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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长的话

呈现在你们面前的是第一次出版的清华经管学院《年度报告》。从今年开始，我们每年出版一期年

报，向学院的校友、学生、教师、职员和所有关心学院发展的朋友们报告过去一个学年中学院的发展。

学院《年度报告》的常设栏目包括“重大活动”、“教学项目”、“教师与研究”、“校友”。此外，

根据每年的情况还可开设不同的专题。

首期《年度报告》覆盖2010-2011学年（2010年8月1日至2011年7月31日）。很自然，这期设定的

专题是“百年校庆”。今年是清华的百年校庆，同时也是学院的源流——清华经济学系建系85周年。

经济学系是清华在1926年建立的第一批17个学系之一。陈岱孙先生自1928年担任系主任直至1952年

院系调整，长达24年。为了纪念这段历史，学院出版了《清华经济系八十五周年》一书，开启了“陈

岱孙经济学纪念讲座”并由200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马斯金（Eric Maskin）教授首讲，还邀请了

1952年以前毕业的经济学系校友返校座谈，共话老清华经济学系的传统和清华经管学院的未来。

在百年校庆期间的4月22日，学院首任院长朱 基和夫人劳安回到学院，受到经管学院千余学生的

热烈欢迎，场面感人，令人终生难忘。朱院长担任院长17年，深为学院师生所崇敬和爱戴。这次他回

到学院，与师生校友交流一个多小时。他对学院工作给予很高的评价的同时，也谆谆教导同学们要“讲

真话”，“讲实话”。他还宣布将赠送给清华经管学院即将出版的四卷本《朱 基讲话实录》。朱院长

回学院是学院校庆活动的高潮，是对清华经管学子的莫大鼓舞。

学院每年有两项固定的重大活动。一项是秋季学期的顾问委员会会议。2000年10月，由朱 基院

长发起，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成立。第十一次顾问委员会会议于2010年10月21日在清华

举行。一天之前，以“创新时代的全球领导力”为主题的2010清华管理全球论坛在学院举行，麦肯锡

公司董事长兼全球总裁鲍达民（Dominic Barton）做主题发言。论坛之一是“新世纪的管理教育”，由

哈佛商学院、斯坦福商学院、MIT斯隆管理学院、清华经管学院四位院长参加，受到很大关注。清华经

管学院顾问委员会与清华管理全球论坛已经成为我们学院具有全球知名度的品牌。

另一项重大活动是春季学期末的全院毕业典礼。学院在2011年共有1,286人毕业，其中秋季学期毕

业366人，春季学期毕业920人。6月27日，学院举办了隆重的2011年毕业典礼，邀请著名经济学家吴

敬琏作毕业演讲。他以“毕业以后”为题，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告诉毕业生们，在人生的曲折道路上，最

重要的两条是：要学会批判性分析性的思维方法，和坚守实事求是的道德准则。他的精彩演讲给毕业生

留下深刻印象，让他们终身受益。

在过去一年中，学院在各方面都有长足进步，在年报中都有体现。我在这里突出“教学”、“研究”

和“校友”中的几件大事。

亲爱的校友们、同学们、老师们、朋友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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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科教育改革取得突破性进展。在2009年春季学期，学校确定经管学院为本科

教育改革的试点学院。学院本科教育改革的思路是“通识教育”与“个性发展”相结

合。在通识教育方面，学院开设了8门基础技能课程和8门通识教育核心课程。在“个

性发展”方面，学院为学生提供多种选择，并开办了学术、创业和领导力三个方向的

“优秀人才培养计划”。2011年春季学期，学院向学校做了试点工作进展汇报，并获

得学校的充分肯定。

中国MBA教育自1991年开始至今正好二十周年。5月19日，学院举办了中国

暨清华MBA教育20周年纪念活动，全国一百多所举办MBA教育的学院教师前来参加。我在这个会上

的演讲中，回顾了过去四年中，学院推动新版清华MBA改革的历程，从课程改革到招生改革，从课

程设计到实施和完善。同时，我也展望了中国MBA教育的新阶段，提出了三个关键要素，就是“领

导力”（Leadership）、“企业家精神”（Entrepreneurship）、和“体验式学习”（Experiential 

Learning）。这些想法得到了会议参加者的广泛认同。

在研究方面的重大事件是由学院主办的《清华管理评论》于4月9日隆重创刊。目前这本杂志是双

月刊，发表基于学术研究，同时又与中国的管理实践密切相关的观点和见解。这是我们倾注全院之力创

办的一本杂志。我们确定这本杂志的理念是“思想引领变革”，期望它是一个连接校友、企业、政府、

社会的智慧平台。我们的目的是使我们的研究对中国管理实践有所影响。

校友活动有新的举措。在这一年中，学院正式开启了“学院校友日”活动，并分别于2010年10月

30日在上海，2011年1月15日在北京，2011年2月19日在深圳举办了三场学院校友日活动，一共吸引了

一千多位学院校友以及各界人士参加。在这些校友日活动中，我向校友们作了“院情报告”，并且举办

了校友论坛。学院将继续在各地区举办定期的学院层面的、包括所有教学项目校友的活动，以加强校友

与学院的联系。

过去的这一年确实激动人心。清华经管学院的100多名教师、200多名职员、4千多名在校学生、近

2万名学位项目校友、4万名左右非学位项目校友，以及更多的关心和爱戴清华经管的朋友们，在这个

时刻可以共同分享学院取得的成就。同时，我们也期待在清华新百年开始之际，清华经管学院将有更大

作为。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

2011年9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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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 基院长回学院

2011年4月22日上午，清华经管学院首任院长、国务院前总理朱 基在夫人劳安的陪同下回到他曾担任17年院长的学院，受到千余

师生的热烈欢迎。朱院长在学院伟伦楼报告厅与数百名师生和校友亲切交谈。他说：“我对经管学院忘不了来啊，别的地方我不去，经

管学院一定要来的。”朱院长对学院取得的成绩给予了高度评价：“清华经管学院真是培养出了一代天骄啊。有成就，为我们清华增了

光，说老实话也为我增光，我深感骄傲。”

朱院长为“陈岱孙经济学纪念讲座”的首讲嘉宾、200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埃里克・马斯金（Eric Maskin）教授颁发了“陈岱

孙经济学纪念讲座首讲证书”，随后将他亲笔签名的《朱 基答记者问》一书的四种语言版本，和即将出版的一套四册的《朱 基讲话

实录》赠送给清华经管学院图书馆。朱院长同时表示要在《朱 基讲话实录》出版后赠送给学院。         

朱院长还利用这次回学院的机会与学院师生分享了他对高等教育的思考。他教导同学们在学校时不仅要学习知识，更要学习做人。

他特别强调了正直与诚实的重要性，并多次敦促学院师生要重事实，讲真话。他说：“我要讲我一点肺腑之言，还是要讲真话。”

经济系建系85周年

为庆祝清华百年校庆，同时纪念成立于1926年的清华经济系迎来建系85周年，纪念长期担

任经济系系主任的陈岱孙教授，清华经管学院启动了“陈岱孙经济学纪念讲座”。2011年4月22

日，“陈岱孙经济学纪念讲座”首讲在清华经管学院伟伦楼报告厅举办，由2007年诺贝尔经济学

奖获得者、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教授埃里克・马斯金主讲“金融危机的成因与对策”。

2011年4月22日上午，来自全国十余所知名大学的经济学院院长、副院长齐聚清华，参加全

国经济学院院长联席会议暨清华大学经济学系建系85周年庆祝仪式。

由院长钱颖一教授作序，学院经济系系主任、副院长白重恩教授主编的《清华经济系八十五

周年》一书亦于4月22日正式出版。该书展示了清华经济系的演变过程，揭示了经济学科在清华

的发展轨迹。

85years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国际经济学会第16届全球大会清华召开

 2011年7月4—8日，清华经管学院承办了第16届国际经济学会（International Economic Association）全球大会。院长钱颖一教授主

持了大会开幕式。国际经济学会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推动发起，成立于1950年，在经济学研究领域拥有崇高声誉。国际经济学会全球

大会是国际经济学会最重要的学术活动，平均每三年举办一届。本届是首次在中国举办。来自世界各地的800多名经济学家齐聚清华。

国际经济学会现任主席、斯坦福大学荣退教授青木昌彦（Masahiko Aoki）和候任主席、哥伦比亚大学教授、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

得者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对于学院在学术方面取得的成就和举办这次世界级会议的能力给予了高度评价。

百年校庆

      2011年4月23日、24日，清华大学迎来了百年华诞。两天内，学院接待了近4000名来自海内外、

全国各地的返校校友；组织了15场校庆系列活动，13个值年班级以及众多非值年校友的返校重聚，共

庆母校百年，凝聚校友情谊。



/   �



�   \

清华经管学院顾问委员会第十一次年度会议召开 
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会见顾问委员会委员

2010年10月21日，清华经管学院顾问委员会2010年年度会议举行，这也是该委员会成立以来的第

十一次年度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在中南海会见了出席清华经管学院顾问委

员会第十一次会议的委员，并对清华经管学院顾问委员会成立十周年表示祝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

长华建敏，教育部部长袁贵仁，顾问委员会副主席、清华大学校长顾秉林，清华大学党委书记胡和平，

清华大学校务委员会名誉主任王大中，清华经管学院院长钱颖一与其他顾问委员一同参加了会见。

本次年会由顾问委员会主席约翰・桑顿（John L.Thornton）主持。院长钱颖一教授首先报告了过

去一年的院务进展。随后，副院长白重恩教授、院长助理高建教授分别介绍了清华经管学院本科课程改

革与创业教育的现状。委员们高度评价了学院的创新精神和工作执行力，并围绕学院的进一步发展进行

了深入的讨论。

2010清华管理全球论坛召开

2010年10月20日，“2010清华管理全球论坛”在清华经管学院召开，论坛主题为 “创新时代的

全球领导力”，500多位各界精英齐聚清华。十余位顾问委员会委员和业界嘉宾围绕“全球领导力”、

“移动互联网”、“新世纪的管理教育”、“全球供应链”和“创业管理”五个主题展开深入讨论，并

结合自己的管理经验与企业实际，阐述和展望以信息通讯和物流服务为代表的创新主导型产业的发展现

状与趋势，探讨创业企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动因，分享创业领导力的奥秘，揭示世界管理教育改革的思

路与举措。

哈佛商学院前任院长杰・莱特（Jay O. Light）教授、清华经管学院院长钱颖一教授、斯坦福大学

商学院院长加思・赛隆纳（Garth Saloner）教授和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院长大卫・施密特雷恩

（David Schmittlein）教授作为论坛嘉宾参加了主题为“新世纪的管理教育”的主题论坛。四位国际知

名商学院院长探讨了管理教育所面临的挑战与机会，引起了很大反响。

重大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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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经管学院2011年毕业典礼举行

2011年6月27日，清华经管学院2011年毕业典礼在清华大学综合体育馆举行，学院2011届毕业生

和亲友，以及学院教师共1000余人参加。清华经管学院2011年春季学期本科生毕业214人，补行毕业

7人；硕士研究生毕业130人，获得学位133人；博士研究生毕业24人，获得学位23人；MBA学生毕业

371人，获得学位362人；EMBA学生获得学位176人。

吴敬琏教授以“毕业以后”为题，与同学们分享了大学毕业后50多年中努力求索的亲身体验，特

别是亲历的两次重大思想转折。他说，在现实与理想产生距离之时，学会批判性分析性的思维方法，坚

守实事求是的道德准则，是促使他不断探索经济学的真理和寻求中国改革的道路的两个根本动力。他希

望同学们学会批判性分析性的思维方法，坚持真理而非教条，努力思考而非盲从，坚守实事求是的道德

准则，迎难而上，靠努力赢得进步。吴敬琏教授指出，今后中国经济发展的成功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

从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迈向基于法治的市场经济的改革。他勉励同学们思考并攻克这一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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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经管学院2010年本科生录取情况

清华经管学院2010年夏季本科生就业情况

公司所有权分类        

 外资企业   57%
 国有企业  24%
 民营企业 19%

公司所属行业分类          

 金融服务 60%
 咨询服务 9%
 制造 2%
 石油、能源 8%
 其他 21%

成为清华经管学院的本科生一直是全国高考考生梦寐以求的理想。近几年清华经管学院招收的本科生中，

一半以上的学生来自各省高考前十名。

求职率  毕业时就业率

本    科

录取人数

214 女   性 少数民族

33% 100%

 海外学生 * 
*包括港澳台学生

0% 10 20 30 40 50 60

0% 10 20 30 40 50 60

55% 7%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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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学院在本科教育上花大力气进行改革，更在2009年秋季学期推出并落实新的本科培养方案，这一方案遵循“通识教

育”与“个性发展”相结合的教育理念。通识教育融合价值塑造、能力培养、人类核心知识获取，特别强调对学生的好奇心、想

象力、批判性思维能力的培养；个性发展既关注学生个性的发展，又对学生实行个性化的培养。

在这一新的教育理念的指引下，学院调整了本科课程设置。新版课程中，前两年以通识教育为主，后两年以专业教育为主。

通识教育方面，增加了诸如“中文写作”、“中文沟通”、“中国文明”、“西方文明”、“批判性思维与道德推理”、“艺术

与审美”、“心理学概论”、“中国与世界”等多门新课程或课程组。个性发展方面，为大一新生开设了12门“新生研讨课”，

为大三、大四的学生，开设了学术、创业、领导力三个方向的“优秀人才培养计划”，同时开设了多层次的英语和数学课程以及

多种本科第二学位供学生选择。第一批39名2007级本科生已从“优秀人才培养计划”毕业。

本科教育改革已初见成效。学院2007级本科生有多名申请者获得美国顶尖名校经济学博士项目的录取通知和全额奖学金，

“囊括”了美国经济类排名前十的所有名校，取得了国内高校经济管理学院迄今为止最令人瞩目的成绩。

2011年春季学期，学院向清华大学校领导汇报了本科教育改革阶段性成果，获得了充分肯定。学校希望学院“坚持”、“坚

定”、“坚决”地将本科教育改革继续下去。

经济学第二学位

学院从2006年起开设经济学第二学士学位项目，是清华大学各院系中较早恢复举办本科第二学位的院系之一。经济学第二学

位通过对清华大学其他院系的本科生进行经济学的系统而严格的培养，为中国的经济建设和科技发展输送大批具有扎实的本专业

素质，同时又具备一定的经济学素养、拥有现代经济学的理论功底和分析方法的高层次、复合型人才。经济学第二学位项目吸引

了清华大学其他院系最为优秀的学生。有一部分学生选择在毕业后攻读经济、金融、管理相关专业的硕士或博士学位。

迄今为止，经济学第二学位项目已毕业四届学生近400人。为适应对该项目需求的快速增加以及学院影响力的不断提升，学院

自2011年起，将该项目每年的招生人数由之前的150名扩充至300名。

150    300
2011年起，每年的招生人数扩充至

 基础技能课程（8） 核心课程（8）

  中文 英语 数学 人文 社会科学 自然科学

 大一秋季
 中文写作 英语口语（1） 线性代数 西方文明

 
   一元微积分

 大一春季 中文沟通 英语口语（2） 多元微积分 中国文明 心理学概论

 大二秋季  英语写作（1）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批判性思维与道德推理  生命科学导论

 大二春季  英语写作（2）  艺术与审美 中国与世界 物理学导论

本科通识教育课程

经济学第二学位项目已毕业学生人数约

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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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经管学院2010年硕士录取情况

公司所有权分类

报名人数     录取人数 录取率150

清华经管学院2010年夏季硕士就业情况

公司所属行业分类         

 金融服务    64%
 咨询服务 2%
 政府  6%
 教育 1%
 其他 27%

    

       

 外资企业 13%
 国有企业 49%
 民营企业 24%
 政府和非政府组织 14%

硕    士

求职率 毕业时就业率

662

91% 98%

23%

0% 10 20 30 40 50 60

0% 10 20 30 40 50 60

女   性 少数民族  海外学生 * 
*包括港澳台学生

57% 7%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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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从2010年秋季推出硕士教育改革，将过去单一的学术研究型硕士模式转型为以应用型硕士为主的

模式。经过这一改革，清华经管学院普通硕士教育定位于三个类型：研究型硕士、专业应用型硕士、综合

应用型硕士。

研究型硕士项目包括经济学硕士项目、管理科学与工程硕士项目，致力于培养从事研究工作的人才，

培养方案与相对应的博士生培养方案交叉。

专业应用型硕士项目包括会计专业硕士项目和金融专业硕士项目。会计专业硕士项目第一届学生已于

2011年夏季毕业。金融专业硕士项目招生于2010年开始启动。

最具创新的硕士改革为学院启动的中国第一个管理硕士项目（简称MiM，是Masters in Management

的缩写）。该项目系整合学院原有的四个方向的硕士项目（企业战略、人力资源与组织行为、市场营销、

技术经济与管理）而成；无工作经验要求，强调综合性和应用性，专为具有卓越领导潜力的学生设置，旨

在培养未来的管理者和领导者。该项目通过一系列高级经济和管理分析课程进一步完善学生的知识结构，

提高管理实践环节的要求和训练强度。学生的学习内容包括经济和管理的各个方面，比如应用经济学、宏

观金融和微观金融、管理基础、领导力、伦理、沟通等。管理硕士项目学生可选择加入CEMS（管理硕士国

际联盟）项目，同时获得CEMS国际管理硕士学位。清华经管学院于2011年正式加入CEMS，成为CEMS在

中国的唯一成员学院。管理硕士第一届学生将于2011年秋季入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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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经管学院2010年博士录取情况

清华经管学院2010年夏季博士就业情况

公司所属行业分类         

 金融服务 47%
 咨询服务 3%
 政府 12%
 制造 3%
 技术、技术服务 3%
 教育 16%
 其他 16%

公司所有权分类       

 国有企业 38%
 民营企业 14%
 政府和非政府组织 48%

博    士

报名人数 录取人数 录取率59297 20%

求职率 毕业时就业率91% 98%

0% 10 20 30 40 50 60

0% 10 20 30 40 50 60

女   性 少数民族  海外学生 * 
*包括港澳台学生

43% 7%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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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11年入学的博士生开始，学院由考生报考博导改为考生报考以系为单位的博士项目，博士

生通过资格考试以后再选导师。清华经管学院共开设八个博士项目，每一个项目对应一个学术系：

清华经管学院博士项目教育改革集中在四方面：坚持学术研究导向，严格控制培养质量，按照学科

项目招生，成立论文指导小组。比如，博士生课程按照学科组织，分为经济学、金融学、会计学、企业

管理、技术经济与管理、管理科学与工程等六个平台，每一个平台都规定必修课程系列。学院为每一个

博士项目安排了一位教师担任博士项目学术协调人。学院将原来一年一度的博士生论坛改为每周举行的

学术报告会。学院要求博士生在规定年限内通过博士资格考试，并在通过该考试后选择由三名教师组成

的论文指导小组；博士生论文全部实行双向隐名评审制。学院还尽量安排博士生在读博期间到海外著名

研究型大学交换学习一学期或一学年。经过以上四方面的改革，学院的博士培养模式已经与世界一流大

学的经济学和管理学博士培养模式接轨。

－ 会计学

－ 企业战略与政策

－ 经济学

－ 金融学

－ 人力资源与组织行为

－ 技术经济

－ 管理科学与工程

－ 市场营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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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BA

2010年清华全日制MBA学生就业情况

公司所有权分类    

外资企业       11%   

国有企业                     39%   

民营企业                     41%   

政府和非政府组织      9%

公司所属行业分类 

金融服务              26%
咨询服务     7 %
制造      9%
石油、能源    5%
电信    4%
消费产品    5%
房地产       9 %
技术、技术服务       12%
其他            23%

2010年秋季学期入学MBA学生录取情况

2010年清华国际MBA学生就业情况   

公司所有权分类   

外资企业                     41%
国有企业              28%
民营企业           22%
政府和非政府组织      9%

公司所属行业分类

金融服务                 34%
咨询服务   4%
制造       12%
石油、能源   4%
电信      9%
医药、生物科技   3%
房地产      9%
技术、技术服务      10%
其他         15%

2010年夏季MBA学生就业情况

报名人数       录取人数      录取率4473,044 15%

女   性

求职率 毕业时就业率88% 100%

 海外学生 * 
*包括港澳台学生

0% 10 20 30 40 50 60

0% 10 20 30 40 50 60

0% 10 20 30 40 50 60

0% 10 20 30 40 50 60

 平均年龄 

29
32
27

 28 

     

全日制 MBA 
 在职 MBA 
 国际 MBA 
 整体 

  平均工作年限 

   6 
  7 
  4 
  5 

30%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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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暨清华MBA教育20周年纪念庆典

2011年是清华MBA教育二十周年，也是我国MBA教育二十周年。2011年5月21日，清华经管学院

举办了“中国暨清华MBA教育二十周年纪念会及论坛”，共有106家与会院校，100位各学院院长、书

记，248名各院校代表与会。活动分为纪念会和中国MBA教育论坛两部分，纪念会的主题是中国MBA

教育的新征程。论坛部分包括“MBA教育综合改革试点院校院长论坛”以及“怎样做好MBA项目的管

理”两个分论坛。

论坛上，钱颖一院长以“中国MBA教育的新征程”为题发表演讲。钱院长回顾了清华MBA教

育改革的历程，探讨了MBA教育新征程的关键要素： “领导力”(Leadership)、“企业家精神”

（Entrepreneurship）、和“体验式学习”（Experiential Learning）。他相信，每一所培养MBA的学

院，都将长期地围绕这三个要素讨论和实践，因为它们是未来MBA教育中新的生命力。

清华经管学院从2009年秋季学期入学的MBA学生开始实施新版MBA课程。这一届的国际班和全日

制班的学生已于2011年7月毕业，成为学院实行新版MBA课程后的第一届毕业生。由此，学院的新版清

华MBA已走过了一个完整的教育周期，这在全国是首例。

新版清华MBA培养方案在高度重视传授知识的同时，更加注重领导者品格培养和能力训练。除了

“分析基础”和“管理基础”这两个传统模块之外，新版课程引进了三个全新模块：“软技能”、“中

国与世界”，及“整合实践”。 “软技能”模块课程包括“领导力开发与组织行为”、“伦理与企业

责任”等。“中国与世界”模块包括“中国制度环境与商法”、“全球化企业的管理”等全新设计的

课程，旨在帮助学生加深对中国和全球管理实践的认知。“整合实践”模块以项目为基础，学生以小

组形式参与解决真实公司中的真实问题，极大地丰富了MBA教育中学生的体验式学习经历；投入资源

最多，学生评价极高。这五个模块不仅包括知识的传授，也包括品格和能力的培养；不仅有不同领域

的管理基础课程，也有整合实践课程；不仅有书本知识，也有管理实践。它们一起构成了由“品格”

（being）、“知识”（knowing）和“实践”（doing）三个环节组成的完整教育。

配合新版清华MBA课程的实施，学院在2010年7月启动了与课程改革配套的MBA招生改革。在录取

标准上实行“综合素养考评”，以考察学生的综合素养为主，笔试成绩为辅。综合素养既包括考生的显

性素养，更包括考生的隐性素质和潜质。在录取方式上采取“提前条件录取”，申请材料评审和面试在

前，全国MBA联考笔试在后。通过申请材料评审和面试的考生可以获得“条件录取资格”，再通过联考

的国家录取分数线即获得正式录取资格。

2011年，清华MBA连续第四次蝉联由《经理人》杂志推出的2010年“中国最佳MBA排行榜”榜

首，在师资、品牌、企业评价等重要指标上保持领先。 

模块1：软技能

- 管理思维与沟通

- 领导力开发与组织行为

- 伦理与企业责任

- 英语（或汉语）

模块2：分析基础

- 会计学

- 管理经济学

- 数据、模型与决策

模块3：管理基础

- 公司金融

- 营销管理

- 运营管理

- 战略管理

模块4：中国与世界

- 中国制度环境与商法

- 中国与世界经济

- 全球化企业的管理

模块5：整合实践

- 整合实践项目

新版MBA必修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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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经验：

企业高层管理人员                                                 61%   

其他高层管理人员    3%    

企业中层管理人员                            34%    

其他中层管理人员    2%

单位性质：

国有或国有控股企业                                           53%
外资控股企业       6%
民营或私人控股企业                             34%
政府部门和事业单位     4%
其他     3%    

2010年秋季学期入学EMBA学生录取情况

管理经验：

企业高层管理人员                                                        68%
其他高层管理人员     4%
企业中层管理人员                      25%
其他中层管理人员    3%

单位性质：

国有或国有控股企业                                      47%
外资控股企业       6%
民营或私人控股企业                                  41%
政府部门和事业单位     3%
其他     3%

报名人数 录取人数 录取率217535 41%

女   性 少数民族  海外学生 * 
*包括港澳台学生

录取学生 录取学生 录取学生
平均年龄 平均工作年限 平均管理年限

15 1039
2011年春季学期入学EMBA学生录取情况

报名人数 录取人数 录取率202422 48%

女   性 少数民族  海外学生 * 
*包括港澳台学生

录取学生 录取学生 录取学生
平均年龄 平均工作年限 平均管理年限

17 1242

EMBA

0% 10 20 30 40 50 60 70

0% 10 20 30 40 50 60 70

0% 10 20 30 40 50 60 70

0% 10 20 30 40 50 60 70

15% 6% 3%

14%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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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一百年 重走联大路

为庆祝母校百年诞辰、缅怀西南联大“刚毅坚卓”的奋斗精神，清华EMBA教育中心组织了“清华

一百年 重走联大路”大型系列活动。自2010年11月25日开始，近400名清华EMBA师生圆满完成了从湖

南长沙到贵州贵阳再到云南、全程近1500公里西南联大之路的穿越，于2011年4月8日抵达终点昆明。

清华－INSEAD EMBA双学位项目（TIEMBA）

管理经验         

 企业高层管理人员      79%
 企业中层管理人员       21%

单位性质         
  
 国有或国有控股企业    2%
 外资控股企业                    98%

女   性  海外学生 * 
*包括港澳台学生

录取学生 录取学生 录取学生
平均年龄 平均工作年限 平均管理年限

12 936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14%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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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学员分布情况：

按单位性质划分   

国有/国有控股                                               65%
政府/事业单位     5%
外资        9%
民营                 21%

2010年学员分布情况：

按行业划分    

金融业                                  43%
制造业          12%
房地产业         8%
通信业         7%
高科技         7%
医药业        5%
消费品业       4%
石油/电力业     3%
传媒/娱乐业    2%
咨询业  1%
政府  1%
教育业  1%   

其他       6%

2010年学员分布情况：

按职能划分   

咨询    2%
金融/会计               19%
管理                                                  63%
人力资源    3%
信息管理  1%
营销     4%
产品  1%
其他       7%

清华经管学院2010年高级管理培训人次、学时统计    

培训人次

高级管理培训

4,331 77%院内教师授课学时

2010年学员分布情况：

按课程性质划分

非定制课程 38%
定制课程 62%

中层管理者 53% 

高层管理者 45%
其他 2%

2010年学员分布情况：

按职位划分

0% 10 20 30 40 50 60 70

0% 10 20 30 40 50 60 70

0% 10 20 30 40 50 60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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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高级管理培训大学联盟2011年会

4月13日，作为百年校庆系列活动之一的“国际高级管理培训大学联盟2011年会” 在清华经管学

院举办。来自56个世界知名商学院的资深高级培训项目近80名代表齐聚清华，就“东西方携手：如何

培养具有国际视野的本地人才”的主题展开探讨。

国际高级管理培训大学联盟（UNICON：The International University Consortium for Executive 

Education），是由全球领先的知名商学院组成的致力于高级管理培训和发展的合作组织。目前其会员

涵盖全球共96家商学院，如哈佛商学院、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沃顿商学院、斯坦福商学院等

全球知名商学院。清华经管学院于2008年正式成为其会员。“国际高级管理培训大学联盟2011年会”

是近10年来UNICON在中国举办的第二次“国际高级管理培训大学联盟年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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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    琳
经济系 助理教授

2002 武汉大学学士

2010 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博士

主要研究领域

国际经济学、宏观经济学、经济增长和发展

新聘教师

2010年8月1日至2011年7月31日，学院新聘全职教师14人，全部在海外一流大学获得博士学位。

李 文
金融系 助理教授

1997 北京大学学士

1999 清华大学硕士

2010 美国马里兰大学博士

主要研究领域

公司金融、公司治理、董事会构成、

CEO聘任与薪酬、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

李    冰
经济系 助理教授

2002 南开大学学士

2004 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硕士

2010 美国印第安纳大学博士

主要研究领域

货币经济学、应用宏观计量经济学、

开放经济的宏观经济学

Jaimie Wei-Hung Lien

经济系 助理教授

2001 美国卫尔斯利女子学院学士

2005 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硕士

2010 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博士

主要研究领域

应用微观经济学、行为经济学、消费者行为与

公共政策

段志蓉
企业战略与政策系 助理教授

1994 清华大学学士

1997 清华大学硕士

2007 清华大学博士

2011 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博士

主要研究领域

宏观营销学、市场系统、产品品类集合、

企业国际化战略

高    明

经济系 助理教授

2001 清华大学学士

2003 清华大学硕士

2010 英国伦敦商学院博士

主要研究领域

微观经济理论、产业组织理论、行为经

济学、公司治理

陈云玲
金融系 助理教授

2002 复旦大学学士

2010 香港科技大学博士

主要研究领域

资本结构、金融市场、公司治理

郭美新

经济系 助理教授

2001 南京大学学士

2004 北京大学硕士

2010 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博士

主要研究领域

国际宏观/金融经济学、国际贸易、

应用计量经济学、宏观经济学

教授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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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岭生
经济系 助理教授

2002  北京大学学士

2004  香港中文大学硕士

2010  美国马里兰大学博士

主要研究领域

发展经济学、公共经济学、劳动经济学

王汝渠
经济系 中国建设银行讲席教授

1985   复旦大学学士

1989   美国波士顿大学硕士

1991   美国波士顿大学博士

主要研究领域

微观经济学、拍卖理论、博弈论

吴    蕊
企业战略与政策系 助理教授

2001 北京大学学士

2003 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硕士

2010 美国南加州大学博士

主要研究领域

战略管理、交易成本、战略联盟、 

企业学习与能力

杨    柳
管理科学与工程系 助理教授

2003 清华大学学士

2004 新加坡—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联盟硕士

2010 美国杜克大学博士

主要研究领域

博弈论、排队论、机制设计、卫生保健  

系统、行为运营管理、服务管理

王小晔
人力资源与组织行为系 助理教授

2000 华东师范大学学士

2004 华东师范大学硕士

2010 香港科技大学博士

主要研究领域

绩效评估、社会认知和决策、目标设定

Steven White
技术经济与管理系 副教授 

1985  美国杜克大学学士

1988  日本国际大学硕士

1997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博士

主要研究领域

国际化、创新、战略、战略执行、

企业并购、战略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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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席教授

清华经管学院目前有八位讲席教授，他们都是各自领域中处于一流水平的著名学者，代表了学院师资队伍的顶尖水平。

陈国青   
管理科学与工程系 EMC讲席教授、副院长

1982  中国人民大学学士   

1988  比利时鲁汶大学硕士

1992  比利时鲁汶大学博士

主要研究领域

IT战略与管理、商务智能与决策技术、数据

模型与模糊逻辑

陈   剑
管理科学与工程系 联想讲席教授、系主任

1983  清华大学学士

1986  清华大学硕士

1989  清华大学博士

主要研究领域

供应链管理、电子商务、商务智能与决策

分析、系统优化与预测技术

李稻葵   
金融系 弗里曼讲席教授、系主任

1985  清华大学学士

1992  美国哈佛大学博士

主要研究领域

发展经济学、国际经济学、公司金融、中

国经济

李宏彬   
经济系 史带讲席教授

1993  中国农业大学学士

2001  美国斯坦福大学博士

主要研究领域

发展经济学、劳动经济学、转型经济学和

中国经济

王汝渠   
经济系 中国建设银行讲席教授

1985   复旦大学学士

1989   美国波士顿大学硕士

1991   美国波士顿大学博士

主要研究领域

微观经济学、拍卖理论、博弈论 

文   一   
经济系 中国建设银行讲席教授

1982  华西医科大学学士

1991  美国圣母大学硕士

1996  美国爱荷华大学博士

主要研究领域

宏观经济学

杨百寅   
人力资源与组织行为系 中远讲席教授、系主任

1982  南京大学学士

1992  加拿大萨斯卡彻温大学硕士

1996  美国佐治亚大学博士

主要研究领域

创造力与组织创新、知识整体理论、领导力开

发、个人与组织的学习、学习型组织、组织中

的冲突管理、权力与影响的策略、理论构建及

定量研究方法、中西文化与管理理念的比较

白重恩
经济系 弗里曼讲席教授、系主任、副院长

1983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学士

1988  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博士

1993  美国哈佛大学博士

主要研究领域

公共经济学、组织和激励经济学、公司治理、

发展与转型经济学、产业经济学、中国经济

高 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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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教师重要兼职

白重恩

经济系 弗里曼讲席教授、系主任、副院长

清华大学中国财政税收研究所所长，清华大学低

碳经济研究院副院长，清华大学产业发展与环境

治理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中国经济50人论坛成

员，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委

员，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第六届学位评定委员

会委员，国务院医改专家咨询委员会第一届委

员。担任多个国内外学术杂志的编辑或编委。

陈国青

管理科学与工程系 EMC讲席教授、副院长

教育部高等学校管理科学与工程类学科教学指

导委员会副主任，国家信息化专家咨询委员会

成员，国际信息系统协会中国分会（CNAIS）

主席，管理科学与工程学会副理事长，中国管

理现代化研究会副理事长，中国信息经济学会

副理事长，中国系统工程学会模糊数学与系统

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PIM（Partnership in 

International Management）亚太地区主席。

同时担任多个国际学术杂志的编辑或编委。

陈    剑

管理科学与工程系 联想讲席教授、系主任

生产和运营管理学会（POMS）副理事长（负责

亚太区），IEEE系统、人与控制论学会服务系统

和组织专业委员会主席，IEEE SMC北京分会主

席，中国系统工程学会副理事长，中国优选法统

筹法与经济数学研究会副理事长，中国信息协会

常务理事，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管理科学部专家

委员会委员、工商管理组副组长等。同时担任多

个国际学术杂志的编辑或编委。

陈    晓

会计系 教授、系主任

《中国会计评论》副主编，《中国金融研究》学

术委员，《中国会计与财务研究》编委等职；同

时兼任中国会计学会理事，中国税务学会理事。

高    建

技术经济与管理系 教授、系主任、院长助理

Journal of Chinese Entrepreneurship 联合主编，

Review of Managerial Science编委，《技术经

济》副主编，《科研管理》编委，清华大学中国

创业研究中心主任，全球创业观察中国协调人，

中国技术经济学会理事，中国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

理学会理事，中国高技术产业促进会理事，中国就

业促进会创业专业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就业促进会

专家委员会委员。

胡左浩

市场营销系 教授

《营销科学学报》编委会委员，Asian 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和Journal of Chinese 

Marketing等编委。

李稻葵

金融系 弗里曼讲席教授、系主任

清华经管学院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CCWE)

主任，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全国

政协十一届委员会委员，香港《中国评论》编

委，《世界经济》编委，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副会

长，《经济研究》编委，《美国研究》编委。

李    飞

市场营销系 教授

清华经管学院中国零售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

中国市场学会、中国商业经济学会常务理事，中

国商业史学会常务理事、副会长，商务部聘任的

全国内贸专家，《市场营销导刊》杂志副主编，

《中国零售研究》期刊主编，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和国家自然基金项目通讯评审专家。

李子奈

经济系 教授

教育部经济学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数

量经济学会副理事长，北京经济学总会副会长。

钱颖一

经济系 教授、院长

世界经济学联合会 (IEA)执行委员会委员，国际

商学院联合会(AACSB)理事会理事、蓝绶带认

证质量委员会委员、亚太顾问委员会主席，亚

太商学院联合会(AAPBS)理事会理事，欧洲管

理发展基金会(EFMD)EQUIS认证评审委员会委

员，哈佛商学院顾问委员会委员，香港科技大

学商学院顾问委员会委员，中国国际经济交流

中心执行副理事长，国务院医改专家咨询委员

会第一届委员，国资委中央企业外部董事专业

资格认定委员会委员。

宋逢明

金融系 教授

清华大学中国金融研究中心联席主任，中国金

融学会副秘书长、常务理事、学术委员会委

员、金融工程专业委员会会长，中国数量经济

学会常务理事、数量金融专业委员会主任委

员，中国城市金融学会常务理事、学术委员会

委员，中国农村金融学会常务理事。

魏    杰

企业战略与政策系 教授、系主任

中国环境文化促进会副会长，中国体改研究会理

事，中国财政学会理事，高校社会主义经济理论

与实践研讨会审稿组成员，全国十四家学术杂志

学术顾问。

文    一

经济系 中国建设银行讲席教授 
美国联邦储备银行（圣路易斯）助理副行

长，华盛顿大学（圣路易斯）兼职教授，

Macroeconomic Dynamics副编辑，Journal of 

Economic Dynamics and Control副编辑，China 

Economic Review副主编。

吴贵生

技术经济与管理系 教授

清华大学技术创新研究中心主任，中国技术经济

学会副理事长。

谢德仁

会计系 教授

《会计研究》编委，中国会计学会财务与成本

分会理事会副会长。

谢    伟

企业战略与政策系 教授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obile Learning and 

Organizati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echnological 

Learning,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Business and Emerging 

Markets, Journal of Technology Management in 

China编委。

杨百寅

人力资源与组织行为系 中远讲席教授、

系主任

Human Resource Development Quarterly副主

编，《国际人力资源开发》、《成人教育季

刊》和其它多家学术期刊的编委。

杨之曙

金融系 教授

Journal of Financial Regulation and Compliance期

刊编辑顾问委员，《中国金融评论》副主编，

中国金融学术研究网执行主编。

高 建



��   \

 管理科学与工程系
 肖勇波；陈剑； Single-Period Two-Product Assemble-to-Order Systems  

Production and Operations Management
  

  Lee Chung-Yee with a Common Component and Uncertain Demand Patterns

 
管理科学与工程系

 Cai, Xiaoqiang；陈剑； Optimization and Coordination of Fresh Product Supply Chains with 
Production and Operations Management

  肖勇波；Xu, Xiaolin Freshness-Keeping Effort

 管理科学与工程系

 Huang, Zi；Hu,Bo； Mining Near-duplicate Graph for Cluster-based Reranking  
ACM Transactions on Information Systems  Cheng, Hong；Shen, Heng Tao； of Web Video Search Results

  刘红岩；Zhou, Xiaofang

 会计系 李丹 Does Auditor Tenure Affect Accounting Conservatism? Further Evidence 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Public Policy

 
技术经济与管理系

 
李习保 ；吴贵生

 In-house R&D, Technology Purchases and Innovation: Empirical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vidence from Chinese Hi-Tech Industries 1995-2004 Technology Management

 技术经济与管理系
 高旭东；Yu, Jiang； Developing Effective Strategies to Address Complex Challenge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Li, Mingfang Evidence from Local High-tech Firms in China Technology Management

 
技术经济与管理系

 Liu, Jingjiang；王毅； Driving Forces and Organisational Configurations of International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Zheng, Gang R&D: The Case of Technology-intensive Chinese Multinationals  Technology Management

 金融系 Lu, Zhongjin；朱英姿 Volatility Components: The Term Structure  Dynamics of VIX Futures Journal of Futures Markets

 金融系 Dewenter, Kathryn L. ；韩西；Firm Values and Sovereign Wealth Fund Investments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Malatesta, Paul H.

 经济系 
白重恩；钱颖一

 Infrastructure Development in China: The Cases of Electricity,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Highways, and Railways
  
 经济系 刘庆；Shi, Shouyang Currency Areas and Monetary Coordination 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view
 
 经济系 Wang, Shaoping；Wang, Peng； A Generalized Nonlinear IV Unit Root Test for Panel Data with  

Journal of Econometrics
  Yang, Jisheng；李子奈 Cross-sectional Dependence Cross-sectional Dependence

 
经济系

 Park, Albert；Yang, Dean； Exporting and Firm Performance: Chinese Exporters and th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施新政；Jiang,Yuan Asian Financial Crisis

 
经济系

 李宏彬；Rosenzweig, Mark；  Altruism, Favoritism, and Guilt in the Allocation of Family Resources: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Zhang, Junsen  Sophie's Choice in Mao's Mass Send Down Movement

 企业战略与政策系
 Yan, An；Yang, Zaihui； 

Conglomerate Investment under Various Capital Market Conditions Journal of Banking & Finance
  焦捷

 人力资源与组织行为系
 Ma, Li；曲庆

 Differentiation in Leader-Member Exchange:  
Leadership Quarterly

   A Hierarchical Linear Modeling Approach 

 系 作者 论文标题 刊物名称

2010年部分国际学术期刊论文

论文发表

2010年，学院教师共发表论文446篇、论著27部。其中，国外期刊论文70篇，院中文核心期刊论文114篇。目前已统计到被

国际公认检索系统（SCI/SSCI/ABI/EI/ISTP）检索的论文共94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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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系

 李丹、宋衍衡 及时披露的年报信息可靠吗？ 管理世界

  翟进步、贾宁、李丹 中国上市公司收购兼并的市场预期经营绩效
 金融研究

   

   在未来实现了吗?

企业战略与政策系
 魏杰、王韧 资产投资变动与货币政策选择 经济学动态

  杨震宁、李东红、王以华 中国企业研发国际化：动因、结构和趋势
 

南开管理评论 

  陈凌、李宏彬、熊艳艳、 企业规模对职工工资的影响：来自中国竞争性劳动力 
金融研究

   

  周黎安 市场的证据

经济系 李子奈 再谈计量经济学模型方法论研究 经济学动态

  樊纲、苏铭、曹静　 最终消费与碳减排责任的经济学分析 经济研究

  白重恩、钱震杰　 劳动收入份额决定因素：来自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证据  世界经济

  王珺、高峰、吴茗 金融危机下中美保险公司Beta系数的实证研究 保险研究

金融系
 陈涛涛、段志蓉、陈晓　 中国制造业企业国际竞争的本土优势与跨国经营 国际经济合作

  何平、金梦 信用评级在中国证券市场的影响力 金融研究

  李稻葵、尹兴中 国际货币体系新架构：后金融危机时代的研究 金融研究

人力资源与 
陈国权、付悦、郑晓明 企业管理者人格类型与个体学习能力关系研究 科研管理

组织行为系

技术经济与管理系

 
葛沪飞、高旭东、仝允桓

 我国企业自主研发内生信心因素实证研究—— 
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

   基于175家企业自主研发的调查

	 	 董广茂、吴贵生、杨德林 新兴产业形成阶段企业能力构建的特点及其影响 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

管理科学与工程系
 牟博佼、肖勇波、陈剑　 基于MNL选择模型的替代产品定价和库存决策研究 中国管理科学

  谢滨、吕春燕 日美英交通事故信息搜集、汽车召回制度及对中国的启示 中国软科学

市场营销系 王毅、赵平 顾客满意度与企业股东价值关系研究 管理科学学报

 系 作者 论文标题 刊物名称

2010年部分中文学术期刊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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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批清华案例通过哈佛商学院出版社向全球发行

清华经管学院中国工商案例中心向哈佛商学院出版社（Harvard Business School Publishing）提交的

首批8个清华案例已被哈佛案例库收录，正式出版发行。这意味着清华案例通过哈佛商学院出版网络开启

了全球化发行之旅。8个案例包括：《用友系列案例》、《博彦科技有限公司（A）》、《俊尔 ——踏上

IPO之路》和《金蝶公司》。这些案例从发展战略、人力资源、领导力、管理控制、财务管理、国际化等

不同方面生动展现了中国企业的管理实践，适用于MBA、EMBA或综合管理类教学，以及相关培训课程。

清华经管学院是目前首个与哈佛商学院出版社达成合作协议，通过哈佛商学院出版网络面向全球发行

工商管理案例的中国内地商学院。

《清华管理评论》创刊

经过精心筹备，由清华经管学院主办的双月刊杂志《清华管理评论》在清华百年校庆期间创刊。

2011年4月9日下午，《清华管理评论》创刊首发式在学院伟伦楼报告厅举行，各界人士300余人参加

了此次活动。 

《清华管理评论》是一本有刊号、公开发行的中国高端管理评论杂志，由钱颖一院长任主编；是

一本倾学院全院之力、与学院融为一体的杂志，定位于“思想引导变革”，面向管理实践，以严谨、

专业的方式传播管理思想。 

纸质杂志创刊的同时，《清华管理评论》推出全媒体渠道的多种版本，致力于为读者提供最方便

的阅读方式和最好的用户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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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奖项

技术经济与管理系白思迪（Steven White）教授在2010年欧洲管理发展基金会（EFMD）案例竞

赛中，获“崛起中的中国竞争者”类冠军。他的获奖作品是关于上汽集团跨国收购韩国双龙汽车的系

列案例。

2011年3月，经济系曹静教授的论文《走低碳发展之路：中国碳税政策的设计及CGE模型分析》荣

获第三届麦肯锡中国经济学奖。这是我院教师第二次揽获此奖项。该奖项旨在表彰曾发表过有关经济

领域问题研究的论文、年龄在40岁以下的年轻的中国经济学家。

2011年6月，企业战略与政策系段志蓉教授与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罗杰・雷顿教授合作的论文

“对营销系统中品类组合的度量”，在美国威廉斯堡结束的第36届宏观营销学年会上获乔治・费斯克

最佳论文奖。宏观营销学年会是宏观营销领域全球最高水平的学术会议。段志蓉是第一位来自中国内

地的与会者。

重大科研项目

2010年，学院共申请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25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项。白重恩教授作

为首席专家组织投标的“‘十二五’期间我国国民收入分配模式和改革方案”被立为国家社科基金重

大项目。这是清华经管学院首个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的课题。经济系李宏彬教授 “关于性别比

例失调的经济分析与政策研究”获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资助，这是学院教师获得的第6个国家杰

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管理科学与工程系陈剑教授第2次获得海外及港澳学者合作研究基金项目资助。

另外，市场营销系李飞教授还获得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资助。

2011年，学院共有27个项目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其中创新研究群体科学基金项目1项、国

际合作重大项目1项。由人力资源与组织行为系陈国权教授牵头主持的“复杂变化环境下企业组织管理

整体系统及其学习变革研究”被立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创新群体项目，这是我院获得的第二个创新群

体项目。由管理科学与工程系陈国青教授负责的“新兴电子商务平台上中小企业成长模式与关键因素

研究”被立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际合作重大项目。 此外，企业战略与政策系魏杰教授获得国家社会

科学基金项目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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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校友日

积极响应校友参加学院范围的校友活动、扩大校友网络这一需求，学院在以教学项目为单位举办校友活

动的同时， 推出了 “学院校友日”活动。2010年10月至2011年2月，学院先后在校友最集中的三地——上

海、北京和深圳举办了学院校友日。首次“学院校友日”于2010年10月30日在上海举行，共有350余名校

友参与。2011年1月15日，700多名校友参加了在北京举办的“学院校友日”活动。 2011年2月10日在深圳

举办的“学院校友日”则吸引了600余名校友汇聚一堂。钱颖一院长全面概括学院发展的院情报告，嘉宾校

友精彩的热点对话，深化了区域校友与学院、校友与校友间的沟通与交流。

学院计划在未来定期举办“学院校友日”，并将此活动逐步推向其他城市。

校友与学院顾问委员共进午宴

2010年10月21日，18位经管学院校友与出席学院顾问委员会第十一届年会的顾问委员共进午宴，

畅谈事业的发展以及对所在组织作出的贡献，共话经管学院未来的发展。

校  友

新版校友网正式上线

作为清华经管学院信息战略项目的重要组成部分，新版清华经管学院校友网于2011年4月正式上线，为

校友提供沟通交流的网络平台，成为连结学院与校友的信息纽带。

18,055
学位项目

校友人数统计（数据截止2011年7月31日）

40,000
非学位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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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BA校友活动

清华EMBA地方同学会机构陆续在全国主要城市设立，已成立了辽宁、内蒙古、天津、陕西、山东、湖

南、河南、黑龙江、江苏、台湾、云南、浙江、安徽、四川、新疆、贵州、吉林、河北、上海、山西、湖

北、深圳、广东、港澳、北京、福建、重庆等27个地方同学会。

2010年6月24日，来自祖国香港、澳门及台湾地区的EMBA学子们纷纷飞赴泉城济南。清华EMBA鲁港

澳台同学会两岸三地互访活动，暨第二届清华EMBA两岸三地同学会互访之旅拉开帷幕。校友们欢聚一堂，

聆听“儒家文化”讲座，游览孔子故里，参访同学企业，畅叙友情，共谋发展。最后一天，大家还饶有兴

致地出席了钱颖一院长主讲的“清华经管名家讲坛”。

2010年9月5日下午，值深圳特区成立30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胡锦

涛，亲临深圳特区三十周年成果展。在西丽大学城，他亲切接见了16家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企业家代表。其

中，科陆电子、远望谷、先健科技等三家企业的董事长均为清华EMBA校友。胡锦涛逐一听取了他们的汇报

和核心技术展示，并对企业未来发展寄予厚望。

2011年3月9日下午，30名在读或毕业的清华EMBA校友（其中全国人大代表22名，全国政协委员6

名，另有列席代表2名）在第十一届人大四次会议和全国政协十一届四次会议召开间隙，应学院之邀回到母

校，参加了主题为“百年清华情 家国天下事”的座谈会，为国家与学院的发展献计献策。

以参加国学研修的校友为主组建的清华EMBA安塞腰鼓队以弘扬延安精神为己任，短短时间内足迹跨过

红色圣地延安、井冈山、韶山等多地，进一步加强了清华EMBA校友的凝聚力，提升了校友活动的内涵。

2011年4月24日，来自全国各地的清华EMBA百余名校友经过数月的辛苦排练，在清华大学百年校庆晚会开

场表演了安塞腰鼓，博得满堂喝彩。

MBA校友活动

2011年4月23日，清华MBA校友会理事会正式启动。7月16日上午，清华MBA校友会恢复成立暨

第一届理事会首次会议在清华经管学院召开。来自各年级、各行业的40余名MBA校友理事从全国各地

赴会。清华MBA校友会的宗旨就是为MBA校友群体建设家园平台，清华MBA校友理事会是MBA校友

会的核心管理团队，通过协调聚拢近8000名MBA校友，整合校友资源、搭建校友交流平台、信息平

台、资源平台等，促进校友之间的信息传递、资源共享和互相帮助。钱颖一院长任MBA校友理事会会

长，93级MBA校友、诚志股份董事长龙大伟校友任常务副理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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