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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高等职业教育取得了很大成绩，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培养了大批人才，

并且在这一基础上形成了完整的实践教学体系。作为实践教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实验实训基地作为

高职院校培养学生动手能力、实践能力、创新能力以及促进学生学以致用的摇篮。基于此，本文主要针

对经济管理类实验实训基地建设期间的相关问题进行分析，提出合理的改进策略，希望可以起到参考的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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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nce the 1990s, China’s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has achieved great success, cultivating a large 
number of talents for the socialist modernization construction, and forming a complete practical 
teaching system on this basis. As an important component of the practical teaching system,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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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erimental training base serves as a cradle for vocational colleges to cultivate students’ hands-
on ability, practical ability, and innovation ability, and promote the application of what they have 
learned. Based on this, this article mainly analyzes the relevant issues during the construction of 
economic management experimental training bases, proposes reasonable improvement strategies, 
and hopes to serve as a re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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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数字经济与产业变革加速的背景下，经济管理类人才培养面临着知识更新迭代快、实践能力要求

高、创新素养需求强的多重挑战。实验实训基地作为连接理论教学与产业实践的关键枢纽，其建设水平

直接关系到应用型人才供给与产业需求的适配度。2024 年教育部《职业教育现场工程师专项培养计划》

的出台，为实训基地建设指明了产教深度融合的新方向，必须进行详细分析与阐述。 

2. 数字经济时代经济管理人才能力需求的理论基础 

2.1. 数字经济理论 

在数字经济时代，数据成为关键生产要素，价值创造方式与传统经济截然不同。数字技术驱动的商

业模式创新正在不断涌现，例如平台经济、共享经济等。经济管理人才需要深刻理解数字经济运行规律，

掌握数据挖掘、数据分析、数据应用的能力，从而在海量数据当中提取出有价值的信息，辅助做好决策。

例如，可以使用大数据分析消费者的行为，精准定位市场发展需求，从而制定出营销策略模式。同时，

积极了解数字技术对企业结构的重塑作用，保障跨行业整合资源效果。 

2.2. 人力资本理论 

在数字经济环境下，经济管理人才的知识与技能水平构成企业的重要人力资本。相比较于传统经济，

数字经济对人才的专业素养要求更高，不仅需要具备扎实的经济管理基础知识，还需要掌握数字技术相

关技能，例如人工智能、区块链技术。新兴技术知识可以帮助人才适应数字经济时代管理需求，提升管

理效率与创新水平。而且，由于数字经济发展迅速，知识更新换代较快，经济管理人才需要具备持续学

习能力，提升自身人力资本价值，保持竞争力，为企业创造出更大的价值。 

2.3. 组织变革理论 

组织变革理论对于数字经济时代的企业非常重要，随着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企业组织形态逐渐走

向扁平化、网络化转变。经济管理人才具备推动组织变革的基本能力，从而根据数字经济的发展趋势，

设计合理的组织架构，打破部门之间的壁垒与限制，促进信息流通共享交流。例如，使用敏捷管理理念，

构建出灵活高效的团队体系，响应市场变化发展模式。同时，还需要善于引导员工适应变革，通过有效

的沟通与激励机制，激发员工创新活力水平，确保组织变革的顺利实施。除此之外，经济管理人才也需

要具备风险管理能力，有效应对组织变革期间的各类风险，保障企业稳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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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数字经济时代对经济管理类人才能力的新要求 

3.1. 数字化技术应用能力 

在数字经济时代，经济管理类人才需要具备扎实的数字化技术应用能力。随着云计算、大数据、人

工智能等技术的广泛使用，企业运营模式与管理方案也开始经历深刻变革。作为经济管理类人才，需要

熟练掌握数据处理与数据分析工具，例如 R 语言等，从而在海量的信息数据当中提取到有价值的信息，

为企业决策提供支持与帮助。同时，还需要熟悉数字化办公软件与平台，积极提高工作效率和协同能力。

例如，使用项目管理软件开展任务分配与工作进度跟踪，使用电子表格工具来进行财务分析以及预算编

制工作。除此之外，还需要积极了解新兴技术在经济管理领域的应用趋势，例如区块链技术的使用，有

效适应不断变化的市场环境水平[1]。 

3.2. 创新与跨界融合能力 

数字经济的发展与进步，将会打破传统行业的界限和影响，由此催生出许多的商业模式以及工作方

案。经济管理类人才需要具备更多的创新思维以及跨界融合能力，进而在不同领域当中找到更多的创新

切入点。一方面，必须努力突破传统的思维定式，提出更多的管理理念与管理方案，推动企业管理与业

务走向创新。例如，通过引入共享经济模式，积极优化企业的资源配置与运营效率。另一方面，则是需

要具备跨学科知识与技能水平，将经济管理与信息技术等相关知识结合在一起，解决复杂的实际问题。

例如，在电子商务领域发展期间，经济管理类人才必须积极了解互联网技术、市场营销、法律法规等方

面知识，应对激烈市场竞争。 

3.3. 数据驱动的决策分析能力 

在数字经济时代，数据将会成为企业发展期间的重要资产。经济管理类人才必须具备数据驱动的决

策分析基本能力，有效使用数据分析方法与数据分析工具，针对企业的云数据进行深入挖掘与数据分析，

为企业的战略规划、市场营销、财务管理提供科学依据与帮助。还需要根据数据分析的基本结果，从而

及时调整企业的经营策略与经营方案，提高企业的竞争力。同时，积极注重数据的质量和安全性，确保

数据的准确性与可靠性。例如，通过针对客户数据进行分析与讨论，从而了解客户的实际需求以及行为

特征，制定出个性化的营销策略方案。通过对财务数据进行分析，可以评估企业的财务状况与风险水平，

为企业的投资决策提供参考与帮助[2]。 

4. 经济管理类实验实训基地建设中的问题 

4.1. 设备与技术更新滞后 

在经济管理类实验实训基地建设期间，设备与技术更新滞后属于较为突出的一类问题。随着数字经

济的快速发展与进步，全新的数据技术与工具正在不断涌现，例如大数据分析平台、人工智能应用系统

等。然而，许多实训基地的设备与软件依旧停留在较为传统的状态，更新周期较长，并且难以满足学生

对前沿技术的学习需求。一些基地建设之后，使用的财务模拟软件版本较为陈旧，无法模拟最新的税收

政策以及金融市场变化，导致学生掌握的知识与实际需求之间出现了脱节。另外，硬件设备的老化与维

护不足，也极大地影响了实训教学的正常开展，降低了学生的体验与学习效果[3]。 

4.2. 教学内容与产业需求脱节 

教学内容过于与产业需求脱节往往是制约实训基地发展的关键问题，当前发展期间，经济管理类实

训教学内容侧重于理论知识的传授以及传统业务流程的模拟分析，缺乏对实际产业需求和市场动态的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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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与重视。在市场营销实训的过程中，学生在学习期间仅仅简单地掌握了一些基本的市场营销策略，缺

乏对数字化技术、社交媒体营销等新兴领域的涉足。同时，课程体系设置缺乏灵活性以及动态化调整机

制，无法及时反映行业变化以及发展趋势，导致学生毕业之后难以快速适应企业的工作需求。 

4.3. 校企合作流于形式 

经济管理类实验实训基地建设的主要目的在于开展校企合作交流，但是目前一些校企合作仅仅停留

在表面的状态，缺乏实质性的深度合作交流。一方面，企业参与实训教学的积极性较差，仅仅提供一些

实习岗位，在课程开发、师资培养、实训项目设计等方面参与较少。另一方面，学校对企业的需求了解

不足，实训教学内容与企业的实际业务之间发生了脱节，导致学生难以获得真正的锻炼。另外，校企合

作缺乏有效沟通交流机制与保障措施，合作关系不够稳定，难以达成互利共赢[4]。 

4.4. 师资队伍实践能力不足 

目前来看，许多高校的经济管理类教师缺乏企业实际工作经验，使用的教学方式较为单一，难以将

理论知识与实践操作结合在一起。在实训教学的过程中，教师可能仅仅传授一些较为基本的操作技能，

对于实际工作当中的问题与挑战缺乏深入地了解与指导能力。同时，教师的培训与进修机会相当有限，

很难在工作当中不断学习，因此难以跟上行业发展的目标与状态，使用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案也因此较

为陈旧落后。另外，由于实训教学工作量较大、难度较高，教师的工作主动性也难以提高。 

5. 经济管理类实验实训基地建设优化改进策略 

5.1. 设备与技术升级策略 

在数字经济浪潮的推动下，经济管理领域的技术变革日新月异，经济管理类实训基地的设备与技术

升级更是刻不容缓。一方面，基地需要加大资金投入，及时更新硬件设备，例如配备高性能的服务器、

计算机集群等，从而满足大数据处理、复杂模型运算等相关需求。同时，软件系统也需要保障紧跟时代

发展步伐，引入先进的企业资源计划系统、客户关系管理系统等[5]。 
以某知名财经大学经济管理实训基地为例，为了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以及掌握数字化时代下供应链

管理工作，该基地引入最新的智能供应链模拟软件。在实际教学期间，学生们通过操作这一软件，从而

模拟不同市场环境以及订单需求下的供应链运作需求。软件将会呈现出库存水平、物流配送路径、生产

进度等相关数据，学生们可以根据这些数据做出采购、生产、配送等相关决策。通过多次模拟分析，学

生们将会了解供应链协同工作的重要性，以及如何使用数字化技术优化供应链流程。 
在另一种情境当中，当市场需求低迷并且订单减少时，学生们需要考虑如何调整生产计划，避免库

存积压问题，通过积极优化物流配送路径，从而降低成本。通过多次模拟不同的市场情况与订单需求，

学生们将会深入了解供应链协同工作重要性。学生将会发现只有各个环节紧密配合交流以及信息共享，

才能够实现供应链的高效运作。学生们将会学习使用数字化技术优化供应链流程，例如通过数据分析预

测市场需求，做好采购与生产准备，提升配送效率。 

5.2. 教学内容优化策略 

经济管理类实训教学需要积极打破传统理论教学的局限性，增加实践项目的比重，并且将行业前沿

知识与新兴技术融入课程体系当中。传统理论较为侧重于知识的灌输，学生被动接受，缺乏实际操作的

良好机会，很难将理论知识转化成为实际能力。因此，增加实践项目在教学当中的比重，将行业前沿知

识与新兴技术融入课程体系，成为经济管理类实训教学改革的必然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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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某高校市场营销专业实训课程当中，以往使用的教学内容主要围绕传统的 4P 理论开展，学生

的实践机会相当有限。为了改善这一情况，学校对教学内容进行了全面改革。通过引入直播电商、社群

营销、数据分析驱动的精准营销等新兴领域的内容，在实际教学期间，教师组织学生开展直播带货实践

项目，以选品、策划、直播脚本等方式进行直播销售，引导学生直接参与其中[6]。 
从直播商品的选择开始，学生们需要进行市场调研，分析目标客户群体的需求与喜好，挑选出具有

市场竞争力的产品。随后，学生们还需要进行详细的策划工作，包括确定直播主题、风格、目标受众，制

定出直播流程与互动环节。为了确保直播的顺利进行，学生们还需要编写直播脚本，确保每个环节的台

词与动作。直播期间，学生们需要亲自参与直播当中，与观众互动交流，介绍产品特点与优势，解答观

众的疑问与想法，引导观众开展购买。直播结束之后，学生们使用该数据分析工具对直播效果进行复盘

分析。通过分析用户画像，例如年龄、性别、地域、兴趣爱好等，以及用户的购买行为，例如购买时间、

购买频率、购买金额等，让学生们了解目标客户群体的特点与需求，积极优化营销策略。 

5.3. 深化校企合作策略 

学校和企业需要建立全方位、多层次的合作关系，实现资源共享以及优势互补，这将会为经济管理

类人才的培养与企业发展注入强大动力与支持。以某应用型本科院校为例，该院校与当地一家大型制造

企业合作建设经济管理综合实训基地。企业为学校提供真实的生产车间、办公场所、业务数据，学生们

将会直接参与到企业的生产计划制定、成本核算、质量控制等工作环节。企业的技术骨干与管理人员需

要定期前往学校进行授课交流，积极分享行业工作经验以及最新技术发展趋势。同时，学校可以为企业

提供人才培养定制服务方案，结合企业的需求来调整课程设置教学内容。学生们通过实地走访市场、与

潜在客户沟通交流，为企业提供具有价值的市场分析报告与营销方案，得到企业的高度认可与关注。深

度的校企合作模式，也是提高学生实践能力以及职业素养，为企业输送符合需求的高素质人才。 
例如，案例学校与大型制造企业开展合作交流之后，企业通过提供业务数据，让学生们的学习与实

践收获了极大的便利与好处。学生们可以直接参与到企业生产计划制定工作当中，根据企业的订单情况、

原材料供应情况以及设备产能数据，使用所学的经济管理类知识，打造出合理的生产计划，确保生产的

顺利进行。在成本核算的过程中，学生们可以分析企业的各项数据，例如原材料成本、人工成本、设备

折旧成本等，准确计算出产品消耗的生产成本，为企业的定价决策工作提供依据与参考。在质量控制期

间，学生们可以使用质量管理方法与工具，针对生产过程中的产品进行检验与检测，及时发现质量问题

并且提出改进策略，保障产品质量满足企业与市场的使用需求。 

5.4. 师资队伍建设策略 

在经济管理类人才培养期间，师资队伍建设非常重要，而提升教师实践能力与丰富师资结构将会成

为关键环节。一方面，积极鼓励教师到企业挂职锻炼，积累实际工作经验。例如，某高校规定经济管理

类教师每三年必须有半年时间在企业进行挂职工作。一位物流管理专业的教师在企业挂职的过程中，积

极参与企业的物流规划、仓储管理、运输调度等工作内容，从而掌握先进的物流管理技术与管理方法。

例如，在仓储管理的过程中，这位老师深入了解了现代化仓储设备与管理系统，参与库存盘点、分类管

理、库存控制策略的制定，掌握如何使用先进的库存管理技术。例如 ABC 分类法、经济订货批量模型等，

从而优化库存水平，减少库存积压与缺货的风险。在运输调度方面，主要负责协调企业运输资源，根据

订单需求与运输车辆的实际情况，合理安排运输任务，选择最佳的运输方式与路线，积极应对运输期间

可能出现的各类突发情况，例如交通拥堵、天气变化等。 
另一方面，则是需要积极引进一些企业优秀人才担任兼职教师，某高校财务管理专业从当地知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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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师事务所聘请了多位注册会计师作为兼职教师，这些兼职教师不仅具备丰富的实践经验，同时也可以

将最新的行业法规与审计案例带入课堂。他们不仅熟悉各类企业的财务运作流程，还会对最新的行业法

规进行深入了解。在教学期间，兼职教师能够将最新的行业法规与审计案例带入到课堂当中。例如，讲

解财务报表审计期间，会结合实际审计案例，详细介绍审计流程、审计方法、审计技巧，以及在审计期

间如何发现企业财务报表当中的问题与风险。在税务筹划期间，将会根据最新的税收政策进行分析，为

学生讲解如何合理规划企业税务方案，降低企业的税务成本。 
在实训教学期间，兼职教师将会亲自指导学生进行财务报表审计、税务筹划等实践操作。兼职教师

会让学生们接触到真实的企业财务数据，按照实际的审计与税务筹划流程开展操作。在学生操作的过程

中，教师可以及时给予指导与反馈，帮助学生及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通过这一方式，可以极大地提

高学生实际操作能力与职业素养，让学生们在毕业之后更快速度地适应企业财务管理工作。 

6. 结束语 

展望未来，随着数字经济的持续发展与产业变革的不断加速，经济管理类实验实训基地需要进一步

明确自身的定位，从而培养具备创新精神、实践能力、国际视野的高素质经济管理人才作为目标，不断

优化建设模式与运行机制。同时，积极探索与其他学科、领域的交叉融合交流，拓展实训教学的深度与

广度，从而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新需求。只有这样，经济管理类实验实训基地才能够在激烈竞争当中脱

颖而出，为我国经济管理教育事业的发展与产业转型升级做出更大的贡献。 

参考文献 
[1] 汪传雷, 杜鹏程, 吴海辉, 黄镇超, 徐慧慧. 面向新文科建设的经济管理实验中心探索实践[J]. 科技风, 2023(11): 

31-33+37.  
[2] 劳靖, 饶远, 郑淑冰, 刘少坤, 卢雪露. 经济管理类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建设的实践与探索[J]. 科教导刊, 2022(15): 

16-18.  
[3] 刘香女. 经济管理实验中心教学理念的改革与创新[J]. 科学咨询(科技·管理), 2021(40): 206-207.  

[4] 牛荣, 赵敏娟. 农林高校经济管理类示范实验教学中心建设模式探索[J]. 实验技术与管理, 2021, 38(3): 266-271.  

[5] 张晓旭, 邹非, 宋钰. 低碳经济转型下管理类专业人才培养探究[J]. 西部素质教育, 2024, 10(21): 90-93.  

[6] 王思, 叶艺勇, 单贺飞. 经济管理专业实验室安全管理的理论与实践探讨[J]. 科技风, 2024(29): 157-159.  
 

 

https://doi.org/10.12677/ae.2025.155881

	经济管理类实验实训基地建设中的问题思考探讨
	摘  要
	关键词
	Discussion on the Problem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Economic Management Experimental Training Bases
	Abstract
	Keywords
	1. 引言
	2. 数字经济时代经济管理人才能力需求的理论基础
	2.1. 数字经济理论
	2.2. 人力资本理论
	2.3. 组织变革理论

	3. 数字经济时代对经济管理类人才能力的新要求
	3.1. 数字化技术应用能力
	3.2. 创新与跨界融合能力
	3.3. 数据驱动的决策分析能力

	4. 经济管理类实验实训基地建设中的问题
	4.1. 设备与技术更新滞后
	4.2. 教学内容与产业需求脱节
	4.3. 校企合作流于形式
	4.4. 师资队伍实践能力不足

	5. 经济管理类实验实训基地建设优化改进策略
	5.1. 设备与技术升级策略
	5.2. 教学内容优化策略
	5.3. 深化校企合作策略
	5.4. 师资队伍建设策略

	6. 结束语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