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深挖实践“富矿”，讲好中国故事

——面向管理实践转型的案例教学与研究高峰论坛

会议通知（第一轮通知）

报到时间：2023 年 5月 7日 8：00-9：00

报到地点：天津康莱德酒店三层会议室（天津市南开区天塔道 46号）

会议时间：2023 年 5月 7日 9：00-18:00

会议地点：天津康莱德酒店三层会议室

主办单位：南开大学商学院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

承办单位：南开大学商学院专业学位教学中心

南开大学商学院案例实验室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案例中心

中国工商管理国际案例库（ChinaCases.Org）

案例是改革教育教学理念、繁荣国际学术交流的重要载体。案例

研究作为重要的管理研究方法，从现实中寻找问题、从问题中创造理

论、以创新理论推动和指导实践进一步发展，是推动哲学社会科学研

究范式改革的重要力量。实现从实践创新到理论创新的飞跃，案例研

究是不可或缺的“桥梁”。从我国伟大社会变革实践富矿中，挖掘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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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滋养现有理论、发展现有理论、催生新理论的经典案例，不断提升

中国特色原创性案例研究能力和水平，不断提升中国案例的影响力和

传播力，用中国概念讲好中国故事，是案例建设的根本要义。

案例作为一种重要的教学、教材资源，是将实践问题理论化、系

统化，将高水平研究、教学与实践有机融合的重要载体，是融合理论

创新与实践成果的重要抓手。案例的类教材属性，能够有效激活课堂、

激发学生的参与度、互动性，以特定的真实情景为背景，体验真实的

特定感受，获取丰富的实务与经验，有效培养实践操作能力。因此，

在以案例教学为主要方式的课堂中，教师应注重培养学生的“三力”，

即分析能力、创造能力和实践能力，以激励学生从实际问题中思考理

论路径和解决方案，真正做到以学生为中心。作为最适合专业学位人

才培养目标的教学方式之一，案例教学是提升专业学位研究生实践能

力的重要途径，在促进研究生教育高质量发展，落实“建设高质量教

育体系”要求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基于讲好中国故事的时代背景，为加强沟通、凝聚共识、形成合

力，由南开大学商学院与中欧国际工商学院联合主办，计划于 2023

年 5月 7 日举办“深挖实践‘富矿’，讲好中国故事——面向管理实

践转型的案例教学与研究高峰论坛”，共同探讨面向管理实践的教学

案例的开发、评价与质量提升以及案例教学的有效实施与案例研究的

深入系统化等前沿问题，为专家学者和各界精英提供一个经验交流、

思想碰撞和价值提升的高端对话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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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此，本次高峰论坛针对以下研究主题（但不局限于此）展开探

讨：

（1）面向管理实践的案例教学新探索

（2）中国特色、国际影响的案例建设新模式构建

（3）中国特色原创性高水平案例研究和开发

（4）案例组织协作模式探索

（5）案例教学基础理论研究探讨

（6）系列案例开发情境下管理理论构建

（7）管理案例研究方法系统性阐述

（8）视频案例开发与应用流程探讨

演讲嘉宾：拟邀请来自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清华大学经济管

理学院、中欧国际工商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中国科学院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北京理工大学管理与经济学院、北京师范大学经济

与工商管理学院、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商学院、天津大学管理与经

济学部、南开大学商学院以及全国各大院校在案例研究、案例开发、

案例教学、案例建设与组织管理等领域代表性专家学者进行专题交

流。

参会对象：对此主题感兴趣的全国商学院主管领导、课程负责人

和相关教师等。

会议费用：800 元/人（不区分教师、研究生），会议期间差旅及

住宿费用自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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缴费方式：会议费支持扫码支付（微信、支付宝）和汇款。其中

汇款截止日期为 2023年 4月 25日。

会议费由南开大学收取并开具相应电子发票，电子发票将在会议

结束后 7 个工作日内发送至会议报名时填报的电子邮箱。

账户名称：南开大学

开户银行：交通银行南开大学支行

开户账号：120066032010149600156

汇款备注：案例高峰论坛+参会老师姓名

报名截止时间：本次会议报名截止日期为 2023 年 4 月 30 日，

请参加会议的代表及时扫描下方二维码进群注册缴费。报名成功以收

到会务组回复的电子邮件为准，如未收到，请及时与会务组联系。

联系方式：吴薇老师 联系电话：13802108176（同微信）

李雪溶老师 联系电话：17320203735（同微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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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宾简介

毛基业，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

毛基业，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教授、学术委员会主任，教育部“长江

学者”特聘教授，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获得者，教育部科学技

术委员会管理学部委员，中国高被引学者（Elsevier榜单 2015-2018），

国际信息系统学会中国分会原主席，第五届北京市高等学校教学名师

奖获得者。2008年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获得者，2009年获第五

届北京市高等学校教学名师奖，也是北京市优秀博士论文导师，2010

年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提名奖导师。擅长用案例方法构建管理理论，

长期在国内管理学界推广案例研究方法。主要研究领域是传统企业的数字化转型与组织重

构，特别是转型路径和方法，数字化创新与创业。有多篇论文发表在国际和国内一流管理学

期刊，包括《管理世界》、《南开管理评论》、JIBS，JOM，JSIS，JMIS，JAIS等。

白长虹，南开大学商学院

白长虹，管理学博士、南开大学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南开

大学商学院院长。中国专业学位案例建设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南开

大学学术委员会委员、《南开管理评论》主编。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

目“中国现代服务业发展战略研究”首席专家。白长虹教授曾为李宁、

宝钢储菱、LG 电子、中国银行、中远集团、云南白药等企业提供咨询

和培训，编写《中国第五届 MTA 教学案例评选优秀案例集》《中国第

六届MTA 教学案例评选优秀案例集》等。近年来论文发表在《Total Quality Management》、

卓越服务国际研讨会（QUIS）等英文期刊和学术会议上，以及《管理世界》、《南开管理

评论》、《管理学报》、《外国经济与管理》、中国营销科学年会等中文期刊和学术会议上。

陈世敏，中欧国际工商学院

陈世敏，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朱晓明会计学教席教授、案例中心主任。

此前，他曾担任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副教务长及 MBA 主任、香港理工大

学会计及金融学院的副主任。在获得了乔治亚大学博士学位之后，陈

教授先后执教于宾州克莱瑞恩大学、香港岭南大学以及路易斯安那大

学。陈教授具有丰富的教学与研究经验。在各大学教授了本科、硕士、

以及博士层面的多门课程,并从事高层经理的职业培训。在多年的职业生涯中，陈教授获得

诸多教学、研究奖项和课题资助，并在国际著名学术期刊发表大量论文，是爱思唯尔中国高

被引学者；其所撰写的教学案例数次获奖，见诸于中国工商管理国际案例库和哈佛案例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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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教授持有美国管理会计师证书，教学与科研之外积极参与中国内地及香港上市公司的公司

治理。

王铁民，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

王铁民，现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组织与战略管理系副教授，北京

大学管理案例研究中心联席主任。她在清华大学获得工学学士，在伦

敦商学院获得管理学博士，专业方向为企业战略与国际商务管理。研

究领域为企业间合作战略以及跨国经营中的控制与协调。曾先后主持

承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汽车制造企业在华筹供战略及其对零部

件供应商绩效的影响"（#70772003）、北京大学光华-思科领导力研究

院项目"Procurement strategies of automakers in China & their dyadic performance impact" 、光

华思想力课题《AI 及智能网联汽车产业化战略研究》等多项研究，并参与承担国家社会科

学基金重点项目《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典型案例研究》。

彭泗清，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

彭泗清，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市场营销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作

为课题主持人，承担三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和一项教育部人文社

会科学研究项目。在国内外知名期刊及学术论文集中发表论文一百多

篇，曾经获得《社会学研究》百期优秀论文奖、中国企业家成长与发

展优秀论文奖等奖励。热心学术服务和社会公益服务，曾任光华管理

学院市场营销学系主任（2010-2016），美国营销学会中国顾问委员会

委员。兼任北京大学新市场经济与管理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大学管理案例研究中心副主任，

中国社会心理学会副会长，中国高校市场学研究会秘书长，《营销科学学报》理事长。

王锐，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

王锐，现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市场营销系副教授，博士生导师，

教育部青年长江学者。B2B 营销渠道国际 SSCI 核心学术期刊（Journal

of Business to Business Marketing）副主编，国内营销核心学术期刊《营

销科学学报》专业主编，中国管理现代化研究会营销专业委员会常务

理事, 中国高校市场学研究会零售管理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国家卫

健委信息规划司健康医疗大数据专家库成员。多篇研究成果发表在国

内外顶尖营销战略类学术期刊上，包括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Journal of Marketing

Research, Journal of Management Studie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Research in Marketing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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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东红，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李东红，现任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创新创业与战略系副系主任、博

士生导师，并兼任清华大学全球产业 4.5 研究院（IGI）副院长；他在

1999 年 7 月于中国人民大学工商管理学院获管理学博士学位后任教于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曾在 2001年 11月-2002年 7 月赴法国巴黎高

等商学院（HEC, Paris）访问学习，2009年 2月-7 月赴美国麻省理工斯

隆管理学院(MIT Sloan School of Management)访问学习。李东红教授合

作完成的 Ufida（E），Beyondsoft（A），Founder's Diversification，CSCEC: Trans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Beyondsoft（B），Ufida（F）和 ChemChina，Bluestar's Acquisition of Adisseo

（A）和（B）等 9个教学案例为哈佛大学商学院案例库所收录，案例“中国化工的国际化”、

“TD 产业联盟”分获第二届、第三届“全国百篇优秀管理案例”奖。李东红教授为 AOM, AIB,

IACMR会员，并担任英文学术期刊 Journal of East-West Business编委兼匿名审稿人。

乔晗，中国科学院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乔晗，中国科学院大学培养与学位部部长、一带一路研究中心主任，

经管学院教授、博导，国家哲学社科领军人才，文化名家暨“四个一

批”人才，国家自科基金重大项目课题负责人，美国宾西法尼亚大学

沃顿商学院访问学者。兼任《管理评论》常务副主编，中国管理现代

化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系统工程学会常务理事，中国运筹学会理事，

中国欧盟协会理事等。荣获中国管理学青年奖，朱李月华优秀教师奖，

教育部高校科研优秀成果奖二等奖，北京市哲学社科优秀成果奖二等奖等。主持开发的案例

获评“全国百优管理案例”、清华大学第四届“卓越开发者”案例大奖赛二等奖，入选中国

管理案例共享中心案例库、中国工商管理案例库（清华大学）、哈佛商学院案例库。

邢小强，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商学院

邢小强，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商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主

要研究领域为创新与创业管理，在国内外高水平期刊发表学术论文 40

余篇，其中《管理世界》案例研究论文 4 篇，获得中国技术经济学会优

秀成果奖一等奖与商务部商务发展研究成果奖论著类优秀奖等。作为课

题负责人相继主持多项国家与省部级课题，包括国家自科基金、国家社

科基金、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北京市哲学社科规划项目与霍英东青年

教师基金项目等。教学方面获评首届教育部课程思政教学名师、北京市

青年教学名师，主讲课程《创业管理》获评北京市就业创业金课、北京市优质本科教案、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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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财经院校创新创业联盟优秀创新创业教育课程。2018 年在哈佛大学商学院参加管理学案

例教学与开发培训，撰写的案例获评 2019年、2020、2022年 “全国百篇优秀管理案例”，

并于 2019与 2021 年两次获评清华大学经管学院 “卓越开发者” 案例大奖赛一等奖。2022

年 10月，编著出版《创业学课程思政中的案例教学》。

陈翔，北京理工大学管理与经济学院

陈翔，2003年毕业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获管理学博士学位。现为北

京理工大学管理与经济学院教授，兼任九三学社北京第十三届委员会经

济委员会委员、中国项目管理研究委员会常务委员、北京工程管理科学

学会理事、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学会MBA 工作委员会委员、MEM

教指委项目管理专家委员会成员。先后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科技部

等重要科研课题 10 余项，发表论文 60余篇。主持产业横向课题近 20

余项，有着丰富的企业管理咨询实践经验。长期从事项目管理的研究和教学工作，分别于

2019年和 2022年获得北京市高等教育教学成果奖一等奖、二等奖各一次。主讲的课程《项

目管理》于 2013 年入选国家级精品资源共享课，牵头的项目管理教学团队获评北京市继续

教育优秀教学团队，主编的教材《项目管理》入选“十二五”普通高等教育本科国家级规划

教材。

钱婧，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

钱婧，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管

理与组织心理学研究中心主任。主要研究领域为组织与管理心理学、

商业创新与战略决策。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 6 项基金项目。带领

团队长期关注本土企业发展，所著教学案例入选哈佛案例库、多次荣

获全国百优案例、中国工商管理案例中心“卓越开发者”案例大奖，

并获得“阿里活水学者”、“腾讯 2020 年度最受欢迎杰出教授”、“彭

年杰出青年教师奖”、“最受学生欢迎的十佳教师”等荣誉。

马向阳，天津大学管理与经济学部

马向阳，天津大学管理与经济学部市场营销系副教授。研究方向为：

企业战略与营销管理：企业文化与战略社会责任；品牌与消费者行为；

创业管理；公司治理与绩效；资产评估。区域经济管理：区域管治与

营销；新兴战略产业集群、文化创意产业管理。天津大学技术经济硕

士学位，金融工程博士学位，澳大利亚拉筹伯大学管理学院访问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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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市企业管理协会委员，天津市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基金项目评审专家，“挑战杯”天津市

大学生创新创业计划竞赛评委、培训专家，有多篇案例入选加拿大毅伟商学院国际案例库。

承担参加多项教育部、天津市科委教委项目，发表多篇论文并参与了多本教材的编著。

赵丽缦，中欧国际工商学院

赵丽缦，博士，中欧国际工商学院资深案例研究员，案例开发团队负

责人，ACRJ 评审专家。撰写教学案例 80余篇，涵盖创业、战略管理、

领导力、数字化转型、家族企业等领域。其中，被哈佛案例库、毅伟

案例库等海外案例库收录约 40 篇，被 ChinaCases.Org 收录约 40 篇。

其所开发的案例在“中国工商管理国际最佳案例奖”、EFMD 全球案

例写作大赛、欧洲案例交流中心案例写作竞赛、全国百篇优秀案例评选等活动中获得最佳奖

七次、其他奖项五次，并获得 2022《金融时报》“责任商业教育奖”教学案例类别亚军。

合作编著《社会创新》和《传承密码》两本主题案例集。

许雷平，中欧国际工商学院

许雷平，博士，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案例中心助理主任。加入中欧之前，

许雷平已拥有 11 年企业管理与咨询经验。2006年加入中欧案例中心以

来，已与 15 位中欧教授合作完成 60 多篇有关战略、营销与创业主题

的管理案例，在各类课堂累计使用达数万人次。许雷平全面参与“上

海 MBA 课程案例库开发共享平台” 项目建设，并积极推进“中国工

商管理国际案例库 ChinaCases.Org”开发与上线工作。许雷平曾经三次荣获 EFMD（欧洲管

理发展基金会）案例写作竞赛奖。

周放生，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

周放生，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副会长。曾先后担任国有资产研

究所副所长、国家经贸委国有企业脱困办公室副主任、财政部财政科

学研究所国有资产管理研究室主任、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企业改

革局副局长等职。周放生老师近年来积极从事以纪录片和视频案例形

式反映中国企业改革发展进程的事业。其担任总策划的《绝境求生》，

获得 2016“金熊猫”国际纪录片节“最受社会关注纪录片奖”、2016

“光影纪年”中国纪录片学院奖“最佳剪辑奖”、第九届中国并购公会并购专项奖“最佳并

购推广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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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迎军，南开大学商学院

王迎军，南开大学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经济与社会发展研究院

副院长。1982 年本科毕业于南开大学数学系。1987 年在法国巴黎第九

大学获博士学位，专业为科学管理方法。1997 年至 2006 年，天津市

政协委员。2007 年至 2021 年 9 月，天津市人大代表。王迎军教授

长期从事战略管理研究，具有丰富的理论与教学实践经验。近年来在

《南开管理评论》等学术期刊及平台积极倡导实践导向的管理学研究

和教学，担任《南开管理评论》的战略管理专业主编。主要著作包括《战略管理》、《战略

管理：动态观点》、《跨国公司在华经营策略》等；主持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项目“跨国公司在华经营策略研究”、 天津市工业发展基金项目“天津新工业化道路研究”、

中国科技战略发展研究院“我国经济与社会发展战略愿景研究”、 滨海新区经信委“天津

滨海新区新型工业化道路愿景、模式与路径研究”等课题。

杨斌，南开大学商学院

杨斌，日本一桥大学商学博士、南开大学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曾任一桥大学商学研究科特别研究助手、日本中央大学综合政策研究

科客座教授、台湾东吴大学企业管理系客座教授。现为中国人力资源

教学与实践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人力资源开发研究会劳动关系分会

常务理事、日本经营学会会员。曾为国家电网、恒丰银行、福田汽车、

约翰·迪尔、中联水泥、联合特钢等企业提供培训。杨斌教授 2022年

开发的系列案例《绝境求生：中核钛白的破产重整之路》，入选中国工商管理国际案例库，

并获得一等奖。

许晖，南开大学商学院

许晖，管理学博士，管理科学与工程专业博士后，南开大学商学院教

授，博士生导师，服务管理研究中心主任。美国富布赖特（The U.S.

Fulbright Scholar Program）高级研究及驻学访问学者（ Fulbright

Scholar-in-Residence）。主要研究领域与方向为国际市场营销、服务营

销、国际企业管理及风险管理等。主持并参与多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等国家级科研课题。曾在 IBR、 JGM、AIM、

《管理世界》、《管理科学》、《南开管理评论》等期刊发表高水平

相关学术专著和学术论文 80 余篇。分别担任中国企业管理案例研究国际论坛程序委员会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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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中国 MBA 案例共享中心评审委员、中欧工商管理学院案例中心兼职案例研究员、案

例评审学科编辑委员会委员等。曾多次获得“中国企业管理案例与质性研究论坛”最佳论文

奖和多篇全国 MBA“百篇优秀管理案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