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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视点

刚刚结束的博鳌亚洲论坛，有三个关键字“革新、

责任、合作”，我认为这三个关键字也体现了全球高端

管 理 联 盟（Global Network for Advanced Manage-

ment）的创立宗旨和现实意义。

全球化时代的互联网不仅革新了人们的生活方式，

也革新了世界的商业环境，需要企业不断自我革新以适

应瞬息万变的经济形势。全球生态环境恶化和贫富差距

不断扩大，需要企业家们进行更多的思考和承担更多的

责任。后金融危机时代，新兴经济体迅速崛起并正在改

变全球经济政治格局。全球化时代需要有国际视野的商

业领袖，需要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共同合作来应对挑

战。这就要求商学院以更加创新、负责和合作的态度，来

回应全球化对管理人才和商业领袖提出的新要求。

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商学院如何培养未来

的商业领袖？未来的商业领袖应该具备怎样的能力？

我们和耶鲁大学管理学院有一个共同理念，就是商学

院需要通过更多的合作来培养具有国际视野、跨文化

管理能力、能应对不确定性商业环境的未来商业领袖。

中国人民大学是新中国最早创立工商管理教育的

高校。近年来，为培养适应全球化时代企业需要的管

理人才，商学院加快了国际化步伐，通过申请国际认证

整体提升商学院的办学水平，在管理理念、教师队伍、

科研水平、教学创新等方面与世界一流商学院的差距

迅速缩小。

管理作为一个应用性学科，其发展有赖于管理实

践的肥沃土壤。过去 100 多年来是西方国家的企业在

主导国际经济秩序，因此，无论是美国还是欧洲，商学

院的授课内容都是站在发达国家视角研究问题、审视

问题。但近年来，新兴市场的商业实践，为商学院教学

提供了更加丰富的内容。在全球化的世界中，发展中

国家企业将作出更多贡献，这也意味着新兴经济体的

商学院也应该为全球管理教育作出自己的贡献。

作为过去30年世界上增长最快的经济体，中国的发

展给世界带来越来越多的机会。同时，中国深厚的传统

文化和商业文明、特有的制度背景和转轨经济特征，都使

中国的企业管理实践有着不同于西方的多姿多彩的魅

力，吸引了越来越多的目光。基于目前中国在全球经济

中的特殊地位，全球商学院对中国的关注度越来越高，中

国成功的商业案例将越来越多地写入“全球课本”，中国

的商学院未来将能够为全球管理教育作出更大的贡献。

全球化使一流商学院和新兴国家商学院面临着共

同的挑战。面向未来的全球发展，新兴国家商学院拥

有更大的机会。我们愿意与全球高端管理联盟成员院

校紧密联系和合作，致力于培养有国际视野的商业领

袖，推动全球管理教育事业，繁荣世界商业文明。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商学院院长）

着眼培养

有国际视野

的商业人才
□ 伊志宏

我，70后，央企工作、MBA企业导师、校
友会副秘书长⋯⋯每每在与MBA学生交流
时，总能看到他们眼中的羡慕和对成功的
渴望。我知道，我是幸运的。是中西方交
融的MBA教育，让我收获了现在的一切。

我本科学的是计算机科学，一门与机器打
交道的学科。毕业后在工作中我渐渐感到，人
的因素远比机器丰富。对提高综合能力的向
往，使我对MBA心之所向，特别是名校的MBA。
其备考过程也是相当艰辛，数学基础、文学功
底、英语运用都是入学考试的基础。

2004年，我如愿考进人民大学商学院
攻读工商管理硕士。离开家乡来到北京，
虽然没有亲人相伴，但也不觉得孤单。上
课时尽管不是什么内容都能听明白，但是

总有那么一两句让我有相当的触动。随着
时间的推移，触动的地方越来越多，有一天
突然明白了，其实，管理是一门很丰富的学
问，自己要学的还有很多很多。

2006年，作为国际交换生，我到了欧
洲某商学院继续MBA课程。上课聊的还是
克鲁克、竞争战略模型、评分积分卡⋯⋯但
是，一上文化必修课，是真的瞎了眼了，什
么电影新浪潮、文艺复兴、超现实主义、塞
尔维亚理发师，甚至是维京海盗。原来，管
理不仅仅是知识，更是修养、是历练。于
是，我开始一个人背包游历欧洲，去学习更
丰富的内容⋯⋯

中西交融的教学及充满乐趣的游学，
让我渐渐体会到了MBA教育的真谛，这既

是一个学习的过程，更是一个体味人文的
过程，因为，管理实际就是跟人在打交道，
读 MBA，最为重要的是要学会交流与沟
通。教授们的每一句话都透露着人文情
怀，“管理人就是管理人的动机”，“财务管
理管理着人的道德风险”，“竞争战略已不
足以体现绿色经济下的生态系统战略”，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创造未来”⋯⋯
MBA教育离不开实践。通过在不同机

构的实习，再次回到学校的时候，我似乎明
白了，什么叫系统化思考，什么叫管理的张
力，什么叫企业的责任，什么叫心灵的力
量。做企业和做人一样，探究其成功的本
源，可能就是它的品格：具备了基本的道
德，也就是符合人们为了生存而需要的善

恶判断的基准。这样，企业才能基业长青，
人才活得有意义。

MBA教育给了我什么？可能是我现在
的一切，也可能什么都没有，但它是一种生
活状态，是管理大师的精神领地，是人生的
指引，是自己比对的终极目标。但是，它又
极具个性。能有多大的价值，一切取决于
你内心渴望的程度。

我的夫人是在法国读的MBA。我们有
着自己为之付出的工作，有一群志趣相投
的益友，还有许多知识渊博的良师。我们
开始做公益事业。我业余时间为校友会工
作，她正在为未来的慈善基金做准备。倡
导人文精神，把更多的人文关怀传播给社
会，这难道不是MBA教育的魅力吗？！

一位 MBA 的自述——

管理是一门丰富的学问
□ 金摇光

国际金融危机

不是商学院惹的祸

记者：MBA 教育起源于美国，百年来

在全球得到了很大推广。中国的 MBA 教

育经过 22 年的发展，也逐渐得到了社会的

认可，成为培养优秀企业管理人才的重要

渠 道 。 不 过 ，国 际 金 融 危 机 爆 发 以 来 ，

MBA 教育饱受质疑，甚至有评论说，“金融

危 机 都 是 商 学 院 惹 的 祸 ”，您 怎 么 理 解

MBA 教育？

斯奈德：对这个观点，我不太同意。很
多美国人对国际金融危机的认识存在误
区。他们以为危机只存在于金融或商业领
域。但实际上，我们应该把它放在更大、更
为广泛的背景下来理解。国际金融危机中
可能存在商业伦理问题，但更宏观的因素
还是和市场竞争以及竞争优势有关。回顾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美国、西欧以及日本经

济发展很好，这是因为这些经济体没有面
临很强的直接竞争。现如今，世界经济发
生了很大变化，新兴市场国家对传统经济
强国形成了较大的挑战。美国应该适应世
界环境和经济形势的变化。

MBA 教育主要教给学生两方面的重要
内容：一是了解市场和市场竞争是如何运行
的；二是了解公司的组织结构以及团队间的
合作。在耶鲁，我们还试图教会学生第三
样，那就是了解不同领域间市场的复杂性。

从历史上看，MBA 确实是迄今为止最
成功的职业教育。MBA 教育对于全球商业
的发展、国际商业模式的建立以及创业精神
的普及等都作出了巨大贡献，各行各业都有
MBA 的优秀毕业生在发挥着重要作用，比
如橡树资本的创始人、百事的 CEO等。

MBA要有学习能力

和长期规划

记者：您认为，MBA 学生需要注重哪些

能力的培养？

斯奈德：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要有系统
性学习的能力和长期规划，同时，还要学会
提问，保持谦逊的态度，多聆听他人的反馈，
并勤于思考。就拿我自己来说，我接触中国
已经 20 年了，但从不敢说很了解这个国家，
我只能说自己很喜欢中国，对于中国也是抱
着不断学习的态度。我看到过一些令人惋
惜的情况，如有些人在职业早期取得过成
功，但是因为没有长期规划，也很少向别人
请教，最后渐渐地就变得很普通。相比之
下，优秀的人总是在不断地问问题，同时不
断思考，总觉得自己还有待改进。越是这样
的人，越能够获得持久的成功。

记 者 ：现 在 很 多 网 站 提 供 免 费 的 公

开课，你如何看待互联网对 MBA 教育的

冲击？

斯奈德：互联网技术对教育方式确实会
有影响，但是影响的程度仍有待观察和研
究。我个人认为，互联网技术不会替代传统
的教育模式，技术应该是在教育的框架下使
用。教育在任何国家，从古至今都是涉及不
同阶层的。未来世界需要哈佛、耶鲁吗？答
案是肯定的。世界仍然需要精英的、品牌化
的教育。

记者：对于 MBA 的职业选择您有怎样

的建议？

斯奈德：对于职业选择来说，好的方面
是全球化与新技术会带来很多新的就业机
会，不好的方面是，工作的性质发生了很大
变化，年轻人面临着更多的挑战，要不断地
进行职业选择，并调整职业规划。对于工作
地点的选择，希望 MBA 能将目光更多地投
向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投向二线城市，而不
是仅仅停留在传统发达地区。

建立全球商学院

多边合作平台

记者：您在 2011 年接任耶鲁大学管理

学院院长后，发起成立了“全球高端管理联

盟”。建立该联盟的初衷是什么？联盟发展

情况如何？

斯奈德：“全球高端管理联盟”是耶鲁大
学管理学院在 2012 年 4 月推出的创新举
措。联盟联合了来自世界经济强国和新兴
经济热点国家和地区的全球 23 家顶尖商学
院。该联盟不同于以往商学院之间的一对
一合作，旨在通过强强联手、资源共享，为教
师交流、科研合作、学生领导力的培养、联盟
成员之间的双边或多边合作搭建一个广泛
的合作平台。

建立“全球高端管理联盟”这样一种合
作网络关系，代表了顶尖商学院未来的发展
趋势。在全球化背景下，我们的老师和学生
可以借助该平台适应全球化管理的环境，增
加互相联系的机会，了解认识到世界各国经
济的普遍性与差异性。举例来说，联盟中的
23 所学校每年会有近 3000 名 MBA 学生毕
业。两个月前，联盟举办了商学院之间的交
流周项目，世界各地的商学院学生可以互相
访问交流，将全球顶尖的学生联系在一起。
我们还在联盟学校间建立了全球教学案例
库和教职员工的经验案例库。联盟间的交
流活动和项目发展非常迅速，对此我感到非
常骄傲。4 月 15 日在中国人民大学举行联
盟大会，这已经是联盟成立 13 个月以来的
第三次全体成员会晤。我们把更多将会对

世界经济增长产生重要影响的国家的商学
院融入联盟。如印尼、墨西哥、菲律宾、爱尔
兰、南非等。

注重国际化

与本土化的融合

记者：您对中国 MBA 教育有何建议？

斯奈德：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地位
的 提 升 、中 国 企 业 在 全 球 影 响 力 ，为 中
国 商 学 院 的 发 展 提 供 了 前 所 未 有 的 契
机。我们在其他国家都是选择一所商学
院 合 作 ，中 国 是 惟 一 有 3 所 顶 尖 商 学 院
加 入 联 盟 的 国 家 ，分 别 是 中 国 人 民 大
学 、上 海 复 旦 大 学 以 及 香 港 科 技 大 学 。
在 美 国 接 受 MBA 教 育 的 中 国 留 学 生 普
遍 存 在 不 了 解 中 国 的 情 况 ，但 是 瞬 息 万
变的中国市场又是如此的重要。所以我
觉得中国的 MBA 教育在国际化的同时，
也 要 同 样 重 视 本 土 化 发 展 ，多 与 本 地 市
场建立联系。

记者：您对中国已有 20 年的了解，对中

国经济和企业有何评价？

斯奈德：我不是这方面的专家，但我觉
得中国市场的调整是非常快的，所以我对中
国经济的增长持积极、乐观的态度。我认
为，随着中国居民人均收入的增加，劳动力
成本上升带来经济增长率的放缓，这是很自
然的事。

中国的企业需要在品牌方面下更多的
功夫，同时要保持产品的高质量。尽管需要
一定的时间，但我相信未来中国会培养出全
球知名的品牌。

探寻全球经济深度调整中探寻全球经济深度调整中MBAMBA教育发展新趋势教育发展新趋势：：

跨地区合作跨地区合作
跨文化融合跨文化融合

——访美国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院长爱德华·斯奈德

本报记者 陈学慧 周 剑

4月15日，由美国耶鲁大学管理学院发起的“全球高端管理联盟（Global Net-

work for Advanced Management）”北京年会，在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召开。来自

全球23家顶尖商学院的专家学者相聚一堂，共同讨论在全球化背景下，如何进一步

加强交流与合作，如何培养MBA学生跨文化的管理能力，以及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

场经济国家商学院的未来发展前景。本报记者就此独家专访了全球高端管理联盟

发起人、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院长爱德华·斯奈德教授。

本报记者专访美国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院长爱德华·斯奈德（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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