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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_BF_83_E7_91_B6_EF_c70_644984.htm 由于工作关系，我时

常有机会和对MBA感兴趣的人交流。其中有不少是来自新闻

界的朋友。近十年，大陆的媒体，尤其是财经媒体随着市场

经济的成长蓬勃而起。而记者和编辑多为年龄不超过35岁的

年轻人，这在欧美是不可相像的事情。 记者和编辑朋友时常

也向我提及他们在职业发展方面的困惑。其中一个经常碰到

的话题就是：“如果不想做新闻了，还可以做什么？”。我

的第一反应自然是：“可以去公司里做公共关系方面的工作

啊”。 对于我的回答，记者通常的回应是：“那我读MBA有

什么用，直接跳槽过去好了”。我曾一时语塞，不知如何应

答。 这个问题一直盘旋在我的脑海，挥之不去。经过反复的

思考，我认定，对于只是想从记者(包括编辑)转行为公关

，MBA可能价值不是特别的大。当然，对那些想在大型外企

里升迁到高位的人，比如公关总监，MBA的价值更大一些。

知名学校的MBA学位可以给你较好的机会，也同样可以给你

某种身份的认同。而身份和文化的认同在外企的高层还是存

在的。 至于那些连公关也不打算做的记者，MBA教育会提供

更多的价值。试举例：有从事快速消费品行业报道的产经记

者想转行为市场经理。这位记者的优势首先在于对媒体有深

入的了解。快速消费品的市场营销对媒体，尤其是广告十分

依赖。对媒体有深刻的理解自然会更胜一筹。此外，资深记

者通常对行业中的龙头企业也有一定程度的认知。一旦进入

该行业，可以有知己知彼的优势。 但是，如果想完全胜任上



述职位，还需要一个淬火的过程。尤其是想进入管理严谨、

运作规范的跨国公司工作，还需要做更多的准备。 那么MBA

可以提供哪些具体的价值呢？ 硬知识 媒体从业人员多为中文

和新闻专业毕业，商业知识的积累有限。MBA课程可以使得

学生对于企业管理有全面的了解。经济学、会计学、营销学

等等都是职业经理人必须了解的领域。对于那些有望带领团

队开讲扩土的帅才而言，消费者心理分析，组织行为学和客

户关系管理方面的知识也是必不可少的。商学院可以使得学

生在很短的时间里迅速掌握基本的工具。 软技能 中国的传统

教育存在严重的弊端，最为显著的短板就是毕业生的软性技

能的欠缺。体制内学校都是以分数来评价学生，而有诸多方

面恰恰是无法量化的，领导力，远见、沟通能力和团队合作

。上述品质恰恰又是管理者最为重要的素质。 在商学院，小

组案例讨论学习是最为常见的形式。日常学习其实就是仿真

的公司管理。学员需要在信息不完备的情况下做出决策。由

于小组通常不会指定领导者，那些真正有领导能力的人往往

是自然的脱颖而出。每个小组如同市场上的竞争者，需要通

过展示自己的方案来说服教授。这对于提升学员的综合素质

极有帮助，远甚于用考卷来评判优劣。 值得一提的是MBA学

习有利于改变记者的行为方式。记者的工作通常是单打独斗

，最多是和责任编辑有着较多的联系与沟通。而团队合作对

于企业的运转则极为重要，而在其背后是制度和文化作为支

撑。那些持续经营上百年的大公司都有着独特的企业文化

。MBA是记者转行前的训练营，有助于他们在未来适应不同

的企业文化，和不同的人协同工作。 关系网 人以群分，物以

类聚。好的商学院所囊括的是有志于成长为高级职业经理人



的青年。在抛开喧嚣与浮华后，他们期待着沉淀、思考和重

新启航。 记者是与人打交道的职业，见多识广。但是我更多

的听到的却是无奈的慨叹：“名片盒里面的人数飞速增长，

但是能够说话的人却永远只有那么几个。”都市生活中要想

拥有自己的知心朋友并非易事。工作中的利益纠葛使得人总

是不得不有所保留。 回到商学院，尽管学生仍然无法进入世

外桃源，但是毕竟与名利场有了一定的距离。同学之中总会

有你所欣赏的对象。MBA往往在教育背景、职业经历和兴趣

爱好各有不同，也是锻炼与不通类型人士打交道的好机会。

毕业后无论是继续打工还是创业，同窗苦读的感情积淀是其

它任何社交活动都无法比拟的。 当然，转行是一个非常复杂

的话题，涉及到方方面面的准备与努力。转行也分很多种类

型，由记者转型为市场经理也只是其中一类。关键是在扬长

避短，脚踏实地的做好每个必须的环节。 如有疑惑，请点击

访问百考试题百科，百考试题百科竭诚为您答疑解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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