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内蒙古财经学院学报(综合版) 2011年第9卷第6期

国 际 视 野 与 本 土 智 慧 ：

儒 商 教 育 取 向 下 的 高 等 财 经 教 育 改 革

徐全忠

(内蒙古财经学院MBA学院，内蒙古呼和浩特010051)

[ 摘要] 进入21世 纪的高等 教育面临 太多的变革 与不确定 性，经济 全球化， 教育大众化 ，文化多 元等一系 列问题需 要面

对。高 等财经教 育需要深入 思考并付 诸改革， 然而具有一 般意义的 大学精神和 价值的坚 守与适应 国家社会需 要等功利 取向

的改革，只能平衡却不能取舍。新儒商的教育目标为高等财经 教育提供了一条整合多元价值需求与中西文化的改革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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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l 世纪，世界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发

生着深刻的变革与调整，经济格局重新分野，全球化

浪潮席卷世界，文化与价值多元影响着每一个人的

生活与心灵。我国的经济、社会、文化、教育以及科

技等各个方面也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化，今年我国

将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而金融危机下的我国更

是面临结构调整与经济发展的战略性重任。与此同

时，高等教育本身，也发生着深刻的变化，精英教育

转变为大众教育，受教育者的身心与往不同，教育价

值面临重新审视与多元选择。可以说，高等教育正

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变革与挑战，所有的改变都对高

等教育发生着作用，促使高等教育以变革应对变革。

一、挑战与机遇：21世纪的高等财经教育

在高等财经教育所有的挑战中“全球化”问题

首当其冲。这其中人们谈论最多的是经济全球化，

对于经济全球化的利与弊学者们众说纷纭。现实

是，无论利还是弊，经济全球化以及其他方面的全球

化对于我们的经营管理、文化教育等各个领域都产

生了客观的、深刻的影响。相对于经济全球化，文化

的全球化趋势则有过之而无不及，文化全球化使不

同的文化在不同的地域展示与传播，导致的问题是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二元对立，发达

资本主义国家的文化霸权冲击着发展中国家民族文

化的同一性、民族文化身份认同”，甚至“会越来越

趋同，走向一体化，民族文化的成分将逐渐被削弱，

以致趋于瓦解”。⋯全球化的趋势还表现在信息技

术、金融资本、劳动力流动等多个领域。在教育层面

上说，经济、信息技术、金融资本等的全球化更多的

作用于教学内容，而文化的全球化则对我们的教育

体系、国民价值观以及生存状态发生了冲击。

自1999年我国政府开始扩招以实现高等教育

大众化的目标以来，我国高等学校的招生规模与在

校生规模连续几年保持快速增长趋势，并于2002年

实现毛入学率15．3，进入大众化教育时期。高等教

育大众化是适应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需要的，但

大众化不是目标，高等教育必须提供与人众化匹配

的价值，从更广阔的层面服务经济社会进步，从更大

的范围满足民众接受高等教育的需要，满足群众多

[ 收稿日期] 2011—11—03

[ 作者简介]徐全忠( 1973一)，男(蒙古族)，内蒙古赤峰人，内 蒙古财经学院MBA学院副院长，副教授，武汉理工大学产业

经济学在读博士，从事组织管理与公共管理研究．

9



元的高等教育需求，使更多个体获得个性化发展。

“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基本主旨是给个性平等发展的

机会。与精英教育维护特殊利益的旨趣相对，大众

高等教育价值观的核心是普遍性尊重个性，并把个

性的充分实现作为高等教育体系的内在追求。”旧1跨

越式的实现大众化教育，虽然实现了发展目标，但却

带来r教育教学资源的紧张与短缺，学生的整体素

质下降也是不争的事实。提供有价值的大众化教育

是高校无法回避的社会责任。

马克思主义认为，历史是在矛盾与斗争中前进

的，社会也是在矛盾中发展，矛盾与问题的存在是人

类进步与社会发展的最根本的驱动力。我们的高等

教育面对着诸多问题与矛盾，而每一个问题的解决

与矛盾的化解都会推动高等教育的发展。这也正是

我们把很多问题既看作是挑战，也是机遇的原因。

目前我国的高等财经教育正处于历史上难得发

展机遇期，经济、文化、信息技术等全球化趋势为我

们提供了广阔的研究空问，网络技术的发展更是为

我们提供了海量的信息与资源共享的平台。另外一

方面，高等教育的国际化趋势导致大量的留学生在

不同的国家问流动，虽然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

吸引留学生上不平衡，但生源的本土化壁垒被打破，

使教育对象更多元化，近距离的文化交流与欣赏也

得以实 现。

更为主要的是，我国的经济正在经历快速的发

展，可以说正处在一个黄金发展时期，经济发展需要

大量的财经人才，这为财经教育提供了发展空问也

为财经人才提供了舞台。当然，经济发展不可能一

帆风顺，金融危机后，我国面临一系列的困难。首先

是经济结构调整的压力，这是今后相当长时问经济

发展的主线，要通过经济结 构的调整，使我国经济发

展上一个新的水平，而不仅是GDP总量的低水平的

扩张。其他如加快城市化进程、深入落实西部大开

发、实现社会利益分配的基 本公平、推进与落实可持

续发展政策等。快速的经济发展与复杂的社会问

题，使财经教育在痛苦中深 入思考，为财经人才培养

的规格取向提供了多元选择，为财经教育注入了新

鲜的内容，为财经研究拓展了广阔的空间。

二、坚守与改革：高等财经教育的平衡选择

2007年，哈佛大学校长德鲁·福斯特在就职演

讲上说，一所大学的精神所在，是它要特别对历史和

未来负责——而不单单或者仅仅是对现在负责。对

历史和未来负责是对大学至高无上的要求，他要求
10

大学有自己的核心价值系统并持之以恒。在中国古

代的《礼记·大学》中则开宗明义，“大学之道，在明

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厦门大学邬大光教授

认为，“大学是人生的平台，大学是汇聚理想、产生理

想、实现理想的家同。”旧I这些都说明大学具有超乎

现实的追求，有不受利益约束的执著，威武不能屈，

富贵不能淫。这些追求与执著是大学不同于企业等

其他社会组织的标志，是大学存在的术体价值。无

论怎样变革，具有一般意义的大学精神与理念不应

该也不能丢弃，那是大学的生命。

大学教育是开放的系统，可以纳百家之长，也可

洋为中用。但大学教育必须有坚守，坚守自己的核

心价值与文化传统，坚守自己的国家责任与社会良

知。如清华大学校训“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它精

辟地概括了中国文化对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

的关系的深刻认识与辩证的处理方法，是中华民族

的民族精神与民旗性格的重要表征。高等教育是根

植于特有的文化土壤的，离开了具体的文化土壤与

营养就会向庄稼一样无法生长甚至枯萎。在财经教

育方面，我国虽然有悠久的历史文化，有薪火相传的

经营智慧，但却没有系统的理论，没有科学的教育体

系。坚守并发扬自己的文化，构建适合国情的教育

体系，是每一个教育工作者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

高等教育服务国家和社会的功能与促进个体发

展的功能虽然有时难以平衡，但高等教育必须为国

家发展提供支持与动力，这也是国家发展高等教育

的前提。高等财经教育的功利主义倾向更加明显，

高等财经教育要为经济发展提供人才与智力，要解

决现实中的经济管理问题，甚至要围绕市场需求设

置学科专业、开设课程、设计培养流程。高等财经教

育的特色就在于与经济社会发展紧密结合，就在于

其积极人世的教学与研究，经世济民的财经特色必

须保持。

当今世界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变化，大学在固

守精神家园的同时，也必须面对变革，并以变革来应

对变革，以多元的设计应对多元的需求。承担着经

世济民教育重任的高等财经教育，处于变革的风口

浪尖，无论培养目标的定位，还是培养模式的选择，

以及课程等教育内容的确立，都需要重新思考与设

计。

首先是我们的教育观念要改变。邓小平同志早

在1983年就提出“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

向未来”，可以说提出了教育要有国际视野。现代高



等教育是开放的教育，经济全球化更加要求受教育

不能故步自封，不能关起门搞教学、搞研究。“风声

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

古人尚且如此，今人则更应该放眼世界。

其次是人才培养模式需要改变。要改变过去单

一的过分强化专业教育的专才型模式，构建学习型、

创新型人才培养模式。在新的模式里，突出学习能

力、学习习惯、创新能力的培养和学生个性发展，要

爱护和培养学生的好奇心、求知欲，帮助学生自主学

习，独立思考，保护学生的探索精神，创新思维，营造

崇尚真知，追求真理的氛围，为学生的禀赋和潜能的

充分开发创造一种宽松的环境。

再次是课程体系的更新与变革。课程体系是高

校人才培养的主要载体，也是学生获取知识与智慧

的重要渠道。虽然高校的课程在不断的改革，但依

然存在儿个方面的问题：Ho课程内容统一化、模式

化，缺乏弹性；课程结构专业化，缺乏整体性；课程实

施以书本知识为本位，缺乏质疑。另外最主要的一

个问题是，我们的财经类课程体系基本上是从欧美

舶来的，是建立在欧美文化背景与社会制度下的课

程体系，课程内容的中国化问题非常突出，需要构建

具有本土特色的课程 内容并形成体系。

坚守与改革的平衡是高等教育必须面对的痛苦

工作，对于高等教育来讲，其坚守与改革不是鱼与熊

掌，可以取舍。坚守的是大学存在的本体价值，是大

学存在的精神家园．而改革的则更多是大学的社会

功能，是大学存在的经济基础与社会需要。在这二

者之问没有选择与放弃的问题，只有采取更好的方

式使之平衡，在平衡中发展，在发展中寻求平衡。

三、基于新儒商教育取 向的财经教育改革

教育是根植于既有的文化土壤与社会心理的。

受到一个国家的历史传统、文明进步、政治体制、经

济发展等多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高等教育，尤其

是财经教育，需要在促进个体发展与推动社会发展

的双重功能定位上彼此兼顾，需要把全球化变革带

来的利与弊的复杂影响与本土经济、文化与心理有

机融合。儒商的教育目标或许为高等财经教育的变

革提供一种新的价值取向，探索一条新的文化整合

路径 。

儒者从商古已有之，即是将“商”的职业和“儒”

的伦理品德以及功业拓展相结合，但没有形成固定

的概念。发展到现在，儒商更多体现的是一种商业

精神与伦理，与从商者是一种特殊的文化品格。改

革开放以后，诸如王选、柳传志、张瑞敏等一批知名

企业家，这些著名的企业家“不但从中国传统文化特

别是儒家文化中吸取了许多人生智慧和管理之道，

在国际市场竞争中，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而且在

他们的个人气质、人格魅力和思维方式上也都程度

不同地带有儒家思想的印记。人们将他们经商的秘

诀归功于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将他们誉

为儒商”，∞1他们也A诩是儒商，儒商的概念确定下

来，儒商群体由此诞生。他们是秉承了中国传统人

文美德，融会西方优秀文化成果，具有现代化管理意

识的商人。进一步说，儒商就是志存高远，讲诚信，

重道义，义利结合，注重休闲养生之道，勇于竞争和

善于竞争，具有全球化视野和创新精神，是把中国国

学智慧和西方现代管理融会贯通，追求和谐发展的

新一代儒商企业家。在儒商身上，实现了国际因素

与本土文化的有机结合。

高等财经教育是培养经营管理人才的，培养的

人才符合社会发展的需要，又促进经济发展。然而，

目前我们的财经教育，无论是教育者还是受教育者，

太注重传授具体的技术与工』}，缺乏对学生的品格

塑造与伦理培养，即“重术”而不“重道”。“重术”不

“重道”的结果是培养了很多缺乏社会责任的企业

家，为追逐经济利润而不惜损害公众利益。这样的

企业于国于民无利，其自身也难以发展壮大。因此，

儒商教育的培养目标是既有较高文化素养，又是有

较强烈的人文关怀意识的企业家，视野开阔，诚信为

本，义利兼顾，有君子之风。商业自古以来就不是封

闭的，儒商则要求学生有国际的视野，了解世界的变

化与趋势，了解国际礼仪与惯例，能够站在全球或更

广阔的角度上观察经济运行。我国30年改革开放

的成果证明，必须放眼世界才能引领世界，中华民族

才能屹立予世界民族之林。

鉴于如上的培养目标，在课程设计上要更新课

程内容与知识体系。现在普遍使用的教材与课程内

容是按照欧美的学科与课程体系编辑的，具体到课

程教学上，讲述的多是西方的理论与技术，中国本土

的理论少之又少，仅在部分章节蜻蜒点水式的介绍

一点思想。诚然，一个学科或一门课程有自己严谨

的体系， 但也并非一成不变 ，拉瑞-尼尔森在 论述美

国高等教育面临的挑战时就谈到了我们该教什么的

问题，提出了创新：“对于新的专业——可能是跨学

科的，甚至是非科学的，既没有证据能证明这个专业

会成功，也没有可以借鉴的类似学科，但这就是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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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本质”o[ 61创新课程内容不必拘执，新的课程内容

应该更多加入中国传统文化的元素，着重介绍中困

古代以及当代的经营管理思想与智慧，介绍卓有成

效的经营管理者及其经营管理实践。西方的管理理

论与经济理沦，也要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要有中国

化的分析。记住，我们不是为欧美培养人才，我们的

教育对象也不是欧美的青年，我们的教育对象是在

中国这片土地上成长起来的长期受叶f国传统文化的

浸染的中国人。学生毕业后，多数要在中国的土地

上从事工作，开展创业。因为中国走的是具有中国

特色的道路，有自己的国情，有独特的经济结构与运

行机制，有自己的文化传统，有根深蒂固的民族心理

与社会心理。中国的问题，要用中国式的思维与智

慧来解 决。

在培养模式上，婴改变过去重知识传授轻社会

实践的做法，要让学生走出课堂了解社会。了解鲜

活的社会经济与变化，了解充满生机与挑战的企业

管理实际，增强学生的感性认识。经营管理是实践

性强的工作，教育教学离不开实践。注重社会实践

的教学模式，有利于培养学生的能力，尤其是解决实

际问题的能力和创新的能力。斯腾伯格在《超越

I Q——人类智力的三元理论》一二传中提出了实践智

力的概念，并指f f {‘‘职业成功的主要凶素是个体具备

行内、行外的知识并对之有相当的了解，这些行内、

行外知识的学习和掌握往往是在二1：作中逐渐进行

的，碡i 非来自于学业上或其他’1：作中的事先准

备”，⋯他把这种知识称为“内隐知识”，“内隐知识”

来源于实践并』，t用于实践。经营管理很多时候就需

要这种实践知识与实践能力。

在教育过程上．要注重儒商人格的塑造与养成。

儒商人格是一种职业人格，也可以说是具有中国特

色的企业家人格。职业人格是指人作为职业的权利

和义务的主体所应具备的基本人品和心理面貌，它

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制度、物质经济关系、道德文化、

价值取向、精神素养、理想情操、行为方式的综合体。

它既是人的基本素质之一，又是人的职业素质的核

心部分。儒商人格，是儒与商的完美结合，既有企业

家的创新精神、合作意识、学习习惯与顽强执著，又

有儒家的减信敦厚、宽恕谦和与慎独自律。人格的

养成是长期的，在日常教育活动r 卜要培养学生的社

会责任感和人文关怀意识，激发学生追求科学、追求

真理的热情，培养学生严谨求真、勤奋踏实的学术态

度和坚忍不拔的毅力，鼓励其探索，宽容其失败。儒

商人格是儒学思想与现代商业精=}I | I的核心，在实践

中不断完善与升华，在实践r }I 彰显具魅力与价 f 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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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nt er nat i onal vi ew and Nat i ve I nt el l i genee— i nt el l ect ual Busi ness
Educat i on—Or i ent at ed Hi gher Fi nanci al and Economi c Educat i on Ref orm

Xu Quanzhong

(I nner Mongol i a Uni versi t y of Fi nance and Economi cs，Huhhot，I nner Mongol i a，010051)

Abst r act ：Hi gher educat i on i s f aci ng t oo much changes and uncer t ai nt i es such as economi c gl obal i zat i on，mass

educat i on and cul t ur al di ver si t y et c i n t he 21st cent ury．Ther ef ore- hi gher f i nanci al and econot ni c educat i on needs

deep t hi nki ng and ref or m．However，t he i nt erest or i ent at i on ref or msuch as general uni ver si t y spi ri t，st i cki ng t o val ue

and adapt i ng to t he count ry and t he soei et y§need et e can onl y bal ance not accept or r ej ect．The educat i on ai mof

newi nt el l ect ual busi ness i s to pr ovi de a ref or mappr oach to i nt egr at e di ver si f i ed val ue demands and Chi nese—west—

emcul t ure．

Key words：gl ohal i zat i on；new i nt el lect ual busi ness；bal ance；occupat i onal per sonal i t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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