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宁波大红鹰学院：交叉融合，建设跨学科新兴专业群

作为一所新建地方应用型高校，宁波大红鹰学院自 2008 年开展本科教育以

来，针对浙江省外向型经济、民营经济、新业态经济发达，中小企业在经济结构

中占有重要地位的区域经济特征，确立了“面向区域中小企业、培养应用型本科

人才”的基本办学定位，并把服务新经济新业态发展、培养应用型特色紧缺人才，

作为提升学校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能力的重要途径。在实践探索中，学校充分

发挥民办体制机制灵活优势，紧贴区域内新兴产业链、新业态的发展需求，依托

特色学院，通过体制机制创新、应用型师资建设和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开展学科

交叉融合，建设跨学科新兴专业群，取得明显实效，有力推动了学校的差异化、

特色化发展。

一、以机制创新为引领力推各项改革建设落地

（一）产教融合机制创新

学校各个跨学科专业群建设均依托特色学院开展；学校将特色学院界定为：

依托传统二级学院，引入合作企业、研究机构或地方政府，融合相关学科专业，

以特色专业（方向）或专业群为载体，开展新业态研究和紧缺人才培养的一种新

型学院。

在特色学院建设中，学校大力开展产教融合机制创新。

在管理机制方面，实行理事会领导下的院长负责制，理事会成员由校企双方

代表组成，院长由企业方代表担任，全权负责院内事宜；在运行机制方面，运行

“人才共育、过程共管、成果共享、责任共担”的“四共”机制，有效整合企业

和学校传统二级学院的要素资源，实现两者的双向介入、全程参与；在协调机制

方面，学校成立校企合作工作委员会、地方服务与合作处，实施校企联席会议制

度和校企合作磋商制度，形成互动互融的校企合作服务机制；在评价机制方面，

学校对特色学院建设实施项目进展年报制度和阶段性目标完成情况验收评估制

度，将特色学院建设和保障工作成效纳入相关二级学院、职能部门的年度目标考

核范围，同时对成效突出的特色学院建设团队、所依托的二级学院、主要职能保

障部门给予奖励。

（二）应用型师资建设

在跨学科专业群建设中，一支实践能力强、专业素养高、专兼职结合的应用

型师资队伍是保障人才培养质量的核心要素。学校坚持“引培并举，以培为主，

校企联通，重在应用”的师资发展策略，自 2013年起，启动实施“分层认定、

引转结合，两级管理、激考结合”的应用型师资认定、评价及考核体系建设。

学校根据教师在实际工作中表现出的不同特征和发展方向，将应用型教师细

分为“三类型四层次”，即应用教学型、应用研究型、应用技术型三种类型以及

准入、初、中、高级四个层级，制定科学、细化的分类分级应用型教师认定的基

本条件、专业标准以及考核要求，给予相应的资格补贴，并实行一年一认定的动



态管理，形成应用型教师梯次发展、考核与激励并举的政策体系，有效调动广大

教师加入到应用型教师队伍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同时，学校构建灵活的人才引用

机制，一方面从行业企业直接引进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和丰富行业经验人员，

另一方面通过灵活的教学工作安排、薪酬制度，从合作企业兼职聘用管理专家、

专业骨干，将其纳入学校的应用型师资队伍。

在整合校内外、专兼职应用型师资的基础上，学校按照“团队—课程”整体

性建设思路，以支持学生专业核心能力培养为目标,积极开展应用型教学团队和

应用型课程体系建设；目前围绕各个跨学科专业群，累计已建成应用型教学团队

33支，开发应用型课程 140门。

（三）人才培养模式改革

学校将特色学院作为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的急先锋和示范基地，各跨学科专业

积极探索面向新产业新业态、校企深度协同的多样化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主要举

措包括：

由校企共建、实体化运作的专业建设委员会明晰各专业（方向）的人才培养

目标规格与区域新产业、新业态发展需求的对接关系；

主动融入企业资源，校企联手开展基于专业核心能力与职业核心能力的课程

体系构建和课程教学设计，联手共建共管实践平台；

校企共建应用型教学团队，合作开发应用型特色课程和特色教材；校企共同

制定与职业需求相匹配的专业人才培养质量标准并共同实施考核评价。

各专业在近三年的建设中，校企共同开发特色课程 57 门，出版应用型特色

教材 49部，校企共建共管商业模式实验室、互联网工程中心等 26个实验室（中

心），各专业核心课程中来自企业的真实项目案例占比达到了 80%，从而为提高

学生综合实践能力、实现特色紧缺人才的有效培养提供了有力支撑。

二、以人才需求为导向构建跨学科新兴专业群

（一）大宗商品流通产业专业群建设

随着“十二五”期间浙江省海洋经济发展战略的实施，宁波—舟山港成为世

界大宗商品生产、运营、物流、交易的核心区之一；该区域大宗商品流通产业蓬

勃发展，产生大量的大宗商品金融、大宗商品物流、大宗商品贸易等专业人才需

求。

2011年，学校发现这一地域性人才需求缺口，国内尚未有其它院校开设这类

专业立即组织有关学院和产业发展研究机构，合作进行了全面调研分析，确定了

大宗商品金融、大宗商品物流、大宗商品贸易三类主要人才的培养规格要求。学

校联合 30余家国内大宗商品领先企业和研究机构，成立国内首个大宗商品产学

研联盟，并以此为依托，在宁波市政府的支持下，创建校内首个特色学院——大

宗商品商学院；大宗商品商学院融汇校内国际贸易学、金融学、工商管理、物流

工程、信息技术等多个学科资源和大宗商品产学研联盟的人才、技术资源，按照



“专业＋方向”的方式，构建了由国际经济与贸易、国际商务、金融工程、物流

管理等专业组成的大宗商品流通产业专业群。

行业、企业专家深度参与专业课程研发和教学，先后开发了《大宗商品概论》

《大宗商品经济导论》《大宗商品交易》《大宗商品物流》《大宗商品金融与投

资》等三个系列、近 20 门专业课程，各专业开展“理论讲授+企业家讲座+行业

实践”的教学模式改革与实践，迄今累计为浙江省、宁波市大宗商品流通领域相

关企业培养从事大宗商品交易、市场分析、运营管理、物流管理、金融服务等专

业人才 2,500余名。学院的“大宗商品交易分析师”新职业标准被列为浙江省首

批职业标准，大宗商品流通协同创新中心。被列为市级协同创新中心，大宗商品

交易研究基地被列为市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大宗商品综合实验中心被列为省本科

高校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国际经济与贸易（大宗商品交易）专业获省高校新兴特

色专业建设立项，以大宗商品为特色方向的应用经济学学科入选省“十三五”一

流学科建设工程。

（二）家族财富管理专业群建设

浙江省民营经济为主的经济结构明显，家族企业数量众多；许多家族企业在

转型升级过程中面临同样困境：一是缺乏认同企业文化、具备创新创业精神的管

理、技术人才；二是企业进入代际传承阶段，缺乏合格的二代接班人和职业经理

人团队；与此同时，随着面向家族企业提供针对性解决方案的家族办公室等财富

管理机构进入快速发展阶段，对专业化程度较高的家族财富管理服务人员的需求

也日益增加；这些都对高校开展家族财富管理人才培养提出迫切需求。

2013年，学校与国内知名的创新型金融投资集团、中国家族财富管理领域领

航者——浙江蓝源资本，联合成立蓝源家族财富管理研究院；同年，与国家级金

融教育高科技龙头企业、中国技术创业协会天使投资联盟发起人——深圳市国泰

安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联手共建国泰安创业学院；学校依托这两个特色学院和研

究机构，融合工商管理、金融学、投资学、法学等多个学科，开展财富管理、创

业管理专项研究，并以财务管理、工商管理为主干专业，会计学、审计学、金融

工程、秘书学等为支撑专业，以依托专业增设特色专业方向的形式构建家族财富

管理专业群。

在专业群建设过程中，学校有关学科专业骨干教师与行业资本家、企业家共

同制定人才培养方案，共同开发特色课程、编写特色教材；目前已开发出《家族

财富管理概论》《家族企业治理》《家族资产配置》等家族财富管理系列课程，

以及“实用型创业基础通识课程（公共+专业）模块、创业专业课程（必修+选修）

模块、创业实训实践与实战演练课程模块”于一体的创业管理完整课程体系，在

国内率先开展了家族财富管理特色人才培养和四年制本科创业人才培养的探索

尝试，目前已初步形成了每年培养 600 名中小企业财务管家型人才、100名家族

财富管理咨询服务人才、200名具有较强创新创业意识和创业能力的职业经理人

和独立创业者的专业人才培养规模；期间，学校工商管理（创业管理）专业获省



高校新兴特色专业建设立项，以家族企业传承与治理、创业生态理论与政策、商

业模式创新与中小企业成长等为特色方向的工商管理学科入选省“十三五”一流

学科建设工程。

（三）互联网新业态专业群建设

浙江的互联网经济发展处于全国的“第一梯队”，作为全国首个提出打造信

息经济大省的省份，浙江的互联网营销、移动电子商务、跨境电子商务、互联网

金融、社交技术应用、大数据分析等新业态蓬勃发展，兼备网络信息、贸易金融、

营销管理等知识和能力的新型应用型人才的培养，具有广泛而急切的社会需求。

学校在毕业生就业调查期间，敏锐捕捉到互联网新业态发展对相关专门人才

的大量需求，2014 年成立基于微信等社交网络平台应用，培养服务于“微”领

域现代服务业应用型人才的微学院，2015年正式成立宁波市首个电子商务学院，

2016年联手慧科教育集团和百度公司，合作共建省内首个“互联网+”全日制本

科特色学院——慧科互联网学院。从微学院到电子商务学院，再到校企共建互联

网学院，学校不断拓宽互联网新业态人才培养的范围和规模；目前，学校主要依

托慧科互联网学院，按照“互联网+商科”的架构思路，跨信息、经济、管理三

大学科，组建了由软件工程、网络工程、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电子商务、市场

营销等专业构成的互联网新业态专业群，建成互联网工程中心、跨境电子商务实

战基地、互联网创客空间等实践教学场所，与企业合作方共建应用型教师队伍，

企业技术高管主导综合实训课程建设，实施真实案例的专业教学，每年为浙江省

和宁波市培养社交网络平台开发、移动互联网技术应用、互联网营销等专业人才

500人。

此外，根据学校中长期发展规划中明确的文化创意产业服务面向定位，结合

宁波“十三五”期间打造文化名城、影视之城的发展目标，学校适时而动，2017
年初，与象山县政府、象山影视城合作共建象山影视学院。象山影视学院融合新

闻传播学、戏剧与影视学、中国语言文学、美术学、设计学、信息技术等学科，

计划构建由广播电视学、影视摄影与制作、广播电视编导、数字媒体艺术、数字

媒体技术等专业组成的文化创意产业专业群，培养从事新媒体和影视制作的专业

技术型人才。

（作者系宁波大红鹰学院校长、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