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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工商管理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 

 MBA秘2018〔9〕号 

第十批新增MBA培养院校培训会议 

纪要 

2018年 9月 6日，全国新增 MBA培养院校培训会议在上海外国

语大学顺利召开。此次会议由全国工商管理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

委员会（以下简称“全国 MBA教指委”）主办、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

工商管理学院承办。上海外国语大学校长李岩松、全国 MBA教指委副

主任委员陆雄文、委员兼秘书长杨斌、委员苏敬勤、吴照云、马洁，

上海市管理科学学会理事长、上海交通大学安泰与经济管理学院原院

长王方华以及十余所 MBA培养院校管理学院相关负责人出席此次会

议，来自十一所新增 MBA培养院校的主管校长、研究生院负责人及管

理学院负责人参加了此次培训会议。 

全国 MBA教指委秘书长杨斌发表讲话。杨斌秘书长对新增 MBA培

养院校提出了以下三点要求和建议： 

一、明确获得学位点授权的意义和责任，谨记“获得授权”并不

意味着一劳永逸。不断丰富和完善的评估和认证机制将对各学位授权

点培养质量进行持续地管理及监督把关。2016年，受国务院学位办

委托，全国 MBA教指委对第八、九批 MBA培养院校开展专项评估，最

终取消了 3所院校的工商管理专业学位授权点。2018年 7月，教育

部学位中心发布了首次专业学位水平评估结果，第一次对排名后 30%



 

2 

 

的培养院校采取不公布的措施，但这 30%的院校将成为重点审查对象

以及合格评估入校考察的候选对象。 

二、把握后发优势。自 1991年开办专业学位以来，经过 27年的

改革发展，国家、社会对专业学位发展的认知、专业学位特点的认识

以及人才培养观念等的日益完善对我国 MBA 教育后续发展带来了良

好契机，新增 MBA培养院校应当充分把握这一契机，对 MBA学位论文

质量（区别于学术学位论文）、学生培养特色、优秀毕业生评选标准

等建立完善的评价体系。 

三、落实“服务需求，提高质量”发展主线，做到“无需求，不

质量”的办学实效。生源在一定程度上反映需求，是 MBA项目得以发

展，培养质量得以保障的前提和基础。新增 MBA培养院校的校领导应

当支持学院先将 MBA项目“办起来”，获得一定数量的生源。但决不

能为了“办起来”而“动作变形”，不能为了获得一定数量的生源而

采取违法、违规的手段进行招生，应当堂堂正正、艰辛努力地将 MBA

项目“办起来”。新增 MBA培养院校在 MBA办学初期争取招生 30-50

人，在后续发展过程中逐步实现 MBA招生人数过百应当是一个基本要

求。 

全国 MBA教指委副主任委员陆雄文代表全国 MBA教指委发表讲话。

陆雄文副主任委员对 MBA教育发展强调三个观念： 

一、注重培养质量，坚持内涵发展。MBA教育发展必须时刻严守

质量底线，在保障培养质量的基础上，逐步通过国内各项评估，获得

国际国内各项认证，实现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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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强调知行合一。MBA教育作为专业学位教育必须在培养过程

中突出强调实践的重要性，应当充分结合案例教学、实践教学等多样

化的教学方式帮助 MBA学生理解并付诸实践。 

三、结合所在地区，找准办学定位，创新办学特色。中国高质量

MBA教育认证（CAMEA）鼓励中国 MBA培养院校结合所在地区的社会

经济发展，办出特色，培养服务于所在区域需求的高质量人才。 

陆雄文副主任委员就以上三个观念提出了三个创新： 

一、观念和运作模式创新。MBA教育是专业学位教育，培养的是

职业经理人和企业家，应当以实践为导向，注重应用性。在此基础上，

创新运作模式，建立项目制，在确保培养质量的前提下，建立符合

MBA培养特点的管理体系和运作模式。 

二、师资转型与创新。应当根据 MBA培养特点（教学模式、论文

特点等）建立师资力量。 

三、硬件设施转型与创新。根据 MBA教学需求对硬件设施进行全

面转型升级。 

江苏大学 MBA教育中心主任何娣结合江苏大学 MBA发展历程分享

了工作经验，并提出了三点建议： 

一、新增 MBA培养院校应积极参加全国 MBA教指委组织的师资培

训和校际交流平台，提高自身教学水平和管理能力。 

二、结合自身所处区域环境，明确项目定位。 

三、严格规范管理，以质取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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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 MBA教指委委员、大连理工大学管理与经济学部部长苏敬勤

从中国管理案例共享中心（CMCC）的功能、定位、目标入手，结合持

续搭建更广泛的共享平台、案例数据平台建设、案例平台信息化服务、

搭建案例研究学术互动平台、搭建案例教学与开发平台、案例的社会

化和国家化等六个方面对中国管理案例共享中心进行了详细的介绍。 

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郭沛从课程设置、师资构成、专

业实践、论文控制四个方面分享了中国农业大学 MBA项目以实践为导

向的特色化、专业化、国际化培养体系。 

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工商管理学院院长潘煜从 MBA项目设计思

路、培养方案、质量控制等方面分享了 MBA项目发展经验。 

广东财经大学 MBA教育中心主任李焕荣分享了“坚持正确的办学

使命是动力”、“制定可行的发展战略是前提”、“践行办学核心价

值观是灵魂”、“招生工作是基础”、“走差异化道路是关键”、“打

造项目亮点是抓手” 六条工作经验。 

全国MBA教指委委员、新疆财经大学MBA学院原院长马洁结合自身

工作经验，从MBA项目的愿景和目标、战略定位、战略选择、战略举

措、保障措施等方面同与会人员进行了分享。 

全国 MBA教指委委员、江西财经大学原副校长吴照云对上午会议

作总结发言并对新增 MBA培养院校提出了“以 MBA评估指标体系为基

础；牢牢把握 MBA项目的特点；坚持 MBA项目的培养目标；走 MBA项

目的特色之路；为 MBA高质量发展的贡献新生力量”的建议和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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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会议，上海市管理科学学会理事长、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

济与管理学院原院长王方华作主题发言。王方华教授提出了“以规范

保质量”、“以质量创品牌”、“以品牌求发展”三个重要的 MBA办

学理念，并结合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的 MBA 办学经验，

建议新增 MBA院校应把握 MBA基本规律，注重内涵建设，以高水平

MBA院校为标杆，把握正确的发展方向，制定分阶段目标，通过严格

规范，逐步进入高质量的发展轨道，探寻自己的特色，并将特色发挥

到极致，创出 MBA的品牌，获得快速发展。 

在 MBA培养工作交流会环节中，河海大学商学院副院长唐震、华

南理工大学工商管理学院 MBA教育中心主任宋丽、山东理工大学 MBA

教育中心主任高峰、华东师范大学专业学位中心学生事务和职业发展

部主任王红岩，针对各自学院 MBA 教育的发展策略、教学管理体系、

质量与品牌提升等方面，与第十批新增 MBA培养院校负责人交流心得

体会。第十批新增 MBA培养院校负责人分别进行了展示发言。 

本次培训会议为新增 MBA培养院校提供了交流与学习平台，对

新增 MBA培养院校工商管理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点建设工作具有良好

的指导意义，会议取得圆满成功。 

 

 

全国工商管理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秘书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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