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书书书

２０１５年６月　　　　　　　　　 西安交通大学城市学院学报　　　　　　　　　　 Ｊｕｎ．２０１５
第４卷第１期（总７期）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Ｘｉ′ａｎＪｉａｏｔｏｎｇ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ＣｉｔｙＣｏｌｌｅｇｅ　 Ｖｏｌ．４（ＳｕｍＮｏ．７）

［收稿日期］　２０１４－１２－１
［作者简介］　王晓锋（１９６４－　），男，陕西蓝田人，西安市委宣传部副部长。

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健康发展亟需法制的保障和规范

王晓锋

（西安市委宣传部 陕西西安 ７１００００）

［摘　要］　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已成为世界许多国家关注的焦点和热点。它的兴旺除了靠沿线国家的政府
和人民去建设和发展外，还需要法律的规范和保障。根据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文化、宗教、制度等的分

析，论证法制及构建制度文化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关键词］　丝绸之路经济带；法制建设；制度文化
［中图分类号］　Ｄ９０２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２０１５）０１０００１０４

　　明代学者方孝孺说：“欲天下之治，而不修为治之
法，治不可致也。欲行为治之法，而不得行法之人，法

不可行也”。此话突出强调了一要有“为治之法”，二

要有“行法之人”。一切组织由人构成，一切权力由人

行使。行政质量的高低决定于组成机关人员质量的高

低，不可能设想庸碌无能的公务员会产生高效率、反映

公共利益的行政活动。“如果人都是天使，就不需要

政府了。如果是天使统治人，就不需要对政府有任何

外来的或内在的控制了”（美国“宪法之父”麦迪逊），

因此必须对政府及其工作人员的权力进行监督和制

约。今天，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已成了世界许多国家

关注的焦点和热点。它的兴旺靠沿线的国家、政府和

人民去建设、去发展，也需要靠“为治之法”去维系。

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健康发展亟需法制的保障和规范。

一、丝绸之路经济带周边波谲云诡，充满着复杂

和多变

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多，有中国、俄罗斯、哈萨克斯

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蒙古

国、伊朗、巴基斯坦、印度和阿富汗。丝绸之路沿线城

市更多，包括中国的西安（长安）、武威（凉州）、张掖

（甘州）、酒泉（肃州）、敦煌（沙州）；罗布泊（楼兰）、吐

鲁番（车师、高昌）、库车（龟兹）、喀什（疏勒）；哈密

（伊吾）、伊宁（伊犁）、乌鲁木齐；伊宁（伊犁）；国外的

有君士坦丁堡、撒马尔罕、德黑兰；哈马丹；克尔曼沙

汗；巴库拜（伊拉克）；巴格达等著名国际性城市。丝

绸之路牵涉有中国西部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

西藏、四川等主要省份和自治区，还有一些其他国家和

省份。社交语言为汉语和俄语。成员国总面积为

３０１８．９万平方公里，占欧亚大陆总面积的３／５，人口约
１６亿，为世界总人口的１／４。

丝绸之路历史悠久。秦朝确立了中央集权的封建

专制主义体制、政策和措施，为丝绸之路的形成打下了

坚实的基础。张骞不畏艰险，两次出使西域，沟通了亚

洲内陆交通要道，与西欧诸国正式开始了友好往来，促

进了东西经济文化的广泛交流。后汉在西域地区设置

了西域督护府，其势力范围几乎包括了中亚全部。丝

路地上交通与贸易进一步趋于繁荣。唐朝在国力强盛

以后击溃了突厥，使得东西方贸易比汉代更加繁荣。

丝绸之路沿线的民族与分布复杂。自古迄今主要民族

有汉族、匈奴、塞人、大月氏、大夏人、帕提亚人、塞流

人、罗马人、吐蕃（藏族）、回鹘、白匈奴、突厥、粟特、安

息、阿拉伯人、东罗马人、伦巴第人、党项、藏族、蒙古、

维吾尔族。中亚地区民族成份复杂，历史遗留问题较

多。其中民族数目最多的哈萨克斯坦达１３０个，乌兹
别克斯坦１２９个，民族数目较少的也有几十个。除哈
萨克人、乌兹别克人、吉尔吉斯人、土库曼人和塔吉克

人５个主体民族之外，俄罗斯人在中亚各国人口中占
有相当大的比重。中亚地区同一民族生活在中亚各国

引发的族际矛盾问题较多，比如在政治和其他利益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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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中引发的部族矛盾问题等等。据粗略统计，在苏联

解体前夕的 １９９０年，中亚五国共有俄罗斯人９７０万。
丝绸之路周边国家和人民信仰与宗教不同。丝绸

之路上的各个游牧民族在漫长的历史中，在精神层面

主要的道德特点是信仰宗教。唐恒罗斯之战前，西域

丝绸之路上的民族主要信仰拜火教（夭教）与佛教。

恒罗斯之战后，西域丝绸之路上的各个民族逐渐伊斯

兰化。因此对于丝绸之路上的各个民族来说，宗教有

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世界三大宗教基督教（约１７亿
信众）、伊斯兰教（约１３亿信众）、佛教（约１２亿信众）
在此都有广大信众。１９世纪末２０世纪初以来，西域、
敦煌出土了极为丰富的古代回鹘文文献，其中绝大部

分都是佛教内容。塞语和粟特语在回鹘西徙以前也都

曾对塔里木盆地佛教的流传起过至关重要的作用。基

督教是全球信仰人数最多的宗教。欧洲一带统一绝大

部分都是凭借基督教来作为旗帜完成的。伊斯兰教在

中国旧称大食法、大食教、天方教、清真教、回回教、回

教、回回教门等，分布在２０４个国家和地区，占全世界
范围的２３％。伊斯兰教主要分为逊尼和什叶两大派
系，也有其他一些小派系（如哈瓦里吉派、伊斯玛仪

派）。中国穆斯林大多是逊尼派，什叶派的信徒主要

分布伊朗、伊拉克等国。在回族、维吾尔族、塔塔尔族、

柯尔克孜族、哈萨克族、乌孜别克族、塔吉克、东乡族、

撒拉族、保安族等２０００多万少数民族人口（２００６年）
中，大多数信仰伊斯兰教，在其他的汉、满、蒙古、藏、傣

等民族中也有信仰者。目前在中国大陆的道教全真派

和正一派道士近１０万人，登记备案的道教活动场所３
万多个。

丝绸之路上有不同的重要文化。生活在天山以

北、阿尔泰山、帕米尔地区的游牧民族文化，分为古代

游牧部落文化和近代以后的游牧民族文化。农耕文化

集合了儒家文化，及各类宗教文化为一体，形成了自己

独特的文化内容和特征，其主体包括语言、戏剧、民歌、

风俗及各类祭祀活动等，是中国存在最为广泛的文化

类型。黄土文化专指黄土高原西部这一特定区域的文

化，这个区域以陕西北部为中心，包括与之相接的晋西

北山区、内蒙古河套南部以及甘肃、宁夏靠近陕北的部

分。绿洲农耕文化主要是指天山以南地区以农业生产

方式和定居生活方式为主的农耕文化。绿洲农耕文化

的基本特征是：因为定居从事农业生产，所以具有强烈

的恋土情结，其思维方式、思想观念、生产生活技艺及

方式和文学艺术无一不是农业文明的产物。新疆绿洲

农耕文化在距今约３０００年前已经形成。汉代的西域

三十六国主要是天山以南地区的绿洲城郭国，这些绿

洲城郭的文化是古代绿洲农耕文化的基本类型。新疆

古代的龟兹文化、于阗文化、楼兰 －鄯善文化、高昌文
化、疏勒文化等都是新疆古代典型的绿洲农耕文化。

这些文化各具特色：龟兹盛行小乘佛教，龟兹乐舞闻名

于世，苏幕遮广为流行；于阗盛行大乘佛，以尉迟乙僧

父子为代表的哥阗画派的凹凸晕染法对中原画坛产生

了革命性的影响；鄯善是两种文化并行，从物质文化、

制度文化到精神文化，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这

与汉代至魏晋时期屯垦有关；高昌文化分为三期，先是

高昌王国时期的汉文化，之后是唐统一西域时期的汉

文化，最后是西州回鹘时期的文化。前两个时期是儒

释道文化、中原制度文化和汉语文、汉风俗主导时期，

第三个时期是以回鹘摩尼教、佛教、回鹘语文、回鹘风

俗为主的文化时期。近代以后形成的维吾尔族是现在

新疆南部绿洲的主要居民，他们有独具特色的木卡姆

艺术、麦西来甫歌舞娱乐活动以及和田地毯、乐器制

作、陶器工艺、木器制作、桑皮纸工艺、民居建筑、服饰

饮食和民间信仰，如麻扎崇拜等构成维吾尔族的民俗

文化。他们的民俗文化既有相对稳定性，也有变异性

和区域性。屯垦文化是西汉政权统一西域以来屯垦戍

边的文化，分为汉唐时期屯垦文化、清代屯垦文化和当

代屯垦文化（又称“兵团文化”）。

二、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健康发展亟需法制的保

障和规范

在丝绸之路沿线有许多国家和城市，国家的国体

和政体不一，社会制度和经济制度也不一样，社会主义

价值体系与资本主义价值体系的较量在此也长期存

在。丝绸之路沿线的城市更是色彩斑斓，城市精神、城

市风格、市民的风俗习惯各不相同。例如甘南、海北、

海东地区的东乡、裕固、保安、撒拉、土族等小民族文化

社区，他们有的是藏族血统却信伊斯兰教、用汉文，有

的是维族血统却信喇嘛教，有的祖先是撒马尔汗人，母

系却多为藏族人，把藏族叫“阿舅”。还有中亚地区民

族成份如此复杂，长期战乱不止，历史遗留问题较多，

信仰与宗教不同等等。所有这些都关乎着丝绸之路经

济带的繁荣与发展，要契合实际保障沿线国家和人民

的共同利益，健全的法制制度是前提条件。

丝绸之路经济带要解决的主要问题之一是：各种

不同文化的人，也就是怀着不同价值观念的人，怎样能

在这个经济上越来越息息相关的世界和平共处，共同

发展？当前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种族与种族、宗

２

西安交通大学城市学院学报



教与宗教之间的公共关系，已经由于地球越来越小，它

们之间互相接触越来越频繁，而变得越来越复杂。早

期由部落和血族斗争所遗留下来的那种以对抗来解决

矛盾的办法已因科技发达逐渐失去其实际可行性。这

个一发牵全局的世界，星星之火，足以燎原，超常毁灭

性的武器所威胁的不只是斗争的对方，而且包括自己

在内的整个人类的生存。在２０世纪的现代化过程中，
统一的计算机语言已成为一种通用语言，已经在文化

领域的较高层次里在全球通行和应用了，它在传播作

用上的重要性将随着现代化的发展而日渐增加。在当

前国际交往体系中，懂得英语的人似乎不致在任何机

场或世界大都市的旅馆和菜馆里发生生活上的困难。

许多不会说英语的人开始学习英语了。结果是能操多

种语言的人数正在迅速增加。今天，我们可以看到上

海自贸区和“金砖国家”的作用越来越大。

早在商周时期，西安农耕文化既已同北方草原文

化进行接触，开展初步的交流。此后，它与周边地区和

欧洲各国的文化交流日益密切，范围也逐渐扩展，尤以

汉、唐和元代规模最大。西汉经文景之治，养民五世，

天下富庶，且财有余力，士马强盛。此后，在北方设朔

方郡，西北设武威、张掖、酒泉、敦煌等郡，东北设玄菟、

乐浪两郡，西南设犍为、交趾、九真诸郡，东部设珠崖、

合浦等郡。还打开了通往日本、南海和中亚的交通路

线。“张骞西使”，是西汉主动打开西域门户，与中亚

及欧洲进行经济文化交流的行动。张骞曾到达今中亚

的费尔干纳盆地、阿楚河、巴尔喀什湖、土库曼等地。

继起的班超及其少子班勇，还曾到达阿拉伯半岛等地。

经张骞的努力，正式开辟了横贯亚洲内陆的东西交通

要道———“丝绸之路”。此后，中西联系日益密切，西

去的“使者相望于道，出国使团大者数百，少者百余

人”，东来的胡商客贩“日款于塞下”。唐王朝经过“贞

观之治”与“开元盛世”，成为当时世界上国力最强盛

的国家。当时与唐朝有联系的国家和地区达 ３００多
个，首都长安成为当时国际交往的中心。经常居于长

安的有数以千计的外国人，其中有各国的使节、官员，

也有学者、僧侣、艺术家和商人。唐代的使节、僧侣和

商人，通过陆路和海路，频繁地往来于东亚、南亚和中

亚各地。可以说开放的文化体系政策促进了丝绸之路

的繁荣和富庶，加强了周边国家的友谊和进步。

三、积极促进丝绸之路经济带立法工作，争创世

界标准和计量体系

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建设、发展与竞争，从根本上讲

是制度文化层面的竞争，因为制度文化具有稳定性、长

期性、根本性，能够给人以明确的“预期”，这叫“制度

争胜”。制度文化是人类为了自身生存、社会发展的

需要而主动创制出来的有组织的规范体系，主要包括

国家的行政管理体制、人才培养选拔制度、法律制度和

民间的礼仪俗规等内容。制度文化是人类在物质生产

过程中所结成的各种社会关系的总和。社会的法律制

度、政治制度、经济制度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各种关系准

则等，都是制度文化的反映。作为物质文化和精神文

化的中介，制度文化在协调个人与群体、群体与社会的

关系，以及保证社会的凝聚力方面起着不可或缺的显

著作用，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

小平同志有一句名言：好的制度能让坏人干不了坏事，

不好的制度能让好人变坏。

中国人有重礼法、传家训、习行规的传统，历史上

的不少政治家都曾以制度改革的方式清除积弊。今

天，人们对“改革红利”满怀盼念，也是坚信从规范的

重置中能获得社会发展的力量。中华文化的发展有一

个十分鲜明的特色，这便是在每个发展段落，总是以本

位文化为基础，大量地吸收、融汇异质文化的精华，然

后进入一个新境界。可以说，这个特点形成了我们民

族文化精神的一个重要传统，即以对异质文化的开放，

促进对本位文化的开拓。周代是中国历史上疆域最大

的奴隶制国家。周王朝建立了完备的国家机器，儒宗

孔丘亦曰“悠悠乎文哉，吾从周”。秦朝是中国第一个

高度统一的封建国家。废封建、置郡县、统一文字和度

量衡，成立新型而系统的国家机构等。“二千年之政

制乃秦制也”“百代犹行秦政法”。从汉代开始，“独尊

儒术”，对各个阶层都进行了系统化的规范。隋代统

一南北、结束分裂；开创科举制度，在中国沿用１４００多
年，并对西方文官制度也影响甚大；隋《开皇律》为唐

律奠定了基础，在西人眼中，隋文帝甚至是中国历史上

最伟大的皇帝。秦汉隋的制度、思想和文化，形成了文

明、秩序和价值观支撑的中国软文化，“三大制度”与

“四大文明”同辉。盛唐的贞观之治、开元盛世，使长

安成为世界上最早、规模最大的国际化大都市。尤其

是它成功地处理了周边关系，唐太宗以皇帝与天可汗

的双重身份治理天下，体现了多民族大家庭的和睦相

处与友好亲善，展现了唐帝国的开放气度与博大胸怀。

绝无仅有的《唐律疏议》等，则把中华文明、中华法系

传播到东北亚、东南亚诸国，包括蒙古、朝鲜、日本、琉

球、渤海、安南（今越南）以及缅甸等国家和地区。在

古代，西域文化的传入和中国本位文化的交汇，带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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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在现代，俄苏无产阶级文

化和其他西方进步文化的传入，和中国本土革命文化

的交汇，带来了延安时期革命文艺运动的空前盛况。

最近，美国智库认为，中国“消除民族分歧，为民族交

融扫除障碍，增加各族群众对国家的认可的民族融

合”政策渐受重视。古曰：道德“顺序”。好的“秩序”，

是各项事业成功的重要保证（这里的顺序、秩序都是

指制度而言）。

古训曰：“以力服人者霸，以德服人者王”。人与

人协力合作坚固的韧带不是“力”而是“德”。要集合

普天下的人和平共处，人与人之间需要凝合成的群体

必须在个人和个人、群体和群体之间建立起价值观念

上的认同。从人的思想和意识方面积极地进行和平共

处的教育，就是在精神文化领域里建立起一套促进相

互理解、宽容和共存的教育体系。在共同的生活里边，

建立一种互相尊重、互相容忍、互相有利的合作关系，

实现共同的发展，达到幸福生活的目标。坚持与邻为

善、以邻为伴，巩固睦邻友好，深化互利合作，努力使自

身发展更好惠及周边国家。我们将积极参与多边事

务，推动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朝着公正合理的方向发

展。努力同周边国家携手合作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进

程，建设和谐地区。

“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是丝

绸之路经济带合作原则和方法。遵循“和而不同”“求

同存异”的辩证思维和方法，促进周边国家、地区或省

市颁布各类法律、法规和准则。如文化遗产、各类馆

（舍）较多的国家，颁布关于文化遗产保护的条例；民

族团结进步条例；图书馆、博物馆等公共文化服务方面

的立法等。国家或省市层面的文化产业促进条例；奖

励和保护见义勇为人员条例；网络建设管理的法规等。

同时制订公共文化权益保障标准、基本公共文化服务

内容供给标准等，推动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标准化，

争创世界标准和计量体系。联合出台有关网络安全、

网络管理、网络信息保护等方面的地域法规，公共文化

服务保障法律法规，文化产业促进和文化市场管理在

保护民族文化、发展民间文化、建设优秀传统文化传承

体系等方面做一些新的立法探索。强化国际反恐合

作；牢固树立国家意识、公民意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加强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推进“双语”“多语”和

“小语种”教育。推动依法保障信教群众正常宗教需

求，尊重信教群众的习俗，稳步拓宽信教群众正确掌握

宗教常识的合法渠道。

要让丝绸之路经济带上各种文明，各个民族、族群

的亿万民众，都能认同和贯彻这个理想，决不是一件轻

而易举的事。为此，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如果每

个文明中的人对自己的文明进行反省，做到文化自觉，

这样人们就会更理智一些，从而摆脱各种无意义的冲

动和盲目的举动。人们在做到“美美与共”，也就是在

欣赏本民族文明的同时，也能欣赏、尊重其他民族的文

明，那么，丝绸之路上不同文化、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之

间就达到了一种和谐，就会出现持久而稳定的“和而

不同”。

法制文化不但是文化稳态结构中的重要一翼，而

且是推动丝绸之路经济带发展的重要动力。

（责任编辑：司国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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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自贸区运行的实证分析及其对西安的启示

杨健全，魏昀妍，丁泊钧

（西安交通大学城市学院，陕西西安 ７１００６１）

［摘　要］　世界经济全球化和区域化趋势日益加强，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已经不单单是利益上的博弈，更
是涉及到政治、经济、文化、安全等各个方面，所以各国都在寻求加入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防止在世界经济

潮流中被边缘化和外围化。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国自贸区的建设是势在必行的，通过对上海自贸区的成功试

点分析，为西安建立自贸区提供宝贵的经验及启示。

［关键词］　自由贸易区；上海自贸区；丝绸之路经济带；港务区
［中图分类号］　Ｆ７４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２０１５）０１０００５０３

　　２０１３年以前，中国大陆虽然有形形色色的保税区、
出口加工区、保税物流园区、跨境工业园区、保税港区、

综合保税区等海关特殊监管区域，但却缺乏与国际完全

接轨的自由贸易区。国务院常务会议于２０１３年７月３
日通过了《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同

意在上海外高桥保税区、外高桥保税物流园区、洋山保

税港和上海浦东机场综合保税区等４个海关特殊监管
区域内，建设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从此中国大

陆有了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自由贸易区，上海自贸区的

建立开启了中国自由贸易区的里程碑，它的成功运行及

其取得的成绩对我们有一定的启示。

一、上海自贸区建设的背景

（一）全球贸易形势更加复杂

中国加入ＷＴＯ后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贸易
国，快速的崛起必然会遭到原有利益集团的打击，美国

为了捍卫其在全球贸易中的霸主地位，分别采取三大

步骤来逐步架空中国历经多年谈判才加入的 ＷＴＯ。
为了应对新一轮的游戏规则，中国最优的选择就是建

立自贸区，自贸区既能捍卫中国在全球贸易竞争中的

主导地位，同时也利于中国经济与全球经济接轨，并逐

步实现人民币区域化乃至国际化［１］。

（二）人民币国际化

从人民币货币互换和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的进程

表可以看出，从２００８年末开始，人民币跨境交易已经
初具规模，周边国家因为贸易对人民币的需求不断增

加。所以人民币可以先在小区域内试行，形成区域化

货币后，再逐步向全球化迈进。而上海自贸区凭借其

发达的金融市场和优惠的政策吸引更多的国外企业在

区内使用人民币来结算贸易，为人民币构建起一个结

算回流机制［２］。

二、上海自贸区的改革措施

（一）上海自贸区的改革措施

２０１４年的两会前夕就有五项与上海自贸区相关
的金融细则密集发布。２０１４年２月２８日央行上海总
部发布“外汇管理细则”“反洗钱细则”。此前，分别发

布了第三方机构跨境人民币支付、扩大人民币跨境使

用、小额外币利率存款上限放开三项金融细则。

１．开放人民币资本项目。人民币资本项目开放，顾
名思义就是实现人民币国际化。人民币无法自由兑换

将会导致国家财富通过资产转移而流失的恶果。上海

自贸区的目的之一是打开人民币资本账户自由兑换之

门。取消对短期金融资本、直接投资和证券投资引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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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汇收支的各种兑换限制，使资本能够自由出入境。

２．开放利率。２０１４年３月１日起，将放开上海自
贸区小额外币存款利率上限，是指上海地区金融机构

对区内居民小额外币存贷款自主定价。这意味着，上

海自贸区在全国率先实现了外币存款利率的完全市场

化。这将促进有关金融机构进一步强化财务硬约束，

完善自主定价机制，同时也有利于企业降低资金调配

成本，更加高效地管理资金，促进实体经济对外开放，

影响十分深远［３］。同时也带来一定的风险。要求金

融机构严格区分外币存款开户对象，防范外币资金在

区内外流动套利。

３．税收优惠。税收政策优惠是大家争议较多的话
题。因为自贸区的政策和创新需要有可复制和可推广

的价值，因此，自贸试验区建设的目标不是传统的由优

惠和特殊政策构成的“政策洼地”。个人所得税方面

适用中关村等地区试点的股权激励个人所得税分期纳

税政策。积极研究完善适应境外股权投资和离岸业务

发展的税收政策［４］。

４．贸易领域监管模式创新。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
将实施“一线逐步彻底放开、二线安全高效管住、区内

货物自由流动”的创新监管服务新模式，改变现行的

一线进境货物“先申报，后入区”的海关监管模式，允

许企业“先入区，再申报”，最大限度地提升一线进出

境便利程度和物流效率。

５．推动外贸物流创新发展。整合外高桥保税区、
外高桥保税物流园区、浦东机场综合保税区等四大保

税区后的上海自贸区利好外贸物流。长江是全球最大

的内河水运通道，被称为黄金水道。上海港９０％的集
装箱货源来自长江经济带，浦东机场将成为全球最大

的货运机场也依赖长江经济带。

６．负面清单。以投资的自由化倒逼行政审批制度
的改革。所谓“负面清单”就是在清单中把法律法规

禁止从事的商业活动一一列明，至于其他的事项，政府

不需要插手，由市场主导，实现真正的“优胜劣汰”。

（二）上海自贸区带来的红利和实证分析

１．上海自贸区带来的红利
上海自贸区的建立可称为是中国的二次入世，

ＷＴＯ是中国对外开放迈出的前半步，上海自贸区则是
迈出了后半步。

（１）投资创造效应。上海自贸区的建立可以形成
透明度更高、流程更简便的投资体制，有利于进一步增

强投资信心，提高投资者的积极性，创造出更大的区内

投资流量，产生投资创造效应［５］。

（２）转变贸易方式。上海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形成
一个更广范围和更少壁垒的大市场。这个市场不仅能

够产生规模经济，进一步地优化配置；同时也会带来更

激烈的竞争，通过激烈的竞争推动贸易转型升级，形成

以技术、品牌、质量、服务为核心的外贸竞争新模式，提

高我国在全球贸易价值链中的地位。

（３）发展离岸业务。在自由贸易区内实现人民币
自由兑换和人民币跨境使用，使企业能充分利用境内

外两种资源、两个市场，实现跨境融资自由化，促进跨

境融资便利化［６］。

２．上海自贸区经济效应实证分析
综上分析可以得出，理论上，上海自贸区的建设将

会带来贸易创造效应以及巨大的改革红利从而进一步

推动经济的快速发展，实现产业结构升级。但是中国

有自己的基本国情和社会发展阶段，所以在国外能够

取得成功的自贸区在中国未必能适应中国的外贸

环境［７］。

下面将根据引力模型从实证的角度分析上海建立

自贸区带来的经济效应。

引力模型源于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模型假定两

国间的贸易额与经济总量成正比，与距离成反比，在此

基础上引入其他可能影响双边贸易的因素。

模型基本形式为：

Ｔｉｊ＝ＡＧｉＧｊ／Ｄｉｊ
其中，Ｔｉｊ表示两国之间的双边贸易额，Ｇｉ和 Ｇｊ分

别表示两国的国民收入（ＧＤＰ水平），Ｄｉｊ代表两国之间
地理位置的距离。从公式可以看出，参与国际贸易的

两国之间的贸易流量与它们各自的国民收入成正比，

与地理距离成反比。

在实证检验中，为了便于利用计量软件进行回归，

将贸易引力模型的基本形式作如下改变：

ｌｎＴｉｊ＝β０＋β１ｌｎＧｉＧｊ＋β２ｌｎＤｉｊ＋μ
其中，β０为常数项，μ为随机误差项，系数β１与β２

反映了相关变量的弹性。

本文运用引力模型用于自贸区的贸易效应研究，

主要是在基本引力模型中加入虚拟变量或虚拟变量组

合来拟合自贸区的贸易效应，结果可以看做贸易创造

和贸易转移效应的总和。

由于自贸区的建立不仅会影响双边的贸易量，也

会影响国民收入和贸易额之间的弹性，所以引入的自

贸区虚拟变量采用加法和乘法相结合的方式［７］。引

入虚拟变量Ｃｉ后，自由贸易区后的引力贸易变化为：
ｌｎＴｉｊ＝β０＋β１ｌｎＧｉＧｊ＋β２ｌｎＤｉｊ＋β３ＣｉｌｎＧｉＧｊ＋β４Ｃｉ＋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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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模型选取的是２０１３年上海与世界排名前２０
的国家和地区的贸易总额数据。上海和这２０个贸易
伙伴国的贸易额数据来源于中国海关总署统计信息，

单位为亿美元。上海和各国的 ＧＤＰ数值来源于世界
银行，上海和各国之间的距离取各国首都的距离进行

计算。

运用Ｅｖｉｅｗｓ７．０软件进行计量分析。回归结果显
示，其中拟合优度Ｒ２指标为０．８２，表明方程的拟合优
度较高，各变量可以对被解释变量做出较好的描述。

Ｆ值大于１％水平下的临界值，即回归方程显著。Ｇ－
Ｑ检验Ｆ值为８．７，也表明回归方程不存在异方差性，
同时所有解释变量的 ｔ统计量都显著，方程的解释性
较好，这说明计量模型能通过检验，计量结果是可

信的。

通过引力模型的结果分析，可以发现决定中国与

加拿大双边贸易额的最重要因素仍然是经济总量

ＧＤＰ，这与传统理论中的 ＧＤＰ影响理论相符，即两国
间贸易流量的规模受到经济总量的影响。而虚拟变量

的显著影响则可以得出上海自贸区的建立确实从总量

和弹性两个方面影响了双边贸易总额。

三、上海自贸区成功经验对西安的启示

西安作为丝绸之路的起点和西部中心城市，建设

自由贸易区应该摒弃单纯寻求政策红利的思路，以打

造制度创新的“试验高地”为目标，围绕国家丝绸之路

经济带建设和向西开发开放战略，争取在区域竞争和

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中拥有主动权和话语权［８］。

为此，参照上海自贸试验区的成功运行和有益做

法，我们提出如下对策与建议：

（１）建立“西安自贸区协调中心”。联合西安地区
研究自贸区理论的高校、西安市丝绸之路经济带研究

院以及推动自贸区工作的省市部门，组建“小核心，大

外围”式的智库型协调机构，就西安自由贸易园区的

建设进行战略性、系统性、应用性、长期性的跟进研究，

定期召开情况互通会，使西安自贸区的建设达到理论

自觉和策划超前的境界。

（２）深入研究国际、国内自由贸易区管理模式和
相关政策。结合西安的实际情况，研究制定西安丝绸

之路经济带自由贸易园区的总体方案，对重点开放领

域、制度改革举措以及自贸区的空间结构调整和商业

服务功能预留等问题形成指导性意见，尽快使自贸区

建设和体制机制创新进入实际操作阶段［９］。

（３）探索投资自由化和负面清单制度。借鉴国际

经验和上海实践，对外商投资试行准入前国民待遇，不

断完善和调整投资管理负面清单，形成与国际接轨的

外商投资管理制度，构建对外投资服务促进体系，推动

投资贸易自由化。

（４）积极培育贸易新型业态，提升外贸竞争优势。
可以考虑建设一批有特色、有需求的项目：探索设立国

际大宗商品交易和资源配置平台，开展能源产品、基本

工业原料和大宗农产品的仓储及国际贸易；试点开展

境内外高技术、高附加值产业，如飞机的租赁和保税维

修业务；加快培育跨境电子商务服务功能，建立与之相

适应的海关监管、检验检疫、退税、跨境支付、物流等支

撑系统。由此提升西安贸易功能，推动商品贸易和服

务贸易的转型升级［１０］。

（５）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建立与国际标准相适应的
行政管理体系，在企业注册、投资项目备案等方面简化程

序、压缩环节、公开透明，由事先审批转为事中、事后监管。

与此同时，建立一套适应高风险开放市场的监督管理体

系，形成权力约束、服务周到的政府运作模式［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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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上市公司创新能力与区域产业竞争力实证研究

宋　爽，王　弋
（西安交通大学城市学院 陕西西安 ７１００１８）

［摘　要］　以陕西省３９家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通过构建创新评价指标体系使用因子分析法对陕西省上市
公司创新能力进行实证分析，并对陕西省上市公司按照综合创新能力进行排名和对比，发现公司规模和创新

能力之间并不存在完全正相关关系。使用显性比较优势指数和贸易竞争力指数对陕西省区域产业竞争力进

行分析，发现目前陕西省的区域产业竞争力主要存在于劳动密集型产业和资源密集型产业。基于上述实证

研究结果，针对陕西省上市公司创新能力提升与区域产业竞争力协调发展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和建议。

［关键词］　陕西省上市公司；创新能力；区域产业竞争力；实证分析
［中图分类号］　Ｆ２７６．６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２０１５）０１０００８０６

　　创新能力是企业成长的根本动力，是决定一个国家
或地区经济发展的根本因素之一，是企业创造力与核心

竞争力的重要体现［１］。上市公司创新能力在国民经济

的发展中的地位愈发重要，它不仅是现代经济增长的重

要源泉，而且是现代经济发展方式变革的生力军。

目前，国内外学者已经开始对企业创新能力进行

评估和判断，研究方法主要是选择能够衡量企业创新

能力的指标，或从多角度综合评价企业的创新能力。

国外学者较早涉足这一领域［２］，一方面可将体现不同

标准 的 衡 量 指 标 归 为 投 入、过 程、绩 效 三 类

（Ｃａｒａｙａｎｎｉｓ＆Ｐｒｏｖａｎｃｅ，２００８）；另一方面，研究者们开
始使用多重的、复合型的评价指标衡量企业的创新能

力（Ｈａｇｅｄｏｏｒｎ＆Ｃｌｏｏｄｔ，２００３）。
目前，国际上被运用最为广泛的关于产业竞争力

评价的理论是美国学者波特提出的竞争战略框架———

“钻石体系”。［３］上述产业竞争力实质上是国家层面的

产业国际竞争力。就某省（市）来看，产业竞争力则指

的是区域产业竞争力，区域产业竞争力是区域的特定

产业在市场上的表现或地位。这种表现或地位，通常

是由该区域产业所具有的提供有效产品或服务的能力

具体显示出来。

本文以陕西省为研究对象，首先使用因子分析法

评价陕西省上市公司的创新能力，然后使用显性比较

优势指数和贸易竞争力指数衡量陕西省区域产业竞争

力，最后对两者所在的重点行业进行对比分析［４］。主

要研究以下问题：（１）陕西省上市公司的创新能力如
何评价？能否对上市公司按照创新能力排名？（２）陕
西省的区域产业竞争力如何评价？（３）陕西省以上市
公司为主体的创新能力较强的行业，与陕西省区域产

业竞争力较强的行业是否一致？

二、陕西省上市公司现状分析

自１９８７年１月陕解放（现开元控股）股票发行，
并于１９９３年８月在深交所上市成为陕西省第一家上
市公司以来［５］，截至２０１４年１月，陕西省共有上市公
司３９家，通过股票发行及配股等途径直接融资数百亿
元。目前陕西省上市公司数占全国上市公司总数的

１．５５％，居全国第１６位。
从行业分布来看，陕西上市公司明显集中于机械

制造和电子两大行业中。从行业相关度较高的电子业

来看，竞争激烈是其最大的特点。另外两个相关度较

高的行业是商业、旅游业。陕西省的商业、旅游业在全

国占有相当重要地位，同时也是我国重要的开发和高

等教育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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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基于因子分析法的陕西省上市公司创新能

力评价

（一）陕西省上市公司创新能力的评价指标体系

上市公司创新能力的评价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

统，所以要构建一个评价指标体系进行测度［６］。该评

价指标体系应遵循科学性原则、系统性原则、可操作性

原则、可比性原则和典型性原则。

（二）陕西省上市公司创新能力的评价方法

本文基于降维的目的选择因子分析法对陕西省

上市公司创新能力进行评价。因子分析的基本思想

就是对研究的多个变量进行分类，即将相关性较高、

联系较为紧密的分在一类中，相反，相关性较低的变

量分在不同的类别中，也就是说每一类代表了 ｎ个
公因子。

（三）样本的选取和数据来源

本文以陕西省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截至本文截

稿时，陕西省共有３９家上市公司，本文共选取３９家陕
西省上市公司并以这些企业的２０１３年年度数据作为
研究样本，对陕西省各上市公司创新能力进行评价，试

图找出构成陕西省上市公司创新能力的“共同因子”。

本文所需的相关数据均来自陕西省各上市公司２０１３
年的年报。

（四）陕西省上市公司创新能力的评价结果

由于表１中的不同变量之间存在不同量纲、不同
数量级的情况，为使各个变量具有可比性，使数据得以

在更平等的条件下进行分析，特将所有指标进行标准

化处理。

１．ＫＭＯ检验
当用因子分析检验效度时，首先需要满足各项之

间具有较强的相关性，这反映在两个检验指标上：①
ＫＭＯ值；②Ｂａｒｔｌｅｔｔ球形检验值［７］。其中，ＫＭＯ值用于
比较各项间的简单相关和偏相关系数，如果显著（即

ｓｉｇ．＜０．０５）则适合做因子分析。检验结果表明：调查
数据的ＫＭＯ检验值为０．７５１，大于０．６０，说明该问卷
适合进行因子分析。Ｂａｒｔｌｅｔｔ球度检验结果显示，近似
卡方值为４０．７９８，数值比较大，显著性概率为０．００６（Ｐ
＜０．０１），因此拒绝Ｂａｒｔｌｅｔｔ球度检验的零假设，认为调
查数据适合做因子分析。

２．计算相关系数矩阵
对各个上市公司的原始数据进行 ＳＰＳＳ软件的处

理后，得到其相关变量的相关系数矩阵，各变量之间的

相关性较强，较适合运用因子分析法对其进行分析。

表１　陕西省上市公司创新能力的评价指标体系

项目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计算过程

显性

指标

技术创新能力

Ｘ１技术研发投入
强度

Ｘ１＝研发投入／主
营业收入

Ｘ２技术研发团队
强度

Ｘ２＝技术研发人
员／在职员工总数

管理创新能力

Ｘ３人均固定资产
Ｘ３＝固定资产／在
职人员数

Ｘ４管 理 费 用 投
入率

Ｘ４＝管理费用／营
业收入

Ｘ５全 员 劳 动 生
产率

Ｘ５＝营业收入／在
职员工数

市场营销

创新能力

Ｘ６营 销 费 用 投
入率

Ｘ６＝营销费用／营
业收入

Ｘ７营销人员投入
强度

Ｘ７＝营销人员／员
工总数

隐性

指标

技术创新能力
Ｘ８技术研发投入
持续性

Ｘ８＝研发投入的
持续变化

管理创新能力
Ｘ９管理投入的持
续性

Ｘ９＝管理费用投
入的变化率

管理创新能力
Ｘ９管理投入的持
续性

Ｘ９＝管理费用投
入的变化率

　　３．析取因子
因子分析法要求所选取的主因子的特征值必须大

于１，且所选取的主因子对方差解释的累积贡献率不
低于８０％。本文前四个公因子公共因子的特征值分
别为２．１９０、１．４４２、１．２８４、１．１３９，均大于１，前四个公
共因子的累计方差贡献率为８３．５４２％，符合上述两个
条件，因此本文提取了４个主因子。
４．因子载荷矩阵分析
本文采用方差最大旋转法，得到旋转后的因子载

荷可将各指标归类为四类因子，根据旋转后的因子载

荷阵得出用于因子分析的模型计算公式：

管理费用投入率 Ｘ１＝－０．０２１Ｆ１＋０．０３０Ｆ２－
０．０１２Ｆ３＋０．９８１Ｆ４

营销费用投入率 Ｘ２＝０．８３０Ｆ１＋０．０７０Ｆ２＋
０．０６９Ｆ３＋０．１８０Ｆ４

……

加权净资产Ｘ８＝０．２２５Ｆ１＋０．６６８Ｆ２＋０．１２６Ｆ３＋
０．０２６Ｆ４；

如表２所示［８］，第一主因子主要在 Ｘ１（技术研发
投入强度）、Ｘ４（管理费用投入强度）和 Ｘ２（技术研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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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旋转成分矩阵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

１ ２ ３ ４

Ｘ１ ．７９７ ．３１０ ．１２８ －．２２１

Ｘ４ ．６７１ ．２０９ ．３００ －．４５９

Ｘ２ ．５８４ －．０８２ ．１６１ ．３９０

Ｘ５ －．３６８ ．７６３ ．１９２ －．１１６

Ｘ９ －．４８３ ．３８０ ．６２７ ．００４

Ｘ６ ．２１５ －．３９２ ．４４１ ．２５９

Ｘ７ －．３７６ －．２９１ ．４０９ －．０１２

Ｘ３ ．２４３ ．１５８ －．３７５ －．１４３

Ｘ８ ．３７３ ．２７９ ．２４２ ．６２９

Ｘ１０ －．０９１ ．４７７ －．４００ ．４７９

人员投入强度）上的得分比较高，所以命名第一主因

子为技术创新能力；第二主因子主要在 Ｘ５（全员劳动
生产率）和Ｘ９（管理投入的持续性）上的得分比较高，
所以将该主因子命名为管理创新能力；第三主因子主

要在Ｘ９（管理投入的持续性）、Ｘ６（营销费用投入率）
和Ｘ７（营销人员投入强度）上得分比较高，所以我们
将该主因子命名为营销创新能力；第四主因子主要在

Ｘ８（技术研发投入持续性）、Ｘ１０（营销费用投入持续
性）上的得分比较高，所以我们将该主因子命名为持

续创新能力。

５．计算因子得分
对因子载荷矩阵采用最大方差法进行正交旋转

后，再利用回归法计算出因子得分系数，并输出因子得

分系数矩阵。

Ｙ１＝０．４４６Ｘ１＋０．０３１Ｘ２＋０．０６５Ｘ３＋０．５６０Ｘ４＋
０．０８８Ｘ５＋０．０１５Ｘ６－０．０３８Ｘ７－０．０９０Ｘ８＋０．０６５Ｘ９
－０．３２２Ｘ１０
Ｙ２＝０．０６３Ｘ１－０．１３６Ｘ２－０．０６２Ｘ３＋０．０９３Ｘ４＋

０．５６７Ｘ５－０．１４９Ｘ６＋０．０３１Ｘ７＋０．１２３Ｘ８＋０．４９４Ｘ９
＋０．１４８Ｘ１０
Ｙ３＝０．０８０Ｘ１＋０．４２８Ｘ２－０．１０５Ｘ３－０．０９７Ｘ４－

０．０２３Ｘ５＋０．２７０Ｘ６－０．０４６Ｘ７＋０．６２０Ｘ８＋０．０７６Ｘ９
＋０．３０８Ｘ１０
Ｙ４＝－０．１３０Ｘ１＋０．０６６Ｘ２－０．３２６Ｘ３＋０．０２７Ｘ４

－０．１０８Ｘ５＋０．３９７Ｘ６＋０．４０９Ｘ７＋０．０１７Ｘ８＋
０．３２１Ｘ９－０．４０６Ｘ１０

６．计算各公司的综合得分
陕西省３９家上市公司的创新能力主要受四个主

因子的影响，本文根据四个主因子正交旋转后的方差

贡献率作为各主因子的权重来计算陕西省上市公司创

新能力的综合得分。计算公式如下：

陕西省上市公司创新能力综合得分

＝０．１７０５６Ｙ１＋０．１５６３６Ｙ２＋０．１３９４５Ｙ３＋
０．１３９０４Ｙ４

将综合绩效得分由高到低依次排序，可以得到

表３。
表３　陕西省上市公司创新能力排名表（节选前１０名）

名称

技术创

新能力

排名

管理创

新能力

排名

营销创

新能力

排名

创新可

持续性

排名

综合

排名
所属行业

陕国

投Ａ
１ １ ３９ ３９ １ 金融类

陕鼓

动力
３ ３ ３３ ３６ ２ 机械制造

达刚

路机
４ ４ ２９ ３３ ３ 机械制造

金钼

股份
６ ５ ３１ ３２ ４ 金属加工

延长

化建
１１ ６ １５ １７ ５ 农业类

开元

投资
９ ７ ２５ ２６ ６ 商业旅游业

中国

西电
１３ ８ ２１ ２２ ７

家电电子

计算机类

西安

民生
１４ １１ ２０ ２０ ８ 商业旅游业

航空

动力
２０ １３ １３ １４ ９

家电电子

计算机类

航天

动力
３１ １９ ３ ５ １０

家电电子

计算机类

　　（五）陕西省上市公司创新能力的实证结果分析
１．从综合排名来看
排名前五位的上市公司分别是陕国投 Ａ、陕鼓动

力、达刚路机、金钼股份和延长化建，所属行业分别是

金融类、机械制造类、金属加工类和农业类。排名后五

位的上市公司分别是ＳＴ彩虹、宝德股份、秦岭水泥、博
通股份和光电网络，所属行业分别是家电电子计算机

类、机械制造类和化工类。

２．从四个构成因子来看
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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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一主要因子中，即技术创新能力的比较中，陕

国投 Ａ、陕天然气、陕鼓动力分别占据了前三的位置，
这三家公司均为陕西省内的传统企业，他们通过加强

对技术研发的投资和相关技术人员的培养，具备了很

强的技术创新能力［８］。

而在第二主要因子的比较中，依然是陕国投Ａ、陕
天然气、陕鼓动力这三家企业占据了前三的位置，这充

分说明了这三家上市公司也同样注重其管理创新能力

的投入。

而在第三和第四因子排行中可以看出西安餐饮、

易食股份、烽火电子占据了前列，这也充分说明了这三

家企业更注重营销创新的发展和创新能力的可持

续性。

综合四个主要因子的得分中，陕国投 Ａ、陕鼓动
力、达刚路机、金钼股份、延长化建分别排名前五位，这

五家公司不仅单一地仅注重技术或营销创新能力，而

是较为均衡地发展各个方面的创新能力。

３．从所属行业来看
金融类上市公司有两个：陕国投 Ａ和西部证券，

这两家企业的综合排名分别是第１位和第８位，排名
都较为靠前，显示出金融类上市公司强劲的创新能力，

尤其是在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领域较为突出。

机械制造类的上市公司一直以来是陕西省的支柱

产业之一，共计８家。其中陕鼓动力和达刚路机的综
合创新能力位于第２和３位，较为靠前；而中航飞机等
５家公司则处在１２－２０位，位于中游水平。可见，作
为传统支柱产业的机械类上市公司，大部分企业的创

新能力是比较强的，尤其是技术创新能力和管理创新

能力的优势较为突出。

家电电子计算机类上市公司共计１０家，在创新排
名表中大部分位于中游和下游水平。例如，中国西电、

航空动力等家电电子计算机类企业位于７－１０位的中
游水平，而烽火电子、中航电测等企业则位于１９－３９
位的中下游水平，显示出该类企业创新能力较低的现

实状况。

另外，我们也能够很明显地看出，部分技术型上市

公司更注重的是技术创新方面的投入和发展。例如中

国西电及陕天然气，这些公司则忽略了管理创新、营销

创新及持续创新能力的发展。同样一些文化型及宣传

类企业则更注重营销创新能力的发展而忽略掉了管理

创新能力的发展，如陕西旅游、易食股份等，所以在综

合评分中没有得到较高的分数。

４．实证结果的主要结论

① 陕西省上市公司的创新能力表现差异较大。
从３９家上市公司的综合创新得分来看，不少企业的得
分差距很大，显示出上市公司之间创新能力存在的巨

大差异。

② 技术创新能力和管理创新能力在企业综合创
新能力方面起着决定性作用［９］。在四个因子分析中，

上述两个因素排名靠前的企业，大部分在综合排名中

也较为靠前，可见这两个因素是企业创新能力的决定

性因素。相比之下，营销创新能力和创新可持续性这

两个因素的重要性尚未得以充分体现。

③ 上市公司的创新能力呈现出行业差异。金融
类企业虽然数量不多，但是创新能力综合得分较高；机

械制造类企业的数量不少，大部分企业的综合排名较

为靠前；家电电子计算机类虽然企业数最多，但是绝大

部分企业的排名都比较靠后；而金属加工和化工类企

业则主要位于中游水平。可见，陕西省创新能力较高

的企业主要集中在金融业和机械制造业，而劳动力密

集的家电电子计算机类企业和资源密集型的金属加

工、化工类企业，虽然在陕西拥有地域和资源优势，但

是这种优势似乎制约了创新能力的发展，这一现象值

得注意。

四、陕西省产业竞争力实证分析

（一）显性比较优势指数

随着中国加入ＷＴＯ，陕西省市场的国际竞争也变
得日益激烈，表４对陕西省贸易商品进行显性比较优
势（ＲＣＡ）进行计算①。

通过表４可以看出，第二类产品植物产品（４．９３）
和第十五类产品贱金属及其制成品（８．３８）与全国其
他省份相比具有相对强的国际竞争力［１０］。第十四类

天然或养殖珍珠宝石和贵金属及其制品（（１．１５）与其
他省份相比具有一定的国际竞争力。从动态角度来

看，陕西出口商品体现下列特征：

① 植物产品、动植物油脂、食品饮料、烟草、矿产
品这些行业的产品ＲＣＡ指数在不断增大，表明陕西资
源密集型在全国进出口贸易中的国际竞争力不断加

强，其在资源密集型产品上具有潜在的发展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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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显性比较优势的计算公式为：ＲＣＡ＝（Ｘｉ／Ｘｔ）／（Ｗｉ／Ｗｔ），式

中Ｘｉ表示一区域某商品出口值；Ｘｔ表示一区域商品出口总值；Ｗｉ表示

一国某商品的出口值；Ｗｔ表示一国商品出口总值。ＲＣＡ＞１，表示该区

域此种商品具有显性比较优势；ＲＣＡ＜１，则说明该区域商品没有显性
比较优势。



② 劳动密集型产品ＲＣＡ值均小于１，说明陕西与
其他省份相比，在中国市场内，其劳动密集型产品整体

国际竞争力弱，在全国不具有比较优势，而且大部分商

品竞争力呈下降趋势。

表４　２０１２年－２０１３年陕西省出口商品显性比较优势指数

商品类别 ２０１２年 ２０１３年

第一类 活动物；动物产品 ０．２９ ０．７８

第二类 植物产品 ２．６５ ４．９３

第三类 动、植物油、脂及其分解产品；精制的

食用油脂
０．０３ ０．２３

第四类 食品；饮料、酒及醋；烟草 ０．２０ １．８２

第五类 矿产品 １．２６ ０．９０

第六类 化学工业及其相关工业的产品 ２．２４ １．８１

第七类 塑料及其制品；橡胶及其制品 ０．０７ ０．１２

第八类 生皮、皮革、毛皮及其制品；鞍具及挽

具；旅行用品
０．１２ ０．２８

第九类 木及木制品；木炭；软木及软木制品 ０．３６ ０．２０

第十类 木浆及其他纤维状纤维素浆；纸及纸

板的废碎品
０．８４ ０．０２

第十一类 纺织原料及纺织制品 ０．７０ ０．３６

第十二类 鞋、帽、伞、杖、鞭及其零件；已加工

的羽毛及其制品
０．１３ ０．３１

第十三类 石料、石膏、水泥、石棉、云母及类

似材料的制品
０．４１ ０．３０

第十四类 天然或养殖珍珠、宝石或半宝石、

贵金属及其制品
０．２８ １．１５

第十五类 贱金属及其制品 ６．１１ ８．３８

第十六类 机器、机械器具、电气设备及

其零件
０．２６ ０．１７

第十七类 车辆、航空器、船舶及有关运

输设备
０．０４ ０．０５

第十八类 光学、照相、电影、计量、检验、医疗

或外科用仪器
０．２９ ０．２０

第十九类 杂项制品 ０．１４ ０．２２

第二十类 艺术品、收藏品及古物 ０．０３ ０．２０

第二十一类 特殊交易品及未分类商品 ０．６５ ０．７０

　　（二）贸易竞争力指数分析
一个地区的某类产品主要是输出地区还是输入地

区主要是通过商品的贸易竞争力指数（ＴＣ）①来体
现［１１］。表５表示２０１３年陕西省各类商品出口额占该
年总出口的比重及贸易竞争力指数。

表５　２０１３年陕西省各类商品出口额占
　　　总出口额的比重及贸易竞争指数

商品类别
２０１３年

出口比重　 ＴＣ值

第一类 活动物；动物产品 ０．６２ ０．７０

第二类 植物产品 ７．２２ ０．９８

第三类 动、植物油、脂及其分解产品；精制的

食用油脂
０．００ －１．００

第四类 食品；饮料、酒及醋；烟草 ０．７８ １．００

第五类 矿产品 １．８ －０．７５

第六类 化学工业及其相关工业的产品 ９．８ ０．３

第七类 塑料及其制品；橡胶及其制品 ０．２ －０．３５

第八类 生皮、皮革、毛皮及其制品；鞍具及挽

具；旅行用品
０．９８ １．００

第九类 木及木制品；木炭；软木及软木制品 ０．２０ －０．５０

第十类 木浆及其他纤维状纤维素浆；纸及纸

板的废碎品
０．９８ －０．１５

第十一类 纺织原料及纺织制品 ０．２０ ０．７３

第十二类 鞋、帽、伞、杖、鞭及其零件；已加工

的羽毛及其制品
０．１５ １．００

第十三类 石料、石膏、水泥、石棉、云母及类

似材料的制品
１１．６５ ０．７６

第十四类 天然或养殖珍珠、宝石或半宝石、

贵金属及其制品
０．５３ １．００

第十五类 贱金属及其制品 ０．５８ ０．６６

第十六类 机器、机械器具、电气设备及

其零件
０．４６ －０．３３

第十七类 车辆、航空器、船舶及有关运

输设备
２７．５３ －０．２

第十八类 光学、照相、电影、计量、检验、医疗

或外科用仪器
６．１３ －０．７４

第十九类 杂项制品 ０．１８ ０．６２

第二十类 艺术品、收藏品及古物 ０．３９ ０．９３

第二十一类 特殊交易品及未分类商品 ０．３３ ０．５４

　　通过表５可以得出：第三、五、七、九、十、十六、十

２１

西安交通大学城市学院学报

① 贸易竞争力指数，即ＴＣ（Ｔｒａｄｅ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ｎｅｓｓ）指数，是对国际
竞争力分析时比较常用的测度指标之一，它表示一国进出口贸易的差

额占进出口贸易总额的比重，即 ＴＣ指数 ＝（出口额 －进口额）／（出口
额＋进口额）。该指标均在－１－１之间，其值越接近于０表示竞争力越
接近于平均水平，越接近于－１表示竞争力越薄弱，越接近于１则表示
竞争力越大。



七、十八类商品的ＴＣ指数为负数，其他十三类产品的
ＴＣ指数值均大于零。其中有五类产品的 ＴＣ值是大
于０．８的，六类产品的 ＴＣ值介于０．６至０．８之间，这
表明陕西省的出口商品主要是集中在劳动密集型产品

而非资本密集型产品上，资本密集型产品的 ＴＣ值基
本都为负值，那么我们可以得出陕西省资本、技术含量

高的产品都缺乏国际竞争力，其进口额大于出口额。

但是，陕西省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的生产效率和国际

水平相比相差较大，这一点会严重影响陕西省的外贸

竞争力。

五、主要结论与对策建议

（一）主要结论

我省上市公司大致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第一阶

段（１９８３－１９９５）为陕西企业上市起步阶段、第二阶段
（１９９６－２００４）为陕西企业上市成长阶段、第三阶段
（２００５－至今）为陕西企业上市快速发展阶段。历经
三个阶段的发展，陕西资本市场日趋完善，上市公司在

数量和质量上都取得了历史性的突破。

陕西上市公司行业分布非常广泛，涉及到商业、旅

游、化工、建筑建材、机械设备、食品饮料、有色金属、信

息服务等大大小小２７个行业。其中电子、旅游、商业
包含较多的上市公司，行业集中度较高。医药、金融服

务等行业分别只有少数几家上市公司，行业集群优势

难以得到有效发挥。

本文的实证分析表明，陕西省上市公司创新能力

排名中表现较为突出的行业，与陕西省目前区域产业

竞争力表现突出的行业并不一致。前者表现突出的行

业主要在于机械制造业、金融业和商业旅游业，而后者

表现突出的行业主要在金属加工、化工业和家电电子

计算机类行业，而这些行业在创新能力排名当中表现

不尽如人意。

（二）陕西省上市公司创新能力提升与区域产业

竞争力协调发展的建议

基于上述实证研究结果，本研究认为现阶段陕西

省产业发展政策的思路应当是在巩固现有区域优势产

业的基础之上，有计划有步骤地引导新的优势产业增

长点，为未来经济发展提前布局［１２］。具体来说，一方

面要充分利用目前陕西省劳动力优势发展家电电子计

算机等传统优势产业，另一方面应当构建配套政策来

鼓励机械制造业、金融业和商业旅游业等具有创新优

势和潜力的产业发展，培育和强化新的经济增长点。

至于金属加工类、化工类等产业，虽然陕西省拥有区位

资源优势，但是在发展过程中应当加强环保法规的建

设和执行，走出一条绿色发展之路。

具体来说，为了促进陕西上市公司实现又好又快

发展，本文从政府和企业角度提出了相关对策建议，

即：从政府角度，大力发展区域经济建立良好经济环

境、加快推进和完善资本市场建设、加强统一规划和引

导促进资源的合理配置、多渠道提高上市公司质量和

产业集中度、选准优势产业培育一批具有竞争力的拟

上市企业、着力支持企业并购重组来做大做强陕西企

业、优化股权结构来提高公司治理水平、建立科学的职

业经理人管理体制、加强市场监管优化市场环境；从企

业角度，完善股权结构、加强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加

强企业文化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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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期以来，我国大多数制造型企业重产品生产、轻
物流管理，对内部物流环节综合优化的重要性认识不

足，没有充分发挥物流管理在资源调节中的指挥棒作

用，导致企业内部物流存在着诸如对市场需求变化反

应慢、订单交付不及时、物料到达不准时、车间物料调

动混乱、零部件配套性差、库存及生产成本过高、生产

效率低下和物料浪费严重等现象［１，２］。据中国物流与

采购联合会２０１２年统计数据分析，在产品的整个生产
过程中，物料用于加工与检验环节的时间仅占５％，而
其余９５％的时间则处于储存、装卸、输送和等待加工
状态［３］。尤其需要指出的是，制造成本的２０％ ～４０％
直接与物流环节的流通时间相关。因此，重构企业内

部物流管理部门，优化企业内部物流的管理流程，建立

自己的物流管理体系，合理选择高效率的第三方物流

公司，将订单、生产、包装、储存、运输、装卸、搬运、配送

和信息处理等环节有机结合起来，实现全程高效的计

划、执行和管控，是企业内部物流发展的必然趋势，也

是降低企业物流成本和提高运营效益的最直接有效的

手段［４］。日本企业界认为“只要看物流状况，就能判

断企业的管理水平”［５］。因此，高效物流已经成为当

前企业“最重要的竞争”之一，被称为是企业的“第三

利润源泉”“企业脚下的金矿”。

长安大学张圣忠副院长，在对我国物流理论进行

分析研究后指出，我国物流理论的研究存在“重生产，

轻物流”“重物流形式，轻物流内容”“重物流技术，轻

物流经济”“重物流现象，轻物流本质”等问题，在物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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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上存在“结构性失衡”等现象，而针对诸如企业在

生产过程中的物流，如企业内部运输、搬运与仓储等内

部物流的研究相对较少。这一现状导致经营者对“企

业内部物流”这项管理短板认识不足、企业物流管理

水平提升困难［６］。本文基于这些问题，针对内部物流

展开研究，提出了企业内部物流一体化的模式，并从理

论和实践的角度进行分析，强调高效物流体制的重要

性，探索构建高效物流的有效方法。

一、企业内部物流内涵

企业内部物流（俗称厂内物流），是指支持企业生

产活动所需要的原材料、在制品、半成品、外协件、产成

品、燃料和辅助材料在仓库与车间之间、车间与车间之

间、工序与工序之间各个环节的流转、移动和储存（含

停滞、等待），以及与之相关的计划、组织、实施、控制

等管理活动［７］。它贯穿于物料从进厂到成品出厂的

整个生产和经营活动过程，包括从来料验收入库、物料

储存、物料申领、装卸搬运、配送、加工、装配、包装、成

品入库和成品出厂以及伴随生产消费过程所产生的废

弃物回收及再利用，形成了一个内部物料流动线路。

通过改善内部物流管理水平、压缩库存、减少物流成本

与资金占用率、提高生产效率与流通效率、消除搬运浪

费和充分利用空间等手段，以实现企业综合管理水平

的提升，从而帮助企业实现效益最大化［８，９］。

从企业角度来看，内部物流管理的核心是管理供

应链中物料的流动状态和停留时间，控制存货的数量、

形态和分布，加快存货周转期，使物流、信息流和资金

流畅通并形成一个完整的闭环反馈系统，做到物料供

给精准化与生产需求同步化。

二、当前制造业企业内部物流存在的问题

由于管理理念的局限性，大多数制造型企业内部

物流系统都存在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认识不充分，物流整体管控水平低下

１．对企业内部物流的作用认识不充分、不到位。
具体表现在：（１）我国大多数制造业高层决策者还没
有把物流管理提升到战略高度，导致工作重心偏重于

为生产提供仓储、配送等服务工作，即由过去的生产单

位到仓库领取物料，转变为仓库直接送料到生产工作

站或工序的某一点。（２）大部分企业不重视生产计划
与物料控制的准确性，致使物流系统不能合理制定物

流计划。频繁增加临时的配送需求，难以经济合理地

安排配送车辆与作业人员，导致经常发生车辆、人力等

诸多方面出现或大量闲置、或供给不足等非正常现象。

有时企业为了达到扩大销售的目的，甚至不惜以增加

物流成本为代价。（３）过多临时变更计划、缺乏计划
性，导致物流系统中采购部为应付频繁变更，进行超常

规采购物料，造成库存增加，进一步使库存的物资与生

产进度不配套，如此进入恶性循环，最终导致企业内部

流动资金因库存物资存量过大而减少，甚至直接影响

企业的正常运营活动。加之，由于物流计划的编制缺

乏专业人员，整体物流专业化程度偏低。同时，由于现

代企业过分强调“零库存”管理，以及对物流系统重要

性的理解不深刻，致使一些企业不重视自身物料需求

计划的合理性。

２．企业物流活动中浪费现象普遍。物料计划不合
理会产生多余的库存和搬运，还有停工待料、送货过早

等待上线、残次品的出现等现象，对产品不仅起不到增

值作用，甚至还会增加企业的生产经营成本。另外，对

瓶颈与非瓶颈工序不加以区分，其结果只能是生产出

数量上不配套的零部件或产品，增加在制品库存量。

３．对内部物流缺乏整体管理。物流部门尚未从企
业整体物流效率提升的角度对物流运作进行规划与管

理，物流管理条块分割，计划、采购、仓储、生产等物流

活动仍分散在不同部门，各自负责一部分物流职能，缺

乏有效的相互协同机制。而决策层、管理层、作业层之

间存在“横向脱节、纵向管理控制不力”，对外部变化

或异常情况的响应能力不强等问题，根本原因是企业

物流系统内部各要素缺乏整体的优化。一个环节的物

流管理欠缺，会带来相应的连锁反应，不合理的内部物

流管理必然带来浪费的累积。

４．物流成本的主次责任不清，财务核算标准欠缺。
由于现行会计制度不完善，内部物流成本无法很好地

反映到经营报表中，更造成企业内部物流成本居高不

下。比如，内部物流成本核算中缺少统一的核算标准，

且物流成本界限模糊，无法分部门进行核算，造成物

资、人员、设备设施、空间、时间效率等方面浪费严重。

物流成本责任主体不清，财务预算监控性差、约束力

弱，导致采购成本、库存成本偏高，最终表现为企业内

部物流成本偏高。

（二）物流布局不合理

１．缺乏系统设计思想。生产的特殊性和设施布局
的不合理，使仓库物料配送与各生产单位距离不匹配，

造成企业物流流量大、流向复杂。

２．物流储运布局不合理。物流布局、流程不清晰
造成了物流混乱，物料经常处于交叉、迂回、倒流、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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跃、等待和拥挤状态；最初的生产流程设计不合理造成

物料流动路径长、物料停滞时间长、工作效率低，导致

生产周期长。由于仓储区设计不合理，没有规划相应

的通道和区域，在仓储的卸货区，有的甚至形成了暂存

区、堆料区；在卸货区内，堆积的物料停留时间过长，客

观上是对卸货区空间的占用，进而影响后续卸货操作，

致使其无法正常进行；在暂存区，物料的摆放不规范、

杂乱无章、标识不清晰，有的甚至连最基本的物流通道

都未留出，结果在物料入库时，物料员要花费大量时间

寻找和移动，很难实现先入先出，严重影响物料进出的

效率。

（三）企业内部物流管理信息化程度低

１．企业内部物流信息化应用程度较低，缺乏有效
的信息管理系统。目前很多企业信息化程度较低，虽

然有些公司应用了企业资源计划系统（ＥＲＰ，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Ｐｌａｎｎｉｎｇ）、仓库管理系统（ＷＭＳ，Ｗａｒｅｈｏｕｓｅ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Ｓｙｓｔｅｍ）、制造执行系统（ＭＥＳ，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
ｉｎｇＥｘｅｃｕ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等信息管理软件，但往往只是简
单地统计、汇总，没有将内部物流各环节的单据实现自

动流转。表单、凭证、账册、卡片和文件还要靠各环节

的人工输入与核对，这不但影响了企业运营效率，还因

人为失误影响数据的准确性，使企业蒙受损失。

２．成熟的物流技术难以及时推广应用。受财力、
物力、人力、信息等条件限制，先进的电子数据交换系

统、射频识别技术（ＲＦＩＤ，Ｒａｄｉｏ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
ｔｉｏｎ）和条码技术等数字化的物流管理方法得不到充
分应用，管理信息系统的重要作用得不到充分发挥。

企业对自己的物流服务也无法进行及时监控、物流追

踪亦不完善，无法实现与供应商和下游客户的信息共

享，更无法实现与社会物流兼容对接，使企业物流与社

会物流在信息衔接上脱节。

３．物流部门信息管理不完善。物流信息的管理较
分散、集约化程度低，如对采购的交期信息、供货质量

信息、供货人信息、供应商的生产波动、物资消耗及供

应规律、库存中各种物资的历史分布等物流基础数据

不进行归纳整理分析，使得库存管理者不能及时根据

市场变化及生产波动等情况进行库存量管控，导致库

存增加或库存不足。

（四）运输配送体系不完备

１．物流标准执行难。国家虽早已制定了一系列物
流标准，但在目前来看，尚未得到严格遵守与执行。究

其原因是实施规范物流标准化的手段和措施尚未成

熟，如设备落后、包装容器不标准、辅助料架通用性差、

库房利用率低且未能实现立体仓储等。另外，企业中

普遍缺乏统一、规范的物流操作标准。由于物流器具

标准不匹配，使得各种物流设备之间的作业缺乏有效

衔接，最终导致物品在运输、装卸、仓储环节中难以实

现一体化、全过程的快速有序流动。对企业内部物流

这项非连续性的工作，如果没有规范的操作要求和过

程研究，会造成物流过程靠经验管控、随意性强，使企

业在物流过程管控方面存在明显的短板。

２．社会物流资源利用不充分。当前，企业物流所
需的基础设施主要依靠自身的投资，对社会上的第三

方运输、仓储等资源的利用较少。这使得企业不能充

分共享第三方物流的专业化优势，也在一定程度上增

加了企业的资金占用量和仓库的空置成本，影响了物

流效益。

（五）物流专业人才不足

１．高层管理人员缺乏对内部物流的重视度，中层
管理人员缺乏基础物流理论和实践操作经验。企业没

有及时引进和培养专业的物流人才，这些都是制约企

业内部物流系统建设的重要因素。

２．从事物流的人员缺乏内部物流管理经验，知识
结构单一。企业物流领域缺少既懂企业管理、物流管

理和物流财务管理，又懂货物专业知识、信息技术的复

合型人才。而这些人才的缺乏，影响到企业内部各部

门之间的协同程度，大大降低了运转效率。

（六）缺乏合理的物流管理绩效测评机制

目前，多数制造企业物流管理在绩效方面存在目

标不清晰、难以量化、实际可操作性差等问题。具体来

说：首先，采集信息过程缺乏足够的、准确的数据来源，

信息获取的途径缺失，有可能造成数据失真。其次，目

前制造企业内部评价体系的可操作性差，造成物流企

业管理绩效评价缺乏科学性，评价的精准度很难得到

保证，考核标准有待规范等。而缺乏系统合理的绩效

考评指标体系，对物流管理实施过程很难进行全程

监控。

三、提升企业内部物流管控能力的策略

通过上述对企业内部物流存在问题的剖析，结合

企业实际情况，本文提出一体化的企业内部物流管理

模式，主要内容如下：

（一）强化管理意识，构建管控体系

１．普及物流观念，树立全局物流观。企业需要对
内部物流管理的重要性有足够的认识，并系统了解和

学习物流知识，尤其是企业中、高层管理者物流管理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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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的提升尤为重要。在“微利”时代，企业要主动转变

观念，由“企业物流”向“物流企业”转变，将物流管理

提升到企业战略高度，实现物流管理的系统化、信息

化、一体化，使企业上下形成“向物流要效益”的氛围。

２．学习借鉴世界先进的物流管理理念。如借鉴日
本丰田公司提出的准时化生产（ＪＩＴ，ＪｕｓｔＩｎＴｉｍｅ）以及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总结的精益生产方式，依据“四适

原则”，即将生产所需的原材料适质、适时、适量地送

到合适的地点，并尽量减少中间环节，以便企业对在制

品、半成品、成品等物料实现定制管理。学习采用看板

管理方法，推动“零库存”的储存方式，对拉动系统和

先进先出的管理思想做深入研究并应用到实践，从而

减少生产线两侧物料的堆放，加速物流的流转。值得

注意的是，企业采用ＪＩＴ的生产方式时，必须实现生产
的流程化与平稳化及来料质量的可控化，以达到高效

率的物流。

３．重构物流系统。通过成立专门的物流管理机
构，在高度集成的信息系统支撑下，整合产前、产中、产

后的物流管理职能，对企业内部供应链物流实施一体

化管理。在精益物流系统中，企业管理者根据“不间

断、不倒流、不迂回、不等待、不出废品和不混杂”的

“六不”原则，来制定创造价值流的行动方案。建立基

于整体物流模式计划控制系统，从销售、生产、采购到

财务，实施整体化计划管控，打破横向分散、条块分割、

互为壁垒、重叠建设、内耗严重的现状，实现专业化、规

范化的作业流程，实现资源最佳投入产出比。构建大

物流体系与一体化协同物流运作模式，以业务流程为

主线将仓储物流划分为“收、发、退、拨、调、盘、废、借”

等八大环节，实行专业分工，确保实现仓储作业的信息

流与物流对接，逐步实现“快速、准确、高效”的物流目

标，更好地服务于企业的柔性化生产。

４．编制物料配送计划、细化生产计划、规范作业程
序。对内部物流系统制定针对不同物资的申请计划、

仓储计划、到料计划。首先是企业各管理部门只需对

物流系统的储备资金总额进行控制并加以考核，让最

了解物资使用情况的物流人员来控制物资的采购计划

和仓储计划，减少不必要的库存，做到按需采购、按需

存储、按需发料。让附近的供应商按指令要求分批次

送货，可部分直接送至生产线的工站，减少中间的库存

量；其次做到配送“按作业单货同行”，建立小件物料１
～２小时节拍定时配送方案，大件物料按现场工位定
量配送体系。现场物料异常信息及时反馈，执行不合

格品、空器具和作业垃圾定时清退的生产现场管理制

度。遵循物料和生产人员相对移动距离最近、装卸搬

运次数最少、单一直线流动、进出最方便和生产最顺利

的原则。对多分厂使用、多品种、小批量的物资，要利

用配装手段，充分考虑车辆的载重量和容积，提高车辆

满载率、安全性和运送效率，做到轻重搭配、装卸先后

有序、方便沿途卸货，运用回库物资带回的方式提高物

流车辆的利用率。

（二）优化整体布局，加快规范化建设

１．改善企业整体布局与优化流程。对于企业物流
系统，其规划设计的核心内容是产品、制造、运输的流

程图，包括合理化的工厂、车间内部的设计与平面布

置、设备的布局，通过改变和调整平面布置来优化物

流。对企业内部物流流程的整改与优化离不开对企业

整体布局的考虑，特别是对企业作业场所进行科学、合

理的调整与优化。从平面布局角度，要考虑车间在制

品的流向，原则上要以物流总行程最短为条件来布局

车间。在车间链上，要使最先的输入点和最终的输出

点接近仓储位置。

２．合理配置物流的设施与设备，设计合理的作业
场所。结合物流的实际需要，企业要加大对物流设施

设备的投资与开发，并投入与物流配送相适应的先进

设备，如自动分拣装置、装卸机械、运输工具、移动式货

架等，提高配送的机械化、自动化程度，更好地满足企

业生产的物资需求。根据作业量的分布、物流量、生产

类型、物料性质、设备成本，合理配置各种设施、设备及

人员，使不同设备、设施之间在品种上配套、在吨位上

衔接，使设备与人员之间达到配置平衡，以提高设备利

用率和人工生产率，减少现场的物料堆放和设备闲置。

在满足生产工艺流程需要、适应厂外运输要求、节约用

地与空间发展的基础上加强企业管理。规范供应商到

货车辆管理，提高卸货频次，严禁供货车辆在厂内滞留

或乱停。建立专用物流通道，制作现场指引标识，保证

厂区内各物流通道作业顺畅，改善厂区内物流环境，提

高物流运作效率。通过对仓储现场、分装现场、配送通

道、车间作业现场的“整理、整顿、清扫、清洁、素养、安

全、节约”等“７Ｓ”现场管理活动，消除干扰生产作业现
场的各种不利因素，通过改善生产环境和产品质量来

提高服务水平。

３．加快物流的标准化、专业化与自动化水平建设。
企业内部应根据自身的生产特点，从供应链的眼光来

认识、定性定量地分析企业内部的物料流向，借助物流

技术对物流设施从最基本的物流容器单元化、集装化、

标准化、通用化到物流机械化和自动化，逐步进行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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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从物料的采购、运输、储存、发料直至在生产线的流

动等环节上做到统一的标准化规划，建立各个环节互

容的标准体系，使物流活动高效顺畅。产品包装，尽可

能地做到接口统一，减少拆包、装盘、等待等反复无效

的动作或时间。物流器具标准的配套与包装、托盘和

装卸搬运的标准化，不仅有效减少物流过程中的损耗，

更能极大地提高物流的周转效率。

（三）完善信息化平台，实现信息共享

１．加大物流信息系统的应用，完善物流管理信息
系统。（１）现代化信息管理系统既可以保证信息流的
迅速、准确无误，还可以有效抑制冗余信息传递，减少

作业环节，消除操作延迟，实现物流系统“快、准、灵”

的特性。物流信息系统可提高物流运作效率，增强企

业对市场的应变能力，实现供应链中各节点的良好匹

配。及时、准确的物流信息是企业制定合理生产计划

的前提，内部物流管理平台的制定要从采购到生产领

域的标准流程及运行规范出发，让设计数据有源头、采

购数据有依据、收货管理有计划、库存管理有标识、出

库成本有归集、财务核算有凭证，从而大大改善流程处

理效率，提高企业物流管理水平。（２）充分利用现有
发达的物联网技术、互联网技术、云计算技术，提高信

息系统在企业内部的应用水平。建立集中式信息共享

平台，让各相关部门可以瞬时了解物料的数量和位置，

从而分析出生产进度，并安排好原料采购和成品发货。

同时，企业要在完善生产调度管理系统、仓储管理系

统、仓储监控系统、运输管理系统、在途信息系统、采购

营销信息共享平台的基础上，加大对相关物流信息的

采集和整合力度，不断提高物流信息应用和服务水平。

２．构建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现代物流体系。企业
内部物流运输的发展表明，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高新

技术对提高企业物流效率、降低物流成本具有重要作

用。现代生产物流管理的基础和依据是大量的物流信

息，充分利用这些大量的底层数据录入到计算机并经

过计算机系统的统筹分析，进而实现对生产过程、物流

管理、生产计划、调度和质量等的监督和控制，通过减

少生产和供应过程中的浪费，缩短物流时间。现代化

企业内部物流的发展趋势是信息化、自动化、智能化和

集成化，这就要求企业必须建立起以信息技术为核心，

以运输、配送、装卸搬运、自动化仓储、智能库存控制和

包装等专业技术为支撑的企业内部物流体系，实现企

业内部物流的系统化管理，降低企业物流成本。

（四）发挥“第三方”作用，实现优势互补

１．降低企业物流活动的自我服务比重。由于客户

不断压缩交货周期，加之企业内部物流管理的不足，为

有效控制物流成本，企业可把部分物流环节外包给专

业性较强的物流公司，把原料的采购委托给信誉较好

的中间商。一方面可以按照物流专业化、现代化的要

求对企业自身的物流系统进行改造，提升企业自身物

流服务水平以满足现代化产销的需要；另一方面重视

社会物流发展状况，结合企业的自身能力及物流需求，

逐步引入和依靠第三方物流服务商所提供的专业化、

现代化的物流服务平台，提升企业物流服务的水平。

其实，厂内物流业务完全可以外包，其主要工作是从物

料进厂开始到原料送到生产线，以及从生产线下来的

产成品到出厂前的所有物流活动。

２．整合企业内外部的物流资源。在企业内部物流
的具体操作中，受季节或其他因素的影响，企业对物流

的需求和内部物流的供给会出现物流资源紧缺抑或闲

置的情况。这时就需要借助外部资源来实现自身利益

最大化，当出现物流供应紧缺时，可以暂时借助第三方

物流来满足企业内部物流的“缺口”；当企业内部物流

出现闲置时，可以暂时作为第三方物流来避免企业内

部物流资源的浪费。目前，在优化供应配置、降低资金

占用方面，ＪＩＴ采购、供应商管理库存（ＶＭＩ，Ｖｅｎｄｏｒ
ＭａｎａｇｅｄＩｎｖｅｎｔｏｒｙ）和共同预测、计划与补给（ＣＰＦＲ，
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ｖｅＰｌａｎｎｉｎｇＦｏｒｅｃａｓｔｉｎｇａｎｄＲｅｐｌｅｎｉｓｈｍｅｎｔ）
是较为科学、理想的采购模式，有助于减少中间的储存

与配送环节，提高原材料和零配件直送工位的比重，进

而实现生产精益化。另外，外租仓收货过程中根据生

产计划实际需求量，严格按照计划的需求量收货，防止

不必要的货物进入仓库或生产车间。

（五）加快物流人才建设，加强专业人员培训

１．重视人才引进和培养，组建物流管理队伍。要
改变现有物流队伍的人才结构，引进具有专业化物流

管理知识、具备丰富物流管理从业经验的高级人才。

只有不断引进和培养高层次的物流管理人才，建设创

新、务实、专业的职业化物流团队，形成完善的高中低

多层级物流人才梯队，才能成就企业物流管理的可持

续发展，为企业进行物流管理创新提供人力保障。同

时，在引进人才的同时要注重人性化管理，既能引得

来，更要留得住，使其尽心尽力，有用武之地。此外，物

流人才梯队的培养和扩充途径，可以有条件、有目标、

有选择、有针对性地与职业院校物流专业进行联合培

养，也可尝试将企业内部物流系统管理技术的研究和

分析工作嵌入到培训课程教学中去。

２．加强现有物流专业人员培训。从企业的物流管
８１

西安交通大学城市学院学报



理层到操作人员，要分层次地进行系统化的培训。针

对不同的工作岗位，不同的工作性质，制定不同的培训

目标和内容。企业内部专业物流人员的培训应以物流

管理技术的研究和分析工作为主，侧重于供应链的战

略规划和管理的培训。非物流专业人员培训，可利用

案例和数据，用事实向广大员工宣传内部物流降本增

效的功能与作用，改变人们对传统物流系统的认识，促

进物流系统的工作重心由服务向开发利润源转变。

（六）建立绩效评估体系，实现内部管理突破

１．对物流活动进行计划和调控，正确计算物流成
本并评估物流部门对企业效益的贡献程度，分层分级

地建立物流成本管理与控制系统。运用专业的预测、

计划、核算、分析和考核等经济管理方法，进行物流成

本状态分析以及物流责任成本管理和效益分析等，不

断完善和优化企业内部物流管理系统。企业应建立相

应的物流费用核算机制，选择正确的核算方法，了解企

业物流成本结构，对物流活动计划进行监控，正确反映

物流成本，科学合理地降低物流成本。

２．建立和完善物流成本的指标考核体系。应用信
息技术，引入商业智能（ＢＩ，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实现
物流绩效指标源数据的自动采集、统计、分析和应用，

分析展现物流绩效的同时，为决策者提供数据支持。

在一套完整的流程、标准的指导下，建立相应的量化奖

惩考核机制，进行月度、季度和年度考核，以保障优化

的方案和科学的计划得以实施，实现企业内部物流管

理的突破。

基于对上述关于物流活动的思考，本文从内部物

流成本控制能力、库存物料管理能力、内部物流布局能

力和内部物流管理成熟度四个方面构造了制造业内部

物流绩效评价指标体系［１０］，见表１。“管理不在于知，
而在于行”。再好的优化设计方案如果想要取得预期

效果，最后的落脚点还在于组织的执行力。合理的物

流绩效评价体系是物流优化方案落地的保证，是实现

“行必果”的航标。以上活动最终均要以企业管理标

准或体系文件的方式确定下来。

表１　制造业内部物流评价指标体系表

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制造业内部

物流绩效评

价指标体系

成本控制能力指标

成本营运指标

成本资金指标

废料率

材料周转率

现金周转时间

净资产周转次数

库存物料管理能力指标
库存水平指标

反应力指标

最高存量

最低存量

库存周转率

企业内各部门的物流单据流转时间

内部物流布局能力指标

运输效能指标

运输效率指标

生产线与其仓库的平均距离

仓库平均每天向生产线发运零部件次数

按时交货率

订单完成率

物流运输准确率

内部物流管理成熟度指标

管理环境成熟度指标

管理策略成熟度指标

管理文化成熟度指标

工作流程熟练度

组织结构成熟度

资源共享成熟度

沟通与信息流设施成熟度

内部物流规划方案成熟度

内部物流的亚文化融合成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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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束语

优化与完善内部物流管理体系将是制造企业降低

物流总成本的主攻方向，也是未来企业竞争的焦点。

“微利模式”中的中国制造业若要寻求自身发展、实现

经济、社会效益最大化，就必须优化内部物流管理，从

物流成本上发掘第三利润空间以寻求新的竞争着

力点。

１．物流管理的关键在体制，而物流管理意识无疑
是物流管理中的关键一环。只有保证内部物流的畅

通，才能实现物流管理的内外结合，并进一步将物流管

理的范围向纵深扩展，推进精益物流管理。管控物流

成本是促进物流合理化的基础，物流降低成本的短期

目标重点在于控制运输成本，长期目标在于控制库存

成本。要想达到加强物流管理水平的目的，首先要加

强对物流管理对象的管理，包括对物料的数量、质量、

时间、成本及信息的管理；企业通过对内部物流管理的

提升，力求以最少的运力，走最少的路程，经最少的环

节，花最少的费用，耗最少的时间，完成最大量的运输

作业任务，实现成本最小化、利润最大化。其次要落实

对物流管理整体结构的改进，包括流程再造和相应组

织结构的优化，供应商管理的优化与改进，推进管理制

度化的建设，提升管理者的素质和意识，重视物流管理

中人的因素等。在此基础上，需要设备、信息、工具、器

具等资源共享并进行最佳配置。

２．良好的企业内部物流管理体系是确保企业物资
正常供应的前提，更是企业正常生产和运营的先决条

件。在沟通协调上，企业内部物流管理部门与系统内

部的沟通，使采购、生产、配送等业务流程更清晰、流

畅，并在合理化的基础上通过减少原材料、成品的库

存，减少供应链上的占有资金，减少不必要的物流动

作，提高订货的准确性、配送的高效性和信息交流的通

畅性。

３．物流系统优化是供应链优化的基础，快速响应
能力是供应链竞争的核心，快速物流是缩短供应链周

期的决定因素。企业需要借助高效的物流系统来加快

物流速度，而机械化、自动化、协同化、标准化与组装单

元化是建立高效物流系统的重要条件。物流在整个产

品制造活动的过程并非一成不变，供应链参与者在物

流活动过程中的角色是动态变化的，这种变化会直接

影响物流供应链结构的变化。因此，整个物流过程是

一个不断转化与重组的过程，物流活动参与者的主体

与需求变化，需要生产组织者和管理层及时调整和跟

进，这对企业管理提出更高的组织能力要求。

总之，新型的内部物流一体化的企业物流管理模

式可以从生产物流的角度来计划、组织、协调和控制企

业的各项生产活动，通过生产物流进行管理和优化，来

实现对各项生产活动的管控，提升生产物流效率。企

业要想在物流领域的竞争中占据制胜高地，就必须从

多个方面入手，构建好内部物流体系，优化物流组织，

规范物流管理流程，并且要配合企业高层带领全员行

动，才能提高物流效率、降低物流成本、增强管控能力，

使有限的资源得到最优化的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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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为财务会计及制度设计；王小青（１９７５－　），男，河南内乡人，西安交通大学城市学院管理系副教授；郭蓉
（１９８６－　），女，陕西韩城人，西安交通大学城市学院管理系助教。

关于会计专业综合改革几个问题的思考

“专业综合改革试点”课题组

（西安交通大学城市学院 陕西西安 ７１００１８）

［摘　要］　会计专业改革推进到深层次的时候，必然会碰到许多深层次的问题，这就需要通过全方位的综合
改革予以解决。会计专业综合改革包括以精品资源共享课程为龙头的课程改革，以双师型教师为主的教学

团队的建设，以提高学生职业能力为主的综合试验区的建设。

［关键词］　会计专业；精品课程；双师型教师；职业能力
［中图分类号］　Ｇ４２０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２０１５）０１００２２０６

一、已经取得的成绩及为深化改革奠定的基础

管理学科的科学性和艺术性并存、理论性和实践

性并重的学科特点决定了会计学专业的教学研究与改

革一直是我国高等教育研究与改革的热点，社会用人

单位对大学本科（特别是第二批次、第三批次本科）学

生职业能力的高度重视和迫切要求同时助推了会计学

专业教学研究与改革的持续深入。十年来，西安交通

大学城市学院会计学专业一方面深入调查社会用人单

位对会计学本科毕业生的需求和能力要求，另一方面

对会计学专业本科的培养目标和市场定位展开深入研

究，取得了一些教学研究成果，积累了一定的教学改革

经验，奠定了比较扎实的人才培养模式创新的基础。

这些创新的基础包括：

（一）对于专业的认识基础

自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以来，中国经济社会的各个

领域伴随着市场化进程而突飞猛进，高等教育改革同

样如火如荼。然而，高等教育（特别是本科层次）所培

养的各类人才与社会用人单位对高校毕业生的要求之

间的矛盾日趋尖锐，致使在人才市场上突显的大量大

学毕业生就业难和大量企事业单位招人难的“两难困

境”长期存在。显然，造成这种“两难困境”的原因是

多方面和多层次的，而创新独立学院人才培养模式无

疑是化解这种“两难困境”的最为关键和最为重要的

途径之一。

借鉴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经验，从当年的经济特

区，到后来的经济技术开发区、保税区，再到自贸区等，

这些都可以说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不同阶段的经济体

制创新实验区。尽管这些实验区在发展过程中存在着

这样那样的问题，然而，这些实验区为中国经济体制改

革和经济社会发展积累了经验，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

生产力，极大地创造了社会财富并满足了市场需求等

是社会各界有目共睹的。

独立学院专业综合改革实验，旨在鼓励和支持人

才培养模式的综合改革，在教学理念、管理机制等方面

进行创新，努力形成有利于多样化创新人才成长的培

养体系，满足国家对社会紧缺的复合型拔尖创新人才

和应用型人才的需要。西安交通大学城市学院会计教

学团队充分认识到这是本专业教育教学综合改革的重

大机遇，决心通过综合改革项目建设，进一步推进会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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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专业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与创新，最大可能

地加速本专业教育教学改革的步伐并最大限度地提升

本专业教育教学改革的社会效益［１］。

（二）教学改革研究基础

近十年来，西安交通大学城市学院会计学专业教

育工作者围绕该专业的教育教学改革一直不间断地从

独立学院应用型本科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经管类本科

应用型人才“３＋１”培养模式、高校应用型人才培养模
式、管理类专业综合模拟实践教学、管理类专业应用型

本科人才培养课程体系、会计学专业“职场训练”的组

织与管理、会计学专业“基于能力的应用型人才培养

模式”等方面进行着多层次多视角的研究，逐步深化

研究并取得了较为丰富的研究成果（见表１－１）。
表１－１　会计学专业主要教育教学研究项目表

项目名称 立项单位 负责人 起讫时间

独立学院经管类本科应用

型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的研

究与实践

省教育厅 王海民 ２００７－２００８

独立学院经管类本科应用

型人才“３＋１”培养模式的
改革研究与实践

教育部“十

一五”规划
王海民 ２０１０－２０１３

管理类专业综合模拟实践

教学研究与探索
学院课题 王小青 ２００９－２０１１

管理类专业应用型本科人才

培养课程体系的构建研究
学院课题 卫民堂 ２０１１－２０１２

会计学专业“职场训练”项

目的研究与实践
学院课题 杨芳 ２０１１－２０１２

会计学专业“基于能力的应

用型人才培养模式”的研究

与实践

学院课题 王海民 ２０１２－２０１３

实践教学的质量标准与考

核方式研究
学院课题 宋安铃 ２０１４－２０１６

　　（三）教学改革实践基础
本专业在深入开展教育教学研究的同时努力推进

教学改革，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１．确立了“基于职业能力的应用型本科人才培养
模式”

２０１２年初，城市学院利用组织各专业修订人才培
养方案的契机再次将“以人才培养模式创新”为核心

的教学研究与改革推向新的高潮，对各专业的专业特

色、人才定位以及教学方式改革等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会计学专业积极采用访谈、座谈、问卷等多种方式对该

专业的社会需求进行深入的调查，在深入研究的基础

上确立了 “基于职业能力应用型本科人才培养模式”。

（１）毕业生的职业定位是“基于职业能力应用型
本科人才培养模式”的关键点。综观我国高等教育研

究与改革的理论与实践，不同学校对自身的人才培养

有不同的定位，有的学校定位于创新型，有的学校定位

于复合型，有的学校定位于研究型，也有的学校定位于

技能型，等等。西安交通大学城市学院和全国３００多
家独立学院一样是我国高等教育改革中新生事物，按

照国家现行的高考录取制度属第三批次录取的本科院

校（一般简称为“三本”）。那么，这种“独立学院”对

这些“三本学生”的培养应该如何定位？经过反复讨

论、论证和深入研究，西安交通大学城市学院将自己的

人才定位于“应用型”。与此同时，本专业同样明确了

“面向一线岗位，具有较强职业能力的高素质应用型

本科人才”的人才定位。

（２）“基于职业能力培养”是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
的创新点。传统的人才培养摸式的显著特点在于“基

于学科（或专业）知识体系”，即以系统学习和掌握该

学科（或专业）现有的理论知识体系为目标设计和规

划培养方案，以课堂教学为主要教学方式，以卷面考试

为主要考核手段。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和进步，

各专业需要学习和掌握的理论越来越多，各专业所开

设的课程也越来越多，学生在校学习的时间有限，培养

方案可安排的学时学分有限，无奈只好压缩课程课时，

或者将原来的两门课程甚至更多课程“整合”成一门

等等，直接造成了所谓的“高分低能”现象。

２．建立了理论教学体系、实践教学体系和素质拓
展体系“三位一体”应用型本科人才教学体系

本专业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将“基于职业能力的

应用型本科人才培养模式”具体化为包括理论教学体

系、实践教学体系和素质拓展体系“三位一体”的教学

体系（见图１）。其中：
（１）理论教学体系。本专业的理论教学体系的设

计思路是，围绕职业能力，审视理论教学体系中课程设

置和教学内容，按照对职业能力的贡献度大小确认课

程开设的必要性，并整合课程内容。具体做法是：

第一，重新审视某些课程开设的必要性。基本做

法是要考察原来所开设的课程是否有利于学生职业能

力的发展，以及对学生职业能力提高的贡献度大小，对

于贡献度小的课程，予以舍弃。同时，从专业管理人才

职业能力的要求出发，确认必须开设的新课程或课程

内容。

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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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会计学专业“基于职业能力”的教学体系

第二，对内容相关度比较大的课程进行合理的整

合，体现时代特征和学科交叉融合的趋势。为了避免

某些课程在内容上存在的重复浪费，需要站在专业人

才培养的高度，确定所有课程的教学内容，加强课程内

容之间的联系和衔接。

第三，在课程内容上，不追求学科理论体系的完整

性，以理论够用为原则，在此基础上，增加与课程配套

的实践性环节和实践性课时。

第四，改进教学方法。变以往的“教师讲、学生

听、考试结束全忘光”为“教师和学生互动探讨，变知

识为能力”，增加学生的参与度，激发学生兴趣，提高

知识学习和应用的效果。

第五，适当开设拓宽视野、开拓思路类的课程。学

生走上工作岗位后，随着管理经验的丰富，完全有可能

走上中高层管理岗位，这将对他们的知识水平提出更

高层次的要求。所以，可适当开设拓宽视野、开拓思路

类的课程，以及为深入学习提供基础知识的课程，关键

是要培养学生具有自我学习的能力。

（２）实践教学体系。会计学专业实践教学体系
（见图２）主要包括实践教学和职场培训两个方面的内
容，紧紧围绕着管理专业的职业素养、职业能力等方面

的能力提升进行设计，为会计学专业毕业生的专业核

心能力培养服务。其中：

第一，实践教学。实践教学的目的是训练学生在

专业课程理论知识的基础上，能够结合企业实际，分析

和解决企业会计业务存在的具体问题，具备从事会计

业务相关工作的基本专业能力。具体环节包括：①专
业认识实习。专业认识实习是学生进入专业教学阶段

之前统一安排的参观性实践环节，目标在于通过认识

图２　会计学专业实践教学体系

性实习使学生对各类工商企业（公司）的管理过程具

有一般的了解和初步的感性认识。②专业模拟实验。
专业模拟实验是贯穿于专业课程教学全过程的实践环

节，配合专业课程理论教学开设基本业务训练和上机

操作实验，主要内容包括计算机模拟实验和ＥＲＰ沙盘
实验。通过这些实验和模拟训练，加深学生对管理专

业理论、管理业务方法和管理业务流程的理解。③情
景教学。情景教学包括案例教学和管理系列讲座两部

分。案例教学的目标在于理论联系实际，让学生在现

实环境下学习和领会管理原理，训练学生运用理论知

识和方法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系列讲座的目

标在于进一步放大学生知识视野，融合各门课程的知

识边界，强化理论知识的实践性（可用性）和应用性

（如何用）。④毕业实习与设计。毕业实习与设计的
目标是培养和训练学生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

题的能力，组织方式为毕业实习（顶岗实习）与毕业设

计一条龙，即采用校内老师和实习单位聘请老师联合

指导的形式，从学生毕业实习（顶岗实习）中选择课

题，结合毕业实习进行调查、分析、研究和设计，最终形

成毕业论文。

第二，职场培训。职场培训环节的主要目的是培

养学生具备基本的职业素养和职业习惯，掌握基本的

职业技能。具体包括职场教育、职场训练和项目训练

三个环节。①职场教育。职场教育的目标是培养学生
具有职业意识、职业责任，掌握求职技巧，帮助学生做

好职前准备，尽快适应未来的工作。②职场训练。职
场训练的目标是培养学生的职业习惯和职业素养，是

利用课外时间，在校内的职场环境中以项目带动，进行

为期一年到一年半的持续性课外训练。③项目训练。
项目训练是将专业中的核心内容项目化，聘请专业性

管理顾问公司对学生进行的训练，目标在于培养和提

升学生的核心业务能力。

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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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推广案例教学、参与式教学等新的教学方式和
方法

案例教学最早起源于美国哈佛大学法学院，很快

风靡于美国、英国、法国、加拿大、新加坡、香港、台湾等

国家和地区的商学院，实践证明它是一种有效培养学

生职业能力的科学教学方法。参与式教学是国际上普

遍推崇的一种教学方式，强调学习者已有的经验，与同

伴合作、交流，一起寻找、分析问题的解决途径，以提高

师生的批判意识和自主发展能力。该方式力图使教学

活动中的每一个人都投入到学习活动之中，都有表达

和交流的机会，在平等对话中产生新的思想和认识，丰

富个人体验和经历，进而提高自己改变现状的自信心

和自主能力。

本专业从培养和训练学生实际业务能力、拓展和

提升学生职业素质的目的出发，强力推行案例教学、参

与式教学等教学方法，在着力培训青年教师的同时在

各门课程教学大纲中做了硬性规定，规定每门课程必

须利用４－８个计划学时进行案例教学或参与式教学，
把学生的专业能力的培养延伸到理论教学当中。

４．创新实践教学方式
会计专业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对实践教学方式进

行了大胆创新：①策划了以专业核心能力培养为主线
的职场训练、以专业业务能力培养为主线的项目训练、

以体验实际管理背景为主线的案例分析和以获取职业

资格为目标的职业资格培训等实践教学环节；②建成
了一定规模的职场训练室，４个开放式案例讨论区和６
个校外实习训练基地；③职场训练、项目训练和案例研
究等新的实践教学环节开始试点。

二、对会计专业综合改革试点几个问题的思考

（一）以精品资源共享课程为龙头的课程改革

按照《关于开展２０１４年陕西普通本科高校“专业
综合改革试点”项目建设工作的通知》（陕教高［２０１４］
７号），陕西省教育厅组织开展了２０１４年本科高校“专
业综合改革试点”项目评审工作及“专业综合改革试

点”子项目建设内容审核备案工作。经学校推荐、专

家评审、网上公示等环节，最终评定 １０７个专业为
２０１４年度陕西本科高校省级“专业综合改革试点”项
目（陕教高［２０１４］１５／１６号）。西安交通大学城市学
院申报的“专业综合改革试点”项目及所有子项目均

获立项。其中由王海民、杨芳教授为项目负责人的会

计学专业被评定为省级“专业综合改革试点”项目；由

卫民堂教授负责的《管理学》，由王海民、杨芳教授负

责的《会计学基础》被评定为省级精品资源共享课程；

由卫民堂教授负责的“应用型管理人才培养模式创新

实验区”被评定为省级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以

王海民教授为带头人的“会计学教学团队”被评定为

省级优秀教学团队。

在基于能力的理论教学体系、实践教学体系、素质

拓展体系“三位一体”的培养模式指导下，城市学院会

计专业教学团队经过严格的筛选，最终确定了７门核
心课程，并由该专业的首席教授担任课程与教材建设

的负责人。该专业的核心课程与系列教材主要有会计

学基础、中级财务会计、成本会计、财务管理、财务报告

分析、管理会计、审计理论与实务等。按照陕西省教育

厅的要求，城市学院会计专业教学团队早在２００６年就
建立了会计学基础精品课程的网站（ｈｔｔｐ：／／ａｃｂｃｃ．ｘｊ
ｔｕ．ｅｄｕ．ｃｎ），当时该网站受到了陕西省独立学院会计
专业老师和同学们的广泛好评，起到了精品课程的示

范效应作用，真正使优质教育资源让大家（同行）共

享。２０１４年城市学院会计专业教学团队又按照陕西
省教育厅《关于开展２０１４年陕西普通本科高校“专业
综合改革试点”项目建设工作的通知》（陕教高办

［２０１４］７号）的要求，对原来的精品课程（《会计学基
础》）网站进行了升级改造，升级改造之后的网站地址

是ｈｔｔｐ：／／ｋｊｘ．ｘｊｔｕｃｃ．ｅｄｕ．ｃｎ，名称为：《会计学基础》精
品资源共享课程，也得到了陕西省教育厅的批准（陕

教高办［２０１４］１５／１６号）。网站中的内容有该门课程
的教学大纲、课件、视频、网上自测题、教学案例、资料

库、练习题、教学指导书、常见问题解答等等内容。在

《会计学基础》这门精品资源共享课程的带动下，城市

学院会计专业的课程与教材建设都取得了显著的成

效。例如《会计学基础》（第２版）获得２００９年度全行
业优秀畅销品种的奖励［授奖单位：中国书刊发行业

协会（２００９年１２月）］。《会计学基础》（第３版）获得
２０１３年度中国大学出版社图书奖优秀教材奖二等奖
［授奖单位：中国大学出版社协会（２０１３年１０月）］。

（二）以双师型教师为主的教学团队的建设

城市学院会计专业现共有教师４０人，其中专职教
师１０人、专任教师９人、兼职教师２１人。专职教师绝
大多数由西安交通大学等公办院校的教授或副教授担

任，专任教师由来自重点高校的教授、企业的高级管理

人员组成。会计专业团队的特色有：

（１）团队人员结构合理。教师中，有教授４人，副
教授２０人，讲师１４人，助教２人，高级职称占教师总
人数的比例为 ６０％；取得硕士、博士学位的教师 ２４

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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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占教师总数的６０％。
（２）团队生气勃勃，年富力强。团队中，带头人为

教授，５８岁，其余骨干教师年龄在５０岁上下，加上一
批青年教师，正是年富力强，可承担并已经承担了大量

教学任务，广泛开展了教育教学改革与研究。在承担

会计学专业综合改革试点任务后，有充分的时间与精

力投入工作。

（３）教学经验丰富，教学能力较强。团队里许多
骨干教师具有３０年左右的高校教学经历，积累了丰富
的教学经验，教学效果好。长期的教学工作，对于本专

业如何适应国家、西部地区及陕西省产业结构调整，培

养适应性强、实践能力强的应用技术型人才，有深刻的

感悟。

（４）具有一定的教育教学改革经验。团队骨干教
师，承担并完成了一些教学改革项目，进行了教学内

容、教学方法的改革，发表了多篇论文，也获得了一些

奖励。这些宝贵经验及总结，为专业综合改革做了很

好的铺垫，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５）青年教师培养初见成效。青年教师是会计学
专业的生力军，为了提高他们的教学水平，学院安排他

们到企业顶岗锻炼，迄今几位青年教师都经过了锻炼，

熟悉了企业，了解到企业的需求。教学团队采取“多

帮一”、实务界精英“一搭一”的帮带方式，加强培养，

帮助青年教师尽快站好讲台。鼓励青年教师参加高一

级的在职培训与进修学习。现在，青年教师承担了大

量教学工作，能够较好地完成教学任务。

（６）专任教师发挥了很好作用。本专业聘任的３
位具有会计专业职称的技术人员为会计专业的发展做

出了努力，定期向学生开展与会计学相关的专业知识

讲座，有的还承担了高级财务会计课程的讲授。他们

丰富的企业管理经验，深厚的专业知识，对本学科现状

的了解与未来发展展望，使学生受益匪浅，激发了学生

学习积极性。

（７）团队建设有规划、有目标。为了加强团队建
设，我们计划近期再聘请兼职教授 ３名，新增教师 ４
人。经过努力，计划３年内，培养１－２名在省内会计
学科具有重要影响的学科带头人，承担各级教育教学

改革研究项目５项，承担科研课题３项，在核心期刊发
表论文５篇。

本课程教学团队非常重视对青年教师的培养，首

先在引进青年教师的时候，必须是起点较高的会计学

专业或者财务管理专业毕业的硕士研究生。引进的青

年教师进入本教学团队之后，还必须采用传、帮、带的

方式继续培养。传，就是要给青年教师传承高尚的师

德师风与一流的教学技能。帮，就是要帮助青年教师

解决工作与生活中遇到的各种各样的疑难问题。带，

就是带领青年教师成为教学能手。青年教师入职之

后，需参加教师资格培训，培训合格之后，教育主管部

门发给教师资格证。然后再进行教师技能培训。接下

来再做一年时间的助教工作，即协助主讲教师批改作

业，给学生答疑辅导。一年时间的助教工作结束之后，

才能讲述本课程。另外，我们还成立了由主要学科带

头人为主的多个研究小组，让年轻教师参与到这些研

究小组中来，通过参与教学研究、参加学术研讨会等方

式，达到培养青年教师的目的［２］。最后，通过举办各

种专业大赛、专家讲座丰富青年教师的教学理念。同

时，参加各类实验室建设，亲身经历购买相关软件，完

善实验室的建设的步骤，有助于教学工作的有效开展。

（三）以提高学生职业能力为主的综合试验区的

建设

实验区的建设是本专业教学改革的突破口，是本

专业深化教学改革、创新人才培养模式的战略机遇。

实验区的建设必须以先进的教育理念为指导，以精准

的人才定位为目标，以科学清晰的建设思路为纲领，着

力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最大限度地发挥教学改革的示

范效应。本专业实验区在人才培养模式创新中秉持的

教育理念有二：

１．基于职业能力培养
从传统的“基于学科（专业）知识体系”的教育理念

彻底转变为“基于职业能力培养”的教育理念是应用型

人才培养模式创新的关键。如前所述，应用型人才培养

模式的主要特点在于面向业务一线岗位，着力培养学生

一线岗位的业务能力，使其毕业后能直接上岗，上岗后

就能上手，上手后就能独当一面地处理岗位业务，并能

够改善岗位业务绩效。这样一来，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

中无论是理论教学、实践教学以及素质拓展都必须以培

养学生在一线岗位上的业务能力为主线，以“基于职业

能力”的教育理念来指导培养方案的制定、教学体系的

设计、教学方式与方法的安排、实践环节和训练方式的

开发与整合等各个教学环节，以“基于职业能力”的教育

理念来统帅人才培养的全过程。

２．强化专业训练
本专业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不仅形成了一个共识，

即对应用型本科人才的培养要确保学生四年当中学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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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本专业必须的理论知识并取得好成绩，而且要指导

学生在四年的学习中具备一些就业岗位所必须的职业

能力。“能力”一方面来自科学理论的指导和开发，更

重要的是来自持续的高强度的专业训练。本专业在

“基于能力的应用型本科人才培养模式中”特别强调

学生的实践和训练。

（１）整合和优化传统实践教学环节。传统的人才
培养模式中已经进行了诸如课程实验、专业（生产）实

习、毕业实习和毕业设计等实践性教学环节，实践证明

这些环节如果扎实组织，对训练学生的职业能力是有

效的。

其一，伴随着企事业单位的公司化和市场化，各专

业的专业（生产）实习、毕业实习的安排越来越困难，

直接导致了这些实践教学环节基本上流于形式甚至是

走走过场，几乎发挥不了应有的训练学生职业能力的

作用。本专业经过长期的调查和研究，计划与用友信

道科技公司合作，引进该公司的“把企业搬进学

校———虚拟商务环境下跨专业企业运营训练平台

（ＶＢＳＥ）”。ＶＢＳＥ植入了六家制造企业、两家供应商、
两家商业银行、一家会计事务所、一家工商局和一家税

务局的真实数据和资料，搭建了一个完整的、虚拟的商

务环境，学生可以在这个平台上扮演公司总经理、各部

门经理、采购员、库管员、现金出纳、成本会计、财务会

计、资产会计、税务会计、预算会计、招聘主管、绩效主

管；银行营业部专账柜员、综合柜员；工商局工商管理

专员、工商稽查专员；税务局税收征管专员、税收稽查

专员等不同角色，在一个虚拟的接近真实的商务环境

下承担并完成不同岗位业务，在一个相对长的时期内

（半年到一年）考量绩效的同时训练职业能力。

其二，传统的课程实验是以领悟某门课程的基本

原理、熟悉某项业务的流程为主要目的，这些实验相对

零散和孤立，各实验之间缺乏有机联系，难以真正训练

和培养学生的职业能力。本专业经过研究对原有的实

验环节进行系统化整合，根据本专业学生的职业能力

结构，选择目前企事业单位通用的主流业务软件或信

息系统对学生进行本专业主要业务（成本核算、财务

预算、报税、融资方案等）的实战演练，在帮助学生领

悟相关课程基本原理、熟悉主要业务流程的同时训练

学生处理专项业务的职业能力。

２）创新性开发实践教学环节。本专业秉持“基于
能力”的教育教学理念，研究并开发一些新的实践教

学方式和环节，试运行结果良好。

其一，创新性开发职场训练。按照理论教学体系、

实践教学体系和素质拓展体系“三位一体”的应用型

本科教学体系的要求，本专业创新性开发了职场训练。

“职场”是按照公司的写字间装修和配置的工作环境，

采用项目管理的组织形式在校内营造一种模拟职场的

训练环境。职场训练是学生在导师的指导下在特定的

职场环境中，利用半年到一年的课余时间，在项目经理

的直接指挥和管控之下按照规范流程通过团队合作共

同完成一项特定的训练项目，其目的在于一方面锻炼

学生独立完成本专业主要业务项目（调查、收集资料、

计划编排与控制、方案设计与论证等）的能力，同时培

养和训练学生按时上班、听从指挥、服从安排、团队协

作、按期保质完成规定任务等职业素质和习惯［３］。

其二，借鉴性开发项目训练。理工类专业的实践

教学环节中有一项“课程设计”。课程设计是应用本

门课程的基本理论和方法完成某一个小微项目的设

计。本专业借鉴理工类专业“课程设计”的做法和经

验开发了“项目训练”。项目训练是学生在老师的指

导下结合某门课程学习，运用该课程的核心知识和方

法独立完成某项小微项目的设计和规划（如：成本会

计课程：某产品成本核算流程设计；审计学课程：某企

业财务审计方案设计等）。这样一来，学生学习专业

核心课程（７门左右）就可以接受不同的７个小微项目
的训练，以此训练学生的职业能力。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会计专业改革推进到深

层次的时候，就必然会碰到许多深层次的问题，这就需

要通过全方位的综合改革予以解决。会计专业综合改

革包括以精品资源共享课程为龙头的课程改革，以双

师型教师为主的教学团队的建设，以提高学生职业能

力为主的综合试验区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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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高等教育体系对转型期独立学院中外合作办学的启示
———以西安交通大学城市学院合作办学的加拿大纽芬兰纪念大学为例

孙　晓，朱普社
（西安交通大学城市学院 陕西西安 ７１００１８）

［摘　要］　从中外合作办学的角度，以加拿大教育体系为切入点，以西安交通大学城市学院合作办学的加拿
大纽芬兰纪念大学为例，探讨如何合理借鉴西方教育模式，采取适合我国国情的有效措施，改革独立学院的

现状，培养国际化应用型人才。

［关键词］　加拿大高等教育；独立学院转型；国际化应用型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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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独立学院是在高等教育大众化背景下按照新机
制、新模式、新运营体制应运而生的本科层次学院。十

多年的办学实践证明，发展独立学院对于我国新时期

深化高等教育改革、扩大高等教育规模、提升教育资源

利用率、缓解办学经费短缺、促进我国高等教育整体长

远发展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然而，在政府的政

策导向和目前办学环境的变迁影响下，相当一部分的

独立学院面临着转型的任务。

独立学院中外合作办学目前已经有了长足的发

展，在合作办学层次方面，既有学分互认的本科层面双

学位教育，也有联合培养的本硕双学位教育；在合作办

学内容方面，既有专业课程学习的长期学历教育，也有

出国互访交流的短期培训教育；在人才培养方面，从学

生到教师的全方位教育主体都参与到合作交流中来；

在合作领域方面，校企合作开创的短期实践交流更是

成为了新的亮点。但是，独立学院面临转型的现实背

景和教育全球化的大环境影响对中外合作办学提出了

新的要求和发展方向。

加拿大高等教育非常重视国际化的交流与合作，

从机构设立、学科设置、科研选题、师资队伍、学生的招

生和就业等都以全球化视角来考虑；加拿大高校都具

有较大的办学自主权，可根据自己所需制定不同的招

生标准，自主设置专业、课程和学分，自行决定和实施

行政和教学事宜，自主开展国际教育与合作交流；加拿

大的高等职业教育体系比较发达，十分注重提高学生

的从业技能和就业率；加拿大高校普遍倡导“以人为

本”的办学理念，并努力使其贯彻在教育教学的全过

程中。转型期独立学院的中外合作办学可借鉴并参考

加拿大教育的一些优势，革新发展思路，促使自身成功

转型及长远稳定发展。

一、加拿大教育体系特点概述

１．全球化意识强烈
加拿大政府十分重视教育的国际交流，一直把教

育产品的输出和服务视为一项重要国策，不仅因为招

收外国留学生使得加拿大教育国际化、校园多元化，而

且外国留学生学费比本国学生高１－３倍［１］，为各高校

带来了非常可观的收入。另一方面，随着全球不断增

长的高等教育国际化需求，使得巨大的留学市场潜力

刺激多样性的教育机构加入到教育资源的提供者行

列，同时激发了各种新的合作模式的出现。目前中加

合作办学已经发展为各种灵活多变的合作形式，尤其

是本科层次的“１＋３”或者“２＋２”双学位联合培养项
目已经在许多中国的独立学院落地生根、开花结果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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茁壮成长着。但进一步规范课程对接、学分互认等细

节方面的合作，对于转型期的独立学院而言仍是非常

大的挑战。

以西安交通大学城市学院“２＋２”双学位本科合
作项目的加拿大纽芬兰纪念大学（ＭＵＮ）为例，与其他
加拿大大学的商科学位几乎大同小异的设立模式一

样，获得ＡＣＣＳＢ认证的 ＭＵＮ商学院面向本土和全世
界学生设立三个本科学位：①工商管理学士学位
（Ｂａｃｈｅｌｏｒｏｆ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ＢＢＡ），不分专业
方向，但可多修３－５门专业课程在简历里注明商科侧
重求职方向；②国际工商管理学士学位（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Ｂａｃｈｅｌｏｒｏｆ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ＩＢＢＡ），对英文入
学要求非常高，比ＢＢＡ多上３－５门专业选修课；③商
业学士（ＢａｃｈｅｌｏｒｏｆＣｏｍｍｅｒｃｅ，Ｃｏ－ｏｐ），按照５个专业
学期上课，第一个实习学期，１个专业上课学期，第二
个实习学期，１个选修上课学期，第三个实习学期，２个
选修上课学期的安排进行，最快５年顺利毕业。对英
文和实践能力都要求很高。

所有学位都要求必须学习２门英文课程（批判性
阅读和写作，英语为第二语言的写作），３门基础前提
专业课程（商务概论，微观和宏观经济学），２门数学课
程，２０门专业必修课（例如按阶梯课程安排顺序为会
计学、商业法律、营销概论、决策模型、信息系统、战略

管理、金融学等等）。此外，ＭＵＮ所有的课程都有固定
的课程代码，虽然每门课程的教学大纲会发生变化，或

者前提课程要求发生变化，或者任课老师发生变化，但

课程代码都严谨而规范地体现着学生的培养方案。因

此每一个学生通过一页纸的课程代码表格呈现，就可

以清晰地明白自己大学四年需要学什么课程，将要做

哪些课程准备，和最终到底学过什么课程。因为课程

代码就是一种世界语言，作为依据与世界各国合作院

校进行课程对接和学分互认，展现ＭＵＮ的培养特色。
２．互动高效的课堂教学
加拿大课堂提倡“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老师

讲课不会面面俱到，提倡学生自学研究和批判性思考，

鼓励每个学生提问讨论和展示自己的独到见解和分析

过程。此外，大部分老师都有较高的学历背景，所以上

课非常重视学术思维授课方式和分组讨论教学。图书

馆更是教学策略中至关重要的一部分和学习技能的重

要场所。

以西安交通大学城市学院合作办学的加拿大纽芬

兰纪念大学为例，其授课方式主要为以下三种形式：①
传统讲课（Ｌｅｃｔｕｒｅ），即老师在讲台上讲课，学生在台

下听讲的传统授课方式，一般学生人数为三十人左右，

以大班上课为主，会有少数的非常积极主动的学生和

老师互动，整节课的信息量非常大，要求学生课下做很

多功课才可以吸收课堂的内容，对学生学习的主动性

有一定要求。②主题讨论课（Ｔｕｔｏｒｉａｌ），即老师布置与
之前传统讲课相关内容的问题、测验、案例等，学生则

以分组形式，自学讨论进行答案总结、竞赛答题、方案

呈现等学习活动，无形当中通过自由探讨、查找资料、

数据分析、文献学习、小组汇报（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的过程学
到并掌握专业知识和研究方法。使学生真正主动参与

到学习中来，更好地理解之前专业讲课的授课内容，并

提高分析问题的综合能力，教学效果比较显著。③研
讨课，很像老师和学生在一起的圆桌讨论会，比较适合

高年级、人数比较少的小班，整个教学过程遵循以学生

为中心的原则，课堂８０％的时间交给学生，“交际法”
得到了充分体现。这要求老师作为课堂的策划者，提

前布置主题学术资料，学生提前进行大量的相关文献

资料阅读和分析整理工作，从而在课堂上就各自观点

进行阐述和讨论，老师起到的只是抛砖引玉的作用来

激发学生新的思维火花，引导不同话题的展开，并从学

术角度指导学生如何进行数据查找、文献检索等研究

方法。对老师的学术功底和知识储备以及学生的自学

能力和逻辑思维能力都要求很高。综合来看，一般低

年级专业课程授课会采用传统讲课和主题讨论课相结

合的方式，使学生较好地掌握专业基础知识；高年级专

业课程可采用研讨课、实践实习、分组汇报等形式，使

学生较好地应用所学的专业知识。

３．应用性强的第二语言教育
加拿大的ＥＳＬ（ＥｎｇｌｉｓｈａｓａＳｅｃｏｎｄＬａｎｇｕａｇｅ）教育

指以英语为第一语言的国家，将英语作为第二语言教

授给移民或留学生的语言教育［４］。不论是加拿大本

土学生还是国际留学生，只有通过 ＥＳＬ考试才可以获
得大学入学申请资格。因为 ＥＳＬ考试是英语语言能
力的证明，表明可以进入大学进行专业课程的课堂学

习、掌握基本的学术研究方法、适应讨论演讲等会话情

景；表明理解当地人的生活方式和语言表达方式、了解

英语国家的文化背景、达到在不同场合恰当运用英语

语言以达到交际目的。相比而言，中国的ＥＦＬ（Ｅｎｇｌｉｓｈ
ａｓａＦｏｒｅｉｇｎＬａｎｇｕａｇｅ）教育指在汉语为第一语言的环
境下，将英语作为外语来教授二语习得的教育。在中

国特色英语教育背景下，学生将四六级、学位考试等英

语测试作为英语能力的证明。

以西安交通大学城市学院合作办学的加拿大纽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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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纪念大学的ＥＳＬ语言中心为例，定位为帮助来加拿
大的世界各国留学生做好进入大学进行专业课程学习

的英语语言准备。所以 ＥＳＬ全部为不超过１８人的小
班授课，教材资源主要选取英式的学术杂志期刊的文

章、数据案例分析、政府研究报告等偏学术性资料（美

式教材以报纸文章、生活杂志等偏工作性资料）；教学

目标是通过写作、阅读、语法、词汇这四方面进行整体

英文水平强化，重点进行偏学术性的写作和阅读训练，

培养学生“自己”组织论点、论据、结论，逻辑清晰地构

建出“自己”独到的观点，通过阅读文章的形式重点考

核写作的内容和意义，而不是词汇和语法的合理性。

据了解，目前中国学生面临的最主要的问题：一是因为

语言的薄弱和之前英语教育方式的影响，非常习惯

“记忆”单词、“背诵”文章，很难经过“自己”思考后组

织英文语法和词汇后说出“自己”的看法；二是不太愿

意“大胆、主动”和外籍老师及其他国际生交流学习；

三是与西方学生在批判性思维（ＣｒｉｔｉｃａｌＴｈｉｎｋｉｎｇ）思考
问题方式上存在差异；四是习惯沉浸在自己理所当然、

固有的英语方法中，因缺乏交流，忽视按照 ＥＳＬ英文
老师将英语作为母语去学习的方法。

４．以人为本的办学理念
加拿大高校普遍倡导“以人为本”的办学理念，并

努力使其贯彻在教育教学的全过程中。第一，以学生

为中心的服务。学校网站的页面设计是以学生的视角

来思考作为一名申请者、入学者、在校生、毕业生等角

色时如何快速获取信息为出发点，所以学生可以通过

信息检索或各种机构解决问题并得到优质的服务和帮

助。第二，完全学分制体系。加拿大大学普遍采用完

全学分制，学生入学后没有固定班级，可以按规定的学

科门类和学分要求自选课程、自选授课教师，给学生最

大限度的自由度。学生可以根据自身情况调整自己的

学习方向，自由选课、转系或转校，并决定缩短或延长

学习年限，还可以边打工边学习。第三，开放启发式的

课堂教学。很多课程都会分组进行小课题或案例讨论

和汇报呈现，教师在讲课时，非常鼓励提问、讨论、交

流、质疑、对话，以激发学生的创造性思维。

以西安交通大学城市学院合作办学的加拿大纽芬

兰纪念大学为例，学生自行通过网站和邮寄材料就可

以完成申请及录取手续；新生入学后可以拿到“一卡

通”，当作宿舍钥匙、图书馆复印、洗衣房充值卡、借

书、公交、就餐等几乎所有的校园服务活动，减少了宿

舍管理员、图书管理员、设备管理员等人力资源成本；

全校全覆盖的ＷＩＦＩ无线网络更是让师生们随时享受

信息搜索的乐趣，大家好像有一种“就怕没有问题，不

怕任何问题”的生活状态；课堂总是因为那些积极活

跃、具有思考力、主动爱问问题而变得很有生气，师生

们也都非常享受这种新思维迸发的互动交流状态，因

为老师也认为学生的提问和质疑就是让老师学习进步

的动力，没有问题的学生就是没有思考；学生的宿舍、

超市、体育中心、餐厅等几乎都由勤工助学的学生自己

管理；校内各种丰富多彩的俱乐部和学生志愿者组织，

成为学生发挥兴趣和特长的场所。总之，学生自己是

大学学习生活的主宰者，如何学，怎么学，大学四年如

何过等规划全部由学生自己作主。

５．发达的职业教育
加拿大的高等职业院校十分注重提高学生的从业

技能和就业率，在专业和课程的设置、教育教学和管

理、实践实习活动等方面按照经济与社会的实际需要

来安排，具有对所有想学习者开放、学习形式多样性、

产学结合紧密、关注学生毕业后的成就等特点。接受

职业教育９２％的学生在毕业后的６个月内找到工作，
９５％的雇主对毕业生满意，２２％的学生虽然已有综合
性大学的教育背景，但是无法找到工作，但经过一年的

研究生文凭学习，这些学生９７％能找到工作［５］。加拿

大独特的研究生文凭教育，是社区学院大专提升文凭

层次的学术途经，也是学术性本科大学教育之后提升

实际能力的实践选择，成为应用型人才培养新模式的

亮点［５］。

二、对比与借鉴

１．提高行政管理的国际化意识
独立学院转型发展，是高等教育发展趋势、经济需

求以及学院自身特点的科学定位，在办学体制、专业建

设、教学模式、人才培养模式、师资队伍建设、管理服务

模式等方面进行改革［２］。为了更好地长远稳定发展

中外合作办学项目，独立学院的灵活体制可以在重视

和保证民族传统文化教育的同时，对目前的选课培养

方案进行改革。

例如明确出国意向的学生在国内除了必须完成本

专业的思想政治（马克思主义等）和基础科学（高等数

学等）的必修课程外，可对其开放跨系跨级申请提前

修读与国外大学互认的基础通识课程（商科类的商务

概论、会计学基础、商法学、营销概论等）的选课通道。

从而完善国内外学分互认和课程对接程序，增强行政

管理视角的国际化意识和综合思维，努力形成自身的

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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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多元形式增强学生主动参与教学活动
人才培养目标是办学定位的具体化，办学定位是

人才培养目标的基础［３］。目前转型期的每个独立学

院都面临着一种全新的生存发展方式探索，高质量的

教学不仅体现在认知性掌握科学知识，而且需要将人

才培养体现在真正实在的应用技能培养，如创新创造

能力、独立思考能力、逻辑分析能力、交际沟通能力、团

队合作能力、环境适应能力等。

所以，一方面要求教师队伍以学术思维的培养方

式开展教学活动，如可以多引入学术文献资料、权威的

视频资料、官方的统计数据、多元的主题测试、专业前

沿杂志文章等作为授课参考教材和课下阅读作业。让

学生接触到更多元视角和直观立体学习资料来开拓全

新的专业学习视野，提高学生主动参与学习的积极性，

培养严谨的学术思维来思考和分析问题。另一方面，

教师可以灵活利用多种形式提高学生在课堂上和课堂

下的“参与度”，如定期开展主题讨论课来分组讨论提

前布置的开放式特定问题，也可以就指定的小测验问

题进行分组讨论并以竞赛形式呈现小组结果，或者设

计开放式案例并最终以分组团队形式呈现各自分析结

果。教学质量效果是教学特色的基础，更好地发挥独

立学院灵活机制的特点，才能保证转型期的独立学院

教育教学向正确健康的方向发展。

３．重视语言课程的实践应用能力培养
由于独立学院一般都是依托母体院校优势学科、

特色专业发展起来的，在培养目标、教学理念、教育思

想、教学管理、专业设置、教学计划、教材选择、教学方

法等都带有母体院校的痕迹，所以如何发展具有自身

特色的实践型、应用型人才培养方案，将教学质量体现

在与国际接轨的人才培养水平上，使学生的综合素质

适应中外合作院校的培养要求，成为转型期每所独立

学院面临的挑战。

以如何通过中外合作办学的方式培养国际化应用

人才为例，一方面要求国内语言类课程要明确培养定

位，即通过听说读写等基本技能的学习，提高文章阅读

的思考力，进而提高论文写作的条理严谨程度；另一方

面要求外语类测试考核与国际接轨，即英语应用能力

的评价标准除了以国内的四六级考试为主外，还可以

采纳雅思、托福、托业等外语国际通用测评体系来多方

位评价学生的语言运用能力；此外，还可以开设雅思培

训、批判性思维、学术阅读、论文写作等适宜有出国意

向学生的选修课程，提前做好语言和专业素养方面的

准备。从而最终使学生可以顺利完成国内专业基础课

程学习过渡并适应出国留学后纯外语真实语言环境，

以国际视野的角度进行学习、生活、跨文化交流等活

动，成为一名真正的国际化应用型人才。

４．增强学生自主规划大学生活的意识
在转型期，独立学院能否更好地发挥培养人才、科

学研究、社会服务三大职能作用［５］，尤其承担好服务

社会的职能，培养社会所需的应用型人才，将关系到独

立学院的生存和发展。因此，强调个性化、差异化的教

学就是重视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启发学生的思考质

疑、引导学生的逻辑思维，使学生在自主学习中掌握并

运用知识。由于现实国情，完全学分制和完全小班授

课的培养方式在我国仍需要一段时间的积累和发展才

可以达到，但是如何驱动学生自觉学习的内因和如何

启迪学生深入思考自己的发展方向，仍需要进一步

探析。

一方面，我们可以学习加拿大从小学到大学非常

重视道德教育、公民教育、职业教育的理念，要求老师

从师德方面在课堂上、实践活动中、讨论交流中等与学

生真实的接触中，与学生多沟通人生规划的理念。另

一方面，我们也可以组织一些主题活动、社会实践活

动、实习体验活动等，让学生慢慢理解学习和生活的意

义，进行以道德情感为基础的内化德育教育。当然，积

极鼓励学生参加校内外短期的出国出境交流活动，开

阔视野，也有助于学生更好规划大学生活和毕业后的

人生道路，形成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５．探索多元开放式合作办学的模式
独立学院转型是促进国家经济发展、服务社会、服

务受教育者的必然选择，目前来看，如何向应用型高校

转型是独立学院办学定位和生存发展的探索趋势。应

用型高校具有以下特征：人才培养定位的职业适应性；

专业设置与产业结构调整的切合性；师资队伍建设的

多元结构性；以应用能力培养为核心的培养方案；教学

内容的灵活性和实用性；产学研结合的可实施性；开放

式的合作办学形式；以人为本的学生管理；教育教学质

量评价体系的社会性。

以开放式的合作办学促进应用型人才培养为例，

西安交通大学城市学院与加拿大亚岗昆学院合作“３
＋１”本科和研究生文凭项目就是借鉴加拿大成熟的
职业教育优势，让学生前三年在国内完成相关专业学

习并使语言达到一定要求后，赴国外进行一年专业实

践课程学习，毕业后拿到三年工作签证开始职业生涯；

此外，西安交通大学城市学院与国内外优秀大学或教

育机构合作开展一学期或暑期一个月的短期出国出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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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以修读课程返校后认定学分，或者以出国实习返

校后提交实践报告等形式，积极推动全院师生参与到

对外交流中来。只有经历过跨国文化交流体验并且具

有国际性思维的教育者才会真正推动开放式多元合作

办学，促进国际化应用型人才的培养。

四、展望

独立学院是效率优先的经济主义模式在高等教育

领域的反应，学校不仅必须从受教育者的立场来保证

提供优质的教育质量，而且必须从社会的角度来满足

输送多元人才的需求。因此，在独立学院转型的特定

时期，只有了解教育发展的规律和趋势，认清目前教育

现状和现实情况，理清如何采取卓有成效的改革措施，

根据自身条件合理借鉴西方教育理念，才可以真正做

到扬长避短，创新理念，成功转型并长远发展。本文只

是从如何理性借鉴国外差异化教育模式进行了一些思

考，但对于独立学院的转型还可进一步深入从中外合

作层次、合作模式、合作领域等方面予以研究和探讨，

此外，还可以从师资队伍建设、教学法讨论、实践性培

养方案等方面展开研究，探索独立学院转型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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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博互动辅助教学的实践探索与研究
———以《新媒体概论》课程教学为例

吴　越
（西安交通大学城市学院 陕西西安 ７１００１８）

［摘　要］　微博互动辅助教学突破传统课堂时空局限，以开放、平等、分享的理念代替原有的集中化、权威
化、单向化教学方式。在师生交往互动中，共同建立起符合教学大纲、适合学生接受水平，兼具理论知识与实

践素材的教学平台，并有效纳入学生评价考核体系。在教学实践中总结出３种应用类型（核心主题教学、精
选案例教学及多维思辨教学），提出３点开展微博教学的注意问题，从而达到帮助学生加强专业学习、锻炼实
践能力的目的。

［关键词］　微博互动；新媒体；课程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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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日益发展的新媒体环境下，传播学专业担负着
培养适应社会高速发展，善用新媒体平台的实践型、应

用型、技术型人才的教学任务［１］。然而传统课堂中理

论知识传授和课堂教学案例互动，属于线性传播范

畴［２］，在有限的课堂空间及教学课时中，很难有效地

加强学生的参与度与动手实践能力。

在新媒体技术迅猛发展的教育背景下，涌现出一

大批有代表性的新媒体平台，比如视频网络、博客、搜

索引擎等，特别是新兴社交媒体代表———微博，更是得

到迅猛发展。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ＣＮＮＩＣ）
发布数据显示：截至２０１４年６月，手机即时通信网民
规模达到５．２７亿；截至２０１３年１１月底，全国微博账
号总量已突破１３亿，新浪微博用户日均发帖量２．２亿
条左右。

微博是微博客（ＭｉｃｒｏＢｌｏｇ）的简称，是一个基于用
户关系的信息分享、传播以及获取的网络社交平

台［３］。凭借其较高的信息到达率、分享率，更容易被

青年学子喜爱与接受，成为重要的学习和生活信息源，

因此依托于微博平台，以传递知识为主旨的公共账号

大量涌现。但是这些公共账号目前尚存在３种主要问
题。①大多较为分散，缺乏有机、系统的整合，不便于

学生搜索与关注。首先表现为主体分散，各种名称的

研究所、高校学院、考研机构等账号主体纷繁复杂；其

次表现为信息侧重点分散：理论知识与实务素材相互

混杂；再次表现为信息阶段与层次分散：基础知识与高

阶提升内容共处，知识难易程度跨度大。②账号权威
程度与信息制作水平参差不齐，难免出现信息误导，干

扰实际教学实践。③关注公共账号的学生层次尚未完
全普及。由于这些内容与休闲、娱乐信息共处同一媒

介空间，关注者大多局限于求知欲较强的学生，而对于

普通学生而言，其信息的竞争优势无法与娱乐信息相

比，如果未纳入课程计划，则在某种意义上造成资源

浪费。

本文旨在解决上述问题，通过日常教学思索与实

践，在师生交往互动中，共同建立起适合教学大纲、教

学进度和学生接受水平，兼具理论知识与实践素材的

微博教学平台，并纳入学生评价考核体系。从而有效

延展传统课堂边际，加强学生专业学习参与度与实践

能力。

一、微博平台在教学中的基本应用类型

１．作为信息发布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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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博作为信息发布平台，可应用于日常教学管理

与专业信息拓展中。第一，用于发布课业进度及教学

安排：诸如告知需要预习章节、复习要点、课堂提问题

目及课后作业等；第二，用于发布专业比赛信息：诸如

大学生广告大赛、“星火杯”学术科技竞赛、“挑战杯”

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各类摄影大赛等；第

三，用于发布新闻传媒行业的最新动态、大事件等。

２．作为教学工具与场所
所谓“教学工具”是指在一定程度上借助微博完

成教学任务或达到教育目的、完善教学程序。目前新

浪微博的应用程序有微盘、ＡＩＲ微博、图读微博、微博
投票、微博会议室、微博读书会、翻译工具等，上述工具

都是开放性的，免费的。诸如新浪微盘提供免费超大

存储空间，支持网页、电脑和手机等多终端数据同步，

随时随地分享数据，实现与学生的数据互动；ＡＩＲ微博
可以支持在线讨论和学习文件的分享；微博会议室可

以进行课后分组讨论，所有内容都会留下详细记录；新

浪读书会可以对新出版的传媒类书籍进行在线阅读与

评论，这些内容均有助于拓展学生视野，健全知识

结构。

二、微博互动教学的特征与优势

１．突破课堂时间、空间限制，延展性强
微博使用时间、地点灵活，突破了传统交流的维度

限制。有助于学生利用碎片化时间进行零敲碎打式学

习。而零碎时间往往更容易激发思想火花，便于碰撞

与讨论。学生可根据个人作息规律及学习习惯来选择

合适的时间接受信息，以此弥补课前预习不充分，课后

巩固环节不完整的缺陷。

２．传受双方平等，互动性强
新媒体的最大特征是用户地位平等与互动性强。

克服了传统课堂师生之间单向知识灌输的弊端，用开

放、分享、平等、互惠的理念代替原有的集中化、等级

化、权威化的教学方式。在微博使用过程中，可以通过

评论、转发、＠等功能，实现信息的即时交流，老师可以
通过学生的参与热情与信息反馈，了解他们的接受程

度，掌握学生的学习情况，从而及时调整教学方案。

３．多媒体形式丰富，传播效率高
首先，微博平台以文字为主，辅助以图片、视频、超

链接等多种媒体手段，形式丰富、可读性强、浏览速度

快。其次，微博克服传统课堂不能同时发言的缺陷，快

速收集学生反馈。学生发表观点的热情与效率也比集

体谈论时更高。再次，微博的信息传播方式为 ＯｎｅＴｏ

ＮＴｏＮ，老师的每一条与课堂内容相关的微博，学生都
能接收到，与此同时，学生通过微博提出的问题，老师

的解答，所有同学都可以共享，传播效率大大提高。

４．便于储存整理，可回溯，纪实性强
在微博发布某项内容时，可以选择插入话题连接，

屏幕显示为两个＃号，作为不同主题之间的分隔符号，
比如“＃互联网发展历程＃”“＃新媒体形态展望＃”等，相
当于为每个话题都嵌入了标签，待之后追溯，一目了

然。同时，传统课堂是线性传播，老师解释的关键概

念，讨论的重要问题，学生的记忆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越

来越不清晰，除了简要笔记，无法追溯。使用微博，避

免这一损失，老师的要求，师生互答都能保留在微博

上，可供学生随时翻阅，加深体会。

三、微博互动教学的实践类型

互动式教学强调教育活动中师生间的交往和有效

沟通，把教学课程看作是一个教与学交互影响、动态发

展着的过程。本文以《新媒体概论》课程为例进行梳

理。《新媒体概论》开课时间为大一第一学期，是传播

学核心专业课程，着重讲授新媒体各种业态及其传播、

发展规律，是学生初涉专业领域，认知传媒行业的重要

基础。由于学生在进入大学之前，繁重的课业压力和

较为单调的课余生活，对新媒体的接触经验有限、单

一，大部分局限在基本网络应用的范围内，如 ＱＱ聊
天、百度搜索、观看视频等，这和传播学专业课程对学

生的要求存在着较大认知断裂。同时，由于条件所限，

此门课程的讲授规模为近８０人的大班教学，因此，学
生的理解能力、接受程度较难统一与测量。

伴随着课程进度的推进，在与学生的互动过程中，

逐步探索出３种微博教学实践类型，一定程度上弥补
上述缺陷。

１．核心主题教学
主题是微博辅助教学的灵魂，围绕主题展开探讨，

促成教学目的。主题的确定应围绕教学重点与难点展

开，经历提出问题、寻找答案和归纳总结几个环节。教

师在主题选择上要做到明确且针对性强，才能使学生

在微博讨论中做到观点集中，条理清晰，便于深入。比

如在讲授“新媒体新闻ＵＧＣ形式”（用户自创内容）这
一内容时，首先要让学生对 ＵＧＣ形式建立感性认识，
在此基础上还要让学生了解 ＵＧＣ的优势及可能带来
的信息虚假弊端。在课程设计中，教师选取英国 ＢＢＣ
新闻生产著名案例———２０１２年叙利亚假视频的发布
及新闻处理技巧。教师先借助微博教学形式，上传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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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叙利亚政府军用暴力对待无辜群众的视频让学生观

看，很快就有同学对这段视频的真实性提出质疑，并和

认为视频真实的同学展开热烈讨论。讨论过后教师公

布结果：该视频为反对党在其个人社交媒体中上传

（此做法为典型的 ＵＧＣ形式），视频发出被转载到世
界最大的视频网站 ＹｏｕＴｕｂｅ，而后迅速被全球各大媒
体包括英国 ＢＢＣ、中国日报网站等转载，引发全球舆
论对政府军声讨。但是随后该段视频又被证明是人为

摆拍的虚假视频，是叙利亚政府反对派利用社交媒体

进行的一次政治阴谋。紧接着教师发布了几家主流媒

体在该视频发出的第一时间的报道截图，有的单纯描

述视频内容，声讨暴力行为，有的则在报道中注明“该

视频在社交网络广泛流传，至发稿之日无法证实其真

实性，请观众自行斟酌”字样，体现了媒体的谨慎与权

威性。通过对比，学生了解了作为传媒人判断新媒体

新闻真实性的重要性。其后，教师又提出２个问题，请
大家思考哪些因素会导致新媒体新闻的虚假性以及如

何通过技术及管理角度辨别虚假新闻？促使学生在寻

找答案时又在微博平台中找到了新的虚假ＵＧＣ案例，
由此，通过微博辅助教学方式使学生对这一主题探讨

加深了理解。

２．精选案例教学
微博可以全方位呈现精选案例，请学生利用课堂

上学到的知识尝试解决新问题，达到举一反三之目的，

成为课程学习的有效补充。在学习“新媒体舆论”一

章时，教材中讲到网络舆论的特征、生成机制、传播路

径以及舆论的功能，书中提供的案例是２００７年陕西农
民周正龙拍摄虚假华南虎照事件。教师在对教材内容

进行梳理后，精选出了自２００３年起至今，十年间发生
的重要舆情事件８个，诸如孙志刚案与中国收容遣散
制度的改革、药家鑫案、躲猫猫事件、郭美美事件等，此

８个事件均为网络舆论发力中国社会舆论场、引发现
实变革的重要节点。教师要求同学们在微博中进行舆

情信息搜集、判断舆情发展节点、梳理舆情生成与传播

路径、总结舆论在事件中发挥的正向与负向功能，并将

８个事件的舆情分析制作成ｐｐｔ形式，以小组的形式在
课堂中做１０－１５分钟展示。由此形成了一个课堂 －
微博－课堂的循环过程，让学生在掌握教材内容，完成
学习任务的同时，提升学习热情与思考能力。

３．多维思辨教学
多维思辨式探讨是教师把具有争议的命题以及对

该命题的思考角度、解决方法，预先在课堂上通过教材

讲解给学生，然后有意设置出命题的正反两方，让学生

在微博中参与讨论、争辩，最终形成对该命题较为准

确、全面的认知。比如讲到新媒体“失范行为与管理”

时，教师设置了“网络推手”与“人肉搜索”两个议题，

先在课堂中对于两个议题的内涵、生成原因和技术路

径通过典型案例进行讲解。然后设置了两个命题：

“网络推手行为是正常公关经营手段还是扰乱网络秩

序行为？”“人肉搜索是正义伸张还是网络暴力？”鼓励

学生在微博中进行讨论并试着做出评价。同学们在课

下利用网络平台，不断搜集出新的案例，通过分享与相

互启发，基本达成共识，即这两个命题的核心在于其界

限的划分与界定，并对其界限的划分提出一系列的条

件限定与规范方法。在教学环节的最后，教师要求每

位同学结合课堂内容和微博讨论体会，写出一篇１５００
字左右的小论文作为课程作业上交，促使学生再一次

对课堂知识学习和微博讨论过程做以书面梳理，加深

对课程的理解。

四、微博互动教学应注意的问题

微博互动教学是一种交际教学方法，在开展过程

中应强调“以生为本”，从实施框架到实施细节应处处

结合学生生活与学习实际进行展开。一方面从技术手

段着眼，充分提升微博教学的可操作性，另一方面从制

度管理、成绩评估切入，以保证微博辅助教学的有效

开展。

１．把握所需硬性条件
要完成微博教学首先要具备一定的基础物质条

件，主要包括手机、电脑与网络流量。经过调查，所授

班级学生９５％以上拥有智能手机，一部分同学拥有电
脑或是平板电脑，对于没有电脑的同学，鼓励他们去图

书馆进行电子阅览，这便为微博教学提供了刚性基础。

目前手机ＧＰＲＳ上网方便经济，大部分学生选择每月
固定流量的包月套餐，一般每月１０元可以基本满足其
网络浏览、网络通信及微博互动的需要，不会造成学生

的经济负担。

除物质条件外，把握学生的上网时间与媒介使用

习惯也是一个重要的考虑因素。学生的作息时间较为

集中，空闲时间较为固定，便于把握。主要分成三部

分：三餐时间、课后时间与自主时间。在三餐和课后时

间段内，学生主要是使用手机上网，因此，在这一时段

内，教师发送的微博应以文字为主，避免发送很大的图

片或视频，以减少学生网络流量，而在学生可以用电脑

上网的自主时间内，可以多发一些带有信息拓展性质

的图片、视频及相关链接，使信息内容更加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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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师生双方树立明确问题意识
微博平台以其灵活、小巧实现了师生即时互动，但

也应该注意到微博本身也有其碎片化、零散化的传播

特性，如何最大限度地发挥微博功效是微博辅助教学

开展中的难点。这就需要教师和学生双方均要树立明

确的“问题意识”。从教师角度，先要立足教学大纲，

紧贴教材内容，精心设置议题，有序组织拓展资料，做

到脉络清晰，避免由于补充教学的拓展材料过于冗余

庞杂，而导致淹没课程内容主体。从学生角度，应在老

师的要求下主动进行实名发言，将教学微博账号设为

“特别关注”，只要在手机联网的情况下，就可以收到

系统推送和提示信息，以此确保不会将教学信息淹没

在微博账号其他的碎片化信息之中。

３．健全微博参与在教学中的考核与评价机制
微博平台属于社交媒体平台，传受双方基本平等，

代替了原有的权威化与等级化师生交流模式，但是平

等交往的前提是双方先要达成共同认可的使用规则。

在使用微博平台开展辅助教学的过程中，教师应建立

微博讨论在教学中的考核机制，将其纳入到平时成绩

中，搭建好网络与现实课堂的桥梁。具体分为三个方

面：第一，提出底线要求：实名发言、注重文明用语，不

发垃圾信息，一旦发现警告批评。第二，在微博辅助教

学开展过程中，及时发现一些参与积极并较为细心的

学生，让他们成为微博账号的管理员，辅助教师发布信

息，承担微博版务的日常维护工作，删除发布广告信息

的恶意粉丝、对微博评论及时归类提取等。对于学生

管理员，在平时成绩中予以适当加分。第三，将微博辅

助教学中的内容与部分课堂展示、课后作业结合起来，

使之成为专业学习的重要阵地和必要环节。如前文提

及的舆情事件分析 ｐｐｔ展示及新媒体失范行为作业，
如果学生不完成微博学习讨论的步骤，就无法完成作

业，从而实现了课堂－微博－课堂的有效循环。

五、结语

通过《新媒体概论》课程微博互动辅助教学的实

践，增强了学生专业学习能力与兴趣，帮助大一新生迈

开进入专业门槛的艰难第一步。在其他传播学专业课

程中，微博互动辅助教学也具备一定的可推广性。随

着课程深入，微博辅助教学还可以应用于诸如《广播

电视新闻学》《企业形象与品牌传播》《传媒业概论》等

多门课程。这些课程均具有信息量大、涉猎面广的特

点，尤其是《传媒业概论》课程涉及国内外媒介环境及

部分媒介经营管理内容，与学生媒介经验相隔较远，理

解掌握起来更是困难，借助微博互动教学可以有效弥

补缺陷。

目前微博互动辅助教学的开展时间还不长，尚处

于起步和摸索阶段，很多方面还有待完善。需要强调

的是，微博互动是专业学习有力的新型辅助手段，但是

切不可喧宾夺主，不可取代课堂教学的重要位置。在

强调课堂教学主体地位的前提下，微博互动辅助教学

可以拓展传统课堂边际，成为聚合、分享专业信息，锻

炼学生实践能力的重要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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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的“睿智”
———大自然的模式对图形设计的启示

李晋尘

（西安交通大学城市学院 陕西西安 ７１００１８）

［摘　要］　无论任何设计都是“源于自然且高于自然的”，通过对大自然中螺旋与漩涡模式、堆叠与挤压模
式、分支与蜿蜒模式的解读及在图形设计中的应用，挖掘其结构背后的普适规律和设计中的通用形式与原

理，为未来在图形设计的研究添砖加瓦。构筑全新设计语言的同时并对其应用前景进行展望。

［关键词］　自然模式；图形设计；设计语言；隐喻
［中图分类号］　Ｊ５１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２０１５）０１００３７０４

一、解读大自然的模式

（一）模式

对于模式的理解也许你无法清楚描述，但却谙熟

模式。模式不仅仅存在于身边的大自然中，同样也存

在于人的体内。模式会在你头皮和指尖上形成螺旋

纹，也会将你的 ＤＮＡ编织成双螺旋线。准确地讲，到
底什么是模式呢？生物学家、数学家仿达西·汤普森

在１９１４年出版的《ＯｎＧｒｏｗｔｈａｎｄＦｏｒｍ》一书中如是
说：“物体的形状就是一张力学图。”另一种解释方式

是：外形对力的描述，并且阐明了其功能［１］。在任何

语言、文化或时代中，人们都将模式视作是各种不同的

品质以最有利的关系共存的一种视觉和谐。事实上，

它们之间完美的合作一次次地产生了重复的有机系

统，从最小的微生物到最庞大的星系都是如此。

（二）大自然的模式

模式反映了关系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影响。这些

方面无法量化或者权衡。它们本身并无结构，但是它

们可以提供背景形式，在此背景下就能呈现更详细的

设计信息———大自然的设计或你自己的设计亦是如

此。大自然的模式中有少数能量模式能够以有效的方

式打包信息、使用信息，以完美呈现方式适应物理世

界［１］。例如，螺旋线（ｓｐｉｒａｌ）及三种形状：蜿蜒（ｍｅａｎ

ｄｅｒ）、分支（ｂｒａｎｃｈｉｎｇ）、螺旋形（ｈｅｌｉｘ）。这些模式是
分形（ｆｒａｃｔａｌ）或在某能量事件发生后作为证据而存在
的视觉踪迹。

二、大自然的模式在图形设计中的应用启示

模式组织并定义了自然界的关系，同时也可以运

用到图形设计之中来增强和支撑视觉沟通。在图形设

计中应用一些简单的模式就会使图形本身的隐喻性增

强。比如螺旋和漩涡意味着一个循环往复的过程、堆

叠和挤压意味着隐形能量、分支和蜿蜒意味着运动。

自然界中的种种模式都是图形设计之“源”，下面通过

分析自然界中的几种常见模式：螺旋和漩涡模式、堆叠

和挤压模式、分支和蜿蜒模式在图形设计中的应用，挖

掘各个模式中所蕴含的灵魂思想并将其抽取出来进行

图形试验。

（一）螺旋和漩涡模式

螺旋和漩涡模式无疑是最美的万能模式，也是创

造力的精华所在。星系以漩涡的方式展开其星群，这

显示出了气潜在的力量；地球围绕地轴进行着螺旋式

自转；地球公转时，记录下它们的运动轨迹并将其按时

间顺序连接起来时，其自转的运动轨迹就呈现为螺旋

模式。同时，螺旋（螺旋线和螺旋形）是最吸引人的模

式，这种模式的迷人之处就在于其振荡对立的内在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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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它围绕中心渐渐展开但又没有明显的轴线存在。

该模式同时以有形和未知这两种方式将连线描述为生

命再生的无限过程［１］。

图１　Ｄｕｃｔｉｌ工作室作品

图２　鱼图案的球面

螺旋和漩涡模式在图形设计中有着广泛的应用，

通常是选定自然界中的对象的某一方面进行细化。可

以是一条边，一个形状，也可以将整个模式提炼为一种

简单的细节，可以借助类似于 ３Ｄ、ＣＯＲＥＬＤＲＡＷ、ＩＬ
ＬＵＳＴＲＡＴＯＲ等图形制作软件将自然界中的模式风格
化，形成带有设计师本身情感的图形设计作品。曾经

在一本杂志中看到过这样一组建筑的图形化处理，由

达米亚·勒特格·米罗（ＤａｍｉａＲｏｔｇｅｒＭｉｒｏ）和米雷
亚·卡巴尼·马西普（ＭｉｒｅｉａＣａｂａｎｉＭａｓｓｉｐ）建立的
Ｄｕｃｔｉｌ工作室将螺旋形图形与建筑特色结合起来。两
本书封面都采用螺旋线图形符号中的一个元素，用一

个色域体现一种神圣的建筑元素（圆花窗、尖顶拱、

门），见图１。因为螺旋模式形成的模板可以明确地表
达出循环往复以及神秘无穷的特性，这对于图形来说

就是一种很合适的隐喻。它比喻的是古典哥特式建筑

与神秘、庄重的联系。螺旋线图形元素的抽象概括不

仅能表现出建筑本身的神秘色彩与耐人寻味之感；同

时也是一种通感的表达，因为螺旋线的重复交叠使图

形变得有节奏感和动势，仿佛可以听得见建筑中传来

的歌唱。图形界的魔术师埃舍尔的作品中也出现过螺

旋模式，他曾经用螺旋模式将鱼的图案球面化，其隐喻

性在于生命系统的整个循环过程，见图２。从作品就

可以看出埃舍尔的思想并不拘泥于平面之上，而是用

各种不同的形式让其在空间中得到扩展。漩涡的中心

被分隔在遥远的两极，无数的小鱼从一极慢慢变大，大

到一定程度时又逐渐缩小到无穷小［２］。可以认为这

其实是一个球面的镶嵌图案，螺旋模式赋予了作品

“无穷”的思想。简单的小鱼图案以螺旋线的轨迹排

列着，随着螺旋模式不断放大缩小的图案让人有种意

味深长的感觉。小鱼随着几何框架产生无穷变化的同

时让人感受到了无限的感染力。

从螺旋和漩涡模式在图形设计中应用的一些具体

例子不难看出其灵魂思想就在于强调设计过程中的迭

代本性，亦可以理解为一种分形理念的体现。螺线轨

迹的形成可以作为图形设计的一个切入点，可以抽取

自然界中的典型形态进行描摹和图形加工，见图３。

图３　螺旋模式应用于图形设计中的过程图（笔者绘制）

（二）堆叠和挤压模式

堆叠和挤压模式是源于自然界受到挤压后形成的

多边形、多面球体和柱形的堆叠和挤压模式。所产生

的形状是存储隐性能量的有效方式，是一种高效、透

明、稳定的设计。自然界中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像蜂

窝、黄蜂土巢、龟裂的泥土、沉积岩的凝固层、雪花等都

属于这种模式的产物。汤普森曾经经过对放射虫硅质

骨架的研究，探索过堆叠与挤压模式的形成过程。他

在这一骨架如何形成方面的研究颇有进展，他用一种

泡沫细胞质与放射虫机体相比做了实验。同时提出，

在泡沫边缘，吸附力特别强，从而使无机物质沿着边缘

沉淀，因此就形成放射形轮廓的硅质骨架［２］。所以，

此骨架的美妙规则性无非是普拉蒂奥的两条规则的物

质化体现。如今在电子显微镜下研究活的放射虫，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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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得到关于它们的几何结构的又一个惊人事实，每个

放射虫伸展出许多根（常常是几百根）很细的、富有弹

性的、笔直的细丝。细胞传输物质，通过微细管道实

现，让人惊奇的是这些微细管道非常规则。例如，其某

些横截面竟然为正多边形阵列，宛若蜂窝型式，见图

４。呈六边形排列的微细管道由桥连接，桥用作吸气。

图４　放射虫

图５　雪晶六角结构

从放射性虫的例子可以看出自然界是完全有序而

规则的，大自然中的堆叠与挤压模式甚至在最小的微

生物中都有所体现。在自然界的堆叠和挤压模式下还

常常会出现断裂及裂缝图案，特别是这些有趣的多边

形裂缝图案在干土、旧油画的表层、搪瓷制品上都看得

到。在这些自然界中堆叠和挤压模式的产物中，笔者

认为最值得一提的就是天空中琳琅满目飘然而下的雪

花，在普遍性中又有着特殊性的存在。普遍性是它们

共有的形状都是六角形，特殊性又体现在其每一片都

是独一无二的，都有着结构上的差异。如果在显微镜

下把雪花放大，可以发现微小的雪晶粉妆玉琢，姿态万

千，有的如水晶，有的如树枝，有的如宫扇，有的似珊瑚

……科学为它们冠名为板状冰晶、星状冰晶、柱状冰

晶、针状冰晶、树枝状冰晶、线轴状冰晶、不规则冰晶、

霰或者软雹、冰丸、冰雹，见图５。并且雪晶的外观并
不是光滑的简单几何结构，而是依循一种复杂的结构

生长着。这种结构具有局部结构形态和全局结构形态

的相似性，或者说是一种缩放结构，用自然界中最基本

的模板且具有无限可分的精细结构，每一个局部都可

以被看作是整体的一个微缩复本。这些模式都为图形

设计提供了灵感源泉，自然界中还有许多有趣的模式

等着我们去发现和研究。以下是笔者针对雪花这种堆

叠和挤压模式产物所做的图形实验，见图６。

图６　堆叠和挤压模式雪花图形实验（笔者绘制）

（三）分支和蜿蜒模式

把分支模式和蜿蜒模式放在一起来分析，是因为

二者都属于大自然的运动模式且是能量转移模式可视

化的两种不同方式。这种模式很容易识别，因为它们

处处都在，它们对人体和体外的一切事物的运动都有

效。但是“分支”（ｂｒａｎｃｈｉｎｇ）与其姐妹模式“蜿蜒”
（ｍｅａｎｄｅｒｉｎｇ）是两种不同的运动模式，它不像“蜿蜒”

模式那样简单、随意、迟缓。分支是一种有目的的线性

运动的尖角模式，体现了明确的意图、效率和互动。分

支的能量是及时的并且通常也是最有效的。分支模式

在大自然中的例子很多，像是珊瑚的分支、河流的分

支、叶脉、树、手指、血液循环系统和神经系统都属于分

支模式。这种模式经常被用在图形设计之中，下面以

叶脉的分支模式在蜡烛品牌 ＤＬ＆Ｃｏ包装上的图形元
素应用为例进行分析，见图７。这个品牌的包装是设
计师ＹｅｖａＢａｂａｙａｎ专属打造的，无论从外观还是图形
要素都体现出一种清新自然的感觉。包装上的图形元

素选用了树叶来表现，将树叶叶脉的分支结构抽象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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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的基础上进行了组合排列，运用了大小、虚实、浓淡

等变化使画面的构成有种空间感和艺术性。与此同时

也可以把它看作是分形艺术作品，其设计灵感来自于

大自然的分支模式亦可以看做是分形中的 Ｍａｎｄｅｌｂｒｏｔ
集的集合。分支模式的渗入使产品本身增色不少，使

受众能够若隐若现地感受到产品的纯天然和大自然的

清新气息。

“蜿蜒模式”实际上是一种非常有效的能量分布

模式，因为它不会剧烈消耗能量。该模式可以是缓缓

的气流，也可以是能密集地存储记忆并且随时易取可

用的脑回，也可以是慢吞吞的波浪式蛇形。巴哈马群

岛（Ｂａｈａｍａｓ）的形象标识就是与自然界中的蜿蜒模式
的巧妙结合，见图８。可以把这种模式的表现形式看
作是一种线性的连接状态。美国设计团队 Ｄｕｆｆｙ＆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根据巴哈马群岛一个小岛有很多小海岛组成
的特点进行了设计，各色的花卉是巴哈马群岛视觉表

现的基础形态，仔细观察草图可以发现基础的花卉用

图形语言将蜿蜒模式展现出来，并根据群岛的分布规

律进行着有机的排列和组合。这种蜿蜒模式所包含的

自由、休闲的隐喻性与巴哈马群岛这一旅游胜地的地

域特征和理念相得益彰，带给受众一种轻松愉悦之感，

同时这种图形ＬＯＧＯ的可塑性也很强，为后期ＶＩ的延
展部分打下了基础。

图７　ＤＬ＆Ｃｏ的包装设计

经过对分支和蜿蜒模式在图形设计中的应用分

析，发现其可以被应用在图形设计之中，无论是从一个

整体不断衍生为一个个局部，永远都有结构的分支模

式，还是确定了基本形态之后按照一定的轨迹不规则

图８　巴哈马群岛标识设计

但又有一定规律的形态变化的蜿蜒模式，它们共同的

特征就在于并不是固定的形态，而是可以通过不断地

添加变换或是自身的衍生来达到视觉上的美感。

三、结语

模式会使一个简单的视觉效果深度得到扩展，并

且能使吸引力和直觉信息得到加强，就像在赋予视觉、

触觉、味觉和听觉等更多维度时，你的各种感觉之间会

相互补充。在信息爆炸的今天，大自然中的模式不仅

只是可以应用在图形设计上，还可以应用在视觉传达

设计甚至是几乎任何形式的传达设计之中，它为我们

提供了一个观察与思考问题的新视角的同时也提供了

一种设计的思路与方法。大自然中模式的传达设计之

路任重而道远，它搭起了科学与艺术的桥梁。它将一

些科学的规律进行了可视化转换，这不仅唤起了科学

的无限创造力，同时也使人感受到了艺术界我们未曾

想象过的感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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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应用型大学以培养产业专业升级和公共服务发展需要的高层次技术技能人才为主要目的，其自
身的特殊性决定了教师专业素质与研究型大学的不同。在分析应用型大学教师素质结构的基础上，提出对

教师培训的目的和任务及应注意的问题，研究制定针对教学、科研和实践能力的教师培训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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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Ｇ４５１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２０１５）０１００４１０４

　　应用型大学能否真正培养出适合社会需要的应用
型人才，其关键在于教师队伍结构的优化和教师个体

素质的提高。顺应国家对地方本科高校向应用技术类

型高校转型的要求和趋势，应用型大学要以培养生产

服务一线的高层次技术技能人才为主要任务，要加强

“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逐步使大多数教师既具有教

高的理论水平，又具有较强的实践能力［１］。

建设一支“双师型”教师队伍，从整体上来说，就

是要建设一支既有较高理论能力，又具有丰富实践经

验的教师队伍。从教师个体来说，既要熟悉高等教育

教学规律，具备系统的专业理论知识和丰富的理论教

学经验，又要具有丰富的专业实践经验，能熟练从事实

践教学、指导学生进行实践和创新能力训练。建设这

样一支既有相关的专业理论知识，又有专业实践经验

和专业技能的教师队伍，对培养高级应用型本科人才

来说，是最适宜的［２］。

一、应用型大学教师应具备的素质结构

应用型大学有其自身的特殊性：第一，以培养应用

型人才为主；第二，以培养本科生为主，某些学科可培

养专业研究生；第三，以教学为主，同时开展应用性、开

发性研究［３］。应用型大学人才培养的特殊性，决定了

应用型大学教师专业素质结构的特殊性。

１．知识结构方面，应用型大学教师不仅要注重知
识的综合性、广博性，更加注重知识的应用性，强调理

论与实践相联系。既要掌握所从事专业的基本理论体

系，又能够在实践中熟练应用所学专业理论知识，具备

较强的专业实践能力，并进一步在该专业领域进行科

研创新。

２．能力结构方面，应用型大学教师不仅要具备基
本的科学研究能力和教育教学能力，更加需要强调实

践应用能力，努力成为“教师＋工程师”的“双师型”人
才。即要具备各种先进的教育技术和教学技能，强调

演示、试验、实习等多种实时性、交互性技术手段的应

用，融教学、实践为一体，以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

３．师德结构方面，应用型大学教师不仅要具备高
校教师普遍应具备的思想品德和职业道德，更应具备

乐业奉献的精神。应用型大学教师应爱护学生，以身

作则，为人师表，有崇高的精神境界和高尚的道德情

操。其次，由于应用型大学面向地方经济，直接为社会

培养各种应用型人才，具有明显的行业性特点。因此，

应用型大学教师担负着“教师”和“工程师”的双重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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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一方面要有鲜明自觉的教育责任感、坚毅执着的

进取精神和真挚的爱生情怀；另一方面，要秉承服务社

会、服务学校、服务育人的理念［４］。

二、应用型大学教师培训目标与任务

培养杰出的应用型人才是应用型大学的核心任

务，优质的教学是应用型大学成功的基石。加强应用

型大学教师队伍建设，提高教师整体素质是提高应用

型大学教育教学质量的基础和前提，是应用型大学培

养基础知识扎实、应用能力较强、综合素质较高的高素

质本科应用型人才的根本保障。

应用型大学教师培训应紧紧围绕培养理论与实践

相结合的应用型人才这一根本任务，遵循教育规律和

教师成长发展规律，创新教师成长成才的现代培训模

式，进一步提升中青年教师教学能力和综合素质，切实

促进教育教学发展及人才培养质量的提高，为建设高

水平的应用型大学，提供坚实的人才支持与保障。

应用型大学教师培训要以应用型大学教师队伍建

设为核心，以提高应用型大学中青年教师教学、实践和

科研能力为关键，坚持“面向全员、强化能力、分类培

训”的原则，进一步整合资源，加强应用型大学中青年

教师培训力度，分层次、有重点、有计划地开展教师培

训并使之规范化，努力为应用型大学造就一支师德高

尚、业务精湛、结构合理、充满活力的高素质的专业化

中青年教师队伍。

三、应用型大学教师培训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为把应用型大学教师培训工作落到实处，建立应

用型大学教师培训的长效机制，充分发挥教师培训工

作的真正作用，应用型大学教师培训应结合应用型大

学的实际情况，针对应用型大学教师应具备的素质结

构，有针对性地开展教师培训。

１．加强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大学教师一般都受过
系统的高等教育，已掌握所从事行业的基本理论知识。

如何使他们将所掌握的理论知识应用到教学实践中，

并且将理论知识与生活实践、工作实践相结合，这应该

是应用型大学教师培训的着力点。理论与实践的真正

结合，体现在教师身上就是把先进的教育教学理念转

化为教师的专业实践能力［５］。只有使教师掌握了娴熟

的实践技能并达到实践过程灵活运用的程度，才能真

正将教师培训落到实处，才能真正提升教师的专业

能力。

２．加强针对性，分层次多角度培训。一般来说，不

同的学科、专业有着不同的教学规律和特点，教学工

作存在很大差异性。而现有的培训大多是针对教学的

一般性特点组织学习，与学科教学工作结合不够，针对

性还不够强。应用型大学教师培训要针对参加培训的

教师的不同学科和专业，进行多层次、多角度、有针对

性的培训。

３．教学、实践、科研能力相结合。应用型大学教师
培训应以提高教师教学质量和水平为基础，在教学实

践中积极引导和组建以名师领头的教学团队，进而在

高水平教学体系、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改革，精品课程、

特色专业建设，教育教学理论与相关学科、专业科学研

究，国内外教学与科技成果交流，可持续的优质教师队

伍延续等方面的工作上统筹提升水平，促使教学团队

与科研团队建设并进，营造教师队伍建设的良性发展

局面［６］。

四、西安交通大学城市学院教师培训方案的探索

应用型大学教师培训应从现行的教学状况以及教

师队伍实际出发，秉承“激发教师热情、推动教师职业

规划、提升教师综合能力、追求卓越名师、引领示范带

动”的理念，根据应用型大学师资队伍建设规划和教

师教学科研工作需要，针对不同的教师群体，按照教学

能力、实践能力和科研能力三个方面，有计划、分层次

地对教师开展培训工作。西安交通大学城市学院教师

发展中心正是秉承这样的指导思想，构思一种由学院

教学管理部门牵头，结合各系（室）实际情况开展的教

师培训方案。

（一）教师教学能力培训

１．基础培训。着重对新教师开展教学基本理论与
基本技能培训，通过培训使新教师能够胜任教育教学

的基本要求。

（１）新教师岗前培训。系统学习《高等教育学》
《高等教育心理学》《高等教育法规概论》《高等学校教

师职业道德修养》以及教学管理制度。

（２）师德教育及职业生涯规划培训。重点围绕教
师职业生涯规划、敬业精神、教学理念、教师的职责和

要求、文化传承等内容开展培训。

（３）教学基本能力培训。重点围绕课堂教学教
案、板书、课件制作等内容开展培训。

以上培训采取系统授课、专题讲座、试讲点评、小

组讨论等形式，加强对新教师教学基本功的训练。前

期举办的各种讲座、授课点评等活动都取得了一定的

成效，帮助青年教师得到快速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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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提升培训。帮助教师熟练掌握并运用教学技能
与技巧，创新教学模式，提高教学效果。

（１）举办青年教师课堂教学研讨班。邀请专家为
青年教师做师德师风、教学技能与技巧、多媒体使用等

专题讲座，在此基础上研讨交流，取长补短，相互促进，

共同提升。如邀请国家级教学名师冯博琴教授做“教

师师德教育”专题系列讲座等等。

（２）开展青年教师授课竞赛。号召各系定期组织
系内授课竞赛，学院组织院级的青年教师授课大赛，鼓

励广大青年教师积极报名参加，促进青年教师授课水

平的普遍提高。

（３）组织观摩教学活动。通过对授课竞赛获奖者
的现场讲课或精品资源共享课的视频进行有组织地观

摩与研讨，激发教师进一步提升授课水平的热情，吸引

更多优秀青年教师参与课堂教学讨论。推广先进教学

理念，推进启发式、互动式教学方法的改革。

（４）组织青年教师积极参加教育教学研究。主要
通过组织申报教改项目、参加多媒体课件大赛、微课程

大赛以及校级优质资源库建设，不断改进教学内容和

教学方法，创新优质课堂教学水平，提升教学质量。

３．高级研修培训。通过高级研修、名师传授、高级
访学，有计划地为西安交通大学城市学院培养一批教

学骨干与教学名师。

（１）举办教学名师研讨班。邀请国家级、省级教
学名师开展现场教学观摩、专题研讨和咨询。推广、利

用和开发优质教学资源，设立教学卓越促进项目。

（２）选派优秀教师和教学骨干到“２１１”“９８５”高校
或者国外进修学习、访学交流。

（３）选拔优秀青年教师进行示范与培优。选拔优
秀教师进行专门跟踪培优工作，包括职业规划、教学设

计、授课水平、教学研究、成长历程等全方位指导与

培养。

（４）组织省级教学名师培育工作。定期进行校级
教学名师评选与培育。通过评选与培育，不仅为申报

省级教学名师储备后备力量，更重要的是促进高校追

求卓越名师氛围的形成，带动应用型大学整个教师队

伍的建设。

（二）教师实践能力培训

尽快提高教师的实践教学能力是应用型高校教育

改革和教学质量进一步提高的迫切需要和重中之重。

对应用型大学教师在加强基础研究能力培训的同时，

更应强调实践应用能力的锻炼与提高。参考应用型大

学的教学实际情况和操作的可能性，主要探索和尝试

以下方法和途径，力求进一步提高青年教师的实践

能力。

１．采用访问工程师模式
每年利用假期分批次、有计划地将青年教师选派

到企业、科研院所等单位进行访问或从事项目研究、顶

岗工作。依据实际需要，选择对口工作岗位，担任具体

职位，参加单位的生产、技术和管理工作，在直接实践

过程中不断积累和提高自身实践能力与实践经验。

２．进行指导实验培训（针对理工类教师）
对新入职青年教师在进行教学基本能力培训的同

时，安排其对所讲授课程的全部相关实验进行预做且

写出实验报告，面向学生至少全部指导一遍。通过实

际指导实验，全面熟悉了解课程实验的内容、有关仪器

设备的使用、指导实验的流程和方法，从而掌握最基本

的实验技能，进一步提高基本的动手操作能力。

３．组织参与实验室建设，新设备、新仪器和新实验
开发

组织青年教师积极参与本单位实验室建设，新设

备、新仪器和新实验开发，尤其是理工类各专业以及实

验室在组织申报实验室建设项目、建设新实验室以及

开发新实验过程中，有计划、有步骤地组织青年教师参

与上述工作，并指派有经验的教师进行实际指导。

４．组织参与指导各类大赛
鼓励、组织中青年教师参加或带队参加全国性或

省、市级组织的各种比赛活动。通过各级、各类专业技

能竞赛，加强与其他应用型高校教师之间的技术交流

与合作，让教师在参赛的策划准备、实际比赛的操作实

践，以及与同行交流过程中提高实践能力。

５．组织青年教师进行实际案例调研或作品创新
设计

鼓励和引导青年教师参与到为企业提供理论培

训、科技服务、产品研发中，或者针对企业和社会某一

相关领域的热点问题进行实地调查和研究，完成高质

量的调研报告或实际作品创新设计，从而不断积累实

践经验，增强实践教学能力。

６．外出参观学习
组织新教师外出参加学术交流会、展览会，让其了

解目前国内外同行的技术水平，从中找出自身的差距，

从而提高其学习技术的主动性、积极性，拓宽青年教师

的视野和知识面。

（三）教师科研能力培训

１．科研意识和自觉性引导
（１）通过网络宣传、组织交流培训会等形式，加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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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的宣传力度，不定期宣传科研管理规范及相关政

策，帮助青年教师逐步形成科研意识及自觉性，为教师

科研工作打好基础。

（２）以在研项目为战略手段、交流平台，定期组织
在研项目总结交流会，通过在研项目的实施使青年教

师掌握科研项目的全过程；以校内在研项目作为重点

孵化，通过优化项目争取国家、省、市级项目，通过相关

培训提升教师自身的科研素质，从而提高教师研究能

力与水平。

（３）科研管理部门通过网络宣传平台，大力宣传
所取得的科研成果，通过科研成果、课题负责人拉动教

师的积极性，提高科研质量，巩固科研成果。

２．科研方法的培训
（１）通过专业书籍阅读、科研管理部门宣讲、邀请

专家做讲座等多种培训形式，使青年教师掌握科研的

基本方法，只有正确掌握研究的基本方法，一切研究工

作才可以顺利开展。

（２）科研管理部门定期组织科研申报技巧、选题
技巧、编写技巧等相关培训，帮助青年教师有效提升课

题申报的编写能力。

（３）组织课题负责人进行科研过程专题分享，交
流科研经验、课题申报心得，提高科研立项率。

３．充分发挥老教师的“传帮带”作用。鼓励老中
青相结合组建科研队伍，鼓励跨学科、跨专业协同合

作，充分发挥科研团队各成员的特长。鼓励青年教师

参与课题研究，在科研实践中迅速提高科研能力。

教学、实践与科研是相辅相成的，在一定的条件

下，这三者是统一的，是协同互补的，正所谓“在教学

实践中研究，在研究中实践教学”。教师既作为教育

的实践者，又是课堂教学的研究者。教师进行的科研

项目存在于教学实践之中。“教研相长”，教师的理论

水平、业务能力在研究活动中都会得到提升，从而促进

教育教学工作的优化，提高应用型大学的整体教学

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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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辅导员岗位文化建设的必要性及其路径选择
———以西安交通大学城市学院为例

辛红伟

（西安交通大学城市学院 陕西西安 ７１００１８）

［摘　要］　辅导员岗位文化建设是大学文化建设的重要方面，通过对辅导员岗位文化建设的必要性及其面
临的现实困境的分析，初步提出辅导员岗位文化建设所应着手的四个基本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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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辅导员岗位文化，是指辅导员在大学生思想政治
教育工作中形成的意识和行为的总和，是辅导员队伍

的共同理想、基本价值观、职业观、生活习惯和行为模

式的复合体，它具有鲜明的岗位特色，其核心是辅导员

的基本价值观［１］。辅导员岗位文化建设不仅是辅导

员队伍建设的核心与关键，也是大学文化精神的重要

内容之一，也是最活跃、最有走向性的文化积淀。实践

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良好的辅导员岗位文化，是增

强辅导员队伍凝聚力、创造力和向心力的关键因素，更

是吸引、培养和挽留优秀辅导员的重要因子。

一 、辅导员岗位文化建设的重大意义

（一）专业化队伍建设要求构建与之相适应的特

色性岗位文化

专业化的队伍建设是目前各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

的重点和趋势，其过程必然蕴含一种具有辅导员岗位

特色的文化精神和价值取向，其最后结果也必然表现

出一定的文化特质，甚至辅导员队伍专业化建设本身

也就是打造具有鲜明特色的辅导员岗位文化的一种积

淀过程。

（二）辅导员岗位文化建设是维系辅导员队伍稳

定的有力保证

辅导员岗位由于其工作内容的琐碎性、繁杂性，工

作责任的重大性，工作难度的艰巨性，导致了辅导员队

伍流动的过于频繁，一有机会就有辅导员提出转岗。

因此，除了如待遇、办公条件等硬件方面的改善外，更

为重要的是要构建一个良好的“软环境”，即有效推进

岗位文化建设，以特定的理想目标和价值观来凝心聚

力，使辅导员岗位能够体现出应有的价值，有效地消除

辅导员队伍的“边缘化心理”，这是维系辅导员队伍稳

定和促进辅导员队伍和谐发展的重要基础。

（三）辅导员岗位文化建设是学校文化全面发展

的重要驱动力

辅导员工作的宽领域性决定了它所形成的岗位文

化对其他各类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具有重要驱动作用。

辅导员在指导学生党支部、班团委建设、学生干部培

养、组织学生活动的过程中不断将大学文化传递给学

生，渗透到学生价值理念、行为习惯的塑造过程中，直

接牵涉到大学文化和大学精神的传承与继承［２］。优

秀的辅导员岗位文化能够感染、影响到其他校园文化

的形成，进而为大学文化和大学精神的传承、创新提供

重要保证。

二、辅导员岗位文化建设的现实困境

（一）不合时宜的理念性困境

长时间以来，辅导员岗位文化建设被人为地忽视

了。一方面在辅导员队伍建设方面普遍偏重于学历的

提升、年龄结构和性别比例的优化，以及相关制度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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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人为地忽视了辅导员岗位文化的建设；另一方面部

分高校领导认为在高校“教学和科研永远都是第一位

的、最核心的”，是硬指标，这种观点本身没有错，但把

育人作为软指标，放在此位置上，过于强调前者这一观

点就预设了一个前提———辅导员做的事情永远都是辅

助性的、次要性的，更有甚者认为学校有没有辅导员无

所谓，甚至在一些高校领导头脑中也存在这样的观念，

对于辅导员岗位的认识尚且如此，就更不必谈如何进

行辅导员岗位文化建设了。

（二）文化多元化冲击困境

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先进

文化与落后文化相互交织、相互影响、相互碰撞，文化

多元共存是不争的现实。多元文化的形成在促进社会

文化繁荣和思想解放的同时，也极大地冲击着人们的

思想观念，使很多人不同程度地出现了理想信念迷茫、

价值取向扭曲、道德困惑和社会责任感缺失等问

题［３］。辅导员大多为年轻的、富有活力的青年人，在

多元文化和多元价值观的冲击下，再加上面临的待遇

低等现实的物质上的困难，部分年轻的辅导员更加关

心物质建设，对岗位文化等不仅缺乏思考，甚至漠不

关心。

（三）主体缺位性困境

在高校，学生经常戏称辅导员为“１１０”“１１９”
“１２０”“１１４”等等，辅导员不仅要帮助学生解决思想困
惑，而且经常要协助职能部门解决学生遇到的突发事

件，同时还要解答学生的各式各样的问题。辅导员岗

位职责和内容也随之不断丰富，事务性工作几乎占到

了辅导员工作的全部。辅导员自身几乎连思考的时间

都没有，更不用谈让辅导员静下心来思考岗位文化建

设的事情了，导致辅导员岗位文化建设的主体缺位。

三、辅导员岗位文化建设的路径选择

辅导员岗位文化建设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也不仅

仅是辅导员自身的事，需要多管齐下、长期重视。西安

交通大学城市学院建院十年来高度重视辅导员岗位文

化建设，特别是２０１０年以来，在学院党委的高度重视
和学生服务中心的科学指导下，辅导员岗位文化建设

得到了深入、有序推进，取得了一定成效。

（一）以全面提升综合素质为目标，努力打造学习

型岗位文化

社会发展和学生工作出现的各种新情况新问题，

对辅导员队伍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西安交大城市学院

党委和学生服务中心面对这一新变化清醒地认识到只

有构建 “学习型”辅导员队伍，积极打造辅导员岗位

“学习型”文化，才能使辅导员从容应对各类新问题。

第一，积极开展各方面学习活动。西安交大城市

学院学生服务中心每学期都会邀请省内知名专家为辅

导员队伍做学生管理、教育心理学等方面的讲座，以此

提高辅导员队伍的基本理论素养和实践经验；其次，学

院党委还结合实际，有计划地开展了党员发展、积极分

子推优等观摩学习会，切切实实推进了各项工作的科

学化、规范化、制度化；同时，根据省教育厅安排，定期

组织辅导员参加省级培训学习，系统推进辅导员队伍

建设，并随后召开学习汇报交流会。第二，积极搭建各

类学习平台。比如，以辅导员的个人兴趣爱好为基础

组建了思想政治教育、高校学生党建、校园文化建设等

七个学研小组，并于每学期期末创办一期内部交流资

料《学生工作交流与研究》，积极搭建学习交流平台，

引导辅导员开展自主学习，不断培育和打造“钻、学、

研”的学习型岗位文化。第三，西安交大城市学院正

在有计划地建立和完善辅导员沙龙制度，形成辅导员

交流平台。将终身学习的理念全面渗透到辅导员的工

作和生活中，逐步建立和完善辅导员的学习型组织，凸

显辅导员岗位学习型文化的引领作用。

（二）以相互协作为基础，积极构建团队型岗位

文化

辅导员的日常工作涉及到学生思想教育、学生党

建、日常事务管理、困难学生资助、突发事件处理、校园

安全稳定、就业、心理健康、班风学风建设、学生活动等

方方面面，而在现实的工作中，这些领域的所有工作远

非具有单一学科背景的辅导员个体所能承担。因此需

在合理分工的基础上推进辅导员队伍相互协作机制建

设，形成有凝聚力的辅导员岗位文化。近年来，西安交

大城市学院在这方面做了大量探索，取得了一定成效：

第一，建立辅导员集中办公区，为辅导员岗位文化

建设的有序推进奠定基础，西安交大城市学院把全院

各系的学生辅导员集中在一块办公，有利于辅导员之

间相互学习交流，提高决策执行力。第二，建立了定期

交流协作机制。每学期学院党委都会定期召集学工系

统全体人员开展学习交流活动，比如，针对党建问题、

学风问题等进行专题交流与研究，并明确分工，协同作

战，提升学工系统人员的协作意识。第三，分类建立学

工系统联动平台。西安交大城市学院学工系统根据各

职能办公室职责不同分类建立了交流平台，利用互联

网建立了学生就业信息群、学生党建教育群、学生事务

管理群、学生教育工作群等，加强信息沟通，畅通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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渠道，提高相互协同的效能。

（三）以改善物质条件为契机，切实构建敬业奉献

的岗位文化

物质条件的改善是构建良好的辅导员岗位文化的

基础。辅导员的生活质量往往与其工作的效果是紧密

关联的，生活的好坏往往决定了其工作的质量，其生活

文化也往往渗透在其工作风格和工作态度中，目前辅

导员群体的办公条件、住宿条件、薪酬待遇等的改善还

存在这样那样的困难和问题。在面对当前“很多事情

都以金钱来衡量”的社会现实时，仅仅凭借动听的口

号要求每一位辅导员忠于岗位就显得有点单薄了。所

以，要构建积极向上的辅导员岗位文化就应切实提高

辅导员的待遇和地位。总体来看，当前辅导员的待遇

和地位在高校普遍较低，和其付出存在着不对称。以

薪酬为例，教师在超课时量后有课时费，而辅导员所带

学生数量在超出教育部相关规定外没有相应报酬；同

时，学校各职能部门一提到学生事务都会抛出顺口溜

“那是辅导员的事”。这对于构建积极健康的辅导员

岗位文化是一个严重的认识误区。所以，要构建积极

向上的辅导员岗位文化就应相应地切实提高辅导员的

待遇和地位。

（四）以完善激励体系为抓手，不断营造有序竞争

的岗位文化

目前，辅导员制度设计中，缺乏较为完善的竞争激

励机制、较为通畅的职务升迁机制、岗位轮换机制。辅

导员岗位文化建设必须以职业化为着眼点，实现可持

续发展与跨越式发展的统一［４］。鉴此，西安交通大学

城市学院采取了以下几个方面措施：第一，建立科学合

理的评价体系，引进竞争激励机制，形成能进能出、能

上能下的辅导员流动机制，营造积极向上、奋发有为的

竞争氛围。第二，对于学工管理岗位全面采取竞聘方

式。实现“想干事的人有机会，能干事的人有舞台，干

好事的人有地位，不干事的人有压力”的效果。打破

了职业上升瓶颈和论资排辈的所谓保持平衡的不良

现象。

总之，良好的、积极健康的辅导员岗位文化氛围的

营造并非一朝一夕、一蹴而就的事情，而是一个长期积

累经验、逐渐形成的过程。这不仅需要辅导员自身的

努力，更需要整体学工队伍的集思广益、不断探索，特

别需要各级领导的重视、研究和大力构建。唯此，才能

逐步形成具有特色的辅导员岗位文化。

［ 参 考 文 献 ］

［１］　王琼．高校辅导员制度文化建设探析［Ｊ］．天津市教科院
学报，２００９（５）．

［２］　邓改娥．辅导员团队文化建设研究［Ｊ］．师德师资，２００９
（５）．

［３］　王娟．科学发展观视野下的辅导员队伍文化建设［Ｊ］．思
想教育研究，２０１０（９）．

［４］　蔡文鹏．高校辅导员文化自觉意识的培养与提升［Ｊ］．思
想教育研究，２００８（７）．

（责任编辑：张　园）

ＯｎｔｈｅＮｅｃｅｓｓｉｔｙａｎｄＰｏｓｓｉｂｉｌｉｔｙｏｆ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Ｃｏｕｎｓｅｌｏｒｓ′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Ｂｕｉｌｄ－ｕｐ
———ＡＣａｓｅＳｔｕｄｙｉｎＸｉ′ａｎＪｉａｏｔｏｎｇ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ＣｉｔｙＣｏｌｌｅｇｅ

ＸｉｎＨｏｎｇｗｅｉ
（Ｘｉ′ａｎＪｉａｏｔｏｎｇ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ＣｉｔｙＣｏｌｌｅｇｅ，Ｘｉ′ａｎ，Ｓｈａａｎｘｉ，７１００１８）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ｅｎｈａｎｃｅｍｅｎｔｏｎｔｈｅｃｏｕｎｓｅｌｏｒｉｓａｍａｉｎｐａｒｔｏｆ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ｉ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ｉｅｓ．Ｔｈｉｓｐａｐｅｒａｎａ
ｌｙｚｅｓｔｈｅｎｅｃｅｓｓｉｔｙｏｆｃｏｕｎｓｅｌｏｒｓ′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ｂｕｉｌｄ－ｕｐａｎｄｔｈｅ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ｐｒｏｂｌｅｍｓ，ａｎｄｐｒｏｐｏｓｅｓｓｏｍｅｓｕｇｇｅｓｔｉｏｎｓａｓｈｏｗｔｏ
ｐｒｏｍｏｔｅｔｈｅｉｒ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ａｔｔａｉｎｍｅｎｔｉｎｆｏｕｒａｓｐｅｃｔ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Ｃｏｕｎｓｅｌｏｒ；Ｊｏｂｃｕｌｔｕｒ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ｃｕｌｔｕｒｅ；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ａｎｄ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７４

辛红伟：浅析辅导员岗位文化建设的必要性及其路径选择



２０１５年６月　　　　　　　　　 西安交通大学城市学院学报　　　　　　　　　　 Ｊｕｎ．２０１５
第４卷第１期（总７期）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Ｘｉ′ａｎＪｉａｏｔｏｎｇ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ＣｉｔｙＣｏｌｌｅｇｅ　 Ｖｏｌ．４（ＳｕｍＮｏ．７）

［收稿日期］　２０１４－１１－１
［基金项目］　国家民委本科教学改革与质量建设研究项目 “新建民族本科院校师德与教风、学风建设的研究与实践”（项目编

号：１３０９１）和“藏区高校大学生价值引领机制研究”（课题编号：ＣＪＳ１３－０７９）以及“藏区高校学生社会责任感教
育研究”（课题编号：１４ＳＡ０１５６）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陈光军（１９６９－　），男，江西南昌人，四川民族学院康巴发展研究中心副教授，法学硕士，主要从事思想政治教
育研究。

高校德育环境的生态建构
———以四川民族学院为例

陈光军

（四川民族学院，四川康定 ６２６００１）

［摘　要］　高校建设的成果直接体现为高校德育环境，其建设的成功与否，决定着高校环境德育的成败。应
通过学风建设和学生人文精神的培养等精神文化建设，提升学院特色精神；通过培育优美、高雅的物态环境

文化，发挥环境育人的作用；通过建设科学、规范、合理的制度文化，对学院德育环境的构建起规范和导引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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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环境是直接或间接影响人的身心素质形成和发展
的全部外在因素，是人的生命成长的全部生活时空。

对环境的一般分类主要包括自然环境、社会环境、家庭

环境、工作环境、学习环境等。德育环境是从教育研究

和教育实践角度对人的整体性的生活环境做的一种相

对切分。根据高校学生生活时空的特点，通常把德育

环境分为高校德育环境、家庭德育环境和社会德育环

境，其中高校环境德育发挥着较为直接的作用。高校

建设的成果直接体现为高校德育环境，其建设的成功

与否，决定着高校环境德育的成败。由此，高校环境德

育的生态建构，不仅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也有着重要

的实践价值。

一、环境德育与高校建设

从整体优化的“大德育观”出发，高校德育主要由

课堂德育和环境德育构成。高校德育作为对学生实施

思想政治教育的中心环节和主渠道，其建设情况直接

影响着所培养人才的思想理论素质和道德品质素质，

并对未来人才队伍的质量和效益状况产生重大的影

响。对学生品德教育的绩效如何，不仅取决于作为主

渠道的课堂德育的开展，而且与高校环境德育的建设

状况密不可分。相对于课堂德育“显性课程”的作用，

环境德育则被视为“隐性课程”，它主要通过影响学生

思想品德形成和发展的全部外在环境因素的良性运

作，对学生起到潜移默化的熏陶和教育，以达到形于外

而化于内的育人功能。环境德育不仅是学生健康人格

和良好道德品德形成、发展的外部条件，在高校德育

中发挥着导向功能、渗透功能、陶冶功能、规范功能和

示范功能；同时，也直接影响和制约着课堂德育的

成败。

高校的办学思想、育人理念主导着高校德育环境

的建设。从教育者和受教育者在日常的教学与学习生

活中对环境的心理感受角度，可以把高校德育环境分

为物态环境、精神环境和制度环境。这些环境因素以

具体载体的形式反映着一所高校建设的成果，在其动

态的和理性的意义上，成为高校建设的重要内容。与

德育环境的分类相适应，高校文化主要包括三个方面：

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１］，高校建设的目标

就是通过创设和谐优美的物态生活环境、健康向上的

精神生活环境、科学人性的制度生活环境，形成整体育

８４



人的氛围，进而达到环境育人的目的。

高校物质文化主要是指外部环境、内部布局和学

校建设，如绿化、雕塑和文化设施等［２］。作为高校文

化的有形部分，是看得见、摸得着的物化的文化形态。

建设就是通过改善学校物态生活环境，实现办学条件

最优化、办学环境优良化的工作过程。

高校精神对师生的行为起着潜移默化的统领作

用，并体现在师生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和生活方式之

中。高校精神文化的存在形式有内隐和外显两种形

态。内隐形态体现师生的思想、观念、意识及态度等方

面，主要表现为教职工的办学理念、价值观、教育观、工

作态度、责任意识、心理体验，以及学生的人生观、世界

观、道德观、学习态度、进取意识、竞争意识、组织纪律

意识等。外显形态体现在制度、设施、环境、活动等方

面，具体表现有代表学校精神的文字表述，如：校训、校

歌、标语和持久性的学校口号等；学校物化精神产品，

如师生作品或论著、学校刊物、学校标识（如校徽等）、

主题雕塑刻石、校史资料陈列、学校相关报道等。这种

精神生活环境通过校训、办学理念宣传语概括表述出

来，并由学校制度把体现学校精神的程序规范和行为

规范确立下来，成为学校精神生活环境的主导机制。

高校制度是由外在形式（制度）和内部体验（态

度、方式）有机结合形成的一种文化。包括各种成文

的条例和不成文的约定俗成的规约、制度，还包括师生

形成的对待制度的方式和态度。高校制度文化建设要

以和谐有序的制度生活环境为重要基础。制度生活环

境由以语言文字为载体的制度文本体系和教育者、受

教育者在学校生活中形成的制度意识及其行为方式共

同构成。

二、四川民族学院高校建设的薄弱对环境德育

的制约因素分析

经过多年的努力，高等民族教育在数量和规模上

已实现了跨越式飞跃，成为我国高等教育体系中的重

要组成部分。与一些历史悠久的传统民族院校相比，

新建民族本科院校普遍历史不长，在经历了短期的

“硬指标”层面的集约式扩张后，“软指标”上的“短板

效应”开始凸现。以四川民族学院为例，学院办学历

史不长，办学经验的缺失和远离城市的空间限制，使得

我们在办学理念的梳理、办学经验的积淀、学院精神的

形成和传承、物态文化的创新、制度机制的规范、地方

文化与高校精神的互动共进等方面都有着先天的不

足，成为环境德育的制约因素。

其一，高校建设时间短，物态文化的布局缺少人文

精神和缺乏个性。

学院处在四川西部甘孜藏区，建设中突出了建筑

物的整体有效性，缺乏人文和情感，没有考虑建筑风格

的一致。而且完成时间短，施工速度快，缺乏个性，富

有纪念意义的雕塑和景观缺乏，很难感受到藏区高校

的特点［３］。教师和学生普遍感觉历史建筑缺乏，容易

削弱对学院的认同感和归属感［４］。

其二，远离城市产生的“孤岛效应”，使得精神文

化出现断层和流失。

高校精神文化主要是通过浓郁的学术氛围和良好

的学风、教风来体现，而这些取决于教师和学生之间的

互动发展［３］。但由于学院建设的安心工程被人为地

隔离出校园，而且管理失位，导致学生住在校内，而教

师在校外。师生交流沟通少，影响了浓郁的学术氛围

和良好的学风、教风的形成［３］。在空间上，远离城市

产生的“孤岛效应”，使学生学习生活、学校的教学科

研和城市接触缓慢；校园活动呈封闭状态，高校文化对

社会辐射和精神引领的作用明显不足［３］。

其三，教育观念和教育方式上忽视了人文精神的

培养。

由于受商品社会价值观念的影响，我们在教育观

念上确实存在着一定的功利性倾向，将经济尺度扩大

到教育领域，借口市场，使学生掌握技能为唯一目标，

人文学科课程减少，学生的人文素质下降，人文精神缺

失。在教育方式上，单一僵化。许多老师误认为人文

精神是思想品德课的教学任务，而思想品德课的教学

方法单一，也有一些大而空，学生接受程度低，达不到

教育的目的［５］。

其四，制度文化的建设缺乏完整性、科学性、灵

活性。

学院自升格为本科高校后，尽最大的努力在较短

的时间内制定了规章制度体系，初步构建了管理制度

框架。但也由于短时间内急需完成的学院建设和发展

中的大量工作任务，学院在制度文化建设上存在着完

整性、科学性、灵活性不够。对工作中的突出矛盾没有

尽快出台相应的对策，不同部门的制度建设既有重复

也存在遗漏现象，具有长远指导意义的条例、规则相对

缺乏；制度制定过程中，广泛征求师生意见和建议、充

分发扬民主、充分论证等程序还不够科学，师生参与制

度制定和管理的热情不高；学院现有规章制度部分内

容和条款已随着时间推移和情况的变化不再适应发展

要求，却不能进行适时地完善和调整，缺乏灵活性。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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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在制度的功能上，还存在着偏重检测评价作用，忽

视强制约束和激励引导作用。

三、立足环境德育，推动高校建设的健康发展

（一）注重整体学风建设

“惟有风正，才有学正，惟有源清，才有流清”。学

风乃高校求学、研究、做人的基石，也是高校的发展之

源泉。学风不光包括学习的风气，还有人格的熏陶与

感染，是以一种潜移默化的形式作用于人，于无形之间

浸染着人，也改造着人，要建设好它，就要建立一个适

应良好学风生存的大环境。因此，建设学院内良好的

学风、维护学风的纯洁，是学院全体师生员工的共同责

任［１］。在宣传层面，要通过宣传，发挥具有优良学风

系部的引领作用。在制度层面，建立激励机制，进行整

个学院各系部的学风评比，为学院树立起优良学风的

标杆。在教育层面，学院应多举办各种积极健康的学

生活动，发挥党团组织在学生思想政治工作中的作用，

坚持以理想信念教育为核心，深入进行树立正确的世

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教育；以爱国主义教育为重点，

深入进行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教育；以基本道德规范

为基础，深入进行公民道德教育；以学生全面发展为目

标，深入进行素质教育，引导学生正确认识自己在社会

中的位置和明确历史赋予的重大责任［１］。

（二）培养学生的人文精神

首先，我们的教育主体（高校领导、教师、学生）在

思想上要充分认识人文精神的重要性，要进一步明确

人文精神是人类先进文化的精髓，体现了人的理想、信

念、道德、情感等精神层面的追求，是对人之为人的思

考，是实现人的生命价值的所在［５］。其次，作为学校

管理者和教师，还要尽可能地创设一切有利于提升学

生人文素质的环境和必要条件，包括对一些文学、历

史、艺术类课程的必要的关注，专业课程教学中有意识

地结合人文精神的培育，对学生绩效评估坚持个性化

和综合性兼顾。同时，多一些机会让学生参与各种社

会实践，可以考虑的一些做法包括适度地有针对性地

开放校园，培训部分学生导游；多提供学生参加勤工俭

学的机会和场所，锻炼学生的自立能力和独立性；在培

养学生的团队合作精神方面，引导学生组织一些需要

集体参与的文艺、体育项目，更规范地开展校际竞赛活

动，并借此组织起训练有素的啦啦队等［６］。当然，人

文精神的培养决非朝夕之功，不能有速成的想法，它需

要长期的积累，是学校发展进程中各种思想、观点交

锋、碰撞的积淀。

（三）培育优美、高雅的物态环境文化，发挥环境

育人的作用

和谐优美的校园环境和人文景观本身就是一部内

容丰富的精神文化教科书，具有独特的吸引力、感染

力，有利于陶冶师生的情操。正如斯坦福大学首任校

长乔丹所说：“校园的长廊连同他们的华贵圆柱，也将

对学生的培养教育起到积极的作用。每一块砌墙的石

头必定会给学生以美和真的熏陶。”［１］比如，美国哈佛

大学正中是建于２０世纪３０年代的纪念教堂，周围是
学生宿舍、图书馆和教室等各种不同风格的建筑，其中

如霍尔登小教堂、马萨诸塞堂、哈佛堂和维德纳图书馆

都是著名的古建筑，具有旧大陆建筑的庄严典雅之美，

古朴典雅的建筑风格和建筑物上爬满的青藤，使人感

受到历史的凝重、人文的底蕴，感受到人与自然的贴近

与和睦。斯坦福大学的楼房都是黄砖红瓦，四平八稳，

进入大学，首先看到的是土黄色石墙环绕下的红屋顶

建筑，拱廊相接，棕枷成行，在古典与现代的交映中充

满了浓浓的文化和学术气息。这些世界一流大学的物

态环境，使得我们有理由相信，要营造高品位的校园文

化，建设和谐优美的园区环境是必不可少的［１］。

建筑和雕塑被誉为是“凝固的音乐”，它是一所学

校校园风貌的典型写照，是校园文化物态化的重要载

体。大树是高校成长的见证，绿树成荫的校园是自然、

生命与思想结合的产物。在物态生活环境的具体建设

过程中，学院的教学区、生活区和活动区的建筑设计要

体现传统、现代或传统与现代并融的风格，建筑物的形

式、结构、色彩等方面在富于美感中体现着和谐。学校

的自然环境要体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努力建设绿色校

园。道路、花坛、草坪、绿化带的布局，树种、花木的搭

配和修剪造型等视觉所及物都反映着美的韵律。校区

物态化的人文环境，如标志性建筑、校训、板报、雕塑、

名人名言图像文字、展室、长廊等学校文化氛围，潜移

默化地感染陶冶师生的心境和情操。和谐优美的物

态生活环境并非完全是静态的，师生对校区自然环

境和人文环境的审美态度和行为方式是物态生活环

境的“人化”所在，如师生对创造优美、干净、整洁的

校园环境的情感意识和自觉保持维护校园卫生环境

的行为举止，是构建和谐优美校园物态生活环境的

重要因素。

在学生学习、生活的场所，也应考虑到学生的多样

性需求，学生阅览室可以布置得更舒适些，学生寝室楼

在功能上还可以包含适当的休闲与娱乐。当然，根据

中国国情，高校里没有规模较大、功能健全的学生活动

０５

西安交通大学城市学院学报



中心是不可想象的，在这点上，也许我们还有努力的

必要。

（四）注重校史、校训和纪念性牌匾的建设，提升

学院特色精神

校史是校园精神文化不可或缺的传承载体，是对

学校办学发展历程的回顾总结，记载了全体教职员工

在学校创业初期的艰辛，记载了各所高校不同时期的

荣耀和成果，记载了一代代莘莘学子走出校门踏向社

会的贡献。它能够起到凝聚人心、激人奋进的作

用［１］。就我校办学二十余年的历史基础看，我们已经

可以考虑自己的校史馆的建设，鉴于时间跨度不长，初

期规模不宜过大，内容上应该包括各种实物、图片、文

字、声像资料等，它不仅记载学校的发展史，更应成为

荣耀的丰碑，成为对学生进行品德教育和爱校教育的

重要场所。

校训是一所学校的“名片”，是校园精神文化的表

征和灵魂，是对一所学校历史形成的办学精神和办学

理念的高度概括，具有历史性、特殊性、稳定性和传承

性［１］。哈佛大学的校训“真理”既简单又富有深刻的

内涵，传数百年而不衰；斯坦福大学的校训是“自由之

风永吹”，展现了这所世界名校、硅谷诞生地追求学术

自由、永不停步的创新精神；北京大学的校训“爱国、

进步、民主、科学”和清华大学的校训“自强不息、厚德

载物”等都体现了这些名校的办学宗旨和核心精神。

校训作为学校的“名片”，我们应进一步提炼，要体现

出最集中、概括地反映学院办学宗旨的内容，并成为学

院区别于其他大学的重要标志。同时，对校训的宣传

力度还需进一步的加强，应做到人人皆知，熟记于心，

引以为豪。

纪念性牌匾在我校几乎还是空白，为此，应该选择

有历史意义和教育意义的事件、人物，加以刻录制作，

放置于适宜位置，供人参观瞻仰；此外，可考虑仿效其

他院校的先进经验，制作具有学院鲜明特色和各系专

业特色的校徽和系徽，它们是校训的物态形式，具有重

要的象征意义。组织毕业班学生制作各自的班徽，既

能发挥班级集体的智慧，又有重要的纪念意义。

（五）发挥学院、政府、社会三方在校园文化建设

中的整合作用

高校本身是社会的产物，高校精神是社会精神的

重要组成部分。高校如果成为一座文化孤岛，不能实

现与地区经济、文化、社会建设的互动，其建设就失去

了本质的意义。因而，在校园文化建设过程中，需要加

强与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紧密联系，加快校园文化建

设与城市发展互动共进的步伐。就我校来说，主要是

要加强与康定县政府和辖区内各社区的合作共建。为

此，学院校园文化建设要呈现出更大的开放性和适应

性，使学校与社会充分接触，为师生的发展提供较大自

由度的空间；同时，要力争使学院精神文化的发展对周

边地区和社会的经济发展环境、人文社会环境的提升

都起着重要的引领作用。

（六）建设科学、规范、合理的制度文化

制度文化作为高校文化的重要构成部分，直接

或间接地影响着学生的思想和行为取向，它对高校

思想政治工作的正常开展有着规范和导引作用［６］。

因此，学院在建立自己的制度体系过程中，首先要考

虑的是要把制度建设的合法性和合德性结合起来。

学院的制度既不能和国家法律法规相冲突，也要合

乎时代的伦理精神。作为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在

进行制度文化建设时，既要明确各部门、组织、团体、

个人的职责和功能，以此为框架建立各自的工作职

责、工作目标、工作方式方法，也要分清工作的轻重

缓急，分别制定应急措施和具有长远指导意义的条

例、规章，使得各类制度协调发展，而不能顾此失彼，

挂一漏万。在制度制定过程上，要考虑以维护师生

利益为目的，制度要能够充分体现广大师生的利益，

因此要发扬民主、集思广益、充分论证，使制度的制

定和落实都能得到广大师生的理解和支持，这个过

程本身就是一种教育活动。对于一些已不符合形势

需要的制度，要及时进行完善、更新，使制度结构更

趋合理、制度操作更加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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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参与型”学生教育管理模式的视角下

对大学生社团志愿服务活动的思考

张海峰

（宁波大红鹰学院 浙江宁波 ３１５１７５）

［摘　要］　以人类学为视角重新解释“参与型”学生教育管理模式。其中，从“他者”到“自我”的转变路径是
这一模式的内在结构。以这个内在结构对大学生社团志愿服务活动进行创新性思考。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

方面：第一，大学生群体尤其是新生群体在社团志愿服务活动中所表现出来的转变路径。第二，高校 “参与

型”学生教育管理模式的践行，更好地诠释了从“他者”到“自我”的转向。第三，社团志愿服务活动中师生关

系相互走近。

［关键词］　“参与型”学生教育管理模式；他者；自我；大学生社团
［中图分类号］　Ｇ４５５．７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２０１５）０１００５２０３

　　“他者”与我们日常生活中所说的“他人”不同。
这是一个学术概念。“他者”（ｔｈｅｏｔｈｅｒ）与“自我”
（ｓｅｌｆ）是一对相对的概念，如果说后者表示主体的主
导地位，那么，前者就是自我以外的其他东西。“他

者”与“自我”比较常见于社会学、人类学领域。二者

主要表现在群体界线、问题角度等方面。“他者”涉及

的是某一群体的社会身份及主导地位的问题［１］。本

文中，“他者”与“自我”特指不同群体共性化的心理特

征。在一个群体初建时，他们往往将不同于自我的群

体称之为“他者”。“他者”与“自我”往往在结构上相

互对立，形成二元分析方法。在学生教育管理工作中，

学生群体是被管理的对象。与教育管理者构成“他

者”与“自我”的二元群体。“参与型”学生教育管理模

式则使得学生由“他者”向“自我”转向，呈现从“被管

理”向“参与管理”再到“融入”的变化路径。

黑格尔认为，如果没有他者的承认，人类的意识是

不可能认识到自身的，也就是人类通过与他者比较认

清自身。新兴群体更是乐意将自身与其他群体相互分

界，并在比较中形成大大小小、种类繁多的群体。大学

新生作为大学校园中一支异质化程度较高的新兴群

体。他们在适应大学生活中，不断上演着从“他者”到

“自我”的转变。在社团志愿服务活动中，大学新生在

开始阶段往往会处于被边缘化的位置。但是随着在志

愿服务活动中所发挥的作用越来越重要，新生群体会

从一般性活动的参与者逐渐转变成活动的决策者或设

计者。在这一身份的转变过程中，心理向度的变化是

首位的。个体从心理上首先不再排斥社团志愿服务活

动，对活动理念和宗旨逐渐接受。但是，这一变化趋势

并不是恒定不变的。在遇到困难或团员分歧时，又会

造成一定的心理波动，从而影响个体的心理接受度和

团员执行力，进而阻碍活动的开展。因此，在“参与

型”学生教育管理模式下，大学生社团志愿服务活动

的开展首先需要团员个体在心理上靠近团队文化，主

要表现为两种不同群体文化的碰撞。这种碰撞不是

“胜负之争”，而是相互包容、相互融合，形成多元化的

社团文化特点。

因此，笔者对大学生社团志愿服务活动有了更深

的思考。其中从“他者”到“自我”的转变路径是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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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这一活动所做的创新性思考。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

方面：第一，大学生群体尤其是大学新生群体所表现出

来的转变路径。第二，高校“参与型”学生教育管理模

式的践行，更好地诠释了从“他者”到“自我”的转变路

径。第三，师生间相互走近。以上三个方面构成了本

文关于学生工作的主要思考内容。

在大学新生群体方面，他们来自全国各地。同学

之间的文化习惯形态各异。在进入大学学习阶段后，

去异质化是同学们适应大学生生活的第一步。以大学

社团为例，社团存在固有的文化底蕴。新一批社员加

入社团，从社员角度来看，社员摒弃“自我”文化，主动

融入社团的“他”文化。这正是社员从“自我”到“他

者”的第一步。反观，即从社团角度来看，则是从“他

者”文化走进“自我”文化。而社员并不会摒弃所有自

我文化，形成完全理想化的社员。他们还会保留固有

文化。在某一时期，他们还会重拾所摒弃的原有文化

习惯，重新走进“自我”。如此，大学生群体在“他者”

到“自我”的转变路径中反复。

上文着力论述了大学生适应问题中的从“他者”

到“自我”的转变。不仅如此，还存在大学生群体在参

与学校管理中的从“他者”到“自我”的转变路径———

大学生群体参与型教育管理模式的进化。“参与型”

学生教育管理模式正是突出了个人的自由选择。这在

一定程度上，形成有机团结，即教师之间、教师与学生

之间以及学生之间在日常生活中自愿合作。学生可以

根据自己的喜好特长选择参与事务的类型和方向。以

学校这个共同体为前提，在分工合作的基础上自由结

社。而社团之间又是相互合作的，社团内部的分工又

是精细的。学生社团与学校日常事务相结合。在主位

关系上，学生在校园活动中逐步获得主体地位，积极发

挥主观能动性，并学会开发自我独立意识和创新意识，

从而一改传统教育中的被动形象。与传统教育模式不

同，大学生群体可以在参与型教育管理模式中，从“他

者”的被动地位转向“自我”群体的主导地位。这正是

高校践行“参与型”学生教育管理模式的题中之义。

在学生管理上，学校让学生参与到组织管理中，了解学

校的办学宗旨和管理方式［２］，使得学生与学校联系更

加紧密，并培养了学生的主人翁意识。此外，让学生干

部监督管理学生群体，这既可以减少学校的管理支出，

又可以达成师生间互助合作的有机团结。在社团指导

课程中，学生参与课程指导，建立教学效果的反馈机

制，疏通师生间的双向互动。这使得师生在分工前提

下交换各自感受，相互间的联系也变得越发紧密。在

文化建设上，“参与型”学生教育管理模式注重校园文

化构建，尤其是学生群体在校园文化中的主体地位。

在本质上，学生是校园文化的缔造者和守护者［３］。学

校管理者的过多干预可能将校园文化导入“单位文

化”［４］［５］［６］的深渊。“参与型”学生教育管理模式则很

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它始终以学生为主体，让学生

参与到校园文化的构建和保护上来，而管理者只扮演

着引导者和支持者的角色。管理者与学生间的有机合

作充分表达了涂尔干有机团结的社会功能。在实践历

练和创新创业上，“参与型”学生教育管理模式更加突

出学生的自主选择。学生可以根据自身条件和未来职

业规划开展社会实践活动。这一参与项目基本上与社

会发展所需求的创新型人才密切相关。学生在指导教

师的引导下可以自组团队，进行创业设计。一方面学

生可以在创业设计中成长成才，培养学生的团队意识；

另一方面一些学生通过创业设计取得发明专利，得到

社会认可。这对学生和学校都是很好的激励。因此，

我们可以看出，“参与型”学生教育管理模式在高校学

生管理工作中正是将作为“他者”的大学生群体拉进

“自我”的教育管理工作中。它更加突显学生的自我

意识，着力学生间、师生间的有机团结［７］。

此外，高校“参与型”学生教育管理模式还在社会

层面拉近大学生群体与外界环境的融合。学校参与到

社会发展中来，以学校参与进一步带动学生参与，即面

对社会发展对新型人才的需求，学校与用人单位联合，

主动参与到人才培养上，为在校学生参与社会发展搭

建了教育平台，形成较为稳固的学生、学校、社会三元

关系结构。这不同于传统教育只埋头教学，以“象牙

塔”的姿态束之高阁，等待用人单位的人才招聘。此

外，以本校教师和企业员工共同授课的方式教学，达到

还原社会情境的目的，使得大学生群体更加主动地融

入到社会。

从师生关系探讨“他者”与“自我”的关系是本文

研究的源起。在学生工作中，辅导员与学生间良好关

系的建立，必然经历由陌生到熟悉的过程。期间，我们

常以自我的眼光观察“他者”。而“他者”与“自我”如

何建立平等和谐的师生关系将是决定我们学生工作能

否顺利开展的关键。我们常说，从他人角度考虑问题，

那么在当今大学生群体中如何引导他们减少“他者”

的眼光去考虑问题呢？这里的“他者”眼光主要来自

大学生群体自身固有文化对外界人与事的看法。“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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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型”学生教育管理模式的践行将很好地协调这一矛

盾。我们鼓励大学生群体参与到教师群体的工作中

来。通过日常工作、生活中的接触，更好地了解彼此。

在参与中了解，在了解中相互地理解，以促使大学生群

体与教师更好地融合。而从教师群体的角度来看，老

师参与到学生的日常生活学习中，如果能摒弃身份、文

化的束缚，投入到大学生群体中，笔者认为这样的学生

工作是成功的。老师也更容易在学生中开展工作。从

“他者”到“自我”不仅是师生关系的递进表达，也是师

生双方在学生工作中心理转变的取向。在心理上相互

接受，则主要表现为融入到一个“自我”群体中。这个

群体并非同化，而是情感上的信任和相互依靠。通过

以上论述内容来看，师生关系从“他者”到“自我”的转

变也是双向反复的过程。既是不同角度上的情感表

达，又是转向路径的不断延伸。

在大学生社团志愿服务活动中，从“自我”到“他

者”的转向是无法摆脱的，创造群体和个人身份的过

程是确定差异并使这种差异具有意义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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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议新媒体时代高校新闻网建设的创新发展

李　静
（西安交通大学城市学院 陕西西安 ７１００１８）

［摘　要］　新媒体时代高校新闻网建设面临着机遇和挑战。如何利用新媒体的特性，有针对性地解决高校
新闻网存在的问题，将其建设成育人的新平台、宣传的新阵地、学校形象的新窗口、服务师生的新工具，实现

新闻网建设的创新发展，需要每一名高校宣传工作者的积极探索和努力。

［关键词］　新媒体；高校新闻网；创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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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以电子媒体为信息传
播平台的新媒体时代已经到来，它的产生、发展对传统

媒体产生了极大影响。在新媒体时代下，高校新闻宣

传工作中一个重要的平台———高校新闻网也面临着机

遇和挑战。如何适应新媒体时代的要求，利用新媒体

的特性将高校新闻网建设成对内服务师生、对外树立

形象的窗口，是摆在每一名高校新闻宣传工作者面前

的一个重要课题。

一、新媒体时代的高校新闻网

（一）新媒体时代的特征

新媒体是相对传统媒体而言的一个新概念，主要

表现为“以电子化为显著特征的新型交流和传递信息

的工具或平台”，是在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技术支撑

体系下出现的媒体形态。随着互联网技术的普及，几

乎所有的高校都意识到了网络宣传的重要性，都建立

了自己的校园新闻网平台，使得高校新闻发布更加便

捷和及时。

新媒体主要有及时性、广泛性、平等性、开放性和

互动性等特征。相比传统媒体而言，新媒体发布信息

简便快捷，传递信息迅速及时。尤其是对于一些重大

事件，新媒体可以在第一时间将信息呈现给受众，改变

了以往传统媒体独有的新闻话语权，让普通大众也有

了“发言”的机会。新媒体的运用，既打破了传统媒体

空间和时间上的诸多限制，也打破了传统媒体时代的

身份界限，让每个人都可能成为信息的发布者、传播者

和获得者，真正实现了网络话语权的平等，“全民记

者”时代真正到来。此外，新媒体时代彻底颠覆了传

统媒体时代信息传播和接受的单向性和被动性，实现

了全面的双向交流和实时互动。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到

来，进一步在技术上实现了平等性和开放性。

（二）高校新闻网的功能和作用

高校肩负着人才培养、科学研究、服务社会和文化

传承的重要使命，而高校新闻宣传工作则为其提供思

想保证、舆论支持和精神动力。当今信息时代，各个高

校都对网络宣传倍加关注，高校新闻网肩负的功能越

来越受到校方的重视。一是信息发布的功能。校园内

活动新闻、通知公告、招生就业信息等，都可以在新闻

网上进行发布；二是思想政治教育功能。《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

意见》指出：“全面加强校园网的建设，使网络成为弘

扬主旋律、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手段”。很多高

校新闻网建立了专门的思想政治教育版块供师生学

习；三是对外树立高校形象的功能。校外人员可以通

过新闻网第一时间了解到学校的发展动态，从这个意

义上来说，高校新闻网是学校对外展示形象的重要窗

口；四是高校新闻网将高校历年来的发展情况在网站

上作了记录，校内校外人员可以利用搜索功能方便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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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找相关资料，起到了对高校发展进行文化积淀和历

史留存的作用。

二、新媒体时代高校新闻网存在的问题

（一）功能单一，互动性差

作为高校新闻网，虽然以发布传播学校教育教学、

科学研究、学生活动等相关的新闻资讯为主，但是其他

功能的建立健全也必不可少。例如查询搜索、网上留

言等。目前很多高校将新闻网变成了会议和活动的记

录本，缺乏新颖性和互动性，已经不能满足新媒体时代

人们对资讯方式和内容多元化的需求。另外，很多高

校新闻网还存在定位不清楚的问题，网站建设千篇一

律，通过网站内容无法准确体现该校的办学理念和育

人目标。例如有的学校是以培养研究型人才为重点，

新闻网建设就应当紧紧围绕这一点进行相关栏目和内

容的建设；有的学校偏重培养应用型人才，在网站建设

方面就应当多加入应用型人才培养方面的资讯。

（二）过于强调宣传，深度报道缺乏

“新闻”和“宣传”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新闻”更

多地站在受众的角度，将新闻事件以生动形象的形式

呈现出来，供受众了解；而“宣传”则带有一定的强制

性，更加侧重政策性和舆论引导性。对宣传的过于重

视导致高校新闻网新闻内容单一，文风死板，缺乏感染

性和吸引力。部分高校新闻网仅限于发布新闻消息和

通知，缺乏新闻事件背后的深度分析，缺少对新闻背景

和时政热点的关注，目光仅限于校内活动本身，对校内

舆论的引导力明显不足。

（三）新闻宣传队伍薄弱，水平参差不齐

目前部分高校新闻宣传队伍水平参差不齐。主要

原因一是“先天不足”，在基层单位从事宣传工作的干

部和人员大都是“半路出家”，文字功底较薄，专业素

质低，短期内提高不快，难以胜任工作；二是知识结构

跟不上时代发展，思想观念相对滞后，缺乏专业新闻工

作者的敏锐眼光和经验，达不到新时期基层宣传工作

的标准和要求；三是与媒体人员接触少，对当前新闻宣

传方向、要点不了解等。另外，部分高校新闻宣传队伍

还存在人员编制紧张的问题。一些高校新闻工作者承

担着策划、采写、编辑、照相、摄像以及其他日常的材料

起草等工作，工作任务繁重、琐碎，从而使得他们很少

有时间和精力对宣传工作进行深度思考，也缺少时间

对自身业务能力进行学习提高。

三、新媒体时代高校新闻网创新发展的途径

２０１３年８月１９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

想工作会议上发表讲话时指出，宣传思想工作创新，重

点要抓好理论创新、手段创新、基层工作创新，积极探

索有利于破解工作难题的新举措和新方法。高校新闻

网作为宣传思想工作的重要阵地，应当充分利用新媒

体的优势，拓展渠道，创新手段，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

（一）把握导向，明确定位

每所高校都有自己的特点和特色，育人目标、理念

和方法也略有差异。作为高校新闻网，应当首先结合

学校的办学理念和定位来明确网站自身的定位，有目

的和针对性地对学校建设和发展进行对内和对外宣

传，充分体现本校的特色，为学校教育教学、科学研究、

人才培养等服务，外塑形象，内聚人心，当好学校舆论

的航向标。例如，西安交通大学城市学院主要以培养

高素质应用型人才为宗旨，通过其新闻网可以看出，网

站采写了很多反映学院应用型人才培养方面的新闻报

道，如学生获奖、课外竞赛、实习实训等。而其母体学

校西安交通大学则不同，其网站首页醒目的位置是校

内各个学术报告的通知，另外还有很多体现学术成果

的新闻报道，洋溢着浓厚的学术氛围，充分体现了其培

养研究型、学术型人才的育人定位。

（二）建立队伍，提升素质

新闻宣传的基石在于拥有一支具有较强的业务能

力和写作能力的队伍。一支业务精良、工作高效的新

闻宣传队伍是高校新闻宣传工作能否做好的关键因素

之一。在目前各个高校新闻宣传工作人员配置相对紧

张的前提下，充分发挥兼职通讯员、学生记者团等的作

用，协助专职高校新闻工作者开展宣传报道工作，形成

一支专兼结合、素质优良的高校新闻宣传队伍，是新闻

网建设发展的重要举措。同时，新闻宣传队伍应当加

强理论学习和实践学习，创新思路，深入基层、深入群

众去挖掘新闻素材，精心策划，深入挖掘典型人物和典

型事迹，真正出一批师生所喜闻乐见的作品，引领校内

舆论的主旋律。此外，新闻宣传工作者要适应新媒体

时代的需求，了解并掌握多种新媒体工具的功能和使

用方法，尤其是要熟悉了解新闻网站建设的相关知识，

有针对性地开展工作。

（三）提高质量，体现深度

针对目前高校新闻网功能和内容单一、文风死板

的现状，高校新闻工作者应当采取策略丰富网站内容，

提高新闻报道的质量，策划发掘新闻背后的新闻，注重

对重大事件内涵和典型人物、热点人物的挖掘，紧跟国

家大政方针尤其是教育改革的焦点、热点问题，弘扬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一步凸显教育功能，以文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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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宣感人，努力为学校的建设和发展，为大学生健康成

长提供强有力的思想保证、舆论支持、精神动力和文化

环境 。

（四）反映民意，贴近生活

新闻宣传报道中，要坚持贴近生活、贴近实际、贴

近群众的“三贴近”原则。高校新闻宣传工作应当贴

近师生实际、贴近校园生活、体现高校热点。在日常报

道中，要立足于全校全面发展、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

的实际，反映学校的教学科研、人才培养、学科建设等；

深入师生日常生活，了解掌握师生思想动态和兴趣所

在，反映师生的切身感受，多出师生喜闻乐见的新闻作

品。可以对典型教师、典型学生、典型事迹进行人物专

访，促进良好学风、校风的传播，引导师生树立正确的

价值导向；还可以对师生关注的热点问题和事件进行

全方位的跟踪报道，将优秀的校园文化活动做成品牌，

传承下去。例如西安交通大学新闻网曾推出“身边交

大人”系列报道，对校园生活中默默为师生服务的人

员如清洁工、楼管阿姨、修鞋匠等“小”人物进行报道，

贴近师生的日常生活，容易引起师生的关注。

（五）整合资源，实现互动

新媒体时代，各种媒体表现手法多样，高校新闻网

应当适应时代发展的要求，实现网站功能的多元化。

首先，高校新闻宣传工作者应当充分认识到新媒体的

发展趋势和现状，利用网络优势将传统媒体如校报、广

播、电视等资源进行整合，实现文字、图片、视频等网站

功能多元化，并且适应移动互联网时代的需求，实现移

动电话和互联网之间的有效结合，满足人们利用手机

登陆校园新闻网浏览新闻信息的需求。其次，高校新

闻网应当利用微博、微信等新媒体交互性强的优势，注

册高校新闻网的微博、微信等账号，实现与师生员工和

校外人员的全面互动，改变以往“只宣不受”的单向传

播方式，真正实现校园网络新闻传播的双向甚至多向

互动，更多地了解掌握师生的思想动态，满足师生参与

学校管理、决策和建设发展的诉求。

（六）加强管理，完善制度

高校要建立网络新闻宣传的长效机制，逐渐形成

一套科学合理的网络新闻建设、运作、管理机制和规范

严格的高校新闻专、兼职工作队伍建设、考评及奖惩机

制。要在牢牢把握正确舆论导向的原则下，将高校新

闻网管理制度贯彻到高校新闻网的采、编、审等各个环

节，确保新闻网将高层次、高质量的新闻报道呈现给师

生。另外，合理的激励机制，将有利于提高师生的积极

性，拓宽高校网络新闻的稿件来源，提高网络新闻的稿

件质量，促进高校网络新闻自身的良性循环和持续稳

定的发展。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以及受众需求的变化，新媒

体时代高校新闻网的建设还将面临着更大的机遇和挑

战。如何充分利用新媒体的特性，将高校新闻网建设

成育人的新平台、宣传的新阵地、学校形象的新窗口、

服务师生的新工具，需要每一名高校新闻宣传工作者

在理论和实践上进一步提升和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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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信息化基础平台建设是推进教育信息化的坚实基础。西安交通大学城市学院根据《教育信息化
十年发展规划》的发展目标，从未来的信息化应用出发整体规划设计，整合校园网平台，初步构建学院信息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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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安交通大学城市学院是２００４年５月设立的全
日制本科层次的独立学院。城市学院经过十年的快速

发展，逐步探索出一条高素质应用型人才的培养之路，

较快地成长为一所在校学生１１０００余人，以工、经、管
学科为主兼容其他学科的新型本科大学，已经成为陕

西省，乃至全国独立学院体系中的佼佼者。

西安交大城市学院是按照新机制、新模式、新运营

体制举办的一所新型大学，目前刚刚跨越十年校龄，虽

然在校园信息化建设方面各种资源环境及硬件基础平

台无法与已建校多年的公办大学相比，但在相关的硬

件环境基础建设方面，学院坚持科学规划、适度超前、

分步实施的办法，取得了明显效果，特别是信息化基础

平台———校园网络系统是在学院２００７年迁至经开区
草滩生态产业园新校区后从无到有逐步建立起来的，

目前学院的教育信息化应用还属于发展阶段，仍在逐

步建设完善。

一、信息化基础平台———西安交大城市学院校

园网建设

西安交大城市学院自成立之初就非常重视信息化

建设，深刻认识到信息化基础平台建设是推进教育信

息化的坚实基础，因此在新校区建设期间，学院投入大

量资金建设校园网系统、校园一卡通、校园监控系统、

多媒体教室系统及学生实验机房等，这些系统整合在

校园网平台之上，初步构成了学院信息化基础运行平

台，可以说整个校园网平台的建设是信息化平台的

基础。

校园网络平台建设不是简单的硬件设备的堆积，

而应该从未来的信息化应用出发整体规划设计，城市

学院在构建校园网平台时主要遵循了以下几方面

原则：

１．整体规划安排。从西安交大城市学院建设的全
局和教学办公工作需要出发，考虑学院各中心、系等单

位的地理分布和通信条件。整体规划各子系统的建设

方案，对各分系统的目标、总体结构、服务功能、经费预

算、建设步骤等重大问题做出合理安排。

西安交大城市学院新校区校园网总体建设目标是

建立一个高效、安全、实用、先进的计算机网络系统和

教学、科研、办公紧密结合的信息应用系统，实现整个

校园的数字信息化。整个校园网络系统按照整体设

计，分步实施的原则进行设计和实施。

２．先进性、开放性和标准化相结合。学院校园网
络应采用符合国际工业标准的、相对成熟的网络技术，

兼顾网络技术的发展方向，选择结构化、可扩充、多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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途的网络产品，保证网络在较长时间内不落后，且易

扩展。

３．结构合理。在通信网络、资源配置、系统服务和
网络管理上遵循良好的分层设计，使网络结构清晰，便

于以后使用、管理和维护。根据西安交大城市学院校

园网的实际应用情况，网络结构采用经典的“三层模

型”园区网设计方法。

４．高效实用。着眼于教学、科研、办公的实际需
要，用有限的资金优先解决教学办公急需的问题，设备

系统易于使用管理和维护。为教学办公提供先进的网

络平台，例如多媒体机房、计算机协同办公、虚拟网络、

可视化计算及远程计算机数据处理等。

５．支持网络多媒体业务，例如网络教育教学、多媒
体网络教室等。为学术交流提供良好的环境，与ＣＥＲ
ＮＥＴ、ＣＨＩＮＡＮＥＴ等国家骨干网络进行高速互连，实现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互联网高速访问，与国内外实现网上信息交
流、资源共享，为展示学校的良好形象提供可靠支持。

６．为适应校园应用系统和教育信息化建设需要，
西安交大城市学院网络设计应以高可靠性、高安全性、

高性能、良好的可扩展性和可管理性为原则，并且考虑

到技术的成熟性、先进性，网络的设计将本着技术先进

并适当超前的原则，实现真正的千兆互联和丰富的多

媒体应用。

至２０１４年西安交大城市学院已初步建成覆盖现
有校区的校园网信息点１１２００余个，园区内铺设通信
光缆２５０００余米，实现楼与楼之间主干千兆光缆连接，
百兆到桌面的网络基础应用环境；学院同时开通了中

国宽带互联网（Ｃｈｉｎａｎｅｔ）及中国教育与科研网（Ｃｅｒ
ｎｅｔ）两条校园网出口，实现了与全球互联网的对接与
资源共享，并在今年已完成对现有电信出口带宽的升

级和测试，目前校园网络出口总带宽已达５３４Ｍ／ｂｐｓ，
基本可以满足学院近期教育信息化应用的需求。与校

园网基础平台一起逐步建设起来的包括一大批多媒体

教室、大小实验室机房、校园一卡通系统、校园实时监

控系统及校园广播系统等，先后购买教学及办公用计

算机几千台，这些设施共同构建了校园信息化的基础

运行平台。

从西安交大城市学院校园网建设的实际成效来

看，以上设计规划原则在建设中基本得到了贯彻实现，

为学院以后的校园网络扩展、使用和管理以及进一步

推进学院信息化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城市学院信息化应用系统初步建设

如果说校园网络系统是信息化建设的基础，那么

在此之上的资源应用系统建设则是实现信息化的关

键。教育信息化是在教育领域全面深入地运用现代化

信息网络技术，促进教育改革和教育现代化，以适应信

息化社会对教育发展的新要求。教育信息化的特征包

括：教材多媒体化；资源全球化；教学个性化；学习自主

化；活动合作化；管理自动化；环境虚拟化等。可以说

没有信息化应用资源就好比建好了高速公路之后，没

有运行其上的交通车辆，教育信息化也就无从谈起。

根据《教育信息化十年发展规划》的发展目标：基

本建成人人可享有优质教育资源的信息化学习环境；

基本形成学习型社会的信息化支撑服务体系；基本实

现宽带网络的全面覆盖；教育管理信息化水平显著提

高；信息技术与教育融合发展的水平显著提升。

西安交大城市学院在建设和完善覆盖全院的信息

化基础平台———宽带校园网络系统的同时，也在逐步

构建学院的信息化应用系统资源，学院中心机房现有

二十多台专用服务器已为全院师生提供了多项信息应

用服务：学院的门户网站作为城市学院的主要网上宣

传途径，为学院的形象宣传、社会推广发挥了重要作

用；学院的办公自动化系统（ＯＡ）为全院推进无纸化
办公提供了可靠的运行环境；在图书馆信息化资源建

设方面，学院也投入大量的资金，构建了图书信息资源

库，同时与多家互联网图书报刊资源提供商建立了合

作关系，为全院师生提供了丰富的图书报刊教育教学

资料网上查询。同时学院资产管理信息系统、学院财

务管理查询信息系统也在逐步建设使用和完善之中。

学院各系、中心正在逐步建立二级网站系统，为全院师

生提供更加丰富的网上信息资源。

学院教学服务中心依托校园网平台建立了教学管

理信息系统，目前已成为学院教育信息化的核心应用

系统之一，涵盖了学院教务管理工作的所有基本环节，

逐步实现了学生信息、排课系统、教务管理、考试管理、

成绩管理等信息化，在最大限度上实现了数据资源共

享，教学管理工作效率得到了大幅度提高，充分体现了

教育信息化建设在当今教务工作中的突出作用。

三、校园信息化平台运行管理模式探索

西安交大城市学院在构建全院信息化平台的同时

也在逐步探索信息化平台的使用和管理模式，学院的

信息化网络平台是一个综合的、较为复杂的数字化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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络平台，其上除了正常的校园网络系统，还运行着校园

一卡通系统、校园数字监控系统等，如何有效管理和维

护整个平台是整个信息化平台可靠运行的关键。学院

的投资举办方是一家较有影响的系统集成公司，在信

息系统集成方面具有一定的技术及人员优势，学院的

数字信息化校园系统平台（包括以上各分系统）从设

计规划到建设全面委托给该公司实施，在建设完成后，

学院又与公司签订了数字化校园信息平台运维协议，

委托该公司对学院的数字信息网络基础运行平台进行

维护，公司在学院常驻几位工程师，对学院的校园网

络、服务器系统及硬件平台进行日常的管理和维护，各

信息化应用系统由学院各建设使用单位进行申请并管

理和使用。从几年来的运行使用情况来看，这种运行

管理模式为学院节省了较多的人力和物力，实现了合

作双方的共赢。

四、结语

西安交通大学城市学院作为一所新办的独立院

校，在推进教育信息化的道路上还刚刚起步。校园信

息化建设得到了学院领导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学

院各单位也积极协同配合。重视信息化基础平台建

设，统一规划分步实施，增强信息化管理水平，逐步提

升信息化应用水平是学院推进信息化建设的原则。目

前学院的信息化工作仍在不断建设和完善之中，通过

几年的建设和运行，我们仍在逐步总结信息化建设中

的经验教训，探索适合学院自己的信息化发展之路，为

全面贯彻实施《教育信息化十年发展规划》，进一步实

现教育信息化打好坚实基础。

（责任编辑：司国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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