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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数字经济时代对经管类专业人才培养提出了新的迫切需求,经管类专业人才不能只懂商学、只

学经管。新文科建设要求经管类高等教育与工科、理科、技术相融合。结合民办高校应用型人才培养

理念,探讨高校经管类人才培养的困境与策略,助推新文科背景下经管类专业人才培养模式产生实质性

进展,为新文科建设提供经验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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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era of digital economy, there is a new and urgent need for the training of economic and 

management professionals. Economic and management professionals should not only understand business and 

only learn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The construction of new liberal arts requires the integration of 

economic and management higher education with engineering,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mbined with the 

training concept of applied talents in private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dilemma and 

strategy of the training of economic and management talent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promotes the 

substantial progress of the training mode of economic and management professional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new liberal arts, and provides empirical evidence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new liberal a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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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新文科是相对于传统文科而言的,倡导突破传统文科的思

维模式,促进多学科交叉与深度融合,推动传统文科的更新升级,

从学科导向转向以需求为导向,从专业分割转向交叉融合,从适

应服务转向支撑引领。然而对于地方应用型高校中的文科类专

业,财会类专业居多,学生大多是文科学习背景,在推进多学科

交叉融合就存在较大的困难。那么,新文科的人才培养理念如何

落实在教育实践中并引领经管类专业走上一个新台阶呢？深化

产教融合、促进校企合作,以产业需求推动学科专业的转型与发

展,就成为经管类专业实现转型升级的重要途径。龙头企业与高

校共建产业学院,是 近较为常见的校企合作模式。 

1 文献综述 

关于新文科建设思路下的人才培养模式研究,学者们主要

就新文科建设的目标与内涵、建设路径、效果评估等方面进行

了大量的研究,如王晰巍(2021)提出新文科是对传统文科的提

升,并试图打破专业壁垒和学科障碍,以广博的学术视角、开阔

的问题意识和深厚的学术积累,为学生提供更契合新文科时代

背景需求的综合性、跨学科和融通的知识结构；金波(2021)提

出“立德铸魂、技术应用、数据赋能、学科交叉”等新文科建

设思路；崔延强等(2021)提出新文科建设的三个关键步骤“探

索文科专业的新方向、创新文科人才培养的新模式以及凝练人

文社科的核心功能与素养”,并提出跨学科联合培养模式、以多

科学集群为基础的现代书院制度以及践行“传统文科+”的转型

升级的人才培养思路；王仕勇(2021)提出突破管理模式,推进跨

界协同育人的建设思路。 

在有关人才培养模式的研究文献中,产教深度融合出现的

频率 高。研究表明,产教协同模式是高质量创新人才培养的有

力推动形式,薛勇(2020)提出可从专业与产业深度契合、课程与

企业实践深度整合、评价与目标深度结合、制度与探索深度联

合等路径产教深度融合；谢学等(2020)提出构建“融合发展、

人才联动、资源共享、课程共建”的应用型人才培养共同体,

基于产教深度融合的人才培养模式；张国平(2021)提出重构“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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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术+思维”的课程和能力结构体系。项杨雪、陈劲(2020)

构建了由联结性、互动性和网络效应三维度构成的产教融合分

析框架。吴画斌、徐庆瑞等(2019)提出数字经济背景下创新人

才培养的“三核”驱动模式。产教融合具有双向融合、双赢融

合和全面融合的特征,但在实践中,产教融合深度还远远不够,

如何落实产教深度融合,如何在人才培养模式中实现产教深度

融合、良性互动、协同发展,依然是摆在高等教育工作者与企业

面前的一个难题。 

综上所述,新一轮的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迅速推动高等教

育结构性改革,新文科建设对经管类专业人才培养提出了新的

挑战。然而,学界对新文科建设背景下经管类专业人才培养模式

的研究成果并不多。 

2 新文科建设背景下经管类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探索 

2.1新文科背景下经管类专业应用型人才培养的新目标与

新内涵 

通过多次走访企业与专家研讨,新文科与传统文科的区别

就在于,传统文科在以职能纵向划分的思路下,使得各专业之间

形成严重壁垒,这一划分方式尽管在专业深度上达到了培养目

标,学生在本专业领域内获得了更深刻与广泛的知识储备,如人

力资源管理专业的学生对招聘、绩效、薪酬、培训等模块的理

论学习与实践都非常熟悉,但对战略管理、营销管理、财务管理

却十分生疏,显然专业之间的壁垒又构成了毕业生就业后纵向

发展的障碍。经调研,很多学生及家长热衷于选择财会专业的原

因就在于,家长们认为财会专业的专业壁垒更高,与其他专业相

比,专业技能更扎实；毕业后想从财会专业转型到其他专业是较

为容易的,但要从人力、工商、营销等专业转型到财会专业却较

为困难。由此可见,传统文科专业的划分,使得专业人才过度专

业化,在企业中难以承担真正的管理者角色。因此,贯彻落实新

文科建设理念,削弱和打破专业壁垒迫在眉睫,经管类专业人才

不仅要打破领域内的专业壁垒,更要有行业依托和业务背景。 

综上所述,新文科背景下经管类专业应用型人才培养的新

目标与新内涵,就是经管类专业人才要不仅懂经管、还要懂基础

业务,学生毕业后能够通过适当的行业技术培训,结合经济管理

理论迅速承担起基础业务的辅助决策与管理工作；学生毕业5

年后能够独立承担组织的管理与制度建设工作。 

2.2新文科建设背景下经管类专业人才培养的基本框架 

如图1所示,基于新文科背景下经管类专业人才培养的新内

涵,在培养模式中应以学生为中心,从经管类专业基础知识与核

心知识为出发点,横跨经管类各专业进行融合,尽可能弱化专业

边界,打通管理职能壁垒,使得学生不仅具有较为扎实的专业核

心能力,还了解相关职能部门的基本业务,在需要的时候能够通

过进一步学习而快速胜任；适量融入数据思维类课程,培养学生

具备数据思维,融入课程思政,培养学生良好的价值观与世界

观。纵向打通企业与高校之间的壁垒,由高校牵头与企业合作开

发新课程(理论课程、实验课程等),出版新教材(融入行业知识),

建立校企合作实习基地,引导推动学生进入企业实践,参与企业

运营,了解相关行业发展情况及相关业务知识,锻炼学生专业能

力,提高学生就业能力。 

 

图1  新文科建设背景下经管类专业人才培养的基本框架 

2.3新文科背景下经管类专业产教融合的方式 

调研得知,大多数地方应用型本科院校,都由于缺乏行业背

景而陷入无法确定专业特色的困境之中。由于学校教师的专业

背景也较为单一,没有产业经验,因此在多学科交叉融合方面就

显得有心而无力。近年来,教育部提出的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的

方式,受到很多应用型本科院校的青睐,尤其是经管类专业。产

教融合成为打破专业壁垒、加强专业融通的重要渠道。通过校

企合作的方式将企业搬进校园,通过企业导师、驻校导师等方式,

将企业实践引入课堂教学,使学生既能学习理论知识,又能接触

到企业运营实践,这就实现了不降低专业学习深度的基础上又

打破了专业壁垒,使学生了解到专业之间是如何合作的,企业运

营中各专业又是如何发挥职能优势的。一方面增强了专业自信,

又加强了校企联系,使得专业发展与高校教育更加贴近企业实

际需求。 

基于此,本文借鉴“学、练、创、产”的思路,提出通过“一

年级夯实基础知识、二年级校企联合培养专业技能、三年级引

导学生理论+创新实践、四年级校企联动助高质量就业”的方式

实现校企双主体、融合双赢,助推高质量应用型人才培养,以实

现新文科建设的总目标。 

如表1所示,一年级与二年级作为理论培养的主阵地,通过

人文素养课程、政治理论课程塑造学生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价

值观和人生观；通过经管类基础课程的理论教学,夯实理论基

础；通过课程思政与专业基础课程的强化学习,帮助学生形成良

好的职业素养,同时为学生开展专业技能证书的备考辅导,鼓励

学生参与学科竞赛,锻炼学生理论实践能力；三年级与四年级,

作为专业技能培养的主要阶段,通过专业核心课程的讲授、企业

导师带领实验实训以及企业参观实习,帮助学生深度了解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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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在企业实践中的作用,强化学生专业自豪感,加强学生就业

意识,同时打破学生专业壁垒,使学生全方位了解到经管类专业

的魅力。 

表1 产教融合模式下的经管类专业人才培养 

培养阶段 培养目标 培养方式 考核与评价

一年级

人文素养与价值

观培养

懂经管基础理论

以高校教师理论授课为

主,强化课程思政

校内评价；以课程成绩为

主,以课外 10学分为辅；

二年级
政治理论知识

懂专业基础业务

以专业教师理论授课、校

内实验实训为主,强化技

能证书与学科竞赛

校内评价：以课程成绩为

主,加大实验实训课程比

例,强化学生理论基础；

三年级

专业技能培养及

创新实践

能辅助决策

以企业导师授课、企业参

观与实习为主,强化专业

技能证书考试

校内评价与企业评价相

结合；以课程成绩、实习

鉴定与评价为主,继续加

大实验实训实习的课程

比例；

四年级

强化社会实践、

联动促进就业,

能协助管理决策

校企联动促进高质量就

业

以企业考核为主,进一步

加大就业实习的比重；

 

2.4产教融合模式下经管类专业人才培养的效果评价 

产教融合的人才培养模式,就是产业与教育共同参与培

养过程。那么在培养效果评价中,也应多方参与。一方面,评

价的范围不仅要包含学校教育的部分,还要包括企业教育的

不部分；另一方面,评价不能一刀切,效果评价实际上就是绩

效考核,就是对教育参与者的绩效考核,因此也需要分阶段考

核；此外,既然是绩效考核,就一定要有绩效反馈与绩效沟通,

以及下一轮的绩效计划与绩效辅导的环节。因此本文提出要

构建“阶段考核、多方评价、联动激励”与“严考核、高奖

励”相结合的考评激励机制；此外,考核对象不仅仅在于学生,

也要将各教学单位、参与联合培养的企业纳入考核中来,以考

核落实责任,以考核传递压力,保证产教融合质量与效果,助

推新文科建设。 

3 结语 

新文科是以全球新科技革命、新经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进入新时代为背景,突破传统文科的思维模式,以继承与创

新、交叉与融合、协同与共享为主要途径,促进多学科交叉与深

度融合,推动传统文科的更新升级,从学科导向转向以需求为导

向,从专业分割转向交叉融合,从适应服务转向支撑引领。深化

产教融合,促进校企合作、协同育人是提高应用型人才培养的重

要举措,也是顺应新文科建设的重要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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