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商科是最美的学科之一
复旦大学管理学院院长陆雄文———

2017 年 是 复 旦 大 学 商 科 教 育 创

立 100 周 年 。 1917 年 ， 复 旦 创 设 商

科 ， 复 旦 也 由 预 科 制 公 学 升 格 为 本

科制大学 。
经历和参与了其中三分之一历程，

复 旦 大 学 管 理 学 院 院 长 陆 雄 文 对 于

“商 科 之 美 ” 有 着 独 到 的 见 解 。 他 表

示， “商科之美源于其同商业实践相

向而行。 商科解释 、 指导 、 引领商业

实践的发展， 而商业实践推动着世界

的发展和人类文明的演进。”
回 顾 中 国 过 去 40 年 的 发 展 ， 用

“财富大爆炸 ” 来形容 ， 一 点 都 不 为

过， 而商科研究与教育也为这一历程

贡 献 着 重 要 的 力 量 。 陆 雄 文 指 出 ，
“对于复旦管理学院而言 ， 我 们 不 仅

要通过在国际学术、 教育排行榜中的

进步来证明我们在全球管理教育界的

地 位 ， 我 们 更 要 探 究 ‘中 国 商 业 奇

迹’ 背后的缘由与机理， 创建中国特

色现代管理理论体系， 与西方管理思

想对接、 融合， 影响与指导中国与全

球商业实践与创新， 同时培养更多引

领产业发展、 助力中国崛起、 贡献全

球商业一体化发展的职业经理、 企业

领袖和学术专家。”

百年商科， 蕴含独到之美

“在我心目中 ， 商科是最美的一

个学科。” 陆雄文说。
在他看来， 商科之美在于其严谨。

如 同 数 学 、 物 理 学 等 任 何 一 门 科 学 ，
商科也是由大量逻辑和实证建立起来

的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
商科之美在于其丰富 。 从一开始

专注机器生产的组织到今天跨国经营、
虚拟组织、 创业创新 、 物联网与人工

智能战略， 其内涵不断丰富 ， 外延不

断伸展。
商科之美在于其精妙 。 它基于数

学、 经济学、 心理学 ， 萃取更多其它

学 科 之 精 髓 ， 融 合 贯 通 ， 整 理 提 升 ，
既解读、 指导日益复杂组织的商业世

界 ， 又直视商业主体———人的内心世

界， 解读人性与人心。
商科之美在于其柔性 。 它复杂的

知识结构可以不断地重组 、 再组 ， 从

而 建 立 起 适 应 不 同 时 代 、 不 同 场 景 、
不同生命周期阶段的企业与商业模式。

商科之美在于其自新 。 几乎没有

一个学科如它般与时俱进 ， 乃至每天

它都能从实践中获得灵感 ， 每天都在

自省， 并寻求创新。
商科之美在于其价值 。 它的任何

应用都在改变 、 创造我们每个人每一

天 的 工

作 、 学

习 、 生 活

方 式 与 质

量。 美术、 音乐 、 表演乃至建筑都是

有关美的学科 ， 可它们理论的演进是

缓慢的， 应用的时空也受到限制 ， 而

商科每时每刻在每一个空间为人们提

供着色彩斑斓的生活。

不断反省， 不短视、
不自私、 不傲慢

人类商业实践的历史要比商业学

术研究久远得多 。 远到美索不达米亚

文明时期， 就有商人活跃其中 ， 为人

们的生活提供必要的交易纽带 。 希腊

是西方商业文明的源头 ， 那里独特的

地理条件促成了海洋城邦商业文明的

兴起， 并且孕育出欧洲第一个先进文

明———雅典 ， 以及第一个来自欧洲的

帝国———马其顿帝国。
古希腊哲学家色诺芬 、 柏拉图和

亚里士多德都充分观察到商业对于当

时希腊城邦生活的重要作用 ， 承认商

人 和 手 工 业 者 是 城 邦 生 活 的 一 部 分 ，
是 “达到城邦自给自足的捷径”。

在中国 ， 商业虽然早在夏商时期

就已经孕育， 但独立 、 自由的大私商

则是到了春秋后期才出现 ， 第一个商

业繁荣的高峰期更是诞生于汉代。
陆雄文表示 ， 商业实践对世界物

质形态和民族文化格局的实质改变源

于工业革命， 从蒸汽时代 ， 到电气时

代， 再到互联网时代 ， 世界面貌发生

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 美国经济学家德

隆的研究表明， 人类 97%的财富是在

过 去 250 年———也 就 是 0.01%的 人 类

时间里创造的。

美 国 经 济 学 家 戴 尔 德 丽·麦 克 洛

斯基的研究表明 ， 过去 200 年中 ， 全

球 人 均 日 收 入 提 高 了 10 倍 ， 从 3 美

元 变 为 33 美 元 ， 而 且 某 些 国 家 增 加

更 多 ， 高 达 30 倍 。 对 最 近 200 多 年

来 人 类 财 富 的 积 聚 增 长 ， 她 称 之 为

“财富大爆炸”。
而 中 国 过 去 40 年 的 变 化 ， 用 脱

胎 换 骨 、 翻 天 覆 地 和 “财 富 大 爆 炸 ”
来 形 容 ， 一 点 都 不 为 过 。 “我 们 从

1976 年国民经济 处 于 非 常 困 难 之 中 ，
经过改革开放 ， 创新创造 ， 到迅速成

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2016 年中国

的 GDP 是 11 万亿美元 ， 紧 随 在 美 国

的 18 万 亿 美 元 之 后 ， 是 仅 有 的 两 个

GDP 超 过 10 万 亿 美 元 的 国 家 。 全 球

一些重量级的商业榜单上 ， 也越来越

多地出现了中国企业 、 中国企业家的

名 字 ， 而 且 排 名 也 越 来 越 靠 前 。” 陆

雄文说。

然而 ， 他也指出 ， 与商科研究与

教 育 相 伴 而 行 的 实 践 也 因 人 性 的 缺

陷 而 易 陷 入 伦 理 的 泥 潭 ， 其 一 在 于

它 的 功 利 ， 其 二 在 于 它 的 狭 隘 ， 其

三 在 于 它 的 傲 慢 。 要 克 服 这 三 者 ，
就 要 不 短 视 ， 要 着 眼 于 长 远 而 不 只

顾 眼 前 ； 不 自 私 ， 不 以 牺 牲 他 人 和

社 会 的 利 益 而 谋 利 ； 不 傲 慢 ， 不 试

图 用 商 业 力 量 去 影 响 一 切 ， 不 因 商

业成功去掌控一切 。
陆雄文表示 ， 商科之美 ， 也在于

它总是不断发现人性的弱点 ， 然后不

断去反省、 去弥补、 去规范、 去修炼，
让人性之美发扬光大 ， 让人性之陋得

到约束 。 这也是过去 100 年商业实践

与商业研究发展的基本轨迹。

指导商业实践与创新，
助力中国崛起

在陆雄文看来 ， 商科之美还在于

它的创新创先， 与科技进步相互依存、
相互促进。 没有商业实践 ， 科技成就

很大部分会被束之高阁， 或成为博物

馆的展品， 或成为少数精英顾影自怜

的道具。 没有商业实践， 科技创新会

缺乏灵感来源， 会缺乏有效转化与应

用， 会缺乏内在价值的充分实现与繁

殖增长。 从福特公司开创汽车大众消

费时代， 到亚马逊、 阿里巴巴的成功，
无不证明了这一点。

1917 年， 复旦首设商科， 成为最

早将商科教育纳入民族自强自立的历

史叙事之中的大学。 以此为开端， 复

旦商科开始了一系 列 “敢 为 天 下 先 ”
的创举。

复旦商科以 “灌输近代商业管理

与经验， 造就适于实用之商业专门人

才” 为宗旨， 广为引进海归教员 ， 多

数课程用英语讲授， 1927 年首招女生，
同时强调理论联系实践 ， 倡导社会试

验， 设立 “国民合作储蓄银行”， 校内

外均设营业部， 业务由商科学生承担，
后又成立银行经济研究会 、 创办商业

博物馆。
他同时表示 ， 商科之美 ， 更在于

不断突破和超越自我 ， 在否定的基础

上重建， 在反省的基础上提升 ， 永远

保持最充沛的创造活力。 1977 年， 复

旦最早恢复了管理教育 ， 将时代的契

机 化 为 前 进 的 动 力 。 过 去 40 年 的 发

展， 已让复旦管院跻身亚洲领先商学

院之列， 同世界一流商学院广泛交流，
对等合作， 为中国时代培养了一批又

一批精英翘楚、 商业领袖。

复旦商科大事记
（1917-1952）

1917 年
复旦大学商科创立， 这在当时中国

大学中尚属首创。 复旦商科以 “灌输近

代商业管理与经验， 造就适于实用之商

业专门人材” 为宗旨。
1918 年
复旦商科师生在薛仙舟的引导之下，

拉开了中国早期商业合作运动的序幕。
商科师生正式创设复旦合作 商 店 。

因设立时间或在 3 月 30 日正式成立的北

京大学消费公社之前， 复旦合作商店或

为中国最早出现的合作社。 该商店由复

旦资深教员何乐清担任总 （经） 理。
1919 年
复旦商科学生发起创立复旦义务学

校， 办学目的是 “挽救四周荆棘丛中无

数娇弱花一般的失学儿童”， 学校开办有

国民班、 高小班、 特别班等。
薛仙舟与商科学生在复旦创设国民

合作储蓄银行， 这是中国最早的信用合

作社， 开展了活期存款、 零存取、 普通

定 存 、 物 别 定 存 、 贴 现 放 款 、 抵 押 放

款、 买卖证券、 信用透支等业务， 在校

内设有营业部， 并完全由学生负责各项

工作。
同年， 商科师生发起成立复旦平民

周刊社， 后改称平民学社， 并出版了中

国早期合作事业最重要的理论刊物———
《平民》 周刊。 周刊职员主要为复旦大学

商科学生， 早期稿件主要来自复旦商科

《平民 》 周刊社社员 。 该刊影响日益扩

大， 到 1922 年每期发行量达到 6000 份。
1920 年
首次分为理财和商业两系， 后改称

为银行金融系、 工商管理系。
1921 年
始设商科学长 （即主任） 一职， 蔡

竞平出任首任商科学长。
1922 年
李权时接任复旦商科学长并 任 教 ，

参照美国学制推动复旦学分制改革和商

科系科、 师资的扩充。
1924 年
重订商科课程表， 专业课程增至 34

门。 课程基本完善， 大学必修、 商科必

修、 专系必修及各系选修一应俱全， 有

机结合了通识教育和专业教育。
1925 年
复旦商科扩充为普通商业系、 银行

金融系、 工商管理系、 会计系和国内外

贸易系等五个专系， 并有进一步增设交

通运输系和保险系的打算。
1926 年
由 1923 级商科学生李云良、 焦雨亭

等发起成立经济学会， 当年 11 月， 复旦

商科经济学会举行第一次讨论会， 题目

为 “中国贫穷的原因到底在哪里？”
1927 年
复旦商科首次招收女生 。 按 院 计 ，

商学院招收女生居全校第二 （第一是文

学院）； 按系计， 银行学系招收女生居全

校第一。

1928 年
商学院师生组织创立商学会， 商学会

是当时全校规模最大的学术研究团体， 下

设总务部、 出版部、 研究部、 演讲部、 参

观部、 运动部、 游艺部、 图书委员会等。
1929 年
复旦大学商学院成立， 设普通商业

系、 银行学系、 会计学系、 国际贸易学

系、 工商管理学系。
同年， 商学会创办 《商学期刊》， 该

刊一方面各方征求财经界专家学者的稿

件， 同时为锻炼提高商学会学生的学术

研究能力， 侧重刊载本校师生的研究成

果， 尤其增载学生的论文。
1930 年
李权时出任商学院首任院长， 同年，

校务会议取消商学院普通商业系。
1931 年
应会计学系主任钱祖龄和工商管理

学系主任吴德培之邀， 美国伊利诺伊大

学校长肯来博士辞职后到校演讲。
1933 年
教育部取消复旦商学院的工商管理

学系和国际贸易学系， 此时， 商学院仅

剩下会计学系和银行学系， 成为全校系

科最少的学院。
1934 年
周德熙接任银行学系主任。 在此期

间， 银行学系办学成绩卓著， 为复旦大

学最为著名的学系之一。 “一部三十年

来的中华银行史料， 也就是一部三十年

来的复旦大学银行系的史料。”
1935 年
金国宝接任会计学系主任。 金国宝

是中国统计学奠基人之一， 最早将统计

学引入中国。
1936 年
谢霖接任会计学系主任。 谢霖是中

国会计师制度的创始人， 是中国第一位

注册会计师， 也是第一个会计师事务所

的创办者， 被称为中国会计师制度的拓

荒者。
1938 年
复旦大学西迁至重庆， 选择菜园坝

和北碚两地作为校址。 商学院迁至重庆

市区， 1939 年日机轰炸后， 商学院迁回

北碚继续办学。 同年， 复旦大学增设统

计系。
1939 年
李炳焕继任商学院第二任院长。
1945 年
复旦大学迁回上海江湾复课， 商学

院随校回沪。
1946 年
复旦合作系成立。
1949 年
国际贸易系恢复。
1952 年
复旦大学财商学院会计、 统计、 企

业管理、 银行、 贸易、 合作 6 个系及统

计、 贸易、 银行 3 个专修科调出， 组成

上海财经学院。

链接

重要的是解决中国实际问题
复旦大学管理学院企业管理系主任苏勇———

“当前 ， 中国的管理科学正处于

从跟踪、 模仿走向自主创新的关键时

期。” 日前在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 复

旦大学管理学院企业管理系主任 、 复

旦大学东方管理研究院院长苏勇直言，
要解决中国企业和社会发展的现实问

题， 必须进一步提炼出自己的管理理

论和智慧。

互联网兴起
管理学迈入第五阶段

“无论中外， 管理实践古已有之，
但对管理知识体系的正式研究仅有百

余年历史。” 苏勇告诉记者， 自从被尊

为 “西方管理学之父” 的泰勒于 1911
年 出 版 《科 学 管 理 原 理 》 一 书 以 来 ，
整个管理学的发展已经历了四个阶段，
正迈入第五阶段。

在以泰勒 “科学管理理论 ” 为代

表的科学管理第一阶段中 ， 管理理论

的着重点主要就放在通过对工人动作、
行为的规范， 以科学的手段 、 科学的

工 具 、 科 学 的 方 法 来 提 高 劳 动 效 率 ，
使企业管理活动有章可循 。 这一时期

管理理论的建立 ， 使得管理行为从感

性走向理性， 从定性走向定量 ， 为管

理学成为一门科学而 “登堂入室 ” 奠

定了良好的基础。
第二阶段以 “人际关系与行为科学

理论” 为主要特征， 被管理思想史家丹

尼尔.A.雷恩称之为 “社会人时代 ”。 在

此阶段， 值得重视的无疑就是 “霍桑实

验” 的研究成果 。 员工们既有物质需

求， 但他们也具有社会需求。 这些社会

需求始终存在于他们和同事及企业中其

他人交往的过程中。 管理活动不能只见

物不见人。
随后两个阶段分别为理论的百花

齐放即 “管理丛林 ” 阶段 ， 以及产生

于上世纪 80 年代以 “企业文化理论 ”

“学习型组织” 理论等为代表的 “软管

理” 阶段。
“如今， 随着互联网的迅速崛起，

管理学正进入第五阶段。” 苏勇表示 ，
传统的企业理论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

战， 企业与市场的边界变得模糊 ； 曾

经意气奋发的大规模企业将逐步式微，
反倒是以项目为导向的小团队会更为

灵活专业， 成本也更低； 与凡事自

己包揽相比， 企业更愿意搭平台来

集聚资源 ， 也会更强调员

工与企业的双赢。

目光更多
转向东方和中国

管 理 是 一 种 文 化 的 积

淀 和 表 现 。 任 何 社 会 和

组 织 的 管 理 ， 都 不 是 无

源 之 水 、 无 本 之 木 ， 其

管 理 理 念 、 方 法 、 手 段

都 是 特 定 社 会 或 组 织 历

史 传 承 的 产 物 。
苏勇指出 ， 当今的中国管理学研

究， 很大程度上仍然停留在对西方管

理学理论的诠释性、 注解性研究层面。
有学者甚至认为 ， 当今中国的管理学

研究是 “运用美国人发明的理论 ， 研

究美国人感兴趣的问题 ， 使用美国人

的语言， 写出符合美国人评价标准的

论文， 在美国杂志上发表”。 此话虽然

过于绝对， 却也一针见血地指出了现

在管理学界包括中国管理学界在学术

研究上的一面倒倾向。
在管理实践层面 ， 虽然作为管理

者的管理主体和作为被管理者的管理

客 体 都 是 中 国 人 ， 但 在 一 些 中 国 企

业， 指导管理实践的理论却都来自西

方 ， 以 至 于 常 常 “食 洋 不 化 ”， 导 致

水土不服。
西方管理理论 “全球通吃 ” 有其

特定历史原因 。 一方面 ， 现代意义的

管理科学兴起于西方 。 另一方面 ， 由

于先进科技和经济实力以及不断提升

的管理水平， 西方社会诞生了很多世

界性大企业。 这些企业成为全世界同

行学习的标杆 ， 向世人昭示了其企业

管理的成功之处。
“基于东方新兴国家的经济发展

和企业成长， 我们有必要提出 ， 管理

学应将关注的目光更多地转向东方和

中国， 以全面丰富管

理学的理论体系， 同

时也使东西方管理理论更好地兼容并

蓄。” 苏勇表示， 管理学的发展， 诚如

生物多样性一样 ， 只有打破西方管理

学理论一统天下的局面 ， 才能获得全

面而健康的成长。

面对新课题
构建原创管理模式

中国经济正处于转型发展的关键

时 期 ， 管 理 学 也 面 临 着 许 多 新 挑 战 、
新 课 题 。 “我 们 必 须 针 对 此 给 出 答

案 。” 苏 勇 说 ， 要 解 决 中 国 企 业 和 社

会发展的现实问题 ， 必须进一步提炼

出有中国特色的管理理论和中国管理

智慧。
苏勇认为 ， 东西方管理学并非互

相 排 斥 ， 其 中 有 很 多 相 通 之 处 ，
“ 要 通 过 具 体 研 究 和 比 较 分 析 的 方

法 ， 认 真 分 析 研 究 东 西 方 管 理 理 论

的 异 同 ， ‘哪 些 可 洋 为 中 用 ， 哪 些

需 扬 弃 ’， 以 此 来 探 索 东 西 方 管 理 理

论的融合之道 。”
在他看来 ， 在建立中国管理学理

论体系时， 需要从管理学已有范式出

发， 分析研究中国企业管理活动的特

点、 规律， 并探寻这些特点和规律形

成背后的原因。 通过深入具体的研究，
用科学范式将已有的中国企业丰富的

管理实践活动规范化 、 体系化 ， 进行

理论提炼， 并反过来指导管理实践。
同时 ， 中国市场经济还在不断完

善 ， 企 业 运 作 和 组 织 管 理 等 各 方 面

还 相 对 稚 嫩 ， 真 正 的 企 业 家 精

神 和 商 业 文 明 氛 围 还 在 形 成 过

程 之 中 ， 中 国 管 理 学 理 论 、 东

方 管 理 学 理 论 还 处 于 初 创 时

期 ， 其 理 论 基 础 、 内 容 要 素 、
框 架 体 系 等 还 需 要 进 一 步 建 立

与完善 。
“总 之 ， 中 国 社 会 科 学 要

形 成 中 国 特 色 ， 重 要 的 是 要 解

决中国实际问题。” 苏勇表示。
事 实 上 ， 中 国 管 理 学 研 究

和 管 理 教 育 ， 也 几 乎 是 和 世 界

同步的 。 1911 年出版 《科学管

理原理 》 之后的 1916 年 11 月 ， 上海

中华书局就以 《工厂适用学理的管理

法》 为书名， 出版了由实业家穆藕初

翻译的泰罗名作 ， 并将该管理法在厂

内推行。 紧接着， 复旦大学于 1917 年

创 设 商 科 ， 开 启 中 国 百 年 商 科 教 育 ，
至今正好是 100 周年 。 复旦商科的设

立就是中国商业研究紧跟世界管理学

发展潮流的佐证。 以百年商科为底蕴，
以培养 “青年精英 、 未来领袖 ” 为目

标， 复旦大学管理学院凭借长期厚实

的积累和不断创新 ， 已经树立起一流

的口碑， 在中国也将创造更多原创性

的管理理论， 引领管理实践。
本版头像素描： 陈韶旭

■本报记者 唐玮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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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学者圆桌谈

合作伙伴

圆桌论坛

管理学家圆桌谈

《商学期刊》：商战中的“战略草案”
1928 年， 复旦大学商科师生成立了

当时校内规模最大的学术团体商学会 。
商学会学生最为重视、 耗费心血最多的

是 《商学期刊》 的发行。 他们认为商学

研究是中国一个重要的问题， 但是多数

人还对其淡然无视， 对于商学理论和实

践缺乏科学的认识， 这成为国家建设中

一个绝大的障碍， 就如同在战场上 “没

有勇敢的战士， 没有凶利的武器， 没有

充 足 的 粮 草 ， 更 没 有 行 军 的 策 略 和 计

划”， 无从抵抗敌人的冲锋， “以至于沦

为次殖民地的国家”。 要突破这种阻力，
开 展 商 科 学 术 建 设 尤 为 重 要 。 他 们 将

《商学期刊》 视作商战中的 “战略草案”，
决心用它来打破商科学术界的沉寂现状，

要 “提倡一种专门研究学术的风尚”。 面

对重重困难， 尤其是缺少出版经费， 他

们通过募集资金和拉广告赞助等各种手

段予以克服。
1929 年， 创刊号发行， 引起学界关

注。 此后， 该刊一方面各方征求财经界

专家学者的稿件， 同时为锻炼提高商学

会学生的学术研究能力， 侧重刊载本校

师生的研究成果， 尤其增载学生的论文，
激励了学生们的研究兴趣。 《商学期刊》
内容包括论著、 研究、 调查、 专载、 附

录 等 五 组 ， 在 稿 件 内 容 方 面 ， 主 要 是

“讨论中国目前的实际问题”， 为当时中

国的经济转变献计献策。 该刊每一期都

会确定一个较为明确的主题。

2017 年是复旦大学商科教育创立 100 周年。
1917 年， 复旦创设商科， 并由预科制公学升格为

本科制大学， 成为最早将商科教育纳入民族自强自立历
史叙事之中的大学。 以此为开端， 复旦商科开始了一系
列 “敢为天下先” 的创举。 复旦商科以 “灌输近代商业
管理与经验， 造就适于实用之商业专门人才” 为宗旨，
广为引进海归教员， 多数课程用英语讲授， 1927 年首

招女生， 同时强调理论联系实践， 倡导社会试验， 设立

“国民合作储蓄银行”， 校内外均设营业部， 业务由商
科学生承担， 后又成立银行经济研究会、 创办商业博物
馆……中国管理学研究和管理教育实践， 开始追上世界
的步伐。

以百年商科为底蕴， 以培养 “青年精英、 未来领袖”
为目标， 复旦大学管理学院凭借长期厚实的积累和不断

创新， 已经树立起一流的口碑。 本次圆桌论坛， 我们邀
请复旦大学管理学院院长陆雄文、 复旦大学管理学院企
业管理系主任苏勇， 一起聊聊中国管理学界如何与西方
管理思想对接、 融合， 创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管理理
论体系， 从而影响与指导中国与全球商业实践与创新，
同时培养更多引领产业发展、 助力中国崛起、 贡献全球
商业一体化发展的职业经理、 企业领袖和学术专家。

■本报记者 唐玮婕

苏勇

复旦大学管理学院企业管理系主任

管理是一种
文化的积淀和表
现。 任何社会和
组 织 的 管 理 ，都
不 是 无 源 之 水 、
无本之木 ， 其管
理理念、方法、手
段都是特定社会
或组织历史传承
的产物。

背景

陆雄文

复旦大学管理学院院长

商科之美 ， 更在于不断地突破和超越
自我 ， 在否定的基础上重建 ， 在反省的基
础上提升 ， 永远保持最充沛的创造活 力 。
1977 年 ， 复旦最早恢复了管理教育 ， 将时
代的契机化为前进的动力， 过去 40 年的发
展 ， 已让我们跻身亚洲领先商学院之 列 ，
同世界一流商学院广泛交流 、 对等合 作 ，
为中国时代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精英翘 楚 、
商业领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