际经验排在第59位；还有

调查显示拥有全球胜任力的职业经理人的严重短缺已经在一

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步伐。 随着中国企业

的全球化进程，以及跨国公司的本地化进程，经理人员的国



际化视野意味着在复杂背景下的团队里能够顺畅沟通。 拥

有30%国际学生的哈佛商学院尚被列入批评名单，原因在于

他们没有增加国际学生的比例，大多数学生为美国文化背景

，同时毕业生也会在美国文化背景的企业中工作，这被认为

是对商业全球化缺少关注。 编辑特别推荐加入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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