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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财经类生产性实训基地管理问题
——以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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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财经类专业校内生产性实训基地已经运行一年多，基本达

到了预期的目标。但管理中遇到了政策支持力度不够、教师兼职精力不够、核

心课程与生产性实训基地结合不够等问题，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了从学院层面予

以支持、理顺企业的运行机制的管理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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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财经类生产性实训基地管理现状 

高职院校的财经管理类生产性实训基地包括校内和校外两种。由于校外实

训基地的建立对外部环境的要求高，并且必须找到企业与学校合作的结合点，

而企业与学校的目标经常不一致，容易导致校外实训出现给企业提供廉价劳动

力的情况，学生不能够利用有限的时间学到较多的职业技能。

目前的高职院校，给学生设计的实习主要包括两种。一种是利用在校学习

的正课时间，开设整周的实习实训课，期间其他理论课全部停止，这种实习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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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课程一般在学生学习的第一或第二学年开设，开设的时间为两周至四周；另

一种是在学生毕业前，即第五学期的第十二周以后，学生在完成毕业设计的同

时进行预就业顶岗实习，这种实习持续时间长，一般可以达到三至六个月，学

生以上岗的形式进行，如果在岗位上工作出色，实习期结束后可能与用人单位

签订劳动合同，成为正式职员。

从这两种实习实训的情况来看，第一种实习学校能够对其进行全面的管理，

包括对实习的目标、内容的设计、过程的管理和监控、与其他理论课程的衔接等，

因而更符合学校教育的目标；第二种实习是学校与企业较为松散的合作，虽然

也有学校派出的指导老师了解学生的实习情况，但教师基本上无法参与对学生

的实习指导，学校对实习的管理控制力较弱。

因此，在第一种实习中，个别有条件的学校选择了与企业紧密合作，让学生

到企业去实习的方式，大多数学校选择了自建生产性实训基地让学生实习的方式。

而第二种预就业顶岗实习，是几乎在那个时间段，所有学校都采用的一种方式。

2  财经类生产性实训基地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2.1  校内生产性实训基地的基本运行情况

第一学期为基础岗位实习，第二学期为管理岗位实习；校外顶岗实习在校外生

产性实习基地，即与各专业紧密合作的企业完成。这两个实习均有教师对整个实习

过程进行管理、监督、考核，并且二者之间有接续性。预就业顶岗实习在校外招聘

人的企业完成，教师仅对学生进行简单的指导，培训及考核等工作由企业来做。

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财经类专业建立了自己的生产性实训基地，即北信

商务中心。它是一个以真实运作的实体超市为依托，集营销中心、物流中心、

财务中心、信息中心为一体的综合性实训基地。

到目前为止，该实训基地的实体超市已经步入规范化运作的轨道，并从开

业半年的亏损状况转变为现在的收支基本平衡，并完成了 689 人次的顶岗实习

任务，涉及到收银、理货、采购、信息录入、出纳、报税、仓储、卖场主管助理、

采购主管助理、信息主管助理、财务主管理助理、经理助理、市场部主管、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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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部主管助理等岗位。由于运行机制设置合理，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学生真正

地体验了真实的岗位，提高了工作技能，同时也提升了相关的理论知识，增强

了对职业及职业素质能力要求的深入理解；教师在参与过程中，也真正将理论

与实践相结合，学到了非常多的实际工作经验，开发出了学生顶岗实习环节的

项目指导任务书，对开发改进专业课程的教学起到了较大的促进作用。应该说，

该生产性实训基地的运行已基本达到了最初设计的目的，取得了初步的成功。 

2.2  校内生产性实训基地管理存在的问题

如果进行深层次的研究，该院对于该校内生产性实训基地的管理还存在一

定的问题：（1）学院在政策层面的支持不够。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的财经

类生产性实训基地建设过程中，学院大力支持，投资了 300 多万，实体超市申

请了营业执照，按企业化要求运转，对于超市的管理则主要由教学系来进行，

学院适当监控，从而使企业的运转能与教学真正紧密结合。该生产性实训基地

之所以能够同时接纳较多的学生并提供各种岗位，包括管理岗位，是由于企业

本身的正式员工数量很少，仅够维持超市不停止经营。而大量的管理工作由教

师带着学生来完成，因此是真正意义上的顶岗实习。但在实际管理中，由于超

市管理团队为教学系的教师，采取的是轮流到超市去工作的方式，系里最初的

设计是教师以下企业实习的方式轮流到生产性实训中心去工作，享受学院给到

校外企业去实习的教师一样的待遇，即实习合格，可按满工作量核算其工资。

但从学院层面来看，由于各种原因，不支持这种教师实习的方式，除了卖场主

管及专职的三位员工，其他教师只能兼职到校内超市工作，并且没有学时、工

资等方面的政策支持，教师工作积极性受到影响；由于超市的管理团队均为兼

职，工作不连续，在关键岗位上，工作人员更换频繁，交接时间长，使得超市

运作很难实现经验的积累，不利于在经营中提高效率，不利于企业的正常经营。 

（2）学院对于校内顶岗实习工作重视不够。基于教学系经营的生产性实训基地，

其最大的特点是所有的企业经营环节对学生来说都是公开的，不存在“商业秘

密”，教师们能将关键环节、关键岗位上的技能及时地进行总结，并转化为教

学及实训内容，从而让学生在较短的时间内学到较多的具有一定专业性的技能，

并积累一定的经验。因此，这种实习实训是非常重要且有效的，不逊色于开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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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核心技术课程，甚至比其更合理，对于指导教师的要求也是非常高的。如果

要带好实训，指导老师必须熟悉超市各环节的运作，具备一定的管理经验，然

后再设计相应的实训项目，对学生进行训练。在带不同班级实习实训时，还必

须了解当时超市经营运作的情况，对轮岗到做项目环节的学生开展有针对性的

项目训练。但从学院层面来说，校内生产性实训的课时数在正常课时的基础上

乘以一个系数进行折算，使得带实训的指导教师付出了相同的时间（之前所需

的经验积累、带实训时对超市工作的深入了解与参与均不算在内），而实际计

算课时数却少于理论课。因此，在安排教学任务时，多数教师不愿选择带实训

指导的任务。（3）两种薪酬制度共存，不利于企业化管理。对于超市的企业化

运作在三个专职工作人员身上得到了充分体现。超市管理团队可以根据员工的

各种表现对其进行考核、提出要求。而对于其他的工作人员，如卖场主管、实

验实训指导教师，其工资由学院发放，兼职管理教师更是义务工作，在完成自

身工作之余才能为超市工作，对其无法提出更高的要求。由于超市正常运营不

到两年的时间，暂时还无力给兼职教师发放奖金以激励其工作的积极性。所以

企业化管理几乎不可能，许多时候大家只是凭热情或自觉在工作，工作的效果

与真正的企业还有一定的差距。（4）管理团队主要为兼职人员且管理水平相对

落后。超市管理团队的人员，必须在完成自身本职工作的同时，抽出时间来完

成超市的管理工作，因此许多工作跟不上，比如经理对超市所有管理人员及工

作人员的培训工作。超市的工作时间是 7:30 至 19:30，周五下午是超市确定的例

会时间，学生放假超市可以不营业，应该进行培训，但由于学校的很多会议都

安排在周五下午进行，基本上无法坚持每周的例会。同时由于时间及精力所限，

还未做到对超市的管理每月制定计划、每周进行跟踪反馈。采购部门只能够做

到完成日常的采购工作，还未能达到制定计划、科学采购，开发优质供应商等

关键工作也比较滞后。财务部门每个月的报表在下个月的 15 日之前基本上出不

来，也谈不上为超市的经营提供决策信息。库存部门仅能做到入库、出库，对

于库位进行调整、降低超市损耗等进行科学管理基本上还做不到。（5）环境、

硬件设施与社会超市相差较大。主要体现在卖场的地理位置、灯光、温度、湿

度等与普通超市相差较远。另外，POS 进销存系统本身也存在一些缺陷，如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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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购环节的采购订单录入、审核、入库与实际流程不符，导致只能变通处理，

使系统数据更新时间滞后，从而使财务部的工作延误。系统中的商品信息按录

入先后顺序排序而不是按分类的顺序，导致货架上的商品无法与系统中的数据

有效对应，在盘点时也经常不能按类别进行，工作效率大打折扣。（6）实训指

导达不到要求。有的参与实训指导的教师，对于超市运作的各环节不够熟悉，

且每个班的实训任务由两至三个教师在上课之余完成，有时培训指导衔接方面

存在一定问题。虽然开发有实训项目指导书，由于部分带实训的教师本身并没

有在超市的核心岗位任职，对于一些实训项目不熟悉，在理论授课之余进行实

训指导，备课不够充分，导致实训效果受到一定的影响。有时实训指导教师指

导学生完成了项目，不能将项目成果及时提交给超市管理人员，应用于超市的

管理决策。超市工作人员即带班师傅，虽能指导学生上岗工作，但对于学生的

管理及考核，很多时候不能严格进行，达不到标准超市的要求。（7）多数教师

没有超市实际工作经验。超市管理工作综合性很强，能够给核心课程提供许多

生动的综合性案例、资料或是需解决的问题（如对于物流专业、市场营销专业

和会计专业），但部分教师热衷于理论教学，不屑于为超市解决实际问题，在

课程设计时更偏向于理论性项目。

3  财经类生产性实训基地管理对策 

3.1  重视校内生产性实训基地的管理工作 

从学院层面来讲，认可生产性实训基地，从政策层面给予支持，给予在该

基地实习的教师与到校外企业实习的教师相同的待遇，调动教师的工作积极性，

使其从专业的角度对实训基地的生产运作进行研究，寻找规律，提高管理水平。

生产性实训基地的管理质量提高也会提高企业的业绩，从而有能力给予教师一

定的激励，形成良性循环，实现长期健康经营。

3.2  重视顶岗实习工作

对于顶岗实习，从政策层面给予支持，形成良好的职业氛围，给予其与理

论课同等的重视，给予带顶岗实习的老师同样的课时，同时对顶岗实习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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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严格要求。

3.3  为实训基地的企业化运作提供条件

对超市的硬件环境进行改造，如增加灯光、进行装饰装修，使其与社会化

企业更为接近。对超市周边实训基地的会议室等进行布置，形成一定的文化氛

围以利于开展其他的文化活动，带动超市的销售。对于以实验实习指导教师身

份从事超市卖场主管、仓库主管的专职超市工作人员，可以授权实训基地对其

进行企业化考核，工作表现和工作质量与其所发工资适当挂钩，真正实现企业

化管理。

3.4  对实训指导教师提出严格的要求

对学生的生产性实训的指导由有经验、有能力的老师来做。实训指导教师

必须在生产性实训基地的企业或社会上类似的企业工作过，对其工作流程、企

业管理有深刻的认识。如果没有工作经验，则必须经过严格的培训，方能上岗

带实训。对于学生的生产性实训的指导，带班师傅不光是教授其具体的工作，

还要对学生进行严格的考核，并经常性地与实习指导教师沟通，以保证学生顶

岗时的工作质量；实习指导教师则是在轮岗期间，对于不在顶岗岗位上的学生

进行理论知识方面的提升，同时通过仿真项目对其要上岗的工作进行演练。因

此，要强化对带班师傅提出指导和考核学生的要求，同时选拔不同专长的实训

指导教师，对不同班级的同一个或几个项目进行指导。如由教物流专业的在库

存主管岗位上工作过的教师，负责某个学期所有班级的库存管理岗位的培训指

导，由教市场营销的在卖场主管岗位上工作过的教师，负责某个学期的所有班

级的货架陈列设计、卖场氛围营造、促销策划及实施项目的培训指导。这样，

教师可以在多次的实训指导中积累经验，提升培训质量，也会使培训工作具有

连贯性，达到更好的实训效果；学生能够在现有的超市环境下，提升超市的业绩，

使超市的管理更有效，更接近社会水平，从而真正锻炼自己。在实训质量提高后，

也可以考虑与校外的其他学校或企业合作，接纳他们的实习生，或者为企业进

行岗位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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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ke Beijing Polytechnic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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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on-campus productive training base for finance and Economics 

majors of Beijing Institute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has been running for 

more than one year and basically reached the expected goal. However, there 

are some problems in the management, such as insufficient policy sup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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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agement countermeasures are put forward to support from the college level 

and straighten out the operation mechanism of enterpri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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