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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尽管只有十年，但北大国际（BiMBA）（英文简称BiMBA，读音为：宾吧）不仅书写了自己的历
史，还在中国商业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十年来，在林毅夫、周其仁等知名经济学家带领下，北大国际以自己高端的学术平台、纵深的宏观视
野、严谨的教学体系、高水平的学生素质，在经济界、企业界产生了重要影响。
本书汇聚数十位北大国际学子的亲身经历与感受，为您提供观察中国MBA进程的一个独特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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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刘世英，财经畅销图书出版策划人，北大国际（BiMBA）2008级EMBA学员。
曾任中央电视台热播节目《赢在中国》推广策划顾问、亚洲资本论坛副秘书长，现任北京广天响石企
划机构董事长、赢智汇财经出版中心总编辑。
长期致力于财经人物和企业案例研究，采访过包括阿里巴巴、分众传媒、IDGVC、尚德电力、汇源、
伊利、蒙牛、皇明太阳能、华西集团等数十家国内外著名企业和企业领导人，著有《分众的蓝海》、
《马云创业思维》、《汇源内幕》、《赢在华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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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第一章 认识北大国际MBA（一）北大校园的“红楼”梦（二）“上北大，拿美国MBA”（三）“
做有信仰的商学院”（四）商业领军人物的摇篮第二章 为什么读北大国际MBA（一）我恐惧经验枯竭
的那一天（二）在办公室，昕不到北大国际同学讲的这些话（三）十几年了，我想看看外面的世界（
四）寻找和自己不一样的那群人第三章 魅力教授团队（一）林毅夫：“传奇”背后的经济学人生（二
）海闻：仰望星空，脚踏实地（三）周其仁：“周奇人”（四）胡大源：“办学，必须清心寡欲”（
五）杨壮：从北大本科生到北大教师（六）张黎：不走寻常路（七）马浩：执着追梦人第四章 另类教
学：北大校园外的“教室”（一）重新认识自我和团队：拓展（二）走出国门：海外游学（三）取法
军队：中西方的默契（四）成功企业家必备社会责任感第五章 我从北大国际MBA学到了什么（一）培
养战略观（二）管“理”和管“人”（三）跳？
不跳？
（四）创业是一种诱惑第六章 北大国际MBA卓越之谜（一）“i”的国际视野（二）一方心灵净土（
三）CCER的高端视野（四）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五）MBA人脉圈（六）大生意做的是人第七章 新
征程：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的梦想（一）从经济学研究到国富民强（二）心系华夏，放眼全球（三）
做中国改革开放的“智囊库”（四）用宏观的、体系的方法论企业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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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认识北大国际MBA　　（一）北大校园的“红楼”梦　　走进北大的校园，一种幽深的气
质扑面而来，而这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应该就是那些充满着古色古香气息的建筑。
与其他建筑“喜好热闹”不同，有一座红色的园林静静地偏安于北大的东北一角，但却丝毫不能影响
它独具皇家殿宇的“神采奕奕”，它就是朗润园——北大国际MBA教学办公所在地。
谁都无法想象，曾经的它是一栋破败不堪、衰草连天的小楼。
十几年前，以林毅夫为首的一群富有梦想的“拓荒者”来到了这里，他们建立了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
心，继而促成了北大国际的诞生，他们用行动一步步践行着新的“红楼”梦⋯⋯　　谈到朗润园这座
“红楼”的变化，首先应该提到的一个人就是林毅夫。
如果当年没有他爬上“红楼”墙头的举动，也就不会有它今天如此的风光无限。
如今，这里已经成为中国经济政策研究的重镇，被誉为一个半官方的重要经济决策咨询机构。
　　1987年，当林毅夫毅然放弃国外的优厚待遇，成为返回祖国的第一个经济学博士时，一些事情已
经冥冥注定。
从青年时期起，林毅夫就有着“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的胸怀，为此他做出了从金门泅渡的
惊人之举。
成功从台湾到达祖国大陆后，他辗转求学北大。
1982年，林毅夫靠着出色的成绩，成为诺奖得主舒尔茨的破例关门弟子，在“北大”获得经济学硕士
学位，后来到了芝加哥大学攻读经济学博士学位。
　　博士毕业后，林毅夫带领妻儿毅然回国。
回国后，林毅夫先后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研究所、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工作，发表了一
系列有重要价值的论文。
但是，他始终在寻找着机会来实现自己多年来的心愿，林毅夫坚信“下个世纪将是中国经济学家的世
纪”。
一个偶然的邂逅使这一切成为了现实。
　　1993年夏天，海南这个充满亚热带风情的城市迎来一批特殊的客人——他们都是留学国外的海归
人士，留美经济学会年会的举行，让他们相隔万里而聚集于此。
大家坐在一起谈笑风生，积极探讨，踊跃发言，气氛好不热闹。
当林毅夫谈到想在国内成立一个独立的学术中心时，立刻得到了易纲、海闻、张维迎、张帆和余明德
等人的积极响应。
他们相互交换了一些看法，共同的理想使他们走到了一起，决定联手创办一个国内领先、国际一流的
经济学科研机构和教学机构。
　　“梦之队”的6位主力队员总算召集完成，个个是摩拳擦掌，蓄势待发，准备轰轰烈烈大干一场
。
然而，现实远比想象残酷得多。
　　梦想之旅刚刚开始，就遭遇了“触礁”。
一没房二没钱，最起码的条件都不具备，眼睁睁地看着似乎事情陷入了困顿的状态。
但这些并没有使林毅夫为首的创立者们退缩，为了心中的梦想，几位创立者四处奔走，不辞辛苦地做
筹备工作。
经过大家的共同努力，在北京大学校长吴树青教授的支持下，1994年8月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宣
告成立。
　　创办初期，条件很艰苦，但大家谁都没有抱怨。
当时重要的参与者董文俊老师对此深有感触，他说：“最初我们一间房也没有，是租的勺园的两间房
办公，什么都没有。
”初创时，林毅夫与6位教员和3位行政人员挤在北京大学老地学楼的两间半办公室上班，学生来老师
去，拥挤不堪。
这些还能克服，屋漏偏逢连夜雨，中心从一开始在运转资金上就严重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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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到资金很紧张的时候，林毅夫主动提出自己不拿工资。
　　为了筹建中心、发展中心、扩大中心的影响，林毅夫数度南下香港、台湾等地筹集办学资金。
　　皇天不负苦心人，之后中心得到了福特基金会、洛克菲勒基金会、世界银行和一些私人给予的捐
资，其中林毅夫的哥哥也是重要私人捐助者之一。
几经周折，资金终于有了着落。
　　眼瞅着资金问题解决了，林毅夫心里开始盘算着解决中心的办公处所问题，毕竟那小小的两间半
房不是中心长久发展之地。
于是，他找到董文俊老师开始选新办公室。
林毅夫一眼就看中了宽敞的朗润园，兴奋之余，他还专门爬上了墙头“纵览”了一番，心里琢磨：地
方虽然破烂，但有3处入口的四合院挺大的，就它了。
就这样，朗润园成为中心的办公地点。
从1995年到1997年，经过两年的修缮，原本破烂的院子重现往日的风采。
红墙绿瓦，曲径通幽，别有洞天。
1997年4月25日，中心如愿以偿，欢欢喜喜地迁人修葺后的皇家园林——朗润园致福轩办公新址。
修葺一新的朗润园，古雅秀丽，被称为“全世界最美丽的经济研究机构”。
　　随着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不断发展壮大，中心的影响力也逐步增强。
1996年林毅夫和蔡妨、李周共同完成了以“比较优势战略”理论模型阐释中国改革的专著《中国的奇
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3个月内一销而空，成了学习中国经济改革的一本必读书，并且畅销10年
；1997年周其仁完成“体制转型、结构变化和城市就业”报告；卢锋就自己的研究《我国粮食贸易的
政策与粮食禁运风险分析》作了内部报告；易纲受一家外企委托研究中国汇率走势，在没有任何内部
信息的条件下得出人民币3年内不贬值的结论，并在1997年开始的亚洲金融危机中经受了考验，以《人
民币汇率的决定因素及走势分析》公开发表。
　　与此同时，一些有识之士也纷纷加盟到这个团队当中来，留美学者胡大源、赵耀辉、姚洋等先后
回国到中心任教。
一时间，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声名鹊起。
　　（二）“上北大，拿美国MBA”　　1998年1月8日，在颇具影响力的《中国青年报55的头版头条
上出现了“上北大，拿美国MBA”这样一则新闻，消息一经刊出，就引起了一场不小的轰动。
在国内上学，却获得国外的MBA？
这种好事还是头一次听说，这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这是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为北大国际MBA项目启动所撰写的宣传材料。
之所以出现“上北大，拿美国MBA”这样让人看来似乎不可思议的字眼，是因为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
心代表北大与美国26所商学院组成教育联盟合作举办了北大国际MBA项目。
即：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负责日常招生、教学、培训及管理工作，而由外方授予学位、参与办学全
过程，并派出教授承担主要教学任务的“学位模式”。
　　北大国际MBA采取的这种中外合作的办学方式，在当时尚属首创，是国务院学位办于1997年批准
的北京第一个中外合作工商管理硕士项目。
为何在众多办学方式中选择了这种史无前例的办学方式呢？
实际上这是以林毅夫为首的广大中心人员经过深思熟虑，考察比较后得出的结论。
　　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对于MBA人才的培养就开始了。
　　1984年，美国总统里根访华，决定协助中国培养一批高级管理人才。
全国728名考生中的40个人成为中国首批中外合办MBA。
经过两年的学习，这批人于1986年夏天赴美国完成最后一学期的实习。
国家耗费如此大的代价本应该让他们到最需要他们的位置上去发挥才华，为国家做贡献。
而事实是：由于是公费出国，原单位不同意调离，更是绝对不可以自由流动，有的下车间，有的做翻
译，所学知识几乎毫无用途。
因为当时的中国计划经济体制，导致了首批MBA学成后竞英雄无用武之地的尴尬境地。
《中国青年报55以《命运备忘录》对他们的遭遇进行追踪报道，后来国家教委、科委、人事部和经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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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文，要求对这批人能用就用，不能用就允许他们流动，他们中的相当一部分人终于流向了改革开放
的前沿阵地——深圳。
　　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的非公有制经济迅速发展，跨国公司和中外合资企业对MBA需求增长。
同时，公有制企业改革的深化也增加了对MBA人才的需求。
而MBA教育到底怎么搞，国内尚无经验，师资力量更是严重缺乏，管理学专业出身的老师几乎没有，
老师大都是从经济管理或者运筹学专业半路出家，教学方法还是拘泥于传统的课本教学，可想而知，
培养出来的学生与用人单位的要求是相差甚远。
　　当时，留洋回到国内的博士还很少，1994年全国共回来10个，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就占了6个；
到第二年全国有20个，经济中心占12个。
随着市场经济的形成和经济管理体制改革的深化，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敏锐地感觉到精通现代管理
理论与技能的高级管理人才将成为决定市场竞争成败的关键；特别是随着WTO的临近，迫切需要培养
大量的具有国际化视野、熟悉国际运作规范的高层经营管理人才。
以林毅夫、易纲、海闻、周其仁等为首的有识之士们提出在中心举办MBA教育项目。
然而，摆在眼前一个致命的困难，就是在国内达到国际标准的MBA师资奇缺，并且这一状况在短期内
尚难以根本改变，怎样转变这种局面呢？
他们一时陷入深深的思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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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我们对MBA和EMBA教育的认识是：中国人说要成就一件事，需要天时、地利、人和。
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处在经济转型中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天时"等宏观条件尤其重要。
目前大的环境．制度的变化和结构的调整，带来了很多的机会，这和许多西方经济发达国家有很大的
区别。
所以我们长期以来一直在研究中国大的制度变化，研究存在的机会，这些机会能存在多久等问题，向
学生提供大的宏观的视野，使得企业家和企业高级管理人员能够站在把握中国宏观经济发展趋势和商
业环境变化规律这个高度上去研究企业具体的管理问题。
　　林毅夫　　--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创始人北大国际（BiMBA）创始人　　北
大国际（BiMBA）隶属于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旨在培养与国家发展同步成长的企业领袖。
　　周其仁　　--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北大国际（BiMBA）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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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走进北大国际，领略名家风采，聆听学员心声，开启未来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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