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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BA班上的“人脉经”
课堂上不分级别、身份以“同学”平等相称，课下组织聚会各企业老总争相埋单，同学变身合作者

“你
们EMBA很热闹啊！”10月30日，
王石、田朴珺的绯闻从长江商学
院传出来的第二天，中欧国际工

商学院EMBA2010级学员李兆林接到妻子的微
信。李是内蒙古奶联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两年前，他花39.8万去中欧读EMBA。

当天，李兆林所在EMBA班的微信群里，炸
开了锅，多位同学接到老婆盘问：“花五十多万
学到了什么？每个月四天上课去哪儿了？”

一时间，曾被视为顶端管理教育的EMBA
似乎成为“傍大款”的所在。对此，李兆林说，
上EMBA找感情是小概率事件，想学一些知识
和拓展人脉是他去读EMBA的初衷。

新京报记者 周亦楣 实习生 王磊

学识VS人脉

“周三晚上，搭六点多的
飞机从内蒙古飞到北京，周
四到周日上课，周日晚上返
回内蒙古。”过去两年，在中
欧读 EMBA 的李兆林每月
都有四天这么度过。

有时，甚至早上七点多，
他赶到中关村软件园区的中
欧 EMBA 教室，预习课程。
他说，老师上课要用到很多
案例，不提前预习，听起来会
很吃力，“比在公司都累。”

课堂上，按规定，不能接
电话，不能迟到早退。有一
次，他因为要开公司董事会
不能上课，去和班主任请假，
老师立刻拉下脸，“像管小学
生一样管我们。”

报考中欧 EMBA，源自
李兆林此前的收获。2008
年，李兆林曾花4.8万到清华
大学上一个短期PE班，后来
一同班同学将 1500 万投资
到他的公司。他总结说，现
实中有两种关系不能忽略，

“同过窗的”和“扛过枪的”。
李兆林希望通过中欧

平台能学到知识，收获更多
“人脉”。

入学第一天，李兆林发
现班上的学员，八成是：平均
年龄四十岁上下，身着白衬
衫，黑皮鞋，手里拿着 iPhone，
他以为大多都是年薪几十万
的高管。

他小声问旁边一位夹着
公文包的浙江老板，是哪个公
司。老板说了一个从来没听
说过的公司名字，淡淡地说，
公司年销售额超过100亿元。

李兆林感到亢奋，班里
藏龙卧虎。最初招生要求是：
十年以上工作经验，并具有七
年以上管理岗位工作经验。
但他们班同学所在单位大多
都处于同行业的领先地位。

不过，李兆林也说，结交
“人脉”有很多运气成分。入
学前，谁也不知道谁能结交
怎样的朋友，已知的只是教
授团队。

“同学”关系

在 EMBA 第一节课上，
几乎所有的班主任都会告诉
学生，不管同学们是多高级
别的政府官员，资产多大的
老板，在这里，一律以“同学”
平等相待，直呼其名。

平等，是交往的第一步。
2011 年 在 SAIF 金 融

EMBA 班就读的张登祥说，
有一次班上组织活动，班上一
位同学在活动前一晚，惴惴不
安地给张打电话，同学担忧哪
点没安排到位，为“领导”们服
务不好。

张登祥告诉他，已经安排
得很细致，在这里，大家都是同
学，该怎么安排就怎么安排。
第二天，那位“领导”迟到，按
照班级规矩，罚款三百元。

“没有平等，一切交流合
作都免谈。”一位EMBA的班
主任说，为创造同学们的更
多交流机会，商学院在排课

上颇费苦心。提前一个月，
他将全班同学的名单交叉排
列，确保每一位同学在讨论
组上结识的同学不重复。

到第二年的选修课，学
生们自由选择北京、上海、深
圳的课，可以结识异地班的
同学。通过这种方式，两年
时间，在中欧读 EMBA 的李
兆林已与 150多名同学有过
深入交流，等于他们班上人
数的两倍。

在课堂上讨论问题时，在
北大读EMBA的张鑫（化名）
发现，和企业家的微观角度不
同，一些司长学生总会站在宏
观角度从国家层面来解读。

有一次，课上谈到钓鱼
岛问题，一些企业家同学提
倡以武力解决问题，而司长
则长时间分析国内外的形
势，主张给日方施压，不赞成
发动战争。

即便是司长，在小组讨
论课上，说话也随时可以被打
断。该司长私下交流时说，和
同学们在一起，可以卸下工作
时面对各种复杂事情的压力，

“卸下面具，感觉很放松”。

私下联谊

在 EMBA 班上，张登祥
是一个“埋单王”。

张登祥谈到上课体会时
说：“课可以不上，活动不能
不参加。”结交人脉，是他上
EMBA的主要目的。张登祥
是北京嘉华生和钢铁贸易有
限公司董事长。

作为钢铁贸易公司的董
事长，未来他准备向金融业
转型，希望能通过 EMBA 班
这个平台结交更多金融方面
的关系。

入学之后，“跟琢磨一档
生意一样”，他将全班 68 名
同学分类，谁能成为朋友；爱
好，脾气能否相投；行业上未
来会不会交叉。

张登祥算过，两年一共
要上 20 多次课，一个月一
次。只有这些表现机会，怎么
把握？张登祥爱热闹，偏文
艺，他经常在班级活动上主动
请缨，担当主持人，两次以后，
班里所有人都记住了“祥哥”。

今年9月，班上五十多位
同学来北京上课。如何让这
些见过大场面的同学体验到
北京特色，张登祥考虑了两天。

他先是给多年的好友摇
滚歌手川子打电话。他告诉
川子，EMBA 班上的同学晚
上要去川子的酒吧玩。正在
外地演出的川子当晚飞回北
京捧场，次日再飞走。

张登祥还托朋友订下白
塔寺附近的“孟端 45号”，一
座老北京四合院，人均消费
700元，只接受熟人预订。

当晚，酒过三巡，气氛高
涨。席间，政府官员聊起政
治八卦、国家经济走向，做证
券的同学给大家推荐了几只
可及时买进的股票。张登祥
高歌一曲《鸿雁》助兴。

两天接待，张登祥花费
十几万。同学们都称赞有特

色。他感觉，很有面儿。
在北大读EMBA的张鑫

班上平均每两周也要聚会一
次，每次都不会 AA 制。公
司老板通常会抢着做发起
人，按规矩，发起人要负责埋
单。政府官员或相对不富裕
的企业高管很少做发起人。

除了常规聚会吃饭，各商
学院还有高尔夫、戈壁徒步、
房地产及摄影等不同俱乐部。

张登祥班上的同学爱好
徒步、高尔夫。来北京上课
期间，商学院组织北京班和
上海班在清河湾进行高尔夫
比赛。一场比赛，花费了三
四万元。

在班上，仅交班费一项，从
五千元到两万元不等。有时，
他们还会自费出国游学，比如
去美国、日本、法国等，一年两
三个地方，至少得十几万元。

成为“合作者”

聚会后，几乎每个 EM⁃
BA 班都有同学合作成功的
例子。有资本，有做事的人，
各种资源整合在一起，成了
生意人理想的所在。

11 月 12 日，EMBA 班上
的王渊（化名）坐在傍山的沿
海别墅里给班上的老同学打
电话。他打算年底组织一次
三亚聚会，酒店订在一家五
星级涉外酒店。他还叮嘱秘
书安排好私家游轮出海。这
一次，王渊做东。

两年前，他和 EMBA 班
上的同学们投资几千万成立
了私募基金。班上，在某基金
公司任基金经理的同学辞职
做操盘手，剩下六名股东为民
企老板。上一个项目赚了500
万，王渊想好好庆祝一下。

不 过 ，也 有 赔 钱 的 时
候。最大一笔他们赔了 800
万。“无论成败，都是朋友。”
他们在组建公司前已定下规
矩，避免伤和气。

除了老板，公司高管也发
现，同学关系是条便捷的路。

张登祥班上的同学张楠
是上海某银行高管。对于他
来说，上EMBA是想“私交公
用”。如今，他和某保险公司
高管和做券商的EMBA同学
约时间谈生意，对方从不会
拒绝。如果通过公司的销售
部门来沟通协调，走到高管
层对话有时需要一个月。

在 EMBA 班上，即使没
有合作，也藏着许多机会。
张登祥班上一位同学曾是香
港某银行上海分行的行长，
读完 EMBA，跳槽到同班同
学的基金公司当合伙人。

毕业时，李兆林班上的
同学编写了以“两年同窗一
世情”为主题的班歌，还成立
了中欧畅想基金，盈利部分
用来支付班级活动经费。

如今，只要有空，李兆林
会从内蒙古飞到聚会地，和同
学们聊家庭，聊人生，“像朋友
一样”。

李兆林说，他很在意刚
建立的这些友情和人脉，“说
不定什么契机就能合作。”

结交人脉有很多运气成分。入学前，谁
也不知道谁能结交怎样的朋友，已知的只是
教授团队。

2008年，曾花4.8万到清华大学上过一个
短期PE班，后来一同班同学将1500万投资到
公司。现实中有两种关系不能
忽略，“同过窗的”和“扛过枪的”。

——中欧 EMBA2010 级学员
李兆林

2010年7月，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EMBA教育中心举行“重走联大路”库布其沙漠
徒步穿越选拔赛，清华EMBA近200位师生参加了比赛。 图/CFP

中欧EMBA毕业生李兆林。
新京报记者 李飞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