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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巍：跨学科融合擦出创新与创业火花
本报记者 沈静

人物介绍

李巍，教授，硕士生导师，巴渝学者；南开大学管理学博士，中国社会
科学院工商管理博士后，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英国华威大学访问
学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管理学部通讯评审专家，重庆市青年科技领军
人才协会会员，重庆市高校课程思政教学名师；现任重庆理工大学MBA
教育中心副主任，创新驱动创业协同研究中心主任，兼任重庆市企业人才
发展研究会副会长。主要从事创新与创业管理领域的科研、教学和社会
服务工作，在《科研管理》《管理工程学报》《管理评论》等CSSCI期刊发表
研究论文50余篇，出版《中国制造型企业商业模式创新研究》等学术专著
4部、《创业基础》等专业教材4部，同时在《清华管理评论》等商业杂志发
表观点论文，研究成果得到上市公司、中国民营企业500强、兵工企业等
各类企业的广泛应用。

他是一名典型意识流的文科生，博士
期间却跟随具有模块化思维的工程师出
身的导师学习；他曾经梦想成为一名职业
经理人，现站在三尺讲台上教书育人；他

“文”能开专栏、出书，“武”能参加央视《车
神驾到》节目，与专业选手赛车……众多
看似毫无交叉点的元素，却在重庆理工
大学创新驱动创业协同研究中心主任
李巍的身上通通和谐统一了起来。

求学路上
拓展边界，学会跨学科思考

李巍在本科期间对商业运用非常
感兴趣，当时他最大的职业梦想是成为
一名成功的职业经理人。为此，毕业实
习时到一家咨询公司工作，在职业梦想
路上前行。

因为求学期间短暂的创业经历，让
李巍决定强化专业知识，攻读博士学
位。“选择商科是我的兴趣也是专长。”李
巍告诉记者，攻读硕士期间，他还和大学
同学合伙创业，开办咨询公司，为企业提
供咨询、培训服务，这次创业为李巍熟练
地与企业打交道打下了基础，也让他深刻
地感受到知识在后工业社会的重要性。

在南开大学读博期间，李巍的思考
方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让他从一
个典型意识流文科生转变为具有模块
化逻辑思维的科技工作者。“我的博导
曾是一名知名工程师，在跟他学习期
间，他发现我的思维比较涣散，在研究
问题或者写论文中，他着重培养了我模
块化逻辑性思维，这对我未来的学习和
科研非常有利。”李巍介绍。

博导曾让李巍去买变形金刚玩，一
种由很多小机器人组装成的一个大机
器人，组装后再拆掉，以此了解整体与
部分之间的逻辑关系，然后设计组织程
序，如何才能最快完成。“玩变形金刚受
益匪浅，有的人只能看见整体，看不见
部分，没有办法将想法落地，反之，有的
人只看见部分，看不见整体，就没有办
法把这个东西提炼出来，这是一种跨学
科思考方式。强认知和强执行是在任
何事业上取得成就的基础特质。”如今
的李巍告诉学生，学会模块化逻辑思
维，可以让你更好地理解一个问题或者
现象，理解部分和整体之间的关系，在
执行的时候会事半功倍。

教学路上
传道授业，做学生良师益友

李巍的本科和硕士阶段均在重庆
学习，南开大学博士毕业后，他毅然回
到重庆这片土地，一头扎进了教育研究
事业。李巍坦言，他追求极致的专业主
义，领导的信任器重与同事的认同始终
伴随着他，让他可以全力投入学校创新
创业教育当中去。

2012年9月秋季，李巍开始了在重
庆理工大学的任教生涯。“我不希望你
们上课的心情比上坟的心情还沉
重”……第一堂课下来，同学们就对这
位任教风格独具特色的老师印象深刻，
彼此相处得非常愉快。“巍哥”这一称
呼，也是亦师亦友最好的证明。

“教学让科研更有温度，科研让教
学更有深度”是李巍对教学与科研的理
解，也是他努力均衡教学与科研工作的

努力方向；他既是学校青年教师教学技
能竞赛一等奖获得者，也是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面上项目主持人。

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在
学生眼中，李巍不仅是一位见解独到、
治学严谨的青年学者，也是一位风趣
幽默、风格鲜明的课堂讲师。在他的
课堂上，同学们能够了解到诸如江小
白、冷酸灵、乡村基、忽米网等重庆地
区知名企业的故事。这些生动鲜活的
案例，是李巍调查研究整理的。“案
例研究法是我教学的主要方
法”，据李巍介绍，真
实 的 案 例 不

仅能够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增强学
生对知识的理解，还能培养学生理论
联系实际以及分析和解决管理问题的
能力。“很多时候，我们将这种教育方
法称为‘案例行动学习’。”

李巍曾带领学校MBA学员连续6
年参加全国管理案例精英赛，斩获无数
佳绩。“在每次比赛中，限时48小时的
案例研讨及分析报告撰写，是一场比拼
体力与脑力的战斗，给我留下了深刻印
象。每年的比赛，总让我感觉回到学生
时代。”在李巍看来，学生与教师之间，
是互相成就、共同成长的。

谈起对学生们的寄语，“有情怀、有
底线、有担当”是李巍对新时代大学生
们的殷切期望。大学生们接过前辈们
的担当，为家庭、为国家、为民族，照亮
方寸星空。

科研路上
问题导向，坚持突破创新
“对于创新与创业，我想强调两个

观点，一是这门学科不是鼓励大学生自
己开公司，因为创新创业的范畴实际上
是比所谓的开公司大得多，比如我们作
为老师，不断开拓自己的疆土，实际上
这也是一种创新创业精神。”李巍告诉
记者，他曾看过《人民日报》上的一篇评
论文章，叫《艰苦奋斗再创业》，文中
的创业不是说让大家都去开公司，

而是要努力开创属于自己的

事业，发扬开拓精神，突
破现有边界。李巍认为：“创新与创业
首先来自精神和意识，要敢于突破，勇
于创立自己的事业，这是每一个人都可
以努力做到的。”

创新与创业的第二层意义就是开
公司。开公司有两种情况，个人或者团
队去创业。公司创业，被称为公司的第
二次发展，比如现在的公司数字创业，
那么数字经济时代企业如何利用数字
技术来实现发展转型和轨道跨越，像海
尔、美的这样的大公司如何开展创新驱
动创业，是李巍研究的范畴，这与传统
所理解的创新创业存在一定区别。

李巍是国内率先提出公司数字创
业这一概念的人。“传统制造型企业，如
何用数字技术来实现组织发展和业务
转型，开展第二次创业，这就是我们现在

研究的重要问题。”李巍告诉记者，这涉
及技术商业化，技术融入企业不仅仅是
技术问题，更是管理问题。行业领军人
才有很多技术，我需要把这些技术更好
地进行商业化运营。比如一个企业要实
现数字化转型，并不是简单地运用软件
或信息技术进行数据化或信息化管理，
而是需要创造真正数字化企业，涉及企
业文化、组织架构、管理思维、决策模式
和经营等方面的转变，数字化转型最终
是组织和个体的转型。

未来路上
以梦为马，走在自己的时区里

在生活中，李巍的身份不止是大
学教授。深入现场成为企业顾问，指
导经营实践；踏上赛道成为车手，挥洒
速度激情；提笔撰文成为特约作者，贡
献商业智慧……用李巍的话来说，干
自己喜欢的事情，再累都不是事儿，而
是享受。

2016年，秉持着期望改变人们对
高级知识分子刻板的印象，试图向学
生传达“你可以做好学问，同时你的生
活也可以很精彩”的理念，李巍和他的
博士校友一起报名参加了央视《车神
驾到》节目，面对各路专业选手，驾龄

最短的他却毫不怯场。他表示，
相比大多数人重在参与的理

念，他们更讲求力争第一。
“博士中开车最快的，车手
中学历最高的。”同学们这
样评价李巍。

这位集幽默和严谨、
智慧和乐观于一身的老
师 ，被 同 学 们 尊 称“ 大

神”。殊不知，“大神”的大
学英语四级考了6次，如今成

为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
英国华威大学访问学者，出版译著，

李巍笑称自己是“屌丝的逆袭”。
每年写一本二三十万字的书，对于

很多人而言都是难以企及的任务，但是
李巍却不这样认为，他先后写了《中国
制造型企业商业模式创新研究》《创业
基础》等，未来也将继续。

“发现自己的兴趣所在，并做自己
擅长的事；对工作而言，这也是判定它
是否适合的最重要标准。如果你能够做
到事半功倍，就说明你适合干这个事；若
你花了很多时间很努力还是做不好，那
么你可能不适合干这个事。人最重要、
最开心的是找到自己本来的位置。”对于
李巍而言，教书育人、研究探索、服务社
会就是他适合干的事情，就是喜欢并擅
长的事情。人生是一场长跑，重要的是
我们要走在自己的时区里。

▲李巍团队荣获“十佳科创团队”。
▶赛车手李巍。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