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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商学院

照搬成功案例
势必陷入困境

有!"#教师承认，如果放长眼光，将视线
指向 $%年前、&%年前的!"#课堂，商学院经
典案例经常是错误的商业实践。进入新世纪，
很多商学院案例库或者教材中标杆级的企业
纷纷陷入困境，如诺基亚、惠普、索尼、松下、柯
达等等。行业巨变、管理不善、业绩下滑、创新不
足等诸多难题，让这些有着数十年甚至百年历
史的企业，几乎在一夜之间就被颠覆，甚至是被
淘汰。他们中的大部分其实看到了未来的风
险，但组织上的惰性让他们在转型时难以掉头，
最终来不及变革。专家指出，很显然，如果照搬
照抄这些所谓的“成功案例”，企业经营者势必
陷于困境。

市场变幻莫测
成功只是一时

进入互联网时代，人们可以发现，市场变
幻莫测，所谓的“经典案例”根本无法解释市
场变化。

以手机通讯行业为例，&% 年前根本无
法想象“摩托罗拉”这个商学院案例中被誉
为引领尖端技术和卓越典范的美国历史上
最伟大的公司之一会走到如今这般田地。这
个曾一度每隔 $%年“开启”一个新工业领域
的公司，曾先后开创了汽车电子、晶体管彩
电、集群通信、半导体、移动通信、手机等多
个产业，并长时间内独领风骚，然而 $''(

年，在它将移动手机推向全世界后的第十四
年，终究被诺基亚所超越，失去了世界上最
大移动手机制造商的宝座。而诺基亚，这个
令无数商学院为之倾倒的手机制造业昔日
王者，用十年时间转型成长，完成了从轮胎、
有线电缆、厕纸到世界手机巨头、欧洲公司
市值冠军的蜕变，然后仅用 ) 年，诺基亚竟
然快速衰落，令人唏嘘。在并不遥远的 &%%(

年，作为全球率先推出首款 #*+,-.+智能手
机的 /01，用四年时间成为了台湾股王，
&%$$ 年 2 月其市值更一度超过昔日的手机
巨头诺基亚，成为全球第二大智能手机厂
商。但也就在这一年末，巨星陨落，其市值八

个月缩水 2%3，/01 的鼎盛时代甚至尚未
来得及大放异彩，就快速终结了。

直接翻译国外
借鉴意义不大

值得注意的是，当时国内商学院使用的
案例超过 '%3是直接翻译自北美商学院。国
内商学院的学生，包括就读 !"#的学生在
内，大部分都不是企业核心的管理者，因此教
学只能是单方面的传输。而对于当时中国的
企业界实际来说，这些理论和案例中既没有
国有企业可借鉴的经验模式，也不符合一直
处于国企和外资夹缝中艰难发展的民营企业

和大多数“草根”民营企业家的现实需求，更
没有考虑到中国社会状况的“特殊国情”和市
场经济发展的“特殊阶段”。因此，在企业界
内，部分人提出商学院学习对企业经营并无
裨益的“商学院无效论”也非空穴来风。

跳出传统思维
提高管理水平

专家指出，当务之急，我们的商学院要跳
出传统的教学思维，商学院更重要的责任是
提高企业管理者的管理水平、国际视野和商
业理念，培养未来企业领袖。一位国内商学院
负责人明确表示，“许多人将!"#错误地理解
为一种研究生教育，把管理学课程设置和普通
研究生混同在一起。事实上，!"#是一种高级
职业教育，绝不是研究生教育。”

跳出传统案例教学的 !"#该向何处去？
需要指出的是，目前国内 !"#课堂上，教授
们不需要分析复杂的社会因素与人为因素，
也不需要实地考察管理者面临的问题，他们
更倾向于在一个虚拟环境中设计学生们的行
为模式，而不是走进现实的管理世界。与此相
对应，学生们则更希望能在毕业时交出规范
的学术论文，“更类似于学术型硕士生”，而不
是像他们的欧美同学那样，为某个企业或者
行业撰写调研报告、或者自行设计一个创业
计划作为毕业的证明。
从虚拟的课堂走向企业，从学术论文变

为实实在在的企业报告，也许是我国 !"#教
育需要改革的方向。 本报记者 张炯强

“经典案例”总是错误的商业实践？
专家认为MBA应更致力于培养管理思维

! ! ! !在联姻阿里之后不到一个月，苏宁再牵
手国内最大的不动产商万达，引发业界关注。
国内零售业与商业地产巨头的结合意味着什
么？对市场会产生怎样的影响？是否双方将在
“互联网4”战略下推动 5&5新局面？中欧国
际工商学院市场营销学教授蒋炯文表示商场
已逐渐走向“生活体验中心”模式，双方能够
优势互补将会是很好的搭配。

实体商店机会无限
蒋炯文认为现在的商场已逐渐走向“生

活体验中心”这一模式。商场是汇聚人流的地
方，大家逛商场的目的已不仅仅是买东西。中
国模式中，商场更乐意引入一些国际一线品
牌以聚拢人气，比如上海恒隆广场将重要位
置留给了 67、/8,98:等品牌商。

苏宁云商之于万达广场的重要性能否等
同于 67之于恒隆广场？蒋教授认为，苏宁云
商所打造的体验式消费理念对于万达来说是
具有吸引力的，苏宁云商所倡导的体验式购
物，对主营商业业务的万达来说，会是一个很
好的机会。“如果苏宁云商加上万达广场能为
我们提供一个更棒的体验式的消费场所，线

上线下做到无缝对接，我觉得这会是一个很
好的概念。”

蒋炯文看好实体店的商机，认为它绝不
会被移动互联网和 8经济所完全取代。“商场
是不会消失的。万达广场本身在娱乐影音业
务上就做得很强，所以未来，万达商场4影业4

苏宁云商的版图，将会是一个很好的搭配。”

磨合需要小心翼翼
然而，任何一种形式的结合都将是一个

不断磨合的过程，在蒋炯文看来，磨合的关键
是要解决好几大问题。
其一，内部团体的利益均衡。苏宁云商要

入驻万达原有的门店，这需要管理者调整内
部商户，谁进来谁出去，各方利益如何平衡，
这是需要双方小心处理的。

其二，互补而非竞争。对于万达而言，需
要小心挑选业务以达到优势互补的目的。从

某种意义上来说，苏宁云商与万达百货之间
是会形成竞争的，所以如何挑选互补业务，避
免自相残杀是一个需要重视的问题。

其三，循序渐进，执行细节。万达有自己
固有的体系，也有自己的管理制度，而苏宁也
有自己的物流体系，这两套系统要如何无缝
对接，并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在执行上要分
清主次，设置等级，双方需要有一个凌驾于两
个公司之上的组织去无私地判断、操作，这恐
怕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

巨头联合带来危机
从去年开始阿里、苏宁、万达、百度、腾讯

等巨头间频频开展各种合作，蒋炯文认为这
对于规模较小的零售商、厂商和平台方来说
“危机感很重”。“表面上看，良好的整合、从生
产者到消费者之间的扁平化过程，会降低产
品的成本，这使得生产者之间的竞争更加激
烈，生存的压力也更大。从消费者的角度来
说，当然是希望有竞争，但如果竞争的格局是
掌握在几个大玩家的手中，就难免要担心市
场会失去平衡。”蒋炯文解释说。

本报记者 易蓉

苏宁牵手万达 优势互补才是极好
! ! ! !近日，全球股市大跌，以石油为代表的大
宗商品价格亦屡创新低。在全球经济增长放
缓的背景下，专家预计，商学院可能成为拯救
者，因为，它将影响和改变经济。
最近 &%年来，越来越多商学院的毕业生

精英走上了欧洲、美洲和亚洲的政坛舞台。其
中不乏一国领袖级的人物，比如毕业于巴黎高
等商学院的法国现任总统弗朗索瓦·奥朗德、
毕业于哈佛商学院的美国第 2)届总统乔治·
布什，以及毕业于荷兰奈耶诺德大学的荷兰前
首相维姆·科克，还有那些在一国政坛上颇多
建树的部长、大臣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全
球商学院正在影响和改变着全球经济世界，
甚至是全球政治和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
中国经济未来的升级版需要这样一个必

要条件：越来越多的企业家和职业经理人以
及向往商业社会的年轻学子倾向于接受系统
的管理学教育或者培训，掌握更全面丰富的
理论，搭建更广泛的人际网络和信息渠道，借
助互联网和大数据等科技手段，以更多的避
免经验主义和主观盲目带来的决策失误，获
取更大的成功。

本报记者 张炯强

蒋炯文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市场营销学教授

挽救经济衰退
商学院或挑大梁

商学院学些什么？时下，
国内许多走出 MBA课堂的
人都会说，主要是案例。毫无
疑问，商业案例教学成为近年
来国内商学院课堂的主导模
式。因此，有人称，商学院是观
察商业的窗口，也是涌现商业
思想的策源地。但与之相悖的
观点则表现在享誉全球的管
理学大师明茨伯格的《管理者
而非MBA》一书中，他不止一
次地表示，传统的商学教育是
“招收错误的人，用错误的方
式，获得了错误的商业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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