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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家樂：MBA的價值何在 

2015 年 2 月 5 日 

撰文：財新記者李小曉 

 

MBA 是對學生綜合能力的培養，MBA 學生的領導力、問題解決能力都能對企業盈利做出直接貢獻 

 

香港中文大學商學院院長，之前是香港科技大學（科大）商學院署理院長，同時兼任財務學系講座教

授。他的研究領域包括資產價格、衍生工具、巿場微觀結構及國際金融巿場的動態。 

 

對於職場年輕人來說，MBA 似乎是重返校園、重啟職業道路的一把金鑰匙。然而，隨着各類 MBA、

EMBA 項目的泛濫，人們逐漸對 MBA 的含金量產生了擔憂。阿里巴巴集團主席馬雲就曾多次公開散

佈「MBA 無用論」，他反對員工攻讀 MBA 已是業內公認的事實。 

 

此外，據報道，中共中央 2014 年 7 月下發通知，嚴禁黨政機關、國有企業、事業單位的領導幹部參

加高收費的培訓項目，其中包括 EMBA、總裁培訓班、高級領導人員研討會、研修班等。已經參加的

必須立刻退出。 

 

針對上述 MBA 領域的熱點話題，財新記者近日專訪了香港中文大學商學院新任院長陳家樂教授，他

認為， MBA 是對學生綜合能力的培養，MBA 學生的領導力、問題解決能力都能對企業盈利做出直

接貢獻。此外，陳家樂教授表示香港中文大學商學院並沒有受到中央有關通知的影響。 

 

財新記者：為什麼很多公司需要招聘MBA學生？他們希望這些MBA學生給公司帶來哪些價值？MBA

能夠給學生提供的最核心的競爭力是什麼？ 

 

陳家樂：我不同意 MBA 無用論。MBA 學生具有廣泛的知識體系，不僅有商業的知識，而且要了解全

球經濟，社會的發展等。同時，MBA 學生具有專業技能，包括如何與人合作溝通，如何鍛煉領導力

等。儘管上述技能人們也能從工作中學到，但 MBA 能夠在一兩年時間裏，給他們很多具體案例，讓

學生們組成團隊實戰處理問題，此外也去企業實習，從而具備為企業帶來最大盈利的能力。 

 

社會責任也是 MBA 學生能夠帶給企業的價值之一，MBA 學生會更注重從全社會的角度考慮問題。 

 

財新記者：2014 年 7 月，內地出台新規，嚴禁領導幹部參加高收費的培訓項目，其中也包括 EMBA、

總裁班等，這對你們的影響大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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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家樂：我們有 EMBA 中文班，每年收 50 個學生，生源都來自內地，主要以私人企業家為主，很少

有政府和國企人員，因此這條規定對我們的影響不是很大。 

 

儘管 EMBA 是社交的重要平台，但這不是唯一目的。我們在錄取學生的時候，希望學生能夠認真研

究學術。在申請的時候，我們也要求學生闡述其申請目的，如果只是來搞關係的肯定不行。 

 

財新記者：如何打破商學院同質化競爭的現狀？現在有的高校針對自己的專業領域推出了更細分的

MBA 項目，例如傳媒 MBA、科技 MBA 等，你認為是否需要細分 MBA 領域？ 

 

陳家樂：各個商學院肯定有很多雷同的地方，我認為面對競爭，還是要從提高老師和學生的質量入手，

制定嚴格的師生錄取程序，擴建校友網絡等。 

 

我不認為 MBA 需要進行專業化細分。MBA 側重綜合能力的培養，如果是單一的行業，對學生的訓練

就比較局限，而且行業興衰也是波動的。再者，MBA 也不可能囊括所有的行業。所以我認為廣泛的

知識更適合 MBA 教學，培養的學生更能應對全球化的變化。 

 

財新記者：商學院的學生都有工作經驗，但老師卻是出自象牙塔，沒有實踐經驗。是否有這方面的矛

盾？ 

 

陳家樂：我們的教授分兩類，一類是學術研究教授，一類是客座教授。學術型教授對行業有很深的研

究，通過歷史案例和理論分析，也可以對市場上的現象做出判斷；第二類是客座教授，他們是各行各

業的「大佬」，會和學生分享實戰經驗。我認為二者缺一不可，理論和實際相結合。 

 

財新記者：現在很多商學院都和內地高校合辦 MBA 班，二者的含金量是否相同？ 

 

陳家樂：我們也和清華大學合辦了金融 MBA 班。從學歷來說二者是完全一樣的，但他們針對的學生

不同。清華金融 MBA 班針對的都是在職學生，一般都有七八年工作經驗。 

 

財新記者：李嘉誠 1 月 9 日突然宣佈重組公司業務，新成立的公司註冊地將由香港改到開曼群島，

旗下公司也紛紛合併或拆分上市。你怎麼看待李嘉誠此舉？你是否認為李嘉誠意在撤離香港市場？ 

 

陳家樂：我不認為李嘉誠的資金在撤離香港，李嘉誠此舉就是一個商業上的考慮，通過資產重組，可

以把旗下的資產分的更清楚。他的業務依然在香港。如果他真的要撤資香港，香港股市肯定會大跌，

但這個消息公佈以後，股市反而上漲了不少。 

 

有人說李嘉誠是因為香港即將出台《反壟斷法》而提前撤離香港，我不這麼認為。因為不論在哪裏註

冊的公司，都要遵守當地的法律，難道外國公司就可以不遵守香港的法律了嗎？ 

 

財新記者：你如何看待世界經濟格局？未來的世界經濟火車頭會是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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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家樂：現在歐洲和俄羅斯的數據都很差，我認為美國是唯一的動力，美國現在復甦速度很快。我對

中國經濟不悲觀，增速 7%我覺得還是很高的，但是否可以像以前一樣做火車頭，我認為可能不會。

下一步中國主要是希望通過內部消費支持增長。 

 

俄羅斯現在很危險，非常依賴油價，但油價卻不斷下跌。繼而，俄羅斯的經濟對歐元區八國也有很大

影響，包括德國在內的歐元區國家和俄羅斯有很緊密的金融關係，都受到了牽連。 

 

財新記者：你如何看待 P2P、網絡銷售理財產品等互聯網金融的發展？香港在這一塊做得如何？ 

 

陳家樂：互聯網金融提供了一個另類的融資和投資渠道，是金融創新的一部分。多一個渠道對整個市

場發展是好事，但要留意背後的風險。風險包括兩方面：首先是系統性風險，現在相應的監管還不完

善，很難判斷其背後財務風險，一旦發生風險傳導，可能有多米諾骨牌效應；第二是互聯網界面太便

捷，投資者往往在很短時間內做出很大金額的決策，然而卻未必了解這個產品背後的風險，缺乏相關

的專業性。 

 

相較之下，香港的互聯網金融做的比較少，因為香港本身市場很成熟，而且規模不大，互聯網金融補

充的餘地不大；不像內地市場並不成熟，而且規模很大，所以很需要互聯網金融補充。 

 

財新記者：內地和香港的投資者最大的差別是什麼？ 

 

陳家樂：內地的投資者還很不成熟，他們對公司都不夠了解，都是短期投機，而不是長期價值投資。

很多人都講投資者教育，但我認為這是很難教育的。這是一個漫長的過程，香港上世紀七八十年代也

是如此，一定要經歷這個階段，在實戰中摸索，投資者才能走向成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