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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才培养与区域经济的良性互动

经济发展的程度是衡量一个区域综合实力的重

要方面，区域的经济要发展，人才是关键，教育是基

础，经济发展需要教育［1］。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关

键是人才培养模式的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是学校为

学生构建的知识、能力、素质的结构，以及实现这种

结构的方式，集中体现了高等教育的教育思想和教

育观念［2］。

人才的培养，尤其是高能力、高标准的应用型人

才的培养是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驱动力，高等教育

以市场和社会需求为目标，面向经济建设、社会进步

和企业需求，将教学、科研与人才培养有机结合，为

区域经济发展提供长期有效的智力支持和人才支撑，

实现人才培养与区域经济发展的良性互动。

区域经济为高等教育的发展提供坚实的物质技

术基础，教育发展所需的各种资源归根结底都来源

于社会，区域经济的发展水平和结构制约着高等教

育发展的规模、速度和结构，也影响着人才培养的

质量。

高等教育培养的人才既要适应区域经济社会发

展对实用型人才的静态需求，又要适应区域经济社

会发展中产业结构、行业变化等对应用型人才的动

态需求［3］。高等会计教育应逐步形成与区域经济的

良性互动，相互融合。

二、创新会计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的必要性

（一）专业建设的需要

专业建设是高等学校最重要的教学基本建设，

服务区域经济发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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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设置及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大学的办学实

力和水平，加强专业建设是高等教育发展的一个基

础又根本的环节，而人才培养方案的优化和培养模

式的创新是专业建设的核心。会计是一个理论性和

实践性都较强，并重点突出理论对实践指导意义的

专业。传统的重知识传授轻能力培养、重理论教学轻

实践体验、重墨守成规轻创新变革的人才培养模式

将严重限制会计专业的建设和发展。

（二）经济发展的需要

经济的飞速发展需要大量的、合格的、高素质的

会计人才，而高等教育培养的会计人才并不尽如人

意。我国的高等会计教育基本是一种封闭的脱离实

际的模式，重理论轻实践、重知识传授轻能力培养的

现象还普遍存在，会计的高等教育已严重滞后于市

场经济发展的需求［4］。当前的会计教育状况也还没

有完全提供对这些知识和技能的有效传授，而造成

这一教育状况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会计人才培养模

式的守旧、不创新。

（三）职业能力培养的需要

学者许萍和曲晓辉2004年从会计人才能力的概

念和研究方法出发，将会计人才的职业能力分为三

部分：第一部分是知识，包括战略管理、公司治理、

风险管理、公司理财、会计与相关知识、信息技术、

外语、价值管理、经济学、行为学、统计学、国际商

务等；第二部分为技能，包括解决问题能力、开拓创

新能力、领导能力、沟通协调能力，团队精神、获取

新知识能力、国际竞争能力、逻辑思维能力、灵活性

等；第三部分为职业价值，包括遵循法律法规与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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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诚信、客观、保密、社会责任、终生学习、政

策水平等。从上面会计职业能力的划分我们可以看
出，传统的、单一的人才培养模式已无法满足会计人

才职业能力素养的形成。

三、工学结合人才培养模式的构建

《国务院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明确提

出，要大力推行工学结合、校企合作的培养模式，逐
步建立和完善半工半读制度。工学结合培养模式的

提出不仅适用于职业院校，更适用于实践性和操作

性较强的会计人才的培养。

（一）工学结合人才培养模式的保障机制
1.校企紧密结合。要充分发挥学校理论传授，企

业实践体验的作用。调动企业培养急需人才的动机与

欲望，驱动企业利用学校教育资源的积极性；调动学

校开拓办学渠道和拓宽学生就业空间的动机与欲望，
驱动学校利用企业资源的积极性，实现企业经济效益

与学校办学思想定位的联动，实现双赢。企业财务人

员到学校，为学校会计专业的建设提供宝贵意见，学

校教师走进企业，为企业财务管理开展相关理论咨
询，学校与企业联合举办各种专业竞赛，如会计记帐

大赛、点钞大赛等，实现学校与企业的文化共建。

2.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有机融合。高等会计教育

应以培养会计人才的职业能力为依据，实现理论知
识与实践知识的有机融合。理论教学体系的设置应

围绕专业培养目标，根据市场和社会的岗位需求，满

足学生个体发展的需要；实践教学体系的设置应以

市场和社会的需求为目标，加强学生职业岗位能力
的培养，通过校内、校外课堂的联动，实现与会计实

际岗位的零距离衔接。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的有机

融合，会计理论知识不再是抽象无物的东西，会计实

践教学也不再是单纯的技能训练，而是会计理论指
导下的会计实践活动；学生的学习内容不再脱离企

业生产、管理、经营、服务实际过程，而是企业的典

型工作项目或任务，实现学习内容与会计实际运用

的同步，学习与就业的同步。

3.教学过程一体化，教学评价多元化。工学结合

的培养模式要求教学过程与工作过程相结合，学习

过程与学习成果相统一，融“教、学、做”为一体。

“教、学、做”不是分阶段相互独立分割开来进行，而

是“教、学、做”的有效融合，在教学中，打破传统

的课堂教学模式，淡化教室和实训室的界限，缩小学

校教学与实际工作现场在环境等方面的差距，使教

师从教学的主宰变为指导和教练，学生从被动的听

者变为积极的操作者。

工学结合的培养模式也要求教学评价从单一变

为多元，实现理论与实践评价相结合，校内和校外评

价相结合，课内和课外评价相结合，过程和结果评价

相结合的评价方式。

教学评价应立足社会需求，实现课程标准与职

业资格标准的接轨，实现课程设计与学生职业生涯

发展的协调。评价的主体要全面，不仅有学校和老

师，还应有企业、学生和政府部门的参与。评价过程

不仅要落实教师评价和学校评价环节，更要落实学

生自评、互评和社会评价环节，建立学生自评、互评

和社会评价的规范程序及方法体系。

4.“双师”型教师队伍的建设。实行工学结合的

教学模式，关键是提高学生的实际动手能力，而教师

动手能力的提高最为关键。学校应建立和完善教师

到企事业单位定岗实践和技能轮训制度，鼓励和支

持教师到企事业单位参加生产实践、产学研攻关、专

业技能培训等活动；鼓励教师考取专业资格证书和

申请第二专业技术资格的评定，对“双师”型教师在

职务晋升和校内分配方面给予一定倾斜。

（二）工学结合的主要形式

1.学工交替式。“学工交替式”是指把学生的学

习和实习分段交替进行，实现理论知识学习和企业

实践操作的交替进行。理论知识和实践体验的交替

进行使理论知识得到应用和检验，实践经验不断提

高，实现知识和技能的共同提高。学生在学校和企业

应分别遵循相应的规章制度，并按学校和企业的考

核标准、考核方式分别进行考核。

2.校企融合式。“校企融合式”是指通过企业的

培训中心与学校的会计专业教研室融为一体，采用校

企双方交叉兼职、专业共建、师资互通、资源共享等

一系列校企合作措施，共同培养高素质技能型会计人

才的培养模式。高校会计教师应经常到企业兼职锻

炼，并为企业的财务人员提供继续教育的培训，企业

的财务人员应到高校兼职授课，并由学校和企业根据

专业培养目标和市场需求共同制定会计专业的培养方

案和培养模式，实现校企资源的真正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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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不同的学生职业生涯规划不同，未来的就业方向

不同，所以建议不要硬性要求全部学生都选修工程

管理辅修专业，而应该让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特长

和职业生涯规划的不同，自主选择是否参加辅修。

2.统一安排主辅修专业课程

将选修工程管理辅修专业的学生重新独立安排

班制，通过规范化的管理正确引导学生完成各项学

习任务。采用主修专业和辅修专业并列学习的方式，

辅修专业和主修专业课程统一设置和安排。辅修专

业课程的开课时间将合理考虑学生主修专业的课程

安排，利用富余时间完成相关课程的教学任务，避免

学生上课时间发生冲突。

3.多方向设置毕业设计内容

毕业设计是培养学生动手能力和创新能力的最好

手段，也是对高校培养目标和教育质量的最好检验，

毕业设计的重点一定要放在培养学生创新精神和创新

能力上。毕业设计或毕业论文的最终目的只有一个，

就是将四年所学专业知识进行复习、综合、运用和提

高，培养学生综合运用所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

力。选修工程管理辅修专业的毕业生，毕业设计的内

容不再局限于土木工程的建筑设计和结构设计，还

可以完成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建筑工程概预算的

编制、项目管理规划与施工组织设计、工程管理信息

系统应用与开发、房地产价格评估等工程管理方向

的设计内容，也可以撰写工程管理专业毕业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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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on on Civil Engineering Undergraduate Course Minor in Project Management

ZHANG  Li-shan, DONG  Yan-ying, LIU  Ming-yuan

Abstract: Faced with the new situation, civil engineering undergraduate in ordinary institutions minor in project
management, the paper puts forward a new mode about the "civil engineering + project management" compound
professional personnel training in order to meet the society and the enterprise to civil engineering professional
talented person's actual demand. The paper analyses the gap of civil engineering undergraduate course education
and social demand. And it analyses the advantage that students minor in project management in knowledge
structure, working scope, employment prospects and vocational qualification. And it puts forward the implemen-
tation of the specific suggestions.
Key words: civil engineering; project management; minor professional

Serving the Development of Regional Economy,
Innovating the Cultivation Mode of Talents of Accoun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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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regional economic, the demand on high-quality talents of accounting is
increasing sharply. The high education model of accounting who inevitably emphasizes teaching knowledge and
ignore training, focuses on theory instead of practice, cannot meet demand. The article based on the positive
interaction between talent training and regional economic, which set forth the necessity of innovating the cultiva-
tion mode of talents of accounting from specialty construction、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professional ability,
and puts forward work-ingenerated learning training pattern of accounting talents.
Key words: regional economic; accounting talent; talents training m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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