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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高等职业教育财会人才培养创新与实践》收录了浙江金融职业学院会计专业、财务管理专业和
信用管理专业部分教师关于高等职业教育财会类专业改革与研究的46篇论文。
这是浙江金融职业学院“985工程”建设成果，同时也是浙江省特色专业建设成果。
　　本书共分四篇，内容包括：校企合作体制机制与质量管理，专业建设与人才培养模式改革，课程
改革与教学方法研究，能力素质培养与育人体系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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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篇 校企合作体制机制与质量管理构建以专业群为单元的校企合作有机体的实践与思考会计专业群
校企合作有机体建设的实践与探索遵循工学结合理念构建校企合作有机体对高职校企合作几个问题的
分析与实践建设校内全真化信用管理实训基地研究与实践在现代教育技术下高职教师转型发展的思考
教师听课和评课体系的构建与完善创新高等职业教育机制、培养高职特色人才若干思考全面提升高职
教育文化质量的策略研究无边界管理与高职二级教学管理的发展第二篇 专业建设与人才培养模式改革
国际化背景下高职会计专业的教学改革与创新专业化分工、资源禀赋与专业建设高职院校专业特色化
建设机制研究“三双”模式的高素质技能型会计创新人才培养高职会计专业共享型教学资源的建设与
实践财务视角下高等职业教育财务管理专业人才培养工作研究高等职业教育会计专业教学基本要求高
等职业教育财务管理专业教学基本要求高等职业教育信用管理专业教学基本要求高职会计专业“双证
结合”教育教学体系的构建研究浅议中高职教育一体化建设高职会计专业实践教学系统的构建高职会
计专业仿真实践性教学模式的探讨第三篇 课程改革与教学方法研究浅谈高等职业院校课程改革以职业
性和实践性为核心的高职精品课程建设--以“财务管理”实务”国家精品课程为例高职会计专业行动
导向课程的改革实践和探索基于两个系统的课程教学设计与实施研究--以“会计基础”课程为例构筑
“三维一体”的高职会计课程课堂高效学习环境研究高职高专会计专业项目教学整体框架设计案例教
学法及其基本程序“项目教学法”在高职财会专业课程中的应用研究“信用管理实务”精品课程开发
与建设基于工作过程导向的“财务会计”课程教学改革与实践基于工作过程的“基础会计”课程改革
与实践探索关于“企业纳税实务”课程设计的思考“企业纳税实务”案例教学模式探索税收筹划案例
在“中国税制”教学中运用“成本核算与管理”课程教学改革的实践与探索浅探“财务管理”课程项
目教学改革改进高职“财会专业英语”课程教学的思考高职高专“财务分析”课程课堂教学模式的探
讨项目教学法在“财务分析”课程中的运用“会计电算化”课程教学中的若干问题探讨以就业为导向
的高职“信用评级”课程教学改革的研究--以浙江金融职业学院为例“财经法规与会计职业道德”教
学方法探索第四篇 能力素质培养与育人体系建设高职院校德育创新研究高职财会专业人才创新创业能
为探索与实践自主招生人才培养分析报告--以浙江金融职业学院会计专业为例刍议高职院校辅导员的
角色定位和队伍建设高校辅导员职业化角色分析高职学生职业素质培养刍议社团建设与拓展学生素质
研究潜心育人倾情奉献--如何做好班主任工作浅谈高职院校学生工作的精细化管理关于提升学生沟通
能力的思考和建议构建我院服务型高职教育体系增强服务区域经济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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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对于一个具体的高校来说，市场需要论并不一定就是金科玉律，专业建设不应完全依据市场对人
才培养的需要，更为准确地说，对于一个具体高校来说，专业建设的依据应是市场需要与高校自身在
专业化分工下的资源禀赋的某种结合，或者说专业建设的依据是既要重视市场对人才培养的需要，但
更要根据自身在专业化分工下相对于他人资源禀赋的优势。
　　从经济发展史分析，在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采用大规模工厂化生产以后，经济理论上或现
实生活中隐含着一个没有点破的假设前提，只要有需求就会有无限的供给，因而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
，能否分到一杯羹，关键取决于你是否拥有某种资源禀赋优势。
如果没有资源禀赋优势而要参与某种竞争性经济活动，除非有政府的某种保护或补贴（这也可以看做
是一种资源禀赋优势），否则，其结果必然是被市场所淘汰。
　　企业在完全市场竞争条件下的生存取决于其拥有的资源禀赋优势，这一结论早已为众多经济理论
大师们所证明，更为现实经济发展所印证。
　　早在1776年，亚当·斯密就在其鸿篇巨著《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揭示了社会劳动
生产率的巨大进步是分工的结果。
分工既然可以极大地提高劳动生产率，那么每个人就应专门从事他最有优势的产品的生产，然后彼此
交换，这对每个人都是有利的。
斯密并将此理论进一步应用到国际贸易中，认为国际分工的基础是有利的自然禀赋或后天条件，自然
禀赋和后天条件因国家不同而不同。
　　大卫·李嘉图在《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中，在对斯密“绝对成本优势”理论进行修正和完善
的基础上，提出了一国不但可以在本国商品相对于他国该类商品具有绝对优势时出口该商品，处于绝
对劣势时进口该商品，而且即使在生产上没有绝对优势，只要它与其他国家相比生产各种商品的相对
成本不同，仍可以通过生产相对成本较低的产品出口换取相对成本较高的产品，从而获得利益。
　　在斯密、李嘉图理论的基础上，埃里·赫克歇尔和波尔特尔·俄林提出了资源禀赋理论，指出在
各国生产同一产品的技术水平相同的条件下，两国生产同一产品的价格差异来自于产品的成本差异，
而产品的成本差异来自于生产中所使用的生产要素的价格差异，生产要素的价格差异则取决于各国生
产要素的相对丰裕程度，即相对资源禀赋差异。
　　20世纪70年代，著名农业发展经济学家速水佑次郎和弗农·拉坦，在研究农业发展的基础上，提
出了资源禀赋诱导技术变革论，认为一国农业增长选择怎样的技术进步道路，取决于该国的资源禀赋
状况。
土地资源丰富而劳动力稀缺的国家，选择机械技术进步的道路是最有效率的，如美国；相反，土地资
源稀缺而劳动力丰富的国家，选择生物化学技术进步的道路是最佳的，如日本。
　　国内著名学者林毅夫，利用资源禀赋理论分析了国有企业状况，以资源禀赋为基础提出了企业自
生能力理论，认为一个企业是否具有自生能力，视其产业、产品和技术选择是否和这个经济体的要素
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相一致。
如果不一致，在一个开放、竞争的环境中，这个企业即使有很好的管理也不能获得可以接受的利润率
，这样的企业只能在国家的保护和补贴下才能生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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