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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新经济时代的来临，商业、技术和人文三者间融合不断深入，地方应用型高校的新商科人才培

养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新商科教育必须满足新经济发展需要、商科教育创新要求以及把握商学国际交流趋势，充

分考虑新时代商科教育的商科性、地方性、应用性、社会性及复合性，明确人才培养的目标定位，从教育理念、培

养模式、学科融合、教学方法及师资团队等方面不断创新培养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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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以区块链、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

算、物联网、工业互联网、卫星互联网、虚拟现实

( VＲ) 和 5G 等为代表的新技术广泛应用，由信息

技术革命和高新科技产业驱动的新经济正在崛起，

以知识驱动、智慧驱动和数据驱动为发展引擎的新

商业蓬勃发展，无人商店、无人银行、无人工厂、

虚拟产业园等智能业态持续涌现，电子政务、远程

办公、在线教育、互联网医疗和直播电商等在线服

务急剧增长，数字货币、投贷联动、股权众筹等科

技金融逐渐普及。商业、技术和人文三者融合越深

入，新商业文明的主体特征和生态环境越鲜明，由

新技术、新产业、新模式、新业态、新商业和新经

济催生的新时代的来临就越快速。

“技术创新”驱动 “商业创变”， “商业创变”

需要“商科创新”。面对快速更迭的新技术和扑面

而来的新商业，地方高校尤其以商科为主的地方应

用型本科院校，如何适应创新型国家和数字中国建

设的战略需要，对接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 “一

带一路”发展倡议和区域经济的发展需求，将最新

最先进的企业生产实践快速转化为专业化的教育教

学体系，为新时代培养具备更宽国际视野、更强实

践精神和更高跨界整合能力的 “新商科”创新创业

人才，既是适应时代发展的顺势而为，也是探索改

革实践的迫切需要。

一、新商科的概念内涵

新商科是在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和新模式

的新经济时代背景下提出的一个新概念，也是全国

高等学校本科教育改革 “四新学科” ( 新工科、新

医科、新农科和新文科) 中新文科的关键构成。目

前学界对新商科的概念内涵尚未形成统一规范的界

定与 解 释。新 商 科 的 本 质 是 “商 科”， 取 向 是

“新”，既基于传统商科，又有别于传统商科，是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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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商科的重组和交叉、调整和升级、延展和创新。

新商科作为一种教育理念，不仅涵盖传统商科内涵，

还利用新技术、对接新经济、服务新商业、面向新

职业、培养新人才。

要把握新商科的内涵和外延，需着重理解以下

几点: 第一，新商科是融合现代新技术的教学理念。

与传统商科主要培养金融、财会、市场营销和物流

管理等专门人才不同，新商科侧重输出科技金融、

财富管理、数字营销和智慧物流等行业通用人才;

第二，新商科是引入产教融合新模式的培养方法。

传统商科产教需求单一、对接浅层，校企合作定向、

互助不足，新商科产教供需平衡、共育共享、战略

合作、互利双赢; 第三，新商科是突显中国理论与

方法、国情和特色的商学教育。传统商科理论和案

例大多源自英美德日等发达国家，新商科在吸收国

际先进教育基础上，更多立足于中国国情和区域现

状，挖掘国内案例，融入本土特色，总结东方理论，

解释、解决和指导中国的现象、问题和实践。

二、新商科人才培养的现实必要

回顾过往，商科的建立和商科教育的发展主要

取决于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一个

国家或地区的社会经济变革和产业转型升级会要求

与之相适应的商科建设。新商科人才的培养，正是

基于新时代背景的新提法，对当前经济社会的发展

具有独特的推动作用。

( 一) 适应新经济发展的需要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不断深入，我国

无论是在市场环境、规则建立，还是在企业组织架

构、管理水平等各方面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在新时代下，要适应社会新变化、经济新发展，高

校就必须不断提高商科专业人才质量，满足社会对

高素质商科专业人才的旺盛需求，培养出一批 “懂

市场、擅经济、精管理”的新商科人才［1］。

( 二) 满足商科教育创新的要求

世界经济面临“新旧动能转换” “数字化转型

需要”和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一代科学技术

席卷而来，新一轮产业革命势不可挡，重塑了我们

的生产和消费模式、生活和工作方式。我国的商贸

服务业进入消费升级、互联互通、大数据、云计算、

人工智能、共享经济和商业的 3. 0 时代［2］。商业创

变必然触发商科创新，驱动传统商科教育理念陈旧、

知识体系单一、教学模式固化和人才培养滞后的转

型、升级与创新。

( 三) 把握商学国际交流的趋势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不断推进与深入的进程中，

世界性的商业活动处于各国经济总量与增长中的关

键位置，具备全球视野与开放包容格局的国际化人

才是市场所需。地方高校在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

的同时，也要加强商科教育的国际交流与合作，顺

应全球高校商科教育发展的基本要求和共同趋势。

商科教育的国际化应加强培养学生的国际视野、世

界商德与全球商业思维，拓宽学生在跨国企业的实

习实践领域。

三、地方应用型高校新商科人才培养的目 标

定位

地方应用型高校商科教育同时涵盖 “商科性”

“地方性”和“应用性”三大特征。“商科性”意味

着要为经济建设助力， “地方性”意味着要为区域

发展服务，“应用性”则意味着要为实践解决问题。

地方应用型高校未来商科教育教学的改革阵地和人

才培养的主要方向是新商科，即由培养某一固定方

向专职人才的传统商科，转向行业导向的新商科，

强调行业特色及职业发展技能的培养，对照行业规

范和特色标准，修订人才培养方案、优化学科专业

结构、创新教育课程体系、更新教育教学内容、紧

抓实践教学环节。为适应社会经济的迅猛发展和科

学技术的快速更迭，新商科人才还应具备 “社会

性”和“复合性”。因此，地方应用型高校要培养

出具有较强适应能力和竞争能力的高素质新商科人

才，应在以下五方面做好新的综合定位。

( 一) 紧跟时代潮流，重塑商学内容

新技术、新模式和新业态的出现，重塑了传统

的商业模式和企业经营管理。在新的经济、社会与

时代背景下，新商科教育只有顺应商业文明的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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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程，拥抱新电商、新金融和新物流等新事物，才

能在新商科人才培养上赢得前瞻性的优势。具备时

代属性的新商科人才既要获取行业普遍适用的知识，

又要掌握岗位特有的才能。行业普遍适用知识需优

化现有学科和专业设置，岗位特有才能则应调整专

业方向与专业课程。改变过去一味追求学科知识体

系的完整性与系统性，基于新经济下行业发展的最

新要求来构建教育教学内容，是地方应用型高校新

人才培养的必由之路。

( 二) 贴合经济需求，培养社会能力

商科人才直接面向社会商业服务，具有很强的

社会属性。商科人才的培养既要满足行业需要，又

要满足社会发展需要，贴合我国重大战略需求，必

须突出其社会能力的培养，包括但不限于社会交际

能力、沟通表达能力、团队协作能力与终身学习能

力等; 注重素质教育，侧重培养学生诚信经商和承

担社会责任; 注重以文化人、立德树人，在重视学

生专业能力的同时，更加重视学生的综合素质，增

加人文素养，从根本上弥补过去商科教育中专业培

养过窄、人文熏陶不够、功利导向太强的缺陷。

( 三) 追求复合多面，要求“四位一体”

新商科内涵的多层次决定了新商科人才培养的

全方位和复合性。基于新商科的基本内涵，制定复

合型新商科人才的培养目标，是地方应用型高校的

首要任务。总体来看，具备复合属性的新商科人才

应满足“知识、意识、能力和素质”四位一体的新

要求: 一是拥有 “新知识”，除了新兴产业的专业

知识和各种社会科学的先进知识外，还包括语言、

数学、哲学和信息科学技术等基础知识，与科学、

技术、工程等高度关联、贯通融合的交叉性、多学

科知识，以及知识的理解、实践与创新; 二是拥有

“新意识”，即要有极强的创新创业意识，能够时刻

关注社会发展和行业发展趋势，及时把握先机; 三

是拥有“新能力”，即领导力、创新能力、跨界整合

能力和实践应用能力等，不仅能够将“新知识”“新

意识”转化为实际生产力，有效解决现有问题，还能

够及时预见未来问题，并提供对应的解决方案; 四是

拥有“新素质”，熟悉并遵守现代商业伦理，认可并

承担企业社会责任，传承并发扬优秀商业文明，理解

并包容不同民族文化，适应并开展新型组群服务。

( 四) 突显地方特色，服务区域发展

地方应用型高校由于其立足区域、辐射周边的

固有属性，关键目标应是培养地方新商科人才，服

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同时，地方的经济社会

发展实际也为新商科人才培养提供了教学实践基地，

为产教融合、协同发展创造了天然的条件。地方高

校一方面要熟悉自身所处区域的商业环境和产业发

展现状，培养“适销对路”的地方新商科人才，另

一方面又要利用好地方主导产业、新兴产业和特色

产业优势，持续丰富与更新新商科教育教学内容。

( 五) 注重实践应用，塑造综合素质

商科是一门理论性和实用性兼具的科学性学科，

它不仅要学习理论知识，也要在此基础上通过大量

的教学实践和现场实践来保障理论运用上的正确性

和商业问题处理上的精准性［2］151。它来源于社会经

济实践，又反过来应用于实践。这决定了新商科教

育对社会经济活动的强关联性、高敏感性和实践导

向，其人才必须具有较强的实践能力、从事某类专

业工作的一般技能以及从事相关岗位的核心技能，

在实践中运用科学理论和方法进行综合分析，制订

并实施解决问题的方案，持续将认识应用于实践、

由实践验证与升华成认识的循环往复过程，塑造出

新商科人才的综合职业能力。

四、地方应用型高校培养新商科人才的创新路径

( 一) 改变旧思想，形成新理念

在日常教育教学的各项领域中融入和贯穿新商

科教育的现代理念和先进思想，包括但不限于学科

专业设置、人才培养模式改革、课程体系建设、教

学内容更新、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改进以及教学管

理完善等，是知识与技术的深层连接，是商业、技

术和人文的全面交融。新商科教育在认识到新技术

的涌现会对原有商业业态产生影响，进而带来商业

模式的新变化基础上，彻底改变人才培养的旧思想，

形成新观念。在学科、专业建设上，能及时应对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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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发展的商务活动，优化课程设置，既关注通识教

育，也重视专业发展，引导和支持教师开新课、多

开课，并及时修订教材与课件; 在教学方法手段上，

借助多媒体技术、课程资源库、慕课等，把知识传

授与能力训练融为一体，使学生学习过程与研究过

程相统一，以此来丰富教学内容、提高学习效率、

提升研究能力。

( 二) 融通新机制，协同新模式

在整个教育教学改革体系中，人才培养模式改

革被认为最核心、最关键，能对其它模块改革提供

纲领性的指导。围绕新商科，再造以提高实践能力

为引领的人才培养流程，建立产教融合、校政行企

协同育人的人才培养机制与模式，实现专业链与产

业链的精准链接。

1. 构建“立交桥式”的产教融合和校企合作模

式。传统的校企合作局限在教学见习、毕业实习、

工学交替、校外基地建设等领域，缺陷明显，未来

的校企合作应加速发展、持续完善、不断深入，切

实过渡到产教融合、专业共建的新境地［3］。第一，

转变校企合作理念，从“十字路式”改造成 “立交

桥式”。校企双方在战略合作和优势互助的基础上，

实现资源、功能和体制等多方位的连接与共享，呈

现一个 “立体多维，四通八达”的校企合作新局

面; 第二，完善企业、院校和教育服务机构三方协

同机制，在联合实施教学、师资培养、课程开发、

设备投入四个方面进行深度合作与共建; 第三，推

进校企合作转型升级，从工商融合、共享平台建设

的基础能力阶段，过渡到理实一体、专业平台建设

的专业能力阶段，最终步入新商科实践育人综合体

的区域经济服务阶段。

2. 建立协同育人创新示范中心，酝酿校政行企

协同育人的社会化共育体系，打造新商科的教育生

态。第一，推进以学生为中心的启发式、合作式、

参与式的教育教学，引导学生自主选择专业、课程

和教师; 第二，开展独具特色的学习实践活动，包

括虚拟体验学习、创客实践指导、职业赋能训练、

商圈协作仿真、企业实习实训、地方产业交流和课

程定制培养等; 第三，立足本地，辐射区域，面向

现代服务业和新兴产业，结合产业环境和协同育人

诉求，发挥课程创新研发、培养项目示范、集中实

习实训、双创特训孵化、能力水平认证和区域人才

服务等六大职能。

( 三) 重构新专业，融合新学科

新零售、新金融、新管理、新制造等新业态接

踵而至，新体验催生新商业，新商业催生新的工作

岗位，新的工作岗位需要培养新的商科人才。因此，

地方高校必须强化专业、重构专业，以及再造专业，

进而完善新商科的专业与专业群教育。

1. 搭建通识教育、专业教育和学科教育交叉融

合的新知识体系。完善公共基础、学科基础和专业

三个层面的课程。第一，筑牢语数外、信息科学技

术等基础知识，灵活适应快速变化的各类职业; 第

二，掌握金融财会、经济管理相关的专业知识，做

到上手快、易就业; 第三，补充移动互联网、人工

智能、大数据等方面的理工科知识，应对新技术、

新业态带来的工作变革。打破学科专业壁垒，推动

人才大类培养，是新商科变革的必经之路［4］。

2. 构建工管结合、工学一体、产教融合的新专

业。第一，及时跟上产业与新技术发展的趋势和就

业市场的需求，基于新商科理念，立足区域特色，

创设新兴专业，塑造品牌专业，输送适应地方发展

的专业人才，提升地方院校的毕业生就业率与核心

竞争力; 第二，立足本校和本地区实际情况，设置

更多工管结合、工学一体、产教融合的双专业甚至

三专业的特色学院或者班级，如大数据+金融、大

数据+营销、智能会计等，促进新商科的学科融合。

3. 强化“专业+创业”的整体性、耦合性、层

次性和内聚性关联。第一，整体性关联要求对专业

教学与创业教育进行全局规划和顶层设计; 第二，

耦合性关联呼吁在专业教学全过程中融入创新创业

意识、知识和能力教育; 第三，层次性关联号召专

业教学与创业教育的各层次相互对应和逐渐升级，

在专业教学初期进行创业管理概论普及，在专业教

学后期开展创业孵化实践; 第四，内聚性关联提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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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变专业被动就业为自身主动创业观念，鼓励、引

导和支持有创业想法、创业机会、创业资源和创业

能力的学生开创新事业、创办新企业［5］。

4. 打造新商业模式下的优势特色新商科专业

群。第一，重新设计和精准界定经管专业大类中各

专业的内涵与外延，精准分析新商业产业链和生态

圈的业态与图谱，加速建设电子商务 ( 跨境电商、

移动商务、商务数据分析与应用) 、金融管理 ( 互

联网金融、科技金融) 、旅游管理 ( 智慧旅游) 、市

场营销 ( 新零售) 、应用统计 ( 数据挖掘与分析) 、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 区块链、云计算、人工智能、

大数据) 等融合新技术前沿的优势特色专业群，满

足新商业人才培养需求; 第二，瞄准新商科产业上

下游供应发展链条，以新商科的核心专业为主体，

围绕核心专业，整合相近专业，重组相关专业，参

照服务产业链的关联度动态调整，实现专业群内各

专业的与时俱进以及各专业间的相辅相成。建立以

专业集群协作组织为重点的校政行企合作机制，根

据协同创新、合作共赢的目标，建立产业集群与专

业集群对接合作的有效载体，完善教学科研联合体

内及其与产业集群之间的协同机制［6］。同时根据评

估的要求，抓好专业集群内容的主体和内涵建设及

专业的条件建设，有效形成重点的专业集群。

( 四) 融入新技术，应用新教法

近年来数字技术的发展加速了信息化教学的广

泛应用，重塑和颠覆了传统的商科教育，包括但不

限于其课程设计思路、教学实施过程和知识传播渠

道等。未来的新商科应采取线上与线下深度融合的

教学手段，利用学生为本、教师为辅的教学模式。

第一，广泛应用“云课堂” “云学习”和混合式学

习等在线教育方式，拓宽学生获取知识的空间，灵

活安排学生学习课程的时间，让学生在分散化地点

和碎片化时段皆能共享丰富的教学资源; 第二，大

力推行多样化的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方法，例如体

验式、参与式学习等; 第三，积极创建基于情境、

交互、体验和反思的智慧学习工场，尽早实现新商

科教育教学的场景化、智能化和定制化。

( 五) 组建新团队，培育新师资

地方应用型高校新商科教育要完成融合新技术、

组建新专业和讲授新课程等任务，培养应用型、创

新型和复合型等人才，须组建一支有较高教学科研

水平、专业技术与社会服务能力的师资队伍，培育

一批双师双能型教学骨干。大体上，可以采取 “引

进来、走出去”的策略。第一，分层次、分类型开

展培训，让传统的专业教师逐渐转型为知识复合、

专业复合以及学科复合的教师; 第二，在校企合作

与产教协同过程中，有计划地安排专任教师前往对

应的企业轮岗轮训和实践锻炼，达成校企师资的共

培共育; 第三，从社会引进一批拥有跨学科教育背

景的高层次人才，从企业聘用一批兼职产业教授，

优化新商科师资队伍的整体水平。

地方应用型高校要建设新商科、培养新商才、

服务新商业，必须先认识到培养新商科人才的必要

性与重要性，明确新商科人才的培养目标与战略定

位，并在此基础上从教育教学理念革新、人才培养

模式改革、学科专业建设、信息教育方法和双师双

能师资建设等多途径发力，及时跟上区域产业发展

的趋势和就业市场的需求，主动适应新技术、新产

业、新模式、新业态和新经济催生的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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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arrival of new economy era，the integration of commerce，technology and humanities is becoming
deeper，and the cultivation of new business talents in local applied universities is facing new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New business education must meet the practical needs of new economic developmentand business
education innovation，grasp the trend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exchanges，fully consider the target positioning of
business，local，applied， social and compound nature; innovatively clarify the cultivation paths in terms of
educational concepts，training models，discipline integration，teaching methods and faculty tea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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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ervation and Emission Ｒeduction in Fujian Province

—Based on Three－Stage SBM－DEA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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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energy demand of Fujian province continues to increase under the influence of industrialization and
urbanization，and the efficiency of energy－saving and emission reduction is still worth examining. At the same time，

it lays the foundation for better realizing the 13th five year plan energy conservation and emission reduction target and
improving the economic level of Fujian Province. In this paper，the three－stage DEA－SBM model is used to evaluate
and analyze the efficiency of energy conservation and emission reduction in different cities in Fujian Province. It is
found that there a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he efficiency of energy conservation and emission reduction between
different regions in Fujian Province. Among them，the efficiency of energy conservation and emission reduction in
Fuzhou and Xiamen reaches strong DEA efficiency，while that in the other seven cities is relatively weak. Therefore，

this paper calls on Fujian Province to promote the spirit of cooperation and sharing，achieve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all regions，and finally achieve the high efficiency of energy conservation and emission reduction in
the whole province.
Key words: energy－saving and emission reduction; three－stage DEA－SBM; SFA regression

( 责任编辑: 杨成平)

182020 年第 5 期 陈增明，等: 地方应用型高校新商科人才培养创新路径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