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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管理本科专业“双创型人才”培育体系研究 

——以浙江树人大学为例
1
 

吴婵君 金 燕 

（浙江树人大学管理学院，浙江 杭州 310015） 

【摘 要】：党中央提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号召，“双创型人才"的培养已成为各个高校迫在眉睫的任务。

市场化程度越高，经济环境越成熟，财务管理就越重要。财务管理已越来越掌握着企业的命脉，必须从原来的简单

财务核算上升到企业经营、战略决策的高度上，这就需要财务管理人才具有更好的创新创业能力。据此，对照“双

创型人才”培养的目标，分析财务管理本科专业人才培养的现状及不足，并以浙江树人大学财务管理专业人才培养

的改革实践为例，对“双创型人才”培育体系进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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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党中央在十八大时提出:“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加快建设国家创新体系，着力构建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

合的技术创新体系”。高校培养的人才是这个创新体系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是创新人才的储备力量。2014年,李克强总理又

在达沃斯论坛上提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号召。因此，“双创型"（创新创业型）人才的培养已成为各个高校迫在眉睫的

任务。 

市场化程度越高,经济环境越成熟,财务管理就越重要。财务管理已越来越掌握着企业的命脉,必须从原来的简单财务核算上

升到企业经营,战略决策的高度上，这就需要财务管理人才具有更好的创新创业能力。文章以“双创型人才”为目标进行对照比

较，分析目前本科院校财务管理专业培养“双创型人才”中存在的不足，并以浙江树人大学财务管理专业人才培养的改革实践

为例，对“双创型人才”培育体系进行研究。 

2 财务管理本科专业“双创型人才”培养的目标——以浙江树人大学为例 

浙江树人大学创立于 1984年，是一所由浙江省政协主办的民办本科院校,是浙江省应用型试点示范学校。在武书连 2016和

2017年中国民办大学排行榜中学校综合实力均排名第一。学校弘扬“立德树人、为国植贤”的办学宗旨,努力建设教学服务型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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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着力培养具有“双创能力和思维”的高级应用型人才。 

财务管理专业作为学校招生人数最多的专业，也是学校的应用特色专业，因其人才培养的实践性和应用性备受学生欢迎。

目前，为响应党中央“双创型人才”培养的号召，本专业把人才培养目标修订为具有“创新创业能力和思维”的高级应用型人

才。该目标应包括知识目标、能力目标和素质目标三个方面。 

（1） 知识目标。 

知识目标的实现取决于理论课程体系的设置，本专业制定的培养计划中，理论课程共占总学分的 76.57%,理论课程体系由公

共基础平台课程,学科专业平台课程，选修课程三方面构成。其中，以 2016 级培养计划为例，公共基础平台课程占理论课程总

学分的 35.51%;学科专业平台课程包括学科基础平台课、专业基础平台课和能力构建课三个层面，占理论课程总学分的 41.64%；

选修课程包括校级选修课、专业方向模块选修课和专业选修课三个层面，占理论课程总学分的 22.85%。 

（2） 能力和素质目标。 

能力和素质目标的实现无法单纯依靠课程理论学习，必须是理论与实践共同培养的结果。本专业的能力培养包括:学习能力

（自主扩展知识的能力）、表达能力（包括语言表达能力和文字表达能力）、实践应用能力、创新能力、就业能力（社交能力、

协调能力、自我约束能力、合作能力）,而上述能力又是创业能力的构成要素。应具备的素质包括:文化修养素质、职业道德素

质、承受变化和适应挫折的素质等。 

知识目标的达成是实现能力与素质目标的基础，而知识、能力和素质目标的共同达成需要通过理论课程与实训课程的双重

训练。实训课程分为校内实训和校外实训两部分。校内实训课程的设置主要以单项技能训练实验和综合性实验为主,主要是帮助

学生理解课程中的一些理论知识或学习一些应用技能操作。校外实训平台包括企事业单位、政府部门等的认识实习和跟岗实习

等，锻炼学生的实际工作环境的适应能力和专业知识的应用能力，进一步提高学生的能力和素质。 

（3） 财务管理本科专业“双创型”人才培养存在的问题分析。 

目前本科院校财务管理专业在“双创型"人才培养中仍存在以下问题： 

①重专业知识的学习,轻创新思维的训练。 

由于财务管理专业的专业性较强,专业课学习难度较大，专业知识规范性强，多数高校的财务管理专业在日常的教学中存在

重视专业知识的传授和实践，缺乏创新思维训练的现象。 

② 重相关理论的研究,轻双创能力的培养。 

为响应中央“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号召,各类高等院校都在不同程度上开设了创新创业类的课程。但由于缺乏成功经

验的借鉴，目前大多数高校的创新创业教育侧重相关理论的研究，与创新创业能力的培养结合不够紧密。 

③ 重双创教育的主导方，轻双创教育的主体方。 

在创新创业课程的教育中，高校基本上采取以管理部门和教学单位为主导的教学模式,而作为创新创业课程教育主体的学生

往往是被动接受和执行，这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了学生创新创业能力的自由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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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重形式轻实质。 

在创新创业教育中，高校虽然制定了一系列的保障措施，但在具体实践中缺乏实施考核和效果评价，使创新创业教育流于

形式，缺乏实质性内容。一些高校建立了创新创业的机制和基地,但没有持续实施跟进和监控,缺乏科学的考核和评价,导致创新

创业教育没有实质性进展，影响了学生创新创业能力的培养。 

⑤重局部能力的培养，轻双创体系建设。 

在创新创业教育中，较多高校专注局部创新创业能力的培养,开设创新创业教育理论课程、配合鼓励学生参加竞赛和开设对

应的实践课程来提升学生的创新创业能力，并没有从“双创型”人才培养目标落实的角度构建一个完整的创新创业培育体系。

目前,大部分高校财务管理专业都存在各课程各自为政，只注重本课程专业能力的提升和创新创业能力的培养,基于课程群的创

新创业体系尚未建立,更不用说构建完整的、科学的、通用性较好的创新创业体系。 

3 浙江树人大学财务管理本科专业双创型人才培育体系研究 

针对目前高校财务管理本科专业“双创型”人才培养的现状,浙江树人大学财务管理专业依托杭州作为全国创新创业城市

的区位优势和本专业作为校应用特色专业的学科优势，立足“双创型人才”培养的目标，构建了“一个目标、两大平台、三个

促进、四项保障”的财务类双创型人才“1234”培育体系，如图 1所示。 

 

(1)一个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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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应党中央“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号召，以“创新创业一体化教育”人才培养理念为导向，将“双创型人才”这一培

养目标真正落实到财务管理专业的办学上,必须从原来简单的财务核算型人才培养目标上升到企业经营,战略决策的高度上,这

就需要财务管理人才具有更好的创新创业能力。“双创型人才”这一培养目标的实现又必须由知识目标、能力目标和素质目标

这三个子目标的实现予以保证。 

(2)两大平台。 

“双创型人才”培养目标，知识、能力和素质三重目标的实现,必须落实到理论知识学习和实践技能训练两个平台上。理论

知识学习平台包括公共基础平台课程，学科专业平台课程和选修课程三方面;其中学科专业平台课程又包括学科基础平台课、专

业基础平台课和能力构建课三个层面，选修课程包括校级选修课、专业方向模块选修课和专业选修课三个层面。学校通过理论

知识学习平台对财务管理专业学生的基础知识和专业知识进行训练,是对学生专业能力的培养,没有扎实的专业能力作为基础，

创新创业能力犹如空中楼阁，是不可能获得成功的。实践技能训练平台包括校内实训平台和校外实训平台两个模块。校内实训

平台主要是训练性和综合性的实验，以训练学生的动手能力、合作协调能力、创新能力为主;校外实训平台包括实践基地的工商

企业、会计师事务所、银行和税务局等单位的认识实习和跟岗实习，以训练学生的动手能力、创新能力社会能力为主。而素质

目标的培养则贯穿在两大平台运行的始终。 

(3) 三个促进。 

以“挑战杯”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作品竞赛、“建行杯”互联网+大学生创业大赛和浙江省财会信息化大赛这三大竞赛为抓

手，以赛促学、以赛促教、以赛促业;通过建立学生科研训练基地，鼓励、引导学生申报“新苗计划”、“大学生创新训练项目”

等各类科研课题，以研促学、以研促教、以研促业;通过建立校内创业园、校外创业孵化基地等创新创业基地，以创促学、以创

促教、以创促业；以点带面,全面提升财务管理专业学生创新创业能力。多年来，本专业学生已获得浙江省新苗计划三项、国家

级大学生创新训练项目两项，并在“挑战杯”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作品竞赛、“建行杯”互联网+大学生创业大赛和浙江省财会

信息化大赛等各类竞赛中获得多项奖项，毕业生就业率一直保持在 95%以上,创业率也超过 10%。 

(4) 四个保障。 

通过“以双创型人才培养为目标导向的创新创业联动协同机制、建立以优质教育资源为依托的创新创业教育培养模式、搭

建以优势专业为支撑的创新创业实践平台、打造以双师为核心的创新创业指导团队”，为双创型人才培养创造良好条件。以双

创型人才培养为目标导向的创新创业联动协同机制是指学校、学院和教师协同联动，在制度设计、经费资助、场所支持、技术

支撑等方面给予全面保障。建立以优质教育资源为依托的创新创业教育培养模式，已先后立项 5 门校级应用型课程，出版 1 部

应用型教材，为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奠定了重要基础。搭建以优势专业为支撑的创新创业实践平台，目前依托本专业校应用特色

专业的优势形成“4+2”阶梯式双融合创新创业实践平台，即基础性实验、综合性实验、创新性实验和校外实习 4个阶梯式实践

环节和校内创业园、校外创业孵化基地 2 个创新创业实践平台，为大学生创新创业提供实践平台。打造以双师为核心的创新创

业指导团队，目前本专业拥有专职教师 15 人，兼职教师 3 人，双师型教师占 95%,双师型教师具有较丰富的企业实践经验,能更

好地实现践教创相长，互动三赢的良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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