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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商学院明明可以成为协作、协调与合作的典范，
却偏偏沉迷于恶性的、自我毁灭式的竞争呢？它们需要
转型， 张颖 (Zhang Ying)博士说

如何在 21世纪 
生存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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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几十年，教育为全世界培养了大量的

人力资本。就这一点而言，管理教育的表

现可圈可点，更多商学院的出现也带来了更多的

毕业生。然而，管理教育的发展轨道似乎并没有

通向一度被认为是最重要的职能：丰富社会价

值，为地区与全球服务。

外部经济与政治力量、市场与教育机构之间

的信息不对称，以及各地区竞争的加剧使全球商

学院走向趋同：组织特质越来越少，价值差异化

越来越不明显。 

在面临全球化、标准化以及资本主义经济典

型的收入不平等这些重压下，商学院现在似乎更

加擅长于相互竞争，提供职业教育而不是帮助创

造一种更可持续的生活方式。此外，就像教育存

在严重不公平一样，各个国家与地区之间的资源

分配不平衡也使这一现象更加凸显。管理教育能

够生存与发展吗？

在“财富相关指标的信号效应”驱动下，螺

旋式下降开始出现。我们在设计与发展管理教育

时更多考虑股东利益而不是为所有利益相关者以

及社会服务。一所商学院的排名更多地说明了它

在培养学生找高薪工作方面的能力，而不是它在

培养学生为他人创造就业方面的能力。 

研究、论文、教授、教学甚至课程更多地聚

焦成功的案例而不是失败的案例。于是，商学院

被推入一场你死我活的恶性竞争，为了生存竞相

追逐标准化，而同时为了发展又试图实现一定程

度的差异化 — 但是所有这一切它们更多是以企

业而不是以教育机构的方式开展的。 

外部经济与政治力量以及各地区竞争的
加剧使全球商学院走向趋同：组织特质
越来越少，价值差异化越来越不明显

如何在 21世纪生存与发展 | 作者：张颖 (Zhang Ying)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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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导致了管理教育的一个严重悖论：一方

面不同的地区需要差异化的教育，而另一方面商

学院为了比较竞相提供标准化的教育产品。 

例如，大多数商学院采取的研究模式都强调研

究范畴的狭窄性以及研究方法的严谨性，因而对

实际运营企业的管理者所面临的困境并不能带来

真正的启示。于是，如何开发更加多元、更具创

新的课程与形式，这一任务就落到商学院管理者

的身上。这就是“马太效应”，那些品牌好、排名

的高商学院就能获得更多的资金不断提升自己，

而其余的商学院则为了发展甚至生存而苦苦挣扎。 

我们很少看到商学院有意愿、有能力采取一体

化综合模式，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同时履行社

会与商业使命。这一能力在过去几十年在不断退

化。融合社会与经济使命的努力总是相互分离而

不是系统性的。管理教育逐渐失去了能力与意愿，

为“我们是谁”、“我们来自哪里”这样最重要的

问题提供全面的社会答案。 

在这样情况下，我建议管理教育应该采取生态

系统的理念，与可持续发展社会尤其是诚信行为、

商业行为规范以及人类如何生存与发展更加紧密

地联系在一起。商学院可以向医学院（尽管它们

也在转型中）这样的同行学习如何设计混合式生

态系统模型，同时满足社会与经济需求。 

建立创业中心或创新实验室是值得肯定的第

一步，但是接下来就需要更加综合的考虑；例如

建立一个嵌入式“商业医院”诊断当地商业问题，

就像医学院经常为当地社区提供诊所使所有利益

相关者受益：学生通过在诊所实习获得经验，患

者得到更便捷的服务，而教授有机会开发新的医

学知识、在临床上实验、在课堂上讨论、最终在

医学杂志上发表。商业医院与课程设置相结合，

将帮助 MBA学生与授课教授拓展知识，同时对

当地经济作出贡献。 

一个良好的管理教育生态系统应该培养内部

利益相关者（教授、学生、校友、行政管理人员），

并与外部因素（政府、行业、社区、经济）相协

调，在管理周期性干扰的同时实现集体价值的最

大化。 

商学院可以向医学院
这样的同行学习如何
设计混合式生态系统
模型，同时满足社会
与经济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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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言之，这一系统可持续的反馈循环意味着管

理教育不仅应该通过创造与传播知识、技能与行

为规范引领经济，而且应该与外部利益相关者合

作，以可持续发展经济形式共同为社会创造价值。

如果理想的管理教育是实现社会价值这一集

体愿景、提高所有利益相关者的幸福，那么它就

必须对投入、流程与产出采取网络方法，即要求

内部与外部利益相关者共同对教育理念与道德作

出贡献，共同设计教学大纲，做到理论与实践相

结合，为学生提供培养知识与实际能力所需的互

动体验。

这就意味着管理教育不仅应该为学生提供科

学知识财产 — 通过转移外部知识，而且也应该

提供内部知识 — 通过教育心灵与思想建立正向

的“道德财产”与“情感财产”。

如果这一系统想要真正成为专业管理教育，那

么它必须从学术与实践两个层面汲取知识与经

验，并在不断融合的基础上反哺学术与实践。其

管理者不仅需要制订战略，为全球经济提供管理

教育，而且更重要的是，必须为当地社会的经济

服务。而这一过程反过来又将进一步丰富教授的

理论知识与实践经验，使他们能更好地培养学生。

有关作者

张颖博士是荷兰伊拉斯莫斯大学鹿特丹管理学院负责中国业务与关系的
副院长，哈佛商学院访问学者、哈佛法学院访问研究员。同时她也是创
业与创新、中国商业与中国经济等领域的教授。 
http://www.rsm.nl/people/ying-zhang/

如何在 21世纪生存与发展 | 作者：张颖 (Zhang Ying)博士

我相信，如果管理教育能以这样的方式开展，

使所有利益相关者联系在一起，得到良好的服务、

能积极参与并获得公正的对待，那么它无论面对

什么样的障碍都能通过系统本身自动得到解决，

就像在一个健全的自然生态系统中一样。唯有这

样，当前我们所看到的自我毁灭式的恶性竞争才

能转变为协作、协调与合作。而这一切将使商学

院以及我们的社会共同受益。

本文基于张颖博士在 2016年 4月英国爱丁堡举

行的欧洲管理发展基金会大会上的发言。这是根

据她对商学院发展的最新研究以及她在欧洲最大

的商学院之一担任副院长的经验，并深度接触中

国与美国教育系统的基础上完成的。

当所有利益相关者联
系在一起，得到良好
的服务、能积极参与
并获得公正的对待，
那么它无论面对什么
样的障碍都能通过系
统本身自动得到解决，
就像在一个健全的自
然生态系统中一样

道德财产  
（心灵）

情感财产  
（思想）

知识财产 
（知识能力）

教育管理者

教授

社会企业 理念 /道德

商业企业 实践能力 理论知识

学生

教育投入 教育投入 教育产出

课程设置，课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