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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商科专业教育改革的逻辑起点与实施重点

朱璋龙，苑 梅

( 无锡商业职业技术学院，江苏 无锡 214153)

摘 要: 新商业对人才新需求是商科专业教育改革的逻辑起点。通过调查，用人企业需要的新商科人才

要具备诚实守信、跨界复合、创新引领、数据与互联思维等特征，新商科专业教育改革的实施重点就是要为培

养学生的这些特征而构建科学的课程体系。学校遵循适岗性、协同性、创新性、开放性和实践性等原则，对课

程体系进行模块化设计，构建通识教育、职业基础、专业核心、职业拓展 4 大课程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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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Logical Starting Point and Implementation Focus of
Education Ｒeform for New Business Specialty

ZHU Zhang-long，YUAN Mei
( Wuxi Institute of Commerce，Wuxi 214153，China)

Abstract: The new demand of new business for talents is the logical starting point of business education reform． The
survey shows that the new business talents needed by employing enterprises should be of honesty and trustworthiness，
cross-border compound，innovation leading，data and interconnection thinking，and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new
business professional education reform focuses on building a scientific curriculum system to cultivate these character-
istics of students． This paper suggests that schools should follow the principles of post adaptability，collaboration，in-
novation，openness and practicality，design the curriculum system in the talent training program in a modular way
and construct such four curriculum modules as general education，vocational foundation，professional core and career
development．
Key words: new business; talent training; logical starting point; implementation focus; curriculum system

当前，新一代信息技术快速发展促进商业创新

层出不穷，社会进入了新商业时代。但是商科教育

未能跟上新商业时代对商业人才的新要求，急需深

化改革，把新技术带来的挑战变为创新发展的机遇，

创新人才培养规格和培养路径，赋予商科专业新的

内涵，让商科专业教育真正全面承担起培养新商业

发展所需人才的时代重任。商科专业教育改革方向

在哪? 我们应在理论指导下理性思考，厘清商科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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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改革的逻辑起点和实施重点，让商科专业教育改

革更加符合实际需要，并能更有成效。
一、建设新商科的动因

( 一) 新技术推动新商业

究竟什么是新商业? 新商业是全球化、智能化、
个性化时代，以“大智移云物”技术为支撑，以智能

化智慧化服务为手段，以全球一体、线上线下、跨界

融合、交互发展为特征，采用全新商业模式、服务方

式和管理方式的一种商业新形态。新商业有两种表

现类型，一类是传统商业的技术革新和运营形式更

新; 另一类是随着新技术发展而产生的新兴商业，

“越来越多新创企业起步于商业模式创新”［1］。新

商业呈现“跨界融合”的新态势，甚至工业组织都成

为商业的一部分。新商业组织权责下移，内部市场

化，允许冗余，重视生态合作，非核心流程外包，拥有

大数据就相当于拥有了新的生产资料，新商业生态

成为主流形态。商业正在悄然地以“非中心化”的

模式构建新社会生活，形成新商业环境。
( 二) 新商业促生新商科

正是由于新商业对商科人才特质提出新要求，

新商科应运而生。与传统商科教育按照专项职能进

行教育不同，新商科主要是“培养一线经营管理人

才，这类人才是面向现代服务业中的复杂人 ( 群) 、
以知识和管理能力为支撑、以管理服务为主要产品

的素能本位、多重结合、阶梯递进、理实一体的基层

管理人才”［2］。新商科在内涵发展上有两个方面: 一

是对原有商科专业赋予新内涵，传统商科专业内涵

与外延发生了显著变化，探索人才培养模式和教学

研建设，制定新的人才培养方案，融入新商业最新经

营管理实践，采用基本成熟的最新教育技术，业务场

景与教学场景相结合，工作任务与学习任务相结合，

建设新课程; 二是建设新的商科专业，我们认为需要

建设新商业技术类等 4 类新商科专业，具体如下。
一是技术支持新商业类的商科专业。当前基础

设施进入智能时代，给传统商业赋予了新的发展内

涵，就是应用“大智移云物”等新基础设施开展新型

商业运作，因此新商业人才具备智慧思维、数理统计

与分析已然成为数字商业时代的基本技能，由此，催

生了连接智能、协同泛在以及共享信任的新商科专

业，例如商务数据分析与应用、云计算技术与应用

等，其中带有“技术应用”字样的新工科专业在与商

科的融合发展中获得更加蓬勃的生命力。
二是新商业模式类的商科专业。新商业具有个

性化定制、多品种、小批量等特点，核心是柔性生产

方式，使商业模式创新得以便利化，推动大众创新，

万众创业。在具有客户导向、员工能动、资源共享以

及数据驱动的新商业场景背景下，出现了连锁化、直
销化、上市化、金融化等新商业模式，由此，催生了以

客户需求为中心、以企业联盟为载体的新商科专业，

例如电子商务、金融科技应用、移动商务等。
三是新商业组织管理类商科专业。在以客户价

值形态为主体的传统企业形态向以利益相关者价值

形态为特征的背景下，商业企业从金字塔的组织结

构向扁平化发展，从职能型到矩阵型转变，企业形态

扁平化促进了企业灵活化，由此，催生了促使企业将

部分职能进行转移外包的新商科专业，例如中小企

业创业与经营、服务外包等。在新版专业目录调整

中，原会计专业更名为大数据与会计，也属此类。
四是新商业传播类商科专业。社会生活的变化

促进商业变化，变化形式表现是广而告之的变化。
产品创新时代的消费升级与客户运营时代的客户体

验促使消费者倾向于选择具有感情色彩浓郁和产品

特征鲜明的商品，由此，催生了激发消费者利益点并

动员消费者购买的新商科专业，例如视觉传达设计、
虚拟现实技术、展示艺术设计等。

二、新商科专业教育改革的逻辑起点

所谓逻辑起点，是指该理论的起始范畴，往往以

起始概念的形式来表现［3］。新商业对人才新需求是

商科专业教育改革的逻辑起点。传统商科专业趋于

职能导向，新商科专业趋向行业导向，培养支撑行业

发展的掌握新技术的相对全面化人才，工作中所需

要的能力基础变得更加宽，能够适应职业群的复合

型能力，特别是创新思维和能力显得比以往任何时

候都更为重要。新商业发展带来人才需求新变化，

新职业不断涌现，以小程序、微视频等为代表的新商

业物种的诞生，形成了数据分析师、机器人摄影师等

一系列新兴职业。为适应新商业带来新变化新要

求，需要厘清新商科人才的基本特质，商科专业教育

要瞄准新商科人才特质进行改革，就是说新商科专

业教育改革应该紧紧围绕这个逻辑起点而展开。
为探究行业企业究竟需要什么样的新商科人

才，新商科人才有何特质，本文以企业需求为出发

点，开展深入访谈和问卷调查，对新商科人才进行准

确“画像”，建构不同于传统型的人才培养方案。通

过立意抽样深访了 18 位商业人士，形成初步概念，

设计调查问卷，进行问卷调查，共收回 168 份有效问

卷，调查对象来自贸易类、金融证券业、除金融证券

和贸易类之外的其它服务业和制造业等。被调查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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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中，员工人数规模分布大体合理，包括了大中小微

型企业( 见表 1) 。
表 1 被调查企业性质和规模( N = 168)

企业所属行业

选 项 比例 /%

企业规模

选 项 比例 /%

制造业 3. 57 20 人及以下 11. 91

金融证券业 3. 57 21 ～ 50 人 19. 05

贸易类 7. 14 51 ～ 200 人 20. 83

其它服务业 54. 17 201 ～ 500 人 17. 26

其 它 31. 55 501 ～ 1000 人 10. 12

1000 人以上 20. 83

通过调查，得出新商科人才要具备以下特征:

一要具备诚实守信的道德特征。调查结果显

示，企业对新商科类毕业生的素质要求中，遵纪守法

选项占 54. 17% ，诚实守信选项占 58. 33%。深度访

谈结果也显示新商科人才首要的特质是诚实守信、
勇于担责。访谈对象认为新商业的突出特质之一就

是确立新商业价值观，既要继承传统商业的优点，不

缺斤少两，不以次充好，又要在创新商业技术和商业

模式中不利用技术漏洞，不突破底线。
二要具备跨界复合的知识特征。对新商科专业

人才培养需要跨界融合及融合领域选项的回答中，

81. 55% 的被调查者选择了行业之间的跨界复合。
访谈对象表示，新商科人才要掌握跨界复合、分析预

测的知识。新商业时代，创新成为企业发展的战略，

创新的领域更多地集中在多学科交叉地带。可以

说，随着当今信息化社会和知识经济发展，知识整合

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因此，特别需要新商业从业

者能够综合运用跨专业学科领域知识，把握新商业

发展趋势，掌握运用新商业规律，实现商业创新。
三要具备创新引领的智力特征。企业对新商科

毕业生的能力要求中，被调查者中认为学习能力和

创新能力重要的分别占 95. 83%、92. 27%。同时，深

访对象表示，新商科人才要具备良好的创新能力、学
习能力。新商业是创新性、颠覆性、前瞻性的业态和

模式，想要引领、创新、弄潮新商业，新商科人才就得

了解新商业技术和知识，能够把握新商机，具备很强

的学习能力，善于接纳新事物，并能够加以创新。
四要具备数据与互联的思维特征。对于新商科

与传统商科相比较的不同之处，被调查者中选“新思

维”选项的占比达 80. 95%。深访对象认为，新商科

人才要特别具备互联思维、数据思维。“互联”背景

下，新商业以大数据、信息技术为支撑，数据具有价

值性。新商科人才要具备利用互联网工具和数据分

析技术挖掘大数据价值的能力，以互联思维审视思

考，理性地对商业大数据进行处理和分析，把握商业

发展趋势和规律，从而实现产品创新和服务创新。
五要具备强执行高沟通的情商特征。企业对新

商科毕业生的能力要求中，97. 02% 的调查对象认为

沟通表达能力重要，90. 48% 的调查对象认为良好的

团队合作精神和服务意识是新商科人才的突出特

征。深访对象认为，新商科人才要善于自我认知、自
我控制以及善于沟通。新商业呈现出一种个性化服

务特征，需要从业者有较高的情商，认识自身，自信，

自我控制，并处理好人际关系。
综合而言，新商科人才是能够适应新商业发展

需求的人才，有着敢于担责、诚实守信的职业道德，

具有互联和大数据的思维特征，掌握新商业技术，拥

有善于创新、终身学习和良好沟通表达的智力结构，

具备跨界复合知识结构和高情商，是创新型、知识

型、复合型人才。培养这种适应时代要求的人才是

新商科专业教育改革的落脚点和核心任务。
三、新商科专业教育改革实施重点

新商科专业教育首先考虑人才培养目标区别于

传统商科专业教育，当然会导致学习内容、培养模

式、教学组织形式、学习评价等方面的新变化。传统

商科教育与新商科教育的区别见表 2。
表 2 新商科教育与传统商科教育的比较

项 目 传统商科教育 新商科教育

培养目标

培养适应传统商业模

式的标准化、专业化

人才

培养具有数据思维和智能

化技术的能够适应新商业

模式的创新型、个性化人才

教学内容
传统商业模式运行的

相关知识体系

新商业模式运行的带有数

智型特征的相关知识体系

人才培

养模式
学校教育 产教融合教育

教学组

织形式

讲授式为主，重在有

目的、有计划、有组织

地讲授传统商业知识

体系

研讨式、项目化为主，重在

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地

与学生一起建构新商业知

识与技能体系

师生关系

教师传授并进行学习

督导，学生被动接受

为主

教师指导学习并成为学习

伙伴，学生主动建构为主

学习成

果评价

以考代评，有标准化

答案

多元评价，以评促学，个性

化学习成果

( 一) 新商科专业教育改革应把握的原则

基于以上区别，开展新商科专业教育改革应该

遵循以下基本原则。
一是坚持适岗性原则。新商业发展对人才的需

求是新商科专业改革的逻辑起点，就是要求新商科

·36·



人才培养紧紧围绕新商业新要求，剖析新商科人才

的就业领域以及岗位，以此构建新商科人才培养方

案，促进学生岗位能力的培养。
二是坚持校企协同性原则。新商科教育改革要

将企业发展中所需的人才与高职院校的人才培养供

给有机结合，分析适应产业升级与产业转型发展所

需的人才特质，按照企业需求开展产学合作，使新商

科人才培养具有企业参与教学全过程的特色。同

时，企业高水平人员参与专业课程教学，以培养适应

新商业发展需要的人才。
三是坚持创新性原则。与传统商科教育不同，

要在新商科专业教育改革中，特别是构建新的培养

体系过程中加大创新力度。为达成新商科人才培养

目标，需要创新商科教育的人才培养目标和培养规

格，更需要创新教学方法手段，强化企业参与，改革

传统的教学过程和模式，构建教学活动要素之间的

新关系，增强教学要素中新商业、新技术的技能化基

因，以及构建新型的课程体系等。
四是坚持开放性原则。整个专业教育秉持开放

性原则，吸纳多元主体参与育人全过程，增强办学活

力。根据人才培养需要，把经营管理教育与新商业

技能培养有机地结合起来，建立新商业技术、新商业

基础公共课程模块与多个专业彼此共用的课程体

系。课程体系构建的开放性也包括跨界性，即课程

内容设置需要体现跨专业、跨知识和跨能力的原则。
五是坚持实践性原则。新商科专业人才的培养

特别强调实践能力发展，顶层设计培养过程与制订

专业人才培养方案时，要特别强调技能训练，紧紧瞄

准新商业职业能力进行设计，并结合 1 + X 职业技

能等级证书，完善实践教学体系。通过对接职业岗

位群人才技能要求，梳理技能点，构建完善的实践教

学目标和内容体系，夯实学生职业技能培养基础。
( 二) 新商科人才培养课程体系的模块化设计

新商科专业教育是系统性教育改革，涉及到重

定育人目标、重构教学内容、优化育人模式等，但是

各种改革措施和内容最终都要深化落实到人才培养

的纲领性文件———人才培养方案之中。因此，新商

科专业教育改革实施重点是制订一份适合的人才培

养方案并切实执行。而课程体系又是人才培养方案

最核心的部分，没有逻辑清晰、结构得当的课程体系

就没有科学合理的人才培养方案。故此，本文重点

为构建适应新商科人才特质的人才培养课程体系。
一要注重基础素质培养，构建新商科通识教育

课程模块。新商科通识教育课程主要是培养学生未

来职业生涯中继续学习和终身学习的能力，强化对

新商业所需基础素质的养成，涵养高尚的道德情操、
提升健康优美的身心素质、助力学习成长。主要开

设公共基础课程和素质教育选修课程，并且根据不

同商科专业学生基础实际，选择不同内容，聚焦新商

科人才基础素质培养目标，实施灵活教学。
二要强化新商科通用技术能力培养，形成新商

科职业基础课程模块。新商科职业基础课程培养从

事新商业的基础职业能力，拓展学生经济、管理等新

商业通用知识和能力，培养学生互联网、大数据等多

种思维。按照新商科专业群的思路确定底层共享课

程模块，打通专业间共有知识和技能通道，改造传统

商科教育课程，开发新课程，提升岗位迁徙能力。
三要突出新商科专业核心技能培养，形成新商

科专业核心课程模块。新商科岗位 ( 群) 对技术技

能提出更高要求，构建新商科专业课程体系要细化

不同专业核心技能目标，理顺技能点之间的不同，归

纳技能点模块从而形成专业核心课程模块，增强学

生在新商业领域的岗位胜任优势。培养学生专业特

长，满足学生不同发展要求，夯实职业核心能力培养

基础。特别要系统设计实训项目体系，开设“分段

式”“集中式”“项目化”的教学做合一专项实训，促

进新商科专业学生更好地生成职业能力。
四要注重新商科人才职业能力成长，构建新商

科职业拓展课程模块。新商科职业拓展课程培养学

生的持续专业发展和创新创业能力，既要注重学生

毕业后从事新商科能力培养，也要为持续学习终身

学习打下坚实基础，拓展学生的职业发展空间。开

设的课程，既要能够促进专业能力可持续发展，教学

内容包含最新商业模式、产品与服务创新和新商业

技术的进阶等，又要纳入运筹、管理、统计等跨专业

教学内容，为学生储备职业生涯的跨界复合能力。
( 三) 基于新商科专业人才特质的课程设置

根据新商科人才特质和课程体系构建的原则，

设置新商科人才培养课程模块。
新商科通识教育课程模块。该模块的主要目的

为培养新商科人才诚实守信的道德品质，商业领域

数学运用能力，计算机应用能力，以及语言沟通能力

等，课程设置主要包括高等数学、大学英语、商业诚

信、人际关系管理等课程。该模块约 40 学分。
新商科职业基础课程模块。该模块的主要目的

为夯实新商科人才职业基础开设共同修习的课程，

培养新商科专业学生基本技能，体现新商科人才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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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心理资本不能作为学业压力和主观幸福

感的中介变量

心理资本作为学业压力和主观幸福感的中介作

用并不明显。主要原因可能是学业压力、心理资本

和主观幸福感三者彼此之间的相关性都非常显著，

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心理资本的中介作用。心理

资本虽然不能起到显著的中介作用，但是其与学业

压力和主观幸福感都存在显著相关性，心理资本可

以显著预测主观幸福感。心理资本作为内在的心理

能量，可以充分调动积极资源，有效抵抗外在挫折，

在缓解学生学业压力、提升学生主观幸福感水平方

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面对较高的学业压力时，如何确保高职生主

观幸福感处于正常水平，心理资本发挥了重要作用。
高职教育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一是进行情绪

管理教育，帮助其保持乐观的生活态度，既能积极面

对困难与挫折，也能及时处理不良情绪; 二是进行挫

折教育，帮助其学会采用积极的心理防卫机制增强

抵抗逆境的心理韧性; 三是进行自我认知教育，帮助

其正确认识自己的优势和不足，增强自我效能感; 四

是进行人格品质教育，培养其真诚、勤奋、坚毅、勇敢

等积极品质，树立积极的人生价值观; 五是进行人际

关系教育，帮助其建立良好的社会支持系统，及时缓

解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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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思维与数据思维交叉融合的特征，课程设置主要

包括商务数据采集与分析、大数据技术应用基础、云
计算应用基础、商务礼仪与形体训练等课程。该模

块约 30 学分。
新商科专业核心课程模块。该模块的主要目的

是培养新商科学生的专业初始就业岗位胜任力，含

专业实践课程，并嵌入新商业技术应用的内容，以提

升运用新商业技术处理业务的能力等，课程设置主

要包括专业核心主干课程、专业综合实训课程、毕业

顶岗实习等。该模块约 40 学分。
新商科职业拓展课程模块。该模块的主要目的

为进一步提升新商科学生的专业能力，培养新商科

人才跨界复合能力等，课程设置主要包括管理学、经

济学、统计学、运筹学、组织行为学等课程，还包括职

业技能实训、虚拟仿真模拟实训、跨专业综合实训

等。该模块约 30 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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