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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ＭＢＡ教育培养模式是我国 ＭＢＡ教育健康发展的关键。面对世界经济全球化和快速发展的中国国

情对 ＭＢＡ人才的要求和挑战，我国必须积极推进 ＭＢＡ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本文针对现行 ＭＢＡ教育存在

的问题，提出“理念引导”加“管理模拟”的 ＭＢＡ教育培养融合模式，并对这一融合模式的实施和保障措施进

行了详细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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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现代 意 义 上 的 专 业 学 位 研 究 生 教 育 于１９０８
年诞生于美国的哈佛大学，我国于１９９１年开始工商

管理硕士 ＭＢＡ教育试点，２００１年试点结束正式举

办，培养院 校 已 由 第 一 批 的９所 发 展 到 第 九 批 的

２３６所，招生规模由１９９１年的９４人扩大到２０１２年

的３５７７７人。［１］经 过２０多 年 的 探 索，我 国 的 ＭＢＡ
教育取得重 大 发 展，ＭＢＡ教 育 已 经 成 为 我 国 培 养

现代化高层次管理人才的重要渠道，然而培养模式

上的缺陷，使得培养的 ＭＢＡ素质和能力与 市 场 期

望水平存在差距。［２］面对不断变化的企业需求和国

际挑战，重新审视和探索 ＭＢＡ培养模式便 成 了 一

个不可回避 的 重 要 议 题，人 才 质 量 的 要 求 和 ＭＢＡ
办学同轨竞争日益激烈的趋势也加剧了解决培养模

式问题的紧迫性。

一、我国 ＭＢＡ教育培养模式

英国课程学 者 丹 尼 斯·麦 奎 尔 将“模 式”定 义

为：“相应实践活动本身的框架，再现实践活动过程

的理论性简化形式，这种框架或形式又是实践活动

过程的基本要素及它们之间的关系构成的。”我国学

者查有梁从模式论的高度，对“模式”给出了定性叙

述：“模式是 一 种 重 要 的 科 学 操 作 于 科 学 思 维 的 方

法。它视为解决特定的问题，在一定的抽象、简化、
假设条件下，再现原型客体的某种本质特征；它是作

为中介，从而更好地认识和改造原型客体、构建新型

客体的一种科学方法。”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模式是

指在一定的高等教育价值观指导下，遵循高层次应

用型人才成长规律，为专业学位研究生构建的较为

稳定的知识、能力、素质结构以及实现这种结构的总

体运行方式。培养模式的关键在于培养目标的准确

定位以及课程体系和教学过程等其它要素是否建构

起“基于 目 标 取 向 的 内 在 逻 辑 联 系”。［３］何 谓 ＭＢＡ
教育培养模式，目前尚无权威的释义。本文借鉴“模
式”的一般原理和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模式的涵义，
认为所谓 ＭＢＡ教育培养模式，是指在一定 的 教 育

思想和高等教育价值观指导下，遵循工商管理人才

的成长 规 律，为 实 现 ＭＢＡ 的 培 养 目 标 而 采 取 的



ＭＢＡ人才培养过程的结构样式和总体运行方式。
我国 ＭＢＡ教育经历了向西方主要是美国的模

仿摸索阶段、消化吸收与特色化阶段。培养模式较

为单一，多数培养院校都采用传承而来的“学科知识

＋哈佛式案例”教学模式。具体而言，就是一般采取

大班教学，偏重理论知识传授和分析，以讲授教学为

主，适当的辅以案例教学和课堂讨论。
我国 ＭＢＡ教育面向具有一定实际工作经验的

对象人群通过考试招生，根据招生考试方式和办学

主体的不同，目前主要分为五种主要类型：参加全国

统一联考的普通 ＭＢＡ教育、中外院校合作 举 办 的

国际工 商 管 理 硕 士（ＩＭＢＡ）、高 级 管 理 人 员 ＭＢＡ
（ＥＭＢＡ）、独立设置商学院（如中欧工商管理学院和

长江商学院）提供的 ＭＢＡ教育和非学历、非学位性

质的 ＭＢＡ教育。办 学 主 体 和 类 型 比 较 多 元，但 培

养模式相对单一，虽有学者指出，ＭＢＡ教育应从传

统的偏重理论知识传授的“麻袋装知识”的灌输教育

向增加管理实务与技巧，适当减少对管理理论与知

识的传授，加强对 ＭＢＡ学员的修养与道德 培 养 的

应用人才培 养 模 式 转 变。［４］我 国 ＭＢＡ培 养 是 在 借

鉴国外发达国家经验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尤其青

睐美国模式，已有研究多侧重于对国外发达国家教

育模式的介绍和比较，而对国内研究生培养模式的

研究和探索较为缺乏。

二、我国当前模式存在的问题

ＭＢＡ教育培养模式是 ＭＢＡ教育的核心要素。
我国的 ＭＢＡ教育培养模式是在借鉴发达国家经验

并结合本土国情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由于设立较

晚，加上受传统理论教育模式的影响，我国 ＭＢＡ教

育在现实中暴露出以下几个方面的主要问题：
一是 ＭＢＡ学生 对 管 理 理 念 的 理 解 不 够 深 入，

过多地关注从课堂上获取妙招或金点子。学生学习

心态已成为很多 ＭＢＡ院校头疼的问题，如以“顾客

就是上帝”的心态来“消费”ＭＢＡ 教育，坐等商学院

提供高薪优越的职位，或是因自己的成就而不能虚

怀学习，稳扎稳打地掌握好专业知识和锻炼职业技

能；［５］或是急功近利地获得解决管理问题的“妙招”
或“金点子”；或是学习兴趣不高，为取得文凭而读，
严重影响培养质量。

二是 ＭＢＡ学生 过 多 地 依 赖 以 往 的 实 践 经 验，
忽视管理理论及实践水平的提高。ＭＢＡ学生作为

具有社会工作经验储备的成年人，不再有升学的压

力，有的已经在自己的企业或者社会上取得了一定

的成功。容 易 出 现 过 多 倚 重 以 往 在 实 践 中 积 累 的

“老经验、老方法”搞管理，忽视管理理论及理念的重

要性，学习的积极性和思维方法都亟待改善和提高。
三是缺乏国际化视野和本土化实施方法。面对

国际经济管理环境快速变化，一方面，我国 ＭＢＡ培

养一开始就在与国际接轨，但当前仍处在初级阶段，
由于 ＭＢＡ师资力量薄弱、培养模式落后等因素，导

致 ＭＢＡ教育的国际化视野较为缺乏，培养 效 果 大

打折扣；另一方面，面对发展最快的新兴经济体———
中国的本土国情，仍在一定程度上生搬硬套，所使用

的国外经典 教 材 和 案 例 的 时 效 性 和 适 用 性 差 强 人

意。缺乏本土 化 的 实 施 方 法，导 致 ＭＢＡ教 育 的 国

家化视野较为缺乏，且不能很好地紧跟最新的管理

趋势和企业动向，因而达不到 ＭＢＡ培养的目标。
四是管理应用能力偏弱。我国 ＭＢＡ教育参照

普通研究生教育的培养模式，理论知识的分析与传

授比重大，课堂实践能力训练的比重和效果较差，加
之学生在学习中的懈怠和旁观者心态，使得此模式

在 ＭＢＡ教育的管理业务技能、团队管理等 实 际 操

作和应用能力的培养方面存在较大欠缺，成为当前

ＭＢＡ教育的薄弱环节，故难以达到现代 ＭＢＡ教育

的培养目标。
以上问题将导致 ＭＢＡ毕业生达不到企业和市

场的期望和要求，有的 ＭＢＡ学生专业知识不扎实，
有的国际化理念和全球战略眼光欠缺，有的综合实

践能力不强，这又导致了 ＭＢＡ学生口碑下 降 和 就

业障碍，不利于 ＭＢＡ教育的健康发展。

三、ＭＢＡ教育“理念引导”加

“管理模拟”的融合模式

　　针对我国当前 ＭＢＡ教育培养存在的 问 题，本

文提出“理念引导”加“管理模拟”的 ＭＢＡ教育培养

融合模式，如图１所示。该培养模式涉及“培养什么

样的人”和“怎 样 培 养”两 方 面 的 命 题。ＭＢＡ教 育

是一种独特的教育形式，具有高层次、职业性、务实

性和 综 合 性 等 特 点。［６］ＭＢＡ教 育 培 养 的 是 能 推 动

社会进步与 引 导 企 业 变 革 发 展 的 具 有 全 球 战 略 眼

光、创新精神和职业品德的商界精英和职业管理人

才。自１９０８年 ＭＢＡ发端起，这一培养目标一直保

持至今，从未动摇。［７］我国 ＭＢＡ教育培养的人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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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型与实践型的有效统一。该模式依据 ＭＢＡ教

育的特点和培养目标，以达到培养全球战略眼光、创
新精神和实践管理能力与技巧兼具的商界精英和职

业管理人才的目标为衡量依据。

图１　ＭＢＡ教育“弹簧式”的融合人才培养模式

为了满足经济全球化和国际化对人才的需求，
必须加强对 ＭＢＡ学员的理念引导。理念是人类认

识的一部分，因而对 ＭＢＡ学员的理念引导 过 程 是

一个逐渐渗透，螺旋上升的过程，不能填鸭式一顿灌

输，也不能一蹴而就，急于求成，这符合人类认识过

程的基本规律。对 ＭＢＡ学员应注重进行全球视野

和先进管理理念的引导，使其具有把握全球经济发

展趋势并能有效应对挑战的能力。

ＭＢＡ属于“实战型”、“应用型”的教育项目，进

行“管理模拟”是 ＭＢＡ教 育 贴 近 市 场 的 重 要 途 径。
管理模拟的实施也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学生实

践管理能力的掌握、巩固和提升需要不断的训练和

加强。该模式是在模拟工商业实践情境的条件下，
将学生置身于真实的企业背景和事件中，激发学生

的学习热情和管理能力潜质。在教师的指导下，让

学生从实际情景中学会发现问题、思考问题，依靠管

理理念和原理，在多变的复杂形势下，探寻实际管理

问题的本质，实现实战权变，形成脉络清晰，配套化、
体系化的解决方案，做出决策，解决问题。

ＭＢＡ作为一 种 硕 士 学 位，对 学 员 的 管 理 理 论

和知识的传授依然重要，且重点在于课程体系的合

理性和老师对学生进行的理念引导。管理模拟的开

展与消化吸收应归结在知识的主线上。管理理论与

知识的教授应立足实际问题，有的放矢，以增强理论

分析的现实意义，激发学员的学习兴趣，进而为学员

建立系统的知识结构，以增强其管理决策的能力。
管理理论、理念引导和管理模拟三者有效融合，

互相促进，是一个动态演进的过程。理念引导和管

理模拟不是分块进行的，而是交汇融合于管理理论

的教授中。管理理论知识传授的重点是让 ＭＢＡ学

员不断明确管理理念，进一步掌握管理方法，进而形

成或提高应用能力如管理沟通能力、团队管理能力、
管理变革能力和管理决策能力等。不同形式的理论

知识不断积累，“管理理念———管理方法———应用能

力”的 培 养 思 路，循 序 渐 进。“实 践 问 题———知

识———实践”的培养过程实际上就是管理理论知识

传授、理念引导和管理模拟的有效融合过程。三者

形成的合力以“弹簧式”的结构发挥出来，更易于达

到 ＭＢＡ教育的培养目标。

四、我国 ＭＢＡ教育培养融合模式的实施

ＭＢＡ教育 培 养 是 一 个 复 杂 的 系 统 工 程。“理

念引导”＋“管 理 模 拟”的 融 合 模 式 从 我 国 ＭＢＡ教

育目前的状况出发，兼具理论性和管理实践互补融

合的比较优势。要实施该融合培养模式，需要重点

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保障：

１．加强师资建设，提高理念引导的水平和能力

理念 引 导 的 实 施 以 ＭＢＡ 学 员 为 主 体，优 秀

ＭＢＡ教 师 为 依 托。应 拓 展 国 际 化 视 野，加 大 开 展

中外合作、校企合作的力度，选派优秀教师参加国内

外知名商学 院 的 短 期 进 修、师 资 交 流 和 企 业 项 目。
还可外聘知名学者、优秀企业家、高管等管理成功人

士担任兼职教师和或来校客座讲学。要通过培养鉴

定、量化考核等方式加强 ＭＢＡ师资的培养，倡导教

师不断进修和开展研究性学习，严把质量关。要选

拔优秀的授课教师，通过加强与学生之间的交流，上
课、座谈、社团活动等多元化的方式，丰富学员的体

验和感受，激发学员的学习兴趣和潜力，引导学生树

立端正的学习态度。要通过教师的言传身教和潜移

默化影响，帮助 ＭＢＡ学员建立全球视野和 战 略 眼

光，强 化 企 业 家 精 神、商 业 伦 理、竞 争 奋 斗 的 ＭＢＡ
精神等理念。

２．开展“全真式”管理模拟，解决市场诉求

对于管理模拟，国外已有一些独特而且有效的

做法。著名的沃顿商学院重视学生领导能力和团队

合作能力的培养，“影子工程”是该学院最突出的教

学特色。［８］在“学 生 本 体 论”的 教 学 思 想 下，我 国 的

ＭＢＡ教育应逐 步 建 立 管 理 模 拟 机 制，通 过 制 定 管

理模拟的教学计划，精心设计实验环境，完善与拓展

开发模拟系统，培养和选拔具有管理学、经济学、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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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学、行为科学、信息技术等学科背景的教师任教以

及建设专门的管理模拟实验室等相关措施，以角色

模式、商业竞赛、小组活动等形式组织开展“全真式”
管理模拟。

３．建立规范化的管理系统，实施本土化管理的

机制创新

为提高学生事务管理和服务水平，可考虑设立

或指定对口部门对 ＭＢＡ学员进行针对性的职业生

涯规划指导，以提高他们的学习兴趣。此外，学校还

应提供学习生活帮助服务和跟踪服务；应尝试建立

ＭＢＡ导师制，帮助学生确定研究方向，指导学生提

高知识，获得管理能力；要加强对学生和教师的考勤

和考核，建立规范的考核系统，以方便学院和学员对

学习过程和学习效果进行检查和改进；要完善应用

型的教学管理，在教学中注重本土化的教材案例开

发与采用，让学生更了解市场的动向和需求；要明确

责任分工，细化服务环节，通过建立规范化的 ＭＢＡ
管理系统和创新管理机制，不断提高管理服务水平。

４．多方支撑，保障融合模式更好地实施

为保障 ＭＢＡ培 养 融 合 模 式 的 顺 利 实 施，还 应

逐步扭 转 招 生 倚 重 考 生 笔 试 成 绩 的 局 面，加 强 对

ＭＢＡ学员的面试比重和个人就读动机、实践能力、
管理潜质和综合素质等方面的考察，严把质量关，减
少或避免 ＭＢＡ学员中存在的问题；加强培 养 院 校

与企业的合作，在市场中寻求合作伙伴，以“学企共

建的模式”，让企业参与到 ＭＢＡ教育中来，既 为 学

员提供更多的实践机会，为教师积累更多的商业实

践经验，又能更好地解决企业的问题，贴近市场的需

求；加强国际交 流 合 作，推 进 ＭＢＡ教 育 的 创 新，学

习国外著名 ＭＢＡ培养机构的先进经验，从 培 养 理

念、培养手段、师资结构、教学内容、生源国际化等各

方面进行交流合作，完善培养模式。

参考文献：

［１］张千帆，曹翠翠．高校 ＭＢＡ教育品牌战略实施研究［Ｊ］．
高等教育研究，２０１３，３４（５）：６２．

［２］吴玉强．中国 商 学 院 人 才 培 养 目 标、理 念 和 模 式 再 探 讨

［Ｊ］．科技信息，２００８，（１１）：１７８－１７９．
［３］陶学文，别敦 荣．我 国 专 业 学 位 研 究 生 培 养 模 式 及 其 创

新研究［Ｊ］．高等教育研究，２０１３，（２）：６６．
［４］陈志祥．我国 ＭＢＡ教 育 发 展 与 教 学 改 革 探 讨［Ｊ］．中 国

高教研究，２００９，（４）：２６－２８．
［５］马绍壮．浅析中国 ＭＢＡ教育的挑战和对策———以学生、

教师、教学方法到 项 目 管 理 为 视 角［Ｊ］．中 国 高 教 研 究，

２００９，（１）：２７．
［６］章达友．中美 ＭＢＡ教 育 质 量 控 制 之 比 较 研 究［Ｊ］．高 等

教育研究，２０１０，３１（８）：８９．
［７］崔红伟．中国 ＭＢＡ教 育 的 本 土 化 与 国 际 化［Ｊ］．中 外 企

业家，２０１２，（１）：３７．
［８］王晓义，杨忠直．从美国经验看我国 ＭＢＡ教育的可持续

发展［Ｊ］．中国大学教学，２００４，（７）：６０－６１．

Ａ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　Ｍｏｄｅｌ　ｉｎ　ＭＢＡ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ＹＵＡＮ　Ｄａｎ，ＬＥＩ　Ｈｏｎｇ－ｚｈｅｎ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Ｓｈａａｎｘｉ　Ｎｏｒｍ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Ｘｉａｎ，Ｓｈａａｎｘｉ　７１０１１９）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ｈｅ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　ｍｏｄｅｌ　ｉｓ　ｃｒｕｃｉａｌ　ｆｏｒ　ｔｈｅ　ｈｅａｌｔｈｙ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ＭＢＡ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Ｉｎ　ｆａｃｅ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ｇｌｏｂａｌｉｚａ－
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ｆｒｏｍ　Ｃｈｉｎａｓ　ｒａｐｉ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　ｒｅｆｏｒｍ　ｍｕｓｔ　ｂｅ　ｍａｄｅ　ｉｎ　ｔｈｅ　ＭＢＡ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　ｍｏｄｅｌ　ｉｎ　ｔｈｉｓ　ｃｏｕｎｔｒｙ．Ｉｎ　ｖｉｅｗ

ｏｆ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ｉｎ　ＭＢＡ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ｎ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　ｍｏｄｅｌ　ｗｉｔｈ“ｃｏｎｃｅｐｔｕａｌ　ｇｕｉｄａｎｃｅ”ａｎｄ“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ｉｓ　ｐｒｅｓ－
ｅｎｔｅｄ　ａｌｏｎｇ　ｗｉｔｈ　ａ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　ｏｎ　ｉｔｓ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ｏｆ　ａｓｓｕｒａｎｃｅ．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ＭＢＡ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ｔｒａｉｎｉｎｇ　ｍｏｄｅｌ；ｃｏｎｃｅｐｔｕａｌ　ｇｕｉｄａｎｃｅ；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４８· 袁　丹，等·我国 ＭＢＡ教育培养的融合模式探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