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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清云出入西安交大的次数明显增加。与之前纯粹的官方访

问不同，这位西安市市长现在有了一重与西安交大更亲密的

身份--他正是这家此前并不以EMBA教育闻名的大学的EMBA

学员。 类似的现象在国内并不常见，因为很多像孙清云这样

的地方政府高级官员，即便是多坐几个小时的飞机也要选择

中欧和长江之类的商学院。与前者相比较，中欧和长江商学

院的学员们似乎都是媒体的宠儿，也就显得更为时髦。 不过

孙青云认为自己没有这个必要。事实上，他的校友中并不乏

陕西省副省长李堂堂、青岛市副市长吴经建等地方政要，而

随着西安交大于各地开办的流动校园的兴起，这个名单也越

拉越长。 "其实，我们都觉得西安交大EMBA很好。我个人更

是如此，可能因为都是在西部，做事情讲实在，讲内涵。"孙

青云说。 国内EMBA教育的红极一时，兴起于2002年，至今

已然到了"七年之痒"的敏感时期。而如果要用一句话形容目

前国内EMBA教育的状况，那就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有

商学院如长江，全世界花重金组成名师团队将学费涨到56万

，也有商学院如中欧复旦，在国际MBA和EMBA排名榜上屡

有斩获。然而，7年之后，我们对于EMBA的教学仍然没有一

个评定的标准。 看学费高低？看排名先后？似乎都无法定论

。原因何在？ "淘宝何以打败巨人eBuy？靠的是练内功！内功

练好了才有前途。"西安交大EMBA招生办赵更申主任在我们

的专访中如是说。西部办学的他对一系列因为EMBA而产生



的困扰似乎都有了自己独到的见地。而在采访结束的末尾，

他则颇富意味地丢下一句话--中国最有前途的EMBA，可能将

在西部诞生。"很有可能。"他强调说。 能否谈谈您眼中

的EMBA的评判标准？ 一所商学院优秀与否关键看它是不是

练好了内功。排名随时可能变化，外聘的名师团队也可以用

钱砸出来，但这些都是表象的东西，并不属于商学院本身。

能够摈弃那些华而不实的东西，练好内功的商学院才是有前

途的商学院。请把百考试题EMBA站加入收藏 一所优秀的商

学院要经得起时间的检验，就要和"商"划清界限，要知道商

业化的东西是极易被商业本身吞没的。 您所指的"内功"是什

么？ 就拿师资的例子来说，一所商学院的教师一般包括商学

院自身的和外聘的两部分，那么自身的师资力量就是商学院

的"内功"。 西安交大也会外聘很多国内外知名的教授来充实

最前沿的管理学知识，但我们更注重自身师资力量的建设。

因为只有商学院自有师资创造出来的价值才是属于商学院的

，外聘名师带来的影响力归根结底属于他们自己，而不属于

商学院。 当然，除师资外，教学管理水平、教学经验等等都

属于"内功"。要练好"内功"并不容易，国际知名的商学院大都

经过了几十年上百年的沉淀，中国商学院也不能例外。 这么

说，西安交大应该很重视"内功"的建设？ 是的，西安交大早

在建国初期就已经开始了管理学教学，是最早一批进行管理

学教育的高等院校。我们从2002年开始EMBA教学起，已经连

续七年位列全国高校管理学院综合实力第一名，几十年下来

培养了全国一流的师资队伍。 西安交大EMBA也在广东、山

东、长三角、甘肃等地开办了很多流动教学班，积累了从东

部发达地区到西部落后地区的办学经验，并与海尔、TCL



等30余家著名企业共同建立"管理实践基地"，为学员建立了覆

盖全国的教学、实践与合作平台。各地学员对我们低调务实

的教学理念都非常推崇。 西安交大EMBA去年在上海开班，

情况如何？ 竞争很激烈，上海集中了几十所国内外知名商学

院，其中不乏中欧商学院、长江商学院、复旦华盛顿EMBA

等实力强劲的竞争对手。就拿我们的办学点中国浦东干部学

院来说，这里同时也是人大的EMBA办学点，不远处还有华

中科技大学的MBA项目。上海是EMBA的必争之地。 既然是

必争之地，为何那么晚才进入上海？ 其实我们不是不想到上

海开设EMBA教学点。相反，上海是我们重要一站，是当我

们有能力在国际EMBA市场上争得一席之地时才会做出的选

择。 事实证明韬光养晦是正确的。先前在各地的流动教学班

为我们创造了不错的口碑，也取得了不少异地办学的经验。

我们在上海的第一期班级用很快的时间就招满了学员。没有

之前的口碑和经验的累积，我们不会如此顺利立足上海。实

践下来，上海班学员的满意度很高，已经有不少同学开始推

荐自己的朋友报名我们下一个班了。 您认为我们同国际知名

商学院之间还有多大差距。 一是缺少国际化的教育环境。国

外名牌商学院则能提供成千上万个真实的跨国企业运作案例

，能提供更国际化的商业环境。这样的教学环境，有利于了

解国际市场的游戏规则，培养国际视野，这是国内环境所达

不到的。 二是国内师资紧缺。既有资深的企业管理咨询经验

又从事管理研究的师资太少，培养周期又太长，这已成为制

约中国商学院教育的一大瓶颈。很多商学院的教师基本上全

靠外聘，不仅导致了成本居高不下，也让人感觉很不稳定。 

国内的EMBA市场是否到了"七年之痒"，是不是该有所突破了



？ 不是突破，是回归。经过7年的发展，每一所商学院都应

该停下来认真思考，看看自己是否偏离了商学院的本质。应

该把注意力转回到自身师资力量的充实、教学教务管理服务

的提高以及教学理念的建设上来，毕竟商学院是给商人上课

的学校而不是经商的学院，把内功练好才有前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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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