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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度全国 MBA 培养学校管理学院院长联席会议 

纪要 

2023 年度全国 MBA 培养学校管理学院院长联席会议于 3 月

28 日在杭州之江饭店千人会堂举行。教育部学位管理与研究生教

育司学位管理处调研员欧百钢、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

心副主任亓彦伟、浙江工商大学校长王永贵出席本次会议。第六

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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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委员及来自全国 240 余所 MBA 培养学校

管理学院的 500 余名 MBA 教育主管负责人参加会议。会议由全

国 MBA 教指委副主任委员、中山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部主任李善

民，浙江工商大学副校长陈衍泰主持。 

浙江工商大学校长王永贵首先代表东道主浙江工商大学致

辞，欢迎与会的教育部有关领导、全国 MBA 教指委委员及全国

MBA 培养学校管理学院相关负责人，介绍浙江工商大学商科办

学历史与发展成果并预祝大会取得圆满成功。 

教育部学位管理与研究生教育司学位管理处调研员欧百钢

做主题发言。 

欧百钢调研员就“研究生教育发展的走向和改革形势”进行

介绍。他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研究生教育实现跨越式发展，

下一阶段，我国研究生教育将明确培养创新人才的定位，通过调

整结构、调整机制，围绕专业学位、导师队伍、培养体系、质量



 

管理四个方面重点工作，提高培养质量、治理水平和服务能力。

对于我国 MBA 教育和管理学科的建设与发展，他强调，中国特

色管理学科体系基本成型，国内管理学优势学科初具规模，人文

社科国际影响力逐步提升，但未来仍需坚持并继续加强相关学科

建设，为管理学科及 MBA 教育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保障。 

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副主任亓彦伟就“大力推

进中国特色案例建设和 CAMEA 认证助力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高

质量发展”做主题发言。他指出，经过 30 多年的创新发展，我国

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已经成为高层次、应用型、复合型人才培养

的主渠道，优质高效、灵活规范、产教融合、符合规律的专业学

位研究生教育体系基本建成，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进入了规模发

展、类型多样、硕博统筹、强特色、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   

结合学位中心工作，亓彦伟副主任就以下两方面内容做重点

分享。 

    一、大力推动中国特色案例建设，助力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

模式改革创新。 

下一阶段，学位中心将致力于推动案例提质增效。提升高质

量案例供给，包括完善精品案例标准体系，推出系列精品案例编

写指南，实施案例全产业链建设，推出一批重大企业案例研究基

地，开发重大企业案例成果，完善案例征集模式，推进院校深度

合作，促进优质案例资源建设与共享；增强案例服务教学育人实

效，包括加强案例服务高层次管理人才培养的机制研究，加强案

例师资培训，发挥优秀案例教师的示范作用，升级智慧案例服务



 

平台，开展精品案例课堂建设。 

二、着力建设中国高质量 MBA 教育认证品牌，促进 MBA 教

育质量持续提升。 

目前，学位中心与全国 MBA 教指委密切协同，正在推进认

证新标准、新流程、新方案的研制。新标准坚持“一个核心”，立

德树人，强调把立德树人融入思想道德教育、文化知识教育、社

会实践教育等各个环节；注重“三个贯穿”，将特色与创新、社会

责任与可持续发展、服务国家战略与行业发展三个要素贯穿始终；

依托“五个支撑”，重点从课程教学、师资队伍、培养成效、质量

保障、服务贡献等五个方面设计指标体系。下一步，学位中心将

专门征求意见，进一步完善认证新方案，创新认证标准，优化认

证流程，调整组织框架，增补认证专家，希望能够尽快重启

CAMEA 认证。 

全国 MBA 教指委秘书长、清华大学副校长杨斌在会上做主

旨发言。杨斌秘书长总结了过去五年全国 MBA 教育的发展成果，

并围绕“新时代 MBA 教育高质量发展”提出十条建议： 

一、坚持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立德树人是高质量 MBA 教育

中的应有之意，是 MBA 教育真正赢得广泛认可的重要基础。在

这方面，院长要作为第一责任人，对 MBA 教育中的思政课程工

作负上应有的责任。思政课程开齐开足、保质保量，是一个基本

要求。要推动课程思政在所有 MBA 课程中发挥积极有效作用，

保证与我们的办学方向同向同行，纠正授课中可能出现的偏差问

题。要积极开展导学思政的工作，MBA 导师既负上学术责任，也



 

要负上职业发展成长的责任，更要负上价值塑造的重要责任。要

充分重视全过程育人，重视招生、培养、就业、管理与服务、校

友工作等环节的育人作用。要落实党对 MBA 教育工作的全面领

导，不断探索和完善非全日制 MBA 学生的临时党支部建设，面

向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和产业发展需要，更加主动地服务实体经济、

专精特新、科创与数字经济、双碳与可持续发展等领域的管理人

才急需。 

二、进一步深化 MBA 评价体系改革。积极探索、建立、完

善实践导向的 MBA 教育全过程评价体系。推进以提升实践性与

实用性为主线的 MBA 学位论文改革，完善 MBA 学位论文标准

规范建设。围绕是否让人民满意原则及服务国家需求能力，探索

建立标准化与个性化兼顾的质量评价机制。通过教育评价改革，

统筹育人方式、办学模式、学院治理、保障机制等方面综合改革。 

三、积极发展符合MBA人才成长规律的素质教育。希望MBA

教育负责人、管理学院院长要走出学院，融入大学，与大学其他

院系、学科，包括其他教学单位能够更好地融合，推进绿色教育，

可持续发展教育，生态文明教育等素质教育与 MBA 培养过程的

紧密结合，促进人才全面发展。 

四、推进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构建。鼓励院校积极探索和建设

体现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 MBA 系列教材，形成公共产品，服务

MBA 教育发展。 

五、建设高质量 MBA 师资队伍。师资的持续成长是 MBA 教

育质量的重要保障。MBA 师资队伍建设，要重视并关注教学能力



 

提升，防止出现“重科研、轻教学”的倾向。 

六、认真学习“两个结合”的思想。在 MBA 教育中充分汲

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滋养，践行中国特色。 

七、坚持协调发展理念，优化资源配置，实现不同地区，不

同阶段的 MBA 教育公平。 

八、通过 MBA 人才培养模式进一步创新和改革，强化实践

创新，引领创新人才培养。 

九、坚持数字化发展理念。认真做好 MBA 教育和数字化的

融合，积极推进 MBA 在线示范课程建设等相关工作，促进数字

化 MBA 教育体系的建立。 

十、坚持开放发展，进一步加强国际交流合作，提升 MBA 学

生的国际视野和全球胜任力。 

全国 MBA 教指委副主任委员、中山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部主

任李善民就“大学治理体系与 MBA 教育”做主题发言。李善民

副主任委员从大学治理视角对 MBA 办学及发展提出四点建议： 

一、回归教育本质。MBA 办学应避免片面追求规模和经济效

益的指标，纠正收入驱动的办学导向。 

二、提高办学质量。办学质量是 MBA 的品牌，也是 MBA 发

展的最有力保障。将办学质量放在首位，加强师资遴选和评估，

实施全过程质量管理，从战略、组织、制度、学科、生源等方面

提供全面保障。各个 MBA 办学单位要注重培养高水平的师资队

伍，尤其是 MBA 核心课程的师资队伍，要减少核心课程师资外

聘。 



 

三、加强社会责任教育。MBA 教育应注重社会责任，重视并

积极探索将社会责任教育融入 MBA 课程。 

四、主动促进学科交叉。在大学中，MBA 是一个学科交叉的

平台。MBA 教育应主动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充分整合院

校资源，主动探索并促进学科交叉融合。 

全国 MBA 教指委副主任委员、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

理学院院长陈方若结合学院治理实践，从知识创造、人才培养、

跨界合作、区域联动四个方面对“纵横交错、知行合一”的学院

治理创新路径进行分享。 

浙江大学管理学院院长魏江，全国 MBA 教指委委员、上海

财经大学常务副校长徐飞，全国 MBA 教指委委员、哈尔滨电气

集团公司原董事长斯泽夫，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商学院院长叶

康涛分别就“大学中的商学院”、“数智时代的非编码能力”、“需

求视角的商学院教育改进”、“探索中国管理教育高质量发展之路”

做主题发言。   

下午，会议围绕“新时代商学院治理与创新”与“国际化与

MBA 教育质量建设”两大主题举行平行论坛。 

“新时代商学院治理与创新”分论坛由山东大学管理学院院

长武常岐主持。浙江大学管理学院副院长谢小云、厦门大学管理

学院院长吴超鹏、北京理工大学管理与经济学院院长王兆华、兰

州大学管理学院院长何文盛、上海财经大学商学院常务副院长魏

航、浙江工商大学工商管理学院（MBA 学院）院长俞荣建、江南

大学商学院院长浦徐进分别就“中国式现代化与商学教育的未



 

来”、“数字化转型背景下商学院的变革与发展”、“数字经济时代

商科创新拔尖人才培养模式的探索与实践”、“数字时代商学教育

治理反思：机遇、挑战和未来”、“ChatGPT：未来教育的颠覆力

量？”、“把商学院建在产业里”、“数智赋能产业兴，校企协同共

商赢”发表主题演讲，共同探讨新时代商学教育变革发展与探索

实践。 

“国际化与 MBA 教育质量建设”分论坛由华侨大学工商管

理学院院长衣长军主持。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院长徐心、长

江商学院院长项兵、复旦大学管理学院副院长郑明、中山大学管

理学院副院长张俊生、AACSB 执行副总裁 Geoff Perry、AACSB

东亚区负责人徐国栋、QS 亚太区总监 Jeroen Prinsen、QS Stars 中

国运营商 CEO 曾舒煜分别就“MBA 教育国际趋势分析与启示”、

“长江商学院的国际化探索与实践”、“国际化视野下的 MBA 教

育实践”、“临床式商科研究与 MBA 教育”、“对标全球标准，用

国际语言讲好中国商学院故事”、“数据驱动，推动商学院质量建

设和国际化发展”做主题分享，就中国 MBA 教育国际化发展和

质量提升进行探讨和交流。 

2023 年度全国 MBA 培养学校管理学院院长联席会议取得圆

满成功，顺利闭幕。 

     

 

全国工商管理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 

2023 年 4 月 11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