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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 ＭＢＡ教育模式的问题及对策探讨 ①

刘中艳，杨晓娜
（湖南工业大学 商学院，湖南 株洲４１２００８）

摘　要：工商管理硕士（ＭＢＡ）教育在我国已经有２０多年的发展历程，为我国培养了大批工商管理高级专门人才。
在我国ＭＢＡ教育新的历史背景下，我国ＭＢＡ教育模式还存在着一些问题，主要表现在培养目标、培养特色、教学内容、
教学方法、课程设置和师资力量等诸方面。为了加强我国ＭＢＡ教育，必须要朝着国际化、本土化发展目标努力，培养目
标应明确化与特色化，教学内容要有针对性和实践性，教学方法应多样化，完善课程设计，提高教师教学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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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ＭＢＡ是工商管理硕士（Ｍａｓｔｅｒｏｆ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
ｔｉｏｎ）的简称，是近几十年来风靡全球的热门实用科学，旨
在培养能够胜任工商企业和经济管理部门高层管理工作

所需要的实践型、复合型和应用型人才。ＭＢＡ教育不仅
注重基本理论知识的掌握，而且也强调管理沟通能力、组

织领导能力、全局把控能力、问题处理能力等实际应用能

力的提升。

我国于１９９０年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正式批准设立
ＭＢＡ学位和试办 ＭＢＡ教育，首批以上海交通大学、中国
人民大学、清华大学等９所高校开展试点工作，并于１９９１
年正式招生［１］。截至２０１２年，中国开展 ＭＢＡ项目的高
校由最初的１０多所发展到２００多所，在２０多年的发展历
程中，ＭＢＡ教育从无到有，在发展中不断发现和解决问
题，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经验，形成了一定的教学规模，并

且教学质量也在不断提高，可以说 ＭＢＡ教育在我国专业
学位教育领域中已经独树一帜。但是随着我国经济体制

改革的不断深化和经济的不断进步，需要不断改革和创

新ＭＢＡ教育模式，来满足新环境下社会对 ＭＢＡ人才的
需求。加上国外 ＭＢＡ教育的蓬勃发展，竞争日趋激烈，
也需要我国 ＭＢＡ教育模式做出调整，学习国外 ＭＢＡ教
育的先进之处，融合本土特色，形成和强化我国 ＭＢＡ教
育的品牌竞争力。

１　我国ＭＢＡ教育的新背景
１．１　经济环境的变化

中国ＭＢＡ教育的发展初期，在改革开放的影响下，
我国经济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是当时经济体制还很不

完善，还没有提出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经济总量、经济水

平以及开放水平都不可与现在同日而语。短短２０多年，
中国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从过去依靠外来投资，

到现在中国企业逐步走向世界，我国的经济环境发生了

天翻地覆的变化。所以，我们需要顺应时代的变化，对

ＭＢＡ教育模式存在的问题进行探讨，藉以大力促进我国
ＭＢＡ教育的发展。
１．２　ＭＢＡ教育对象的变化

过去我国ＭＢＡ教育的学生主体是身处高层或有着
丰富实践经验的管理者，他们的年龄一般偏大。但是现

在，很多８０后且工作时间不长的职场新锐力量快速进入
了攻读ＭＢＡ学位的行列，ＭＢＡ教育的对象正日益趋向年
轻化。一方面，这批学员有很好的教育背景，发展潜力

大，公司和企业愿意为其花钱让他们去深造；另一方面，

这部分学员进入职场不久，有很强的危机感，为了获得职

业上的晋升与发展，他们也愿意通过 ＭＢＡ教育提升自身
价值，以找寻事业成功的保障和捷径。

１．３　ＭＢＡ教育供应者的变化
当前，我国ＭＢＡ教育供应者出现了多样化的格局。

首先，许多新的高校商学院不断出现，建立了大批新的

ＭＢＡ教学基地；其次，国内很多高校和国外高校开始联合
办学，新的ＭＢＡ教学项目大量涌现；其三，许多国外一流
高校的商学院纷纷走进中国市场，在国内办学或巡展，吸

引了大量优秀学员。ＭＢＡ教育供应者的这种变化，有利
于促进中国 ＭＢＡ教育的发展，使得学员的选择更加丰
富，同时，也使我国ＭＢＡ教育市场的竞争更加激烈，向每
个ＭＢＡ教育供应者提出新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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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我国ＭＢＡ教育模式存在的问题
我国ＭＢＡ教育模式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５个方

面，即培养目标太宽泛，培养特色不突出；教学内容死板，

不能及时更新与创新；教学方法过于陈旧，仍以理论教学

为主；课程设计不完善，缺乏特色基础课程；师资力量薄

弱，无法满足ＭＢＡ教育要求。
２．１　培养目标太宽泛，培养特色不突出

爱默生说过，世界会给知道自己要去哪里的人让路。

ＭＢＡ教育同样需要明确的目标指引，才能适应社会的需
要，最终让自身得到发展。我国 ＭＢＡ教育的培养目标是
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适应社会工商企业或经济管理

部门需要的务实型高层次综合管理人才［２］。该培养目标

表面看上去很明确，但是非常笼统，如果每个 ＭＢＡ教育
机构都是这样一个培养目标，就体现不出教育机构的培

养特色，导致同质化现象的出现。

国外一些著名商学院培养 ＭＢＡ学员都有自己的特
色目标，如：哈佛大学商学院的培养目标是培养世界上有

影响力的领导者，侧重于建立对商务的深刻理解，培养技

能和热情，交流实践中的理念；伦敦商学院的培养目标是

创造明日商界精英，培养商务技能、知识和信心，开发战

略性和职能性能力，提高高层管理者的有效性和国际化

意识，努力成为优秀的领导者和战略管理者。这样的培

养目标都具有一般性和差异性统一的特征，所以，我国

ＭＢＡ教育培养目标还只做到了一般性，而忽视了差异性，
导致培养特色的不突出。

２．２　教学内容死板，不能及时更新与创新
和教学方法一样，我国 ＭＢＡ教育的教学内容比较重

视基础理论课程和职能管理课程，而对培训 ＭＢＡ学员综
合素质和领导能力所需的“软”课程和整合性课程开发不

够［３］，而且教学内容较为死板，不能够根据社会的发展和

ＭＢＡ教育的改革动态，及时更新教学内容。同时，我国
ＭＢＡ教育的教学内容缺乏创新，教学案例往往是照搬国
外的，本土化案例的开发缺乏，不能整合社会的各种资源

开发适合自身的教学内容。正因为这样，ＭＢＡ学员在
ＭＢＡ教育完成后，感觉除了了解了书本的理论知识外，其
沟通能力、组织能力等实际管理能力并没有太大的进步。

没有与国际、时代和实际接轨的教学内容，ＭＢＡ教育就失
去了本身存在的意义，教学结果自然会与教学目标背道

而驰。所以，打破原有的教学内容的死板状态，根据实际

需要及时更新与创新教学内容，是我国 ＭＢＡ教育应当思
考的主要问题之一。

２．３　教学方法过于陈旧，仍以理论教学为主
ＭＢＡ教育的学员虽然有丰富的实践经验，需要理论

知识的传授，但是ＭＢＡ教育应该更多地注重知识应用能
力的培养。我国ＭＢＡ教育受传统观念的影响，仍然采取
以理论知识传授为主，模拟教学、案例教学等教学方法为

辅的教学模式。尤其是国外 ＭＢＡ教育特别强调的案例
教学，在我国ＭＢＡ教学中没有得到充分的重视。

ＭＢＡ教育的教育目标和教学对象告诉我们，ＭＢＡ的
教学方法应该区别于本科和学术型研究生的教学方法，

更加注重启发式的教学。所有的教学方法应该集中去解

放学员的固定思维模式，开发学员的综合能力，让学员在

主动探索中提升自己，最后把所掌握的知识和技能真正

运用到实际工作中去。我国 ＭＢＡ教学方法过于强调理
论知识的传授，学员难以在实践教学中得到启发，这不仅

影响学员的学习积极性，而且也难以实现提升学员应用

能力的目的，不符合ＭＢＡ教育的培养目标。
２．４　课程设计不完善，缺乏特色基础课程

１９９０年出版的《哈佛商学院的奥秘》列举了 １９名
ＭＢＡ杰出校友名单，明茨伯格和其助手对他们进行了长
期跟踪。结果发现，到２００３年为止，这１９人中有１０人给
公司带来了严重的损失，被公司辞退后无所作为。他援

引的最著名案例包括曾经名噪一时的惠普—康柏并购

案，其中卡莉·菲奥莉娜的冷酷、傲慢与固执，代表了所

谓当时ＭＢＡ精英人士的经典形象。从此，美国的商学院
开始注重ＭＢＡ教学课程设置与开发［４］，把社会责任、价

值观、伦理等相关内容纳入了课程设计中。

国内近几年发生的如“安徽阜阳奶粉事件”“三鹿奶

粉事件”“双汇集团的健美猪”和“掺了返炼胶的锦湖轮

胎”等一系列企业唯利是图的行为，充分表明部分企业经

营者严重缺乏一定的社会责任和商业道德，而其中部分

企业经营者就是ＭＢＡ学员。这说明我国 ＭＢＡ的教育模
式中，课程设计不够完善，国学、伦理学等基础课程缺乏，

学员商业道德、企业伦理等人文素养的培养还有欠缺。

２．５　师资力量薄弱，无法满足ＭＢＡ教育要求
在国外，从事 ＭＢＡ教学的教师除了理论水平高超、

对自己研究领域的最新动态和前沿信息了解之外，还有

在自己领域的相关企业单位工作、兼职或咨询的经历，所

以他们也有着丰富的企业管理实践经验，能够很好地把

理论与实际结合起来，使学员真正学到有用的知识与技

能。而在我国，这种既有高深理论水平，又有丰富实践经

验的ＭＢＡ教师却十分匮乏。我国 ＭＢＡ教师队伍大部分
直接来自本科和研究生教师队伍，基本没有在企事业单

位实践的经验，无法对企事业单位的具体运作进行深入

的了解；虽然他们有丰富的理论知识，但是理论却无法很

好地联系实际，这极大地降低了教学的质量，自然满足不

了ＭＢＡ教育的要求。

３　我国ＭＢＡ教育模式的改进对策
针对我国ＭＢＡ教育模式存在的问题，应从以下５个

方面来改进我国ＭＢＡ教育模式，即培养目标应明确化与
特色化；教学内容要有针对性和实践性；教学方法多样

化，加强实践性教学；完善课程设计，开设国学、伦理学等

基础课程；提高教师教学水平，培养优秀教师队伍。

３．１　培养目标明确化与特色化
ＭＢＡ教育的培养目标是培养实用型高级管理人才，

这是我国ＭＢＡ教育的总体目标，具有统领性。但是作为
ＭＢＡ教育机构，应根据自己的发展历史、教学特色、地理
位置等因素，制定更加明确、具体的培养目标，体现培养

的差异性和特色，就像那些有着明确化和特色化的 ＭＢＡ

７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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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培养目标的全球著名商学院一样。各个高校的ＭＢＡ
教育就可以注重加强对学员综合素质和能力的培养及创

新意识、企业家精神、合作意识的培养，建立自己特色化

的教学品牌。以湖南工业大学为例：它是一所以工科为

主的综合性大学，商学院的建立与其它学院相比非常年

轻，而且学校地处工业城市株洲，同湖南省内的重点大学

如中南大学、湖南大学等相比均不占有优势；所以，该校

的ＭＢＡ教育积极探索社区 ＭＢＡ教育模式，定位为培养
服务于株洲等二线城市的中小企业高级管理人才，从而

特色化优势凸显。

３．２　教学内容有针对性和实践性
根据ＭＢＡ教育目标的差异性，ＭＢＡ教育的教学内容

也应该具有针对性。在形态上表现为各个 ＭＢＡ教育机
构课程设置的差异上，比如目标是大企业和小企业的高

级管理人员的教学内容是完全不同。可以说，教学目标

是差异化的形式，教学内容才是差异化的实质内容，各个

教育机构只有真正设置符合培养目标的课程，才能真正

体现出ＭＢＡ教育的特色。
ＭＢＡ教育的内容不仅要有针对性，还需要体现实践

性，这是ＭＢＡ教育实践性的特点所要求的。我们需要时
刻关注国内外ＭＢＡ教育的变化和社会的发展，合理地整
合和创新 ＭＢＡ教学内容，让 ＭＢＡ教育更贴近市场需要
和企事业单位的实际需求。

３．３　教学方法多样化，加强实践性教学
我国现有的ＭＢＡ教学方法比较单调，不能满足ＭＢＡ

教育的需要。应根据ＭＢＡ教育的特点，大力推行多样化
的现代化实践教学方法，如理论与案例相结合、课堂讨

论、情景模拟、角色扮演、野外拓展、论坛等，形成以现代

教学方法为主、理论教学为辅的教学新模式。让学员在

多种多样的实践教学中，锻炼各方面的实际应用能力，让

理论与实际充分结合。尤其要强调的是案例教学方法，

这种方法是西方ＭＢＡ教育最重要的方法。我国 ＭＢＡ教
育同样应该重视案例教学，在学习国外经典案例的同时，

应该依据我国社会环境的特点来设计和开发具有本土特

色的案例，鼓励教师联系我国实际情况和企业的实际情

况，积极开发现代管理案例，建立中国 ＭＢＡ教育案例资
源共享平台，便于学员更好地理解与学习。

３．４　完善课程设计，开设国学、伦理学等基础课程
完善课程设计，开设国学、伦理学课程，是培养中国

特色 ＭＢＡ学员的至关重要的一个环节。ＭＢＡ教学开设
国学课程，不仅可以开启学员的智慧，更可以传承中国经

典文化。我国是一个有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传统经

典文化是中华文明传承数千年的重要载体，内容博大精

深，国学经典中蕴藏着中国五千年历史中的智慧精髓，不

仅是中国悠久传统文化的明证，也是每一个中国人的立

身处世之本，更是我们不可或缺的精神力量。如《论语》

《孟子》《老子》《庄子》《古文观止》《道德经》《孙子兵法》

等国学名著，用经典智慧的钥匙开启现代各学科知识的

宝库。

一个出色的领导者应该具有健康的身体、全新的思

想观念、强健的心理、卓越的能力、丰富的知识经验、优秀

的品质等，这些素质综合表现在领导者身上，就体现为一

种特定的精神状态和文化修养。研究表明，一个领导者

是否具备成功的潜在精神品质，就要从他的知识、能力、

身体、心理等多方面素质特征来具体分析，因此，学校应

该开设伦理学、价值观和道德观等培养课程，加强学员的

心理、品质等方面的培养。

３．５　提高教师教学水平，培养优秀教师队伍
教育水平的高低归根结底是教师水平的高低。ＭＢＡ

教育需要理论与实践兼备的师资队伍。我国 ＭＢＡ教师
的普遍问题是实践经验的不足，所以，为了提高教师的整

体教学质量，应鼓励和支持教师进入企事业单位，投身实

践，锻炼实践能力和丰富实践经验。为了提升教师队伍

整体水平，教育机构也可以招聘更多的有实践经验的成

员或聘请有实践经验的成功管理人员来学校兼职，提高

师资水平。ＭＢＡ教育机构之间也可以通过相互交流、相
互合作，共享资源，取长补短，提高教师的教学水平。最

重要的是，需要改变观念，重新定位教师的角色，这样才

能有针对性地改造教师队伍。

４　结　语
在我国ＭＢＡ教育的新历史背景下，我国的 ＭＢＡ教

育模式还存在着一些问题，主要表现在培养目标、培养特

色、教学内容、教学方法、课程设置和师资力量等诸方面。

为了加强我国 ＭＢＡ教育，我们必须要朝着国际化、本土
化发展目标努力，培养目标应明确化与特色化，教学内容

要有针对性和实践性，教学方法应多样化，并加强实践性

教学，完善课程设计，开设国学、伦理学等基础课程，提高

教师教学水平，培养优秀教师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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