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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光华管理学院将召开EMBA教学改革新闻发布会暨“EMBA

如何引领中国时代前沿理论与创新实践的结合”圆桌论坛。 

以下是发言实录： 刘红宇：因为我是一个来自于基层，而且

可以说是跟今天在座的各位比，我是离企业家头衔离的最远

的，因为职业经理人，叫做职业律师吧，就这么一个位置。

我在01年来学习到今天，走到学校来谈学校的教育改革，我

觉得很有意义，我毕业已经十年了，进校到今天已经十年了

，我们酝酿十周年如何回到母校，回报母校，跟母校怎么样

规划和交流，谈教育改革我觉得确确实实也是北大非常必要

。 在我们当年学习谈需求吧，这个需求可能有不同的类型，

如果归结起来就是两种类型，一种类型确确实实就是自己想

在这个读书中间去解决自己的一些困惑。比如说我自己就是

带着困惑，因为我92年出来干律师事务所，也希望将律师事

务所上升一个台阶，但是不知道怎么样下手，也不知道怎么

样做才有可能是对的，有可能在商业模式中能够有很多的实

践和案例给精神上的支持，从这个角度进到商学院。因为只

是一个律师，我不知道事务所究竟怎么管理，那个时候管理

差不多在三四百名的位置，不上不下，不知道下一步怎么走

。 我接触的同学更多的一个想法，想进最好的学院寻找一把

金钥匙，这把金钥匙能够直接将他送到商业领域最顶级的位

置上去，我觉得有许多人是这样。甚至商学院的招生，广告

、宣传都是培养最顶级精英的企业家，都是类似于这样一些



广告和宣传，所以有许多的人抱着不一定直接叫致富，但是

抱着要让自己膨胀起来，有这样一些想法来到学校。 但是进

到学校以后，我自己最大的收获，其实刚刚说到有精英俱乐

部的成分，人与人之间接触相互之间寻找机会，我觉得这些

情况确实都存在，但是这些情况不意味着就不正常，今天再

让我们来评价十年以后的北大光华，我们如果继续办校，如

果还只是按照这样一个状态去办学校的话，我觉得可能就是

困惑了，因为其他的学校可能做得更加的疯狂。但是对于商

学院的教育就给你提供俱乐部的平台，这不是北大精神，这

也不是引领商学院长长久久走下去的一个模式。 最后我们要

回顾，其实我进来也打印了一个材料，我打的是什么呢？打

的是我们组织再七一上的讲话，我自己觉得领导一个国家、

领导一个党，跟你作为企业家领导一个企业，我想都有异曲

同工之处，更何况作为中国的企业家，你必须要了解中国的

现状。首先我如果从培养企业家这个角度，我应该研究的是

国家需要什么样的企业家，民众需要什么样的企业家，然后

再说企业家需要学校给我提供什么样的教育。我觉得我们如

果不把这些研究清楚，你肯定最终只能说是如水之鱼，不可

能如鱼得水，在这个社会中活的很有尊严。我想从这几个角

度来研究一下。 这个国家是改革开放30年，这30年里确实出

现了一些问题，比如说我们经济发展了，我们GDP已经是世

界第二大的经济强国了，但是我们的贫富悬殊增大了，这个

贫富悬殊直指发财的企业家跟普通老百姓的差距。再一个我

们民族的品牌少，中国制造多，这个其实也是对我们企业家

提出要求。再一个生活水平提高了，但我们的食品越来越不

安全，这个里面的问题直接有企业家参与。这个社会出现不



公，甚至出现腐败，这个腐败其实也涉及到企业家的参与，

所以说真正什么样的企业家是我们商学院应该来培养的，那

我觉得商学院如果简单说，因为我是一个局外人，或者我只

是一个曾经的学生，对于教育并不了解的人，那我想最简单

的一个概念，就应该是我们去培养国家学习的，民众认可的

，你可以立得住脚的优秀人才。让这个优秀人才去引领他的

企业发展壮大，我认为起码应该是这么一种意识。 那这些优

秀人才应该具备什么样的素质？起码他应该有责任意识，这

个责任意识对于他自己的产品，对于他的员工，对于他的家

人他必须要有责任。第二他具有有企业意识，规则意识，要

守法，要言而守信。还要有公益意识，觉得锦涛书记开篇含

了非常深刻的道理，这个道理是紧紧依靠人民，我们取得了

三大胜利，新民主主义的胜利，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改革

开放这30年的胜利，他都用了紧紧依靠人民，紧紧依靠人民

。我们今天说所有的企业家，或者他对这个社会有引领的，

人们认可的企业家，他都需要一个民众认可。我们在网络上

，我们甚至今天圆桌会议做什么，我们都需要这个社会的认

可，我们去发表需要社会的认可，所以你必须要有公益意识

，要回报。 我们当初政策给我们，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但

这个一定不是最终的目的，最终是要带领大家一起致富，只

有这样，你才会成为商学院里培养出来最优秀的人才。我甚

至都在想，虽然没有完全分析，我也打印了出来，我们将来

可能在核心课、通修课、通识课、实践课这些上面进行一些

分类，我觉得这些分类确实是很有必要的，我在当初学的时

候就有一些困惑，新有一些专业，像统计、会计，类似于这

样直接用自己去操作，想把它学精学透，第一是学起来比较



困难。第二我相信企业家不会自己直接去学这些东西，而是

直接去操盘这些东西，而是了解它的意义，了解它的需求所

在，最终是依靠专业人才来做这些东西，所以把进行一个分

类。而进行更多的个性化的教育，像刚才我们悠悠老师说的

，可以给更多有个性的，有资本运作需求的，那我怎么能够

有更多的PE等等等等，大家在一起来相互之间的交流和沟通

。就类似于这样的一些个性化教育，刚才我说的一些企业家

社会责任这一块是共性的东西，共性的东西，我们甚至可以

建立一些长效品牌的宣扬。 比如说我们每一个来进学校的学

员都可以去做义工，我们就是专门去植树的，或者建立食品

安全的，或者对于养老有贡献的，类似于这样的这些东西，

一批又一批的学员去做义工，其实在这个交流过程中去谈感

想，去发现他人的情形，去了解作为员工的不易，通过社会

实践相结合的教学，我觉得是不是也可以通过商学院的创新

和改革去尝试，这个是我能够想到，因为我从蔡老师的通稿

里边，我最看到的就是精神引领，还有它社会责任，我们不

能够在竞争中误入歧途，今天由于需求量，我们还仍然的求

大与需，还有更多的生源进来，一直这样被动下去，我们的

生源质量就会下降，而且我们在竞争中，我们自己的引领性

就会缺乏，因为我们就随波逐流，我们是拿吃饭来做一个比

喻，我也不反对吃饭，我也非常愿意通过这种形式去跟大家

交流。但是我们如果最后都困惑到，我是吃饭还是不吃饭，

我不吃饭我的生源或者我的吸引力，我的热闹感差了，但是

我不吃饭又没有找到新的突破点，或者能够树立更高层次，

更光彩的这些企业家的形象和教育方法，那我觉得这个就是

一个困惑，甚至就是一个失败。所以我觉得在这些方面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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