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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已经连续几年在世界商学院排名中居11位，亚洲第1位，引起了社会广泛关注。
常常有媒体、朋友问我，只有短短十几年历史，这个成绩是如何做到的？
我总婉拒：才只有十几年短暂的历史，回答这个问题尚为时过早。
李月庆同志是一位有心人，他业余写了这本关于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十年发展的《中欧神话》。
他也是一位知情人，是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最早的创建员工之一，曾担任短期培训部领导多年。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短期培训部（EDP）仅用8年时间，在伦敦的《金融时报》排名中位居全球前50强，
且在公开课和公司特设课程两项指标中同时进入前50强，在亚太地区属首次，他是有巨大功劳的。
书成后邀我写序，出于忘年友情，我答应了。
趁此机会我试着简要回答上述媒体和朋友们关注的问题。
首先，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是邓小平开拓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产物。
同时，它也享用这一伟大改革开放的成果。
没有中国经济的崛起，就不可能有如此深广的工商管理教育的市场需求，当然也不可能有中欧国际工
商学院今日之局面。
中欧人应该永远记住和珍惜这个大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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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我们要有自己的MBA学校！
这是改革之初的呐喊。
　　我们要有自己的世界一流的MBA学校！
这是市场化中国的呐喊。
　　从草创之初，在教育特区的艰难起步、冲破体制的大胆尝试，到获得认可的初见光明，商学院市
场化的运作初见成效，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的名字开始响彻世界。
2005年，英国宣布，中欧毕业的MBA无需申请即可进入英国工作。
　　这所亚洲排名第一的商学院，它的使命，是让商业教育“文艺复兴”。
　　振兴企业家阶层：追问中国企业家缺什么？
中欧的课程设计因时而动、因材施教，永葆新鲜活力，让个人和企业能获得跨越式的进步。
　　成为行业标杆：没有规矩，不成方圆。
严厉的招生制度，严谨的教授选拔和管理，追求到细致的细节，中欧将自己炼就成最严格的商学院。
　　唤醒管理教育市场：“心智模式”硕果累累，欧美商学院也成手下败将；管理教育一时波澜壮阔
。
　　树立市场化榜样：在田园牧歌中创业的中欧，院长敢为天下先，亲自上门拜访“推销”；员工“
玩命”研究课程，面对企业弊病一针见血；开创国内商学院“路演”先河，管理论坛推广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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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月庆，原中欧国际工商学院高层经理培训部（EDP）总监，中欧三位中方创办人之一。
短短8年间，将中欧EDP项目（高级经理人短期培训项目）从籍籍无名带领至英国《金融时报》排名全
球前50强、亚太商学院EDP排名第一。

　　在中欧期间，李月庆代表中方参加与欧盟的全程谈判，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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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部 分草创之初（1984-1994）第一章 溯源CEMI：改革之初的呐喊今天的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成立
于1994年11月8日。
然而，对任何伟大的组织来说，忽视和割裂它的前身或历史都是不合理的。
中欧这棵参天大树，同样有幼苗吐新的成长阶段，其前身就是中欧管理项目（CEMP，China Europe
Management Programme）。
那时，中国这头雄狮刚刚睁开惺忪的睡眼。
1978年，农村土地承包制在全国推开。
在短短的两三年里，中国的农产品供应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丰富景象，几十年的短缺一扫而光。
农村改革的成功，为城市的企业改革打开了一片新的天地，应运而生的是放权让利，企业承包制等初
期的企业改革方案纷纷出台。
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神州大地上涌动着开发热潮：成群结队的劳工涌向沿海省市，各地都在搞开发
、搞建设。
那些画面至今记忆犹新：工地上吊塔林立，施工队干得热火朝天，一辆辆翻斗车颠簸行驶在坑坑洼洼
的路面上，猝不及防地“轰”一声响，石沙翻倒下来，漫天的灰尘扑面而来⋯⋯在热浪逼人的开发潮
中，个体户出现了，外商来投资了，工厂和商店产销两旺，下海做生意的人数飙升，一股莫名的兴奋
和狂喜涌上中国人的心头。
经济生活中不断涌现的新机制、新思路，使得社会对管理者的要求不断提高。
改革开放如火如荼地进行着，传统体制下的经济管理人才却有点无所适从。
简单地说，经济搞活了，规则开始改变了，脑袋却适应不了。
在经济管理部门中，逐渐有人模模糊糊地意识到，企业改革需要的是一大批不同于计划体制下的企业
管理人员。
当时国家经济委员会（下称国家经委）负有培训经济干部的任务，因而探寻新的培训模式就此提上议
事日程。
在这种形势下，80年代初，国家经委向欧盟前身——欧共体提出了引进管理培训的设想。
1981年底，欧共体试探性地提出：对华举办3个月的管理培训项目。
出乎欧洲人预料的是，中方答复说，希望举办长期高学位的管理培训项目，即5年期的MBA合作项目
！
1983年1月26日，距离猪年的春节不到一个月，应欧洲管理论坛（1987年改名为世界经济论坛，也称达
沃斯论坛）邀请，原国家经委副主任马仪等人率团赴瑞士达沃斯，参加欧洲管理论坛年会。
会后，在布鲁塞尔，马仪与欧共体就在北京联合举办企业管理硕士研究生班（后为MBA班）一事上达
成原则性协议。
这无疑是一个令人振奋的消息！
从此，在欧共体对华援助项目中，多了一个专门培养高级经管人才的项目。
项目为期5年，援助资金达到350万欧洲货币单位（ECU）。
具体的筹备工作由双方委托的执行单位完成，中外方分别是：国家经委经济干部培训中心与欧洲管理
发展基金会（EFMD）。
一年半之后，也就是1984年9月1日，国家经委与欧共体决定在北京联合成立中欧管理项目，举办中欧
管理硕士研究生班，第一个合作协议为期5年（1984～1988年）。
合作协议完成后，欧共体代表马克斯·博伊索特（MaxBoisot）通过调研并与原国家经委负责人沟通后
认为，与其发展一个长期培训项目，不如建立一所培养MBA等高级管理人才的管理学校。
这一提议得到原国家经委副主任马仪、张彦宁等人认可，他们也认为中国应该建立自己的MBA高级管
理人才学校，肩负起为改革开放事业培养管理人才的使命。
因此，中欧管理项目更名为中欧管理中心（CEMI，ChinaFuropeManagementInstitute）。
我们要有自己的MBA学校！
这是改革之初的呐喊，也是中国人急切渴求进步的心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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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中欧管理中心，就是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的前身。
张国华和我是中方仅有的两个参与了中欧管理中心后期管理，并在此基础上创建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的
管理者。
作为中欧管理中心和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双重身份的职员，我有幸成为两段历史的见证人，有必要追忆
这些历史，让更多人了解它。
在中欧管理中心，有一位重要人士不得不提，那就是陈德蓉女士。
她参与了中欧管理中心的筹建工作，又是第一届MBA学员，而且在中心成立后负责了很多具体工作，
并在1987年出任中方教务长，负责教学管理工作。
在第一届MBA开学前，中方筹备人员分赴英国、荷兰、意大利作短期的考察。
据陈德蓉女士回忆，那是1984年的冬天，她第一次出国。
前来接机的外方人士一见到中国人，左看右看，充满惊讶，就像看到外星人一样！
因为那个年代，出国的中国人太少了。
同样，中方人员对西方社会的一点一滴也感到好奇。
短短一个月的时间，中方人员参观了数所大学与管理学院。
由于长期封闭，中国人对外国的了解十分有限，始终觉得此行是蜻蜓点水。
归国之后，大家公认获得了一个意外收获，那就是英语！
一天十几个小时面对面与老外讲英语，中方人员的口语能力都有了不同程度的提高。
欧方教师的选拔也在同时进行。
按照中、欧双方的计划，初期西方管理课程全部由外教讲授，中方教师逐步增加跟进。
于是，选择欧方教师的重任交给了欧洲管理发展基金会与中欧管理中心学术委员会，在欧洲进行招聘
。
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影响力还不能和今天比，但欧方教授的报名却很踊跃，候选人与录用者的比
例高达11：1。
学术委员会经验丰富，把关也很严，他们的要求是：既要有第一流的学术造诣，又要有在发展中国家
工作的经验，这个标准与今天的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相近。
首吃螃蟹：中国最早的MBA这趟难忘的欧洲之行结束后，MBA开班在即。
不过，招什么人、用什么方式招，问题还是一箩筐。
在中国，什么样的人可以读MBA？
这是首先要回答的问题，也是中外方探讨的焦点。
出乎意料的是，双方都同意挑选具有实践经验、有一定学历的在职干部读MBA学位。
最初，工龄必须满4年，而后提高到5年。
另一个问题是，通过什么途径挑选合格的学员？
中外双方争论开了。
一方希望通过经委的内部渠道，向下分派；另一方认为，要登广告向社会招生。
最后的结论是双管齐下，既有单位推荐，中欧管理中心又在《中国日报》、《北京日报》上登了广告
。
那或许是改革开放后报纸上出现的第一份联合办学的招生广告。
欧共体代表博伊索特教授半开玩笑地告诉大家：“哈佛商学院的秘诀就在于挑选的学生即便不读MBA
，也是未来社会上的成功者。
”当时，发达国家的诸多事物对中国人来说，充满了吸引力。
考生报考非常踊跃，第一届MBA招生，报考的人数达202人，经过英语、学科考试、综合测试及面试
这四场考试的筛选，北京地区的34名学生最终通过。
这34个学生是幸运的，但麻烦紧跟而来。
中欧管理中心的学费不菲，第一届学制3年，共3000元，第二届学费更是达到10000元。
由于学费都由单位交纳，一些单位不让员工参加考试，后来员工考上了，他们又不放人。
中欧管理中心只得一次次解释，毕业后原则上哪里来回哪里去，但很多单位还是不放心。
那个年代，个人的择业自由与今天不可同日而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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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9月，第一届MBA开班了。
前半年，学员重新学英语，进行英语强化教学；之后是两年的MBA课程，共24门，分8个模块进行。
这是参照欧美各国MBA课程，并根据中国实际情况设计的。
第一个模块讲授企业管理的基本课程，即生产管理、市场学与会计学；第二个模块讲授现代管理的基
本技术工具，即运筹学、统计学与计算机信息系统；第三、第四个模块则是在此基础上，讲授工业市
场学、企业财务管理、企业战略、组织行为学与微观经济学等课程。
第二年的MBA课程为12门选修课，提高对各门管理学科的认识。
不难发现，当时的课程重在引进市场的观念以及基本的管理理论与方法，而不在企业的发展战略；重
在成本的控制，而不在财务运作。
这是为了适应当时中国企业管理的情况而设置的。
与此同时，中方还开设了一些政治经济学的课程，如请中央党校的教授王钰讲资本论，请社科院工业
经济研究所先后两任所长蒋一苇、周叔莲讲企业改革的理论，请吴敬琏教授与外方教授座谈中国的经
济改革。
中欧管理中心办学中最富有特色的是项目教学法，让学员们大开眼界。
第一届MBA学生被分成6个小组，每组固定到一个北京的企业，历时2年，定期下厂，全面剖析这个企
业。
期问又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全面审计阶段，利用所学到的理论对企业进行全面调查；第二阶段
为咨询阶段，找出企业的主要问题，提出改进意见；最后为实施阶段，帮助企业具体改进提高，并验
证提出的办法是否有效可行。
每组学生在2年的时间里要写出6～8份实习报告，下厂与写报告占全部教学时间的1/3，成绩也占1/3。
毕业后学员再到欧洲实习半年，剖析一个同类型的欧洲企业，以便比较学习。
案例教学法，培养了MBA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同时又为中欧管理中心和其他培训中心编写了适
合中国国情的教材，获取了第一手数据，还培养了教师，可谓一举几得。
后来，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继承了这一优良传统。
回想起来，在20世纪80年代，中欧管理中心就有如此眼光，把案例教学安排在北京的企业实习。
而今天，很多商学院还没有达到这个水平——虽然他们也采用案例教学，但根本没有走进企业，而是
永远停留在纸上，不停地讲别人的故事。
法学院的学生学案例，要走进法院；医学院的学生学案例，要亲自动手；MBA不能空谈理论，而要培
养企业管理中具有操作能力的思想者。
因此，案例必须深入企业，这样才是真正的案例教学。
从这个意义上说，中欧今天的“项目小组”，正是与世界潮流结合的产物。
中欧学生的市场价值和未来职业发展的提升空间，都是由这些历史和积累决定的，这是价值的核心。
中欧通过学院的系统思维和教学方法，重组了这些价值，所以它的文凭才如此珍贵。
不过，就是这样一个完美的教学方案，在当年却遇到了不少阻碍。
陈德蓉女士至今记忆犹新。
阻力首先来自学员。
他们不理解实习的价值。
80年代初，刚刚走出“文化大革命”的封闭年代，大家渴望了解外面的情况，还不习惯花时间研究自
己的事情，个别学生甚至说：“项目教学法是以降低教学质量为代价，损失了了解西方情况的机会。
中国的事以后再学，现在学外国的。
”更多的学生认为实习占用的时间太多。
当然，也有学员给予了高度评价：“它不仅比国内的传统教学好，也比国外的案例教学好。
它最大的特点是理论联系实际。
我是学管理的，但以前不会作市场调查，现在把知识用于实践，理解加深了很多。
项目教学法有利于提高解决实际管理问题的能力，有利于提高群体工作的能力，有利于提高文字和口
头表达的能力。
”二十几年后，好几位当年的学生告诉陈德蓉：“那时我们太没有经验，不懂做项目的价值，当了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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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才明白这有多重要！
”另一方面，对工厂而言，让MBA学生来实习，也是全新事物，难以接受。
好在没过多久，企业就开始理解并支持，因为计划体制中的企业，也渴望借助现代管理理论进行改革
提高。
实践证明，西方的管理工具发挥了作用，例如市场调研，学员为牡丹电视机厂、第四制药厂蜂王精产
品所作的市场调查都得到了企业的充分肯定。
在10年的时间里，近30家北京的企业为MBA学生提供了实习场所。
课程结束后，MBA学生期待已久的大礼——到欧洲实习——也顺利兑现了！
这是由欧洲管理发展基金会安排的，让学员们大喜过望。
1987年1月，中欧管理中心第一届MBA学员34人，分8批分赴西班牙、比利时、联邦德国、荷兰、法国
、英国和意大利等国家的企业实习，有英国的卜内门化学工业有限公司（ICI），德国的博世（Bosch
）、大众汽车，荷兰的飞利浦，比利时的贝尔电话设备制造公司等。
这批学员在比利时布鲁塞尔集中完成了论文答辩，还参加了毕业典礼和学位授予仪式。
1987年3月，中欧管理中心第一届学员毕业，当之无愧地成为中国第一代MBA。
毕业典礼安排在布鲁塞尔的欧共体总部大楼。
据中欧管理中心校友回忆，那一年特别热，欧洲好像从来没有这么热过，似乎老天爷也拿出它最大的
温度和热情来欢庆中欧管理中心的第一届学员毕业。
在毕业典礼上，欧共体主席希望中欧管理中心能够培养出中国需要的人才，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发挥
作用。
毕业生拿到了毕业证书，上面有着欧洲一流商学院毕业生都享受不到的殊荣——证书由6位欧洲一流
商学院校长签字，这在欧洲也绝无仅有！
中欧管理中心第一届毕业生们兴奋不已，人们仿佛看到了他们未来为中国改革开放事业而搏击奋斗的
身影⋯⋯当然，今天的中欧国际工商学院MBA、EMBA的毕业文凭有过之而无不及，上面有12家国际
一流商学院的院长签字，说明中欧的教育内涵已经达到世界一流，得到了广泛认可。
这一时期的学员，是中国工商管理教育课程领域率先吃螃蟹的人，也是MBA在中国教育的勇敢实践者
，是开路先锋。
他们中的很多人在毕业后加盟了外资企业，是外商在中国投资之后迫切需要的人才，也是最适合外资
口味的人力资源。
从这个意义上说，中欧管理中心为改革开放提供了最国际化的人才，是中国管理教育史不能忘却的先
锋。
探索最早的短期培训1989年，中欧管理中心又率先推出了各种高层经理培训课程，成为中国EDP课程
的先行者。
90年代初的几年里，中欧管理中心为国内外企业进行了大量的培训，人数达540多人，培训时间累计长
达7000多天。
中欧管理中心为中国国有大中型出口导向企业的经理开设管理发展课程，直到1994年3月中心搬到上海
后，同年8月还开了这门课。
此外，1989年中欧管理中心开设了为期三周的有中文翻译的综合管理课程，1991年开始在北京和上海
同时授课，1992年开始大规模招生。
为外资企业开设的公开课包括综合商业意识（GBA）、管理领悟力和领导艺术（MILS）等。
同样是1989年，中欧管理中心为中国的国有企业开设公司特设课程，这些公司包括：沈阳金杯汽车公
司、深圳招商银行、北京重型机械厂、南京熊猫电子集团、深圳赛格电子集团等。
中欧管理中心为外资企业开设的第一个公司特设课程起源于1992年，是为丹麦在北京的东亚公司
（EAC，又称宝隆洋行）量身定做。
1993年，中心开设了两个特设课程，分别为上海贝岭公司（中国与比利时合资企业）和北京的美国贸
易公司（美中互利公司）开设。
坦白地说，这一时期的课程，水平参差不齐。
有的课程很成功，有的则很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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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竟，中国刚开放，西方的教授对中国的了解极其有限，很难结合中国实际授课。
不过，即便如此，在改革开放之初，有这样的远见也很不容易。
夹缝中的第二次转型中欧管理中心是继中国工业科技管理大连培训中心之后引进的第二个西方管理培
训项目。
大连管理中心建于1980年，是邓小平访美后，两国政府科技合作协定的成果。
那时，中国政府已经意识到，在引进先进科学技术的同时，也必须引进先进的生产管理方法、市场与
服务的意识，才能真正实现技术的价值。
大连项目开办初期，只有厂长经理讲习研究班，1984年10月开始与布法罗纽约州立大学合办MBA研究
生班。
后来国家经委决定全方位引进发达国家的管理理论与方法，袁宝华副主任提出了“以我为主，博采众
长，融合提炼，自成一家”的十六字方针，一时间，在天津、上海、长沙、成都等地，分别建立与日
本、法国、联邦德国、荷兰、加拿大等国的合作项目。
国家的目标是，在全国建立10个涉外管理培训项目。
政府热切地期望，借此全面了解发达国家的管理理论与实践，并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管理方法。
10个项目中，只有北京与大连举办了高层次的MBA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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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的成功和我的经历印证了马克斯·韦伯的哲学思想：“勤劳、刻苦地创造，我们才
能拥有财富，也才配拥有财富。
”这财富不能以货币或者利益计算，而是最大地体现在精神领域里。
我可以很自信地说：只要努力，什么都可以做到。
同时，我深切感到，大到组织，小到个人，成功所需的重要因素不是硬件，而是人的心智模式。
它需要我们不屈不挠地奋发，对卓越和完美的执著，对未来抱有坚定的信念。
只有这样，创业过程中的不确定性才会越来越少，未来也会越来越清晰。
上帝没有指定哪个民族富有，哪个国家贫穷。
只要我们付出艰辛，抱定信念，中国人也能成就其他民族从未获得过的伟大创举。
中欧10年的经历让我对中国的经理人教育市场有了更加理性的认识。
国家之间、民族之间、企业之间的竞争，最终还是靠智慧。
而智慧的载体和来源之一是商学院。
不过，随着中欧的发展以及各类商学院的崛起，我又看到一个让人忧虑的倾向：价格昂贵的商学院被
寄予过高的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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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神话又非神话。
商道在此，人道在此，说学院却非学院。
 ——冯仑　万通集团董事长 李月庆不仅是中欧的创业人，更是创造神话的身体力行者。
他的游说使我成为中欧的“高龄”学生，也让光明团队在充分享用中欧特设课程的商道中成熟。
中欧的神话还在延续，中欧的商道还在影响着⋯⋯ ——王佳芬　前光明乳业董事长，现纪源资本合伙
人 本书生动、翔实地描述了诞生在中国的全球一流商学院——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的创业奇迹，这是在
教育界用企业家精神铸就的一个神话，其本身的发展也是一个精彩的创业和管理经典案例。
 中国工商管理教育的发展、中国企业家阶层的成熟和成功，中欧功不可没!作为校友，我深以为荣！
 ——李东生　TCL电子集团公司董事长兼总裁 神话是由人想象出来的，事业是由人创造出来的。
作者告诉我们，在中欧从现实走向神话的艰难创业历程中，智慧、勤奋、合作、敢于尝试和永不放弃
，永远是成功的朋友。
希望中欧成功的经验能够成为创业者有益的借鉴。
 ——张维炯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副院长、中方教务长、教授 我认为中欧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商学院。
在中欧工作这么多年，见证了中欧的成长。
我知道这个舞台的搭建和辉煌是因为有一群为中欧全力奉献的人，李月庆就是这个团队的带头人之一
。
你可以通过阅读本书感受他的激情，感受中欧充满艰辛、令人敬佩的创业之路。
在中欧工作、与这样的团队共事是我弥足珍贵的经历和机会。
 ——忻榕　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学院教授、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教授 作为一所优秀的国际化商学院，中
欧毫无疑问是成功的，创业者们的远见、激情和执著正是现在的各行各业的成功者所需要学习、借鉴
的。
现在我了解到中欧成功背后的诸多真实故事，我相信中欧会更加成功。
 ——杨澜 阳光媒体投资控股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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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欧神话:亚太第一商学院的传奇创业史》由中信出版社出版。
亚太第一商学院的传奇创业史，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的艰难岁月，值得每一个中欧校友阅读；中国管理
教育发展的艰辛历程，值得每一个商学院的工作者阅读；世界一流组织的诞生过程，值得每一个追求
卓越的中国人阅读。
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著名学者刘吉、中欧现任院长朱晓明联合作序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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