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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数字经济推动生产、生活、治理方式发生翻天覆地的变革，本文分析数字经济时代背景和新商科内涵的

基础上，对国内外商科创新人才培养模式进行对比探究，探索现阶段商科人才的新需求与人才培养的新

困境。从改革课程教学体系、构建绩效评价方法、优化创新师资队伍以及多元合作等方面对新商科创新

人才培养模式提供优化措施，为新商科创新人才培养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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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advent of the digital economy has brought about transformative changes in production, life-
style, and governance. Grounded in an examination of the backdrop of the digital economy era and 
the evolving nuances of business education, this paper undertakes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in-
novative talent cultivation models in business education both at home and abroad. It delves into 
the emerging requirements for talent in the contemporary phase and the associated challenges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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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lent development. This research proposes optimization strategies for the innovative talent cul-
tivation model in business education by advocating for reforms in curriculum teaching methodol-
ogies, the introduction of performance assessment techniques, the enhancement of innovative fa-
culty compositions, and the promotion of collaborative endeav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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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数字经济迅猛发展，新商业环境变革日趋加剧，商科院校人才培养面临全新情境。而创新驱动是

中国是现代化的重中之重，创新驱动离不开教育、科技和人才的支撑。教育先行，商科教育围绕数字经济

时代人才需求，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培养新时代商科拔尖创新人才，是商科教育面临的新挑战和新使命。 

2. 数字经济时代商科创新人才培养的时代背景 

2.1. 商科发展的现实背景 

商科作为专门从事企业管理工作及商业活动研究的现代性学科，专业培养目标是为社会企业输送更

多具有高技能、高素养的一线管理人才。从 19 世纪末的最早商科教育起步到现在，商科教育一直在不断

变革和发展。传统的商科教育围绕工业经济时代的商业模式形成相应的课程体系和人才培养模式。新科

技的广泛应用使得商业生态发生颠覆式变革，“新商科”一词应运而生。“新商科”是对传统商科进行学

科重组交叉，将新技术融入商科课程，用新理念、新模式、新方法为学生提供综合性跨学科教育[1]。随着

我国商业发展进入到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的数字经济新时代[2]，商业的数字化变革和管理对现代经营

管理人提出更高的要求，迫切需要具有创新能力的商科人才，新形势下的商科教育正面临着重大变革。 

2.2. 商科人才培养的新使命 

人才培养服务于国家的战略发展需求和区域的经济发展要求，数字化创新人才能有力驱动数字经济

高质量发展[3]。数字化新时代急需大批能适应复杂多变市场环境的、具有商科背景的高级人才，具有国

际视野、创新思维和创业能力的商科创新人才。一方面，需要商科创新人才能够将数字技术与商业实践

相结合，解决实际商业问题，为企业进行有效的数字化转型，推动公司在数字经济中保持竞争优势[4]。
另一方面，数字经济时代的商业环境日益复杂多变，需要商科人才能够在不同领域之间进行有效地合作

和沟通[5]。因此传统商科教育亟需重新思考和调整人才培养模式，以适应新的经济形势和商业需求。 

3. 数字经济时代商科创新人才培养的探索与困境 

3.1. 商科人才培养质量影响因素研究 

商科人才培养质量的影响因素研究有助于针对性地改善人才培养质量，国内许多学者对影响人才培

养质量的因素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和探讨。现有研究主要从内部系统和外部系统两方面对影响人才培养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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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的因素进行分析[6]，内部影响因素主要包括学校的管理体制、学生素质以及教学体系三个方面，其中

教学体系可以进一步细化至教育理念、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手段、学术科研氛围等五个方面[7]。
外部影响因素则可以从国家政策和社会环境等方面进行人才培养质量的改革[8]。 

3.2. 国内外商科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比较及启示 

人才培养模式所涉及的范围广泛、涵盖的流程丰富，其在教育过程中的作用和地位举足轻重。商科

院校选择合理的人才培养模式，对高校自身的教育发展、知识传播和人才培养及学科建设均具有积极的

作用。世界各地的高校及学者对教学模式的探索从未中断。国外商科院校人才培养模式，在课程设置、

教学内容、师资结构、生源情况、教学方法和资源配置等方面均体现出了一定的创新性。其中，欧美的

商科教育比较重视对大学生价值观和企业家精神素质的培养，而日本则更侧重于培养学生的发现和解决

问题的能力。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引进国外商科教育理念，以及商科教育的自主发展，商科人才的种类和类型

不断丰富和完善。随着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民间商学院纷纷涌现，其人才培养模式对传统的商业学校

系统产生了冲击。在此基础上，商科教育需要结合企业实际，提出一套适合企业发展的新课程体系，满

足当前时代背景下对创新人才培养的要求。 

3.3. 新商科创新人才培养面临的新困境 

数字经济时代的新科技对传统的商科教育产生了强烈冲击，创新人才培养面临着新困境。1) 商科院

校不同专业的人才培养研究力度不够，在校学生所应具备的核心能力及人才培养模式方面还存在较大可

探索的空间；2) 课程形式过于统一规范，不同层次学生的教学内容基本相同，而且未能很好地与不同学

科或专业渗透融合；3) 师资水平的瓶颈，教学方式、教学内容缺乏创新，目前商科授课方式还是以讲授

为主，不仅让学生觉得乏味，而且知识结构容易与社会脱节[9]；4) 在绩效评价过程中，以往模型和方法

往往以定性数据或实数的形式为主，评价者难以给出精确的评价信息等。 

4. 数字经济时代商科创新人才培养模式优化路径 

4.1. 改革课程教学体系 

建立数字经济的商科创新教材体系，教材应紧密关联数字经济领域的理论、实践和最新趋势，能反

映数字化转型对商业环境、商业模式、商业战略和商业运营的影响，深入分析数字技术、大数据分析、

人工智能等在商业中的应用。此外，新商科教材体系不仅要注重传授商科核心知识和专业技能，还应关

注学生的综合素质培养。这包括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问题解决能力、交流与协作能力、领导力等，并

结合实践案例和活动进行实际操作和锻炼。 
建立“学思用创”一体化的教学模式，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动力为中心，将“以教为本”转变到“以学

为本”。教师通过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认知挑战、自我发展等方式，引导学生从内心产生对学习的自主

动机和动力。通过融入实践案例、探究式学习、项目研究等方式来实现，让学生在解决实际问题和应用知

识中不断思考和创新，将知识学习、思维培养、实际应用和创新能力培养融为一体，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4.2. 构建科学的绩效评价方法 

对数字经济时代商科创新人才培养模式的绩效评价，实际上是在此模式下培养出来的人才质量与确

定的人才培养目标之间的契合度[10]。由于数字经济时代商科创新人才培养过程的非直观性、培养结果滞

后性等情况，商科人才培养模式的绩效评价围绕教学活动的实践者进行评价为佳，即从学生和教师的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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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入手。 
学生角度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绩效评价：1) 学术成绩，通过学生的学业成绩来评估他们在知识

学习方面的表现，包括考试成绩、课程作业成绩、实践项目的评分等；2) 创新能力评估，包括创新思维、

解决问题能力、创意表达能力等方面的表现，可以通过创新作品的评价、创新项目的评估、创新比赛的

参与和表现等进行评估；3) 实践表现评价，包括实习经验、项目实施、实践报告等，考察学生在实际情

境中的能力发展和应用能力。 
教师角度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绩效评价：1) 延续传统教学考评中对教师的教学经验、授课技能、

课时数的评价；2) 增设教师参与的交叉学科课程数、课堂教学中交叉学科的知识整合程度、教学方法的

创新程度等方面的考评；3) 强调教师在人才能力培养方面的考核，设立教师对学生的关注程度、学习热

情和创造力激发情况、团队合作能力培养、对研究生的培养和指导等指标。 

4.3. 建设创新型师资队伍 

商科师资队伍也需要与时俱进。首先，商科师资队伍需要不断学习和更新数字技术相关知识。其次，

教师需要具备跨界能力，不仅要熟悉商科学科知识，还要了解相关的信息技术和行业趋势，更好地指导

学生应对数字化转型和应用技术进行商业决策。此外，教师需要更新他们的教学方法，引入新技术和工

具，例如在线学习平台、虚拟仿真实验等，使学生能够亲自体验和应用新技术，培养他们的实践能力和

创新思维。最后，商科教师需要不断增加自己的行业实践经验，了解最新的商业趋势和技术应用，能够

将实际案例和经验融入到课堂教学中，提升学生的实际操作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4.4. 构建多元协作型人才培养体系 

构建多元协作型人才培养体系是数字经济时代商科创新人才培养模式的重要路径。通过加强不同学

科之间、学校和企业、企业与企业之间的协同合作，建设面向新商科的产教与科创深度融合的合作平台；

通过构建全过程培养机制，阶段递进式培养，配备实务导师，进行考核激励，切实提升学生的创新能力

和实践能力；通过科技创新与教育实践融合，科技竞赛与商业实践的紧密对接，学生在实际的商业项目

中锤炼创新创业能力；此外，学校可以成立专门的校企合作部门或机构，负责协调学校与企业之间的合

作项目，并建立完善的资金支持和项目管理机制，为校企合作保驾护航。 

5. 结语 

数字化技术和全球化的影响使得商业模式、市场需求等发生了革命性变化，商科教育需要重新思考

和调整人才培养模式。数字经济时代商科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构建，通过改革课程教学体系，构建科学的

绩效评价方法，建设创新型师资队伍，构建多元协作型人才培养体系等途径，不仅提高商科教育的人才

培养质量，而且增强受教育者的获得感和社会认同感。新的培养模式要求学生不仅具备传统商科知识，

还需掌握与数字经济相关的技术、数据分析和创新能力，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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