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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河北科技大学２００７年的本科教学评估获得了优秀的成绩。在评估过程中，经济管

理学院以评促建，以评促改，为学校整体取得优秀作出了贡献。本科评估以后，从

２００８年开始进行新一轮教育教学改革，２００９年获得学校教育教学改革项目 《基于能力

课程群的管理学科本科培养方案研究》项目资助，同年经济管理学院被学校确定为人才

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经过课题组及经济管理学院全体教师的共同努力，取得了丰硕的

研究成果，形成了研究报告，本书根据研究报告改编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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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１章　基于平台能力群的管理人才培养模式

人才培养模式创新是 “高等学校本科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的重要内容，为推

进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培养学生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进一步提高教学质量，河北科技

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开展了基于平台能力群的复合型创新创业管理人才培养模式实验区建

设研究，在教学理念、管理机制等方面进行创新，形成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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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人才和应用型人才的需要。

１．１　基础条件

河北科技大学是河北省重点建设的九所骨干大学之一，是河北省区域创新体系的重

要组成部分。学校办学规模庞大，人才培养体系完整，师资力量雄厚，教学条件优越，

教学科研平台坚实。“致力于人的全面发展，服务于区域经济与社会发展”的目标追求、

教育理念和服务定位已成为全校师生的共识。

经济管理学院前身是１９７８年由我国著名经济学家蒋一苇先生创办的，为 “文革”

后最早恢复设立管理学科的７所高校之一，是改革开放后原机械工业部的管理人才培训

基地，为原机械工业部和河北省培养了大批高级人才。随着河北科技大学的资源整合，

经济管理学院于１９９９年９月由西校区 （原河北机电学院）管理学系、中校区 （原河北

轻化工学院）生物科学与工程系管理工程教研室和东校区 （原河北纺织职工大学）经济

系整合组建而成。经过多年的快速发展，经济管理学院已经形成了学科齐全的教师队

伍、复合型的课程培养体系、成熟的课内外培养模式以及理论与实践体系。河北科技大

学经济管理学院于２００３年得到河北省教育厅的支持，承担河北省面向二十一世纪课题

《理工科院校管理学科培养复合型人才机制与模式研究》，进行复合型管理人才培养模式的

实验，形成了 “以数理为基础，以工程技术为背景，以系统方法为工具，以实践为导向，

以解决制造企业生产经营管理过程优化和提高整体效率为目标，服务于河北经济建设”的

办学特色，懂技术会管理的复合型人才模式受到社会欢迎。２００４年开始，根据社会需求

的变化，进一步把资源和学科能力建设纳入培养模式建设体系，强化学生创新创业能力的

培养，把学科改革定位为基于平台能力群的复合型创新创业管理人才培养模式实验区。

１．１．１　发展目标与定位

坚持以人为本、突出新型人才培养、促进人文教育与科学教育融合的教学理念，以



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坚持因材施教、多方向培养、办出特色的办学思路，始终指导着经

济管理学院的办学方向，引领着经济管理学院的办学实践。学院发展目标定位为 “紧扣

河北科技大学的发展战略目标，结合学科和专业特点，贴近河北省管理科学应用的主战

场”，将学院建设成为：河北省重要的管理科学研究基地；河北省企业管理人才教育基

地；河北省管理咨询基地。这一目标定位赢得了同行、相关专家的认同和高度评价。

１．１．２　组织架构

学院设８个系 （工业工程、交通运输与物流工程、信息管理、电子商务、市场营

销、财务管理、工商管理、国际经济与贸易），１个中心 （经济管理综合实验中心），４

个研究所 （复杂系统研究所、企业运行与评价研究所、技术创新研究所、中小企业服务

创新研究所），这是一个切合学科发展实际需要，以专业方向为导向构建的教学科研框

架，是创新创业人才实验区运行的基础，学院教学科研架构如图１－１所示。

经济管理学院教学科研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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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河北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学科研机构图

１．１．３　师资队伍

学院始终坚持 “培养与引进结合，专职与兼职结合”的方针，不断强化师资队伍建

设，已经形成以管理科学与工程、工商管理、国际经济与贸易学科为平台，以教授、博

士、硕士为核心的教学科研团队，拥有在河北省管理学界极具影响力的专家和学者。如

郭文东教授是河北省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韩景元、陈爱祖、李法朝教授在国家和

河北省的众多学会中担任领导职务。

教师队伍中有海外教育背景的３人，具有博士硕士学位的７４人，省级、校级教学

名师４人，另外，还拥有以企业家或社会知名专家学者为主体的兼职教授１３人。

·４· 基于平台能力课程群的管理人才培养模式创新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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