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商科教育对各国经济的发展至关重要。无论是工业化

发达的国家 , 还是以贸易立国的国家 , 其经济的快速发展

都与其重视商科教育分不开。

长期以来 , 高等商科教育在各国高等教育中的地位显

著, 学生规模在各科类学生总规模中所占的比重都遥遥领

先。美国的情况富有代表性。早在 1970- 1971 学年度 , 其

商科学士学位授予数为 114, 729 个 , 占各科类学位授予

总数的 13.66%, 仅次于教育、社会科学和历史 , 排在第

三位。经过十年的发展 , 到 1980- 1981 学年度 , 商科学士

学位授予数增加到 198, 983 个 , 占当年各学科学士学位

授予总数的 21.28%, [1] 跃居各学科之首。尔后 , 高等商科

教育的学士学位授予数 , 占学士学位授予总数的比例徘徊

于 19- 26%之间 , 居各学院之首。从层次上看 ,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 , 由于各国经济的迅猛发展 , 高等商科教育的层

次结构纷纷发生变化。以美国为例。1990- 1991 学年度准

学士、学士和硕士 ( 包括博士) 学位授予数分别为 89537

个 、249311 个 和 79440 个 ; 到 1999- 2000 学 年 度 , 准 学

士 、 学 士 和 硕 士 ( 包 括 博 士 ) 学 位 授 予 数 分 别 增 加 到

92274 个 、257709 个 、113454 个 , [2] 三 个 层 次 的 比 例 从

1990- 1991 学年度的 35.9: 100: 31.9, 变成 1999- 2000 学

年 度 的 35.8: 100: 44.0, 层 次 结 构 从 “底 大 头 小 ”的 橄

榄型变成 “底小头大”的橄榄型。

一、国外高等商科教育学科专业建设的现状

学科专业建设不 仅 可 以 拓 展 高 等 商 科 教 育 的 发 展 空

间, 还能为其后续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国外高等商科教

育学科专业建设之现状 , 可由以下几个方面加以呈现:

1. 高等商科教育的专业种数多 , 设置相近但侧重不同

国外高等商科教育的专业是根据国家的经济产业结构

和时代的需要 , 并在不同的教育思想和理念的指导下设置

的, 大致有两个特点:

一是专业种数多 , 各校差别大。从全国的专业目录来

看 , 根据 20 世纪 90 年代中后期的统计 , 高等商科教育本

科专业 , 澳大利亚有 58 种 , 美国有 49 种 , 英国有 40 种 ,
[3] 加拿大略微少些 , 但也有 24 种。就具体院校而言 , 各

校之间差别很大。澳大利亚商科院 校 平 均 专 业 总 数 多 于

10 个 ; 美国平均专业数在 6 个左右 ; 加拿大平均专业数

约为 5 个; 日本平均专业数较少 , 如日本小樽商科大学只

有 3 个专业。研究生专业方向的划分也是如此。以 MBA

为例 , 专业方向数从 1 到 27 个不等。英国的伦敦商学院、

曼彻斯特商学院、日本庆应义塾大学院经营管理研究科的

MBA 都不细分专业方向。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 , 美国

多数商学院的 MBA 设有多种方向 , 如哈佛大学商学院的

MBA 有 8 个 专 业 方 向 ; 加 利 福 尼 亚 大 学 哈 斯 商 学 院 的

MBA 有 11 个专业方向; 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 MBA

的专业方向甚至多达 27 个, 等等。

二是高等商科教育的专业设置相近但侧重不同。从总

体上看 , 会计学、市场营销、国际商务、管理信息系统、

理财 ( 或称金融) 学等都是各国常设的专业 , 这体现了商

学科发展的共同趋势。但 是 , 各 个 国家 又 略 有 不 同 。例

如 , 日本商科院校几乎都设有商学、金融、经营学、会计

学等专业 , 在设置上比较注重企业的微观经济行为; 美国

的专业划分则比较细 , 主要突出与地方的发展需要紧密结

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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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高等商科教育的培养目标大同小异 , 不同层次差

别显著

从总体上看 , 各国高等商科教育的培养目标都明确指

出学生的毕业去向 , 即到工商企业、政府部门 , 或从事教

学、科研等。就高等商科教育某个层次的培养目标而言 ,

各国的具体表述虽有差别 , 实质内容则基本相同。即 , 专

科层次的教育 , 主要为升学与就业做准备 , 一般与职业岗

位紧密相联; 本科 , 主要面向实际部门的管理工作 , 培养

应用型人才; 研究生, 主要是从事教学、科研和高级决策

等。然而 , 不同层次的培养目标却有明显差异 , 即从专科

层次的职业性 , 到本科层次的专业性 , 再到研究生层次的

理论性 , 逐级不同。此外 , 国外高等商科教育的培养目标

和人才规格还与各国国情和商科教育 传 统 密 切 相 关 。例

如 , 以贸易立国的日本 , 由于在经济活动中都直接或间接

的与外贸有联系 , 因而在课程设置中都十分重视开设国际

商务方面的内容 , 强调培养具有国际意识和国际交流能力

的国际型的商贸管理人才; 而轻商的传统使得英国高等商

科教育的培养目标更多地面向社会的实际部门; 美国高等

商科教育则强调宽口径培养 , 只是在不同层次上略有区别 ,

本科培养管理通才 , 研究生培养职业化管理人才。

3. 高等商科教育课程结构与学分基本相同 , 但内容

倾向与门数差别较大

高等商科教育的课程结构和学分体现了商科专业所要

求的基本知识结构和质量标准。从课程构成上看 , 各国的

课程组成大同小异。日本和英国将课程分为两部分 , 如日

本 分 为 “一 般 教 育 等 基 础 课 科 目 ” 和 “专 业 教 育 科 目 ”

等。加拿大、澳大利亚和美国则细分为三部分, 包括基础

课、专业基础课和专业课等。就课程的组织形式而言 , 都

是由必修课和选修课组成。例如 , 在美国 , 商科本科基础

课中选修课的比重约为 40%, 专业课中 选 修 课 比 重 约 为

90%; 加拿大总体的选修比重约为 25- 35%。

对学分的要求各国也基本相同。[4] 专科层次通常要修

满 60- 68 学 分 ; 本 科 层 次 , 除 了 日 本 要 求 修 满 140 学 分

外, 其他国家基本控制在 120- 130 学分。当然 , 具体的院

校又有所差别。如日本小樽商科大学、一桥大学要求修满

144 学分 ; 英国和澳大利亚的学分规定则与众不同 , 英国

本 科 要 求 修 满 450 学分 , 澳 大 利 亚 本 科 要 求 修 满 300 学

分。实际上这只是学分计算方法不同。多数国家每门课程

为 3- 4 学分 , 而英国每门课程为 15 学分 , 澳大利亚每门

课 程 为 12.5 学 分 , 若 换 算 成 每 门 课 程 3- 4 学 分 , 那 么 ,

它们的学分要求也是在 120- 130 学分左右。

在课程设置方面 , 各国最大的不同体现在所开设课程

内容的 “广”与 “专”的区别。首先 , 基础课的设置 , 各

国基本相同 , 均为人文、社科等方面的内容 , 但具体要求

不同。如日本商科专业的大部分基础课都是必修的 , 要求

学生具有扎实的基础。与此相反 , 美国商科专业的基础课

则是选修课多 , 覆盖面广。其次 , 专业基础课和专业课的

设置 , 尤其是专业课的设置 , 各国有明显不同的倾向。有

些国家侧重于开设为专业服务的理论基础课程 , 实行 “专

才”教育; 另有些国家强调设置能开拓视野的广域知识课

程 , 实行 “通才”教育。前者如日本等 , 后者如美国等。

“专 才 ” 教 育 通 常 要 求 课 程 设 置 细 微 , 职 业 性 课 程 多 ;

“通才”教育一般要求课程设置 “宽”、 “广”, 工具性课

程多 , 并通过专题、讲座 、研 究 、探 讨 课 等 多 种 方 式 施

教。三是所需修习的课程门数相差较大。专科层次的课程

从 20 门到 30 门不等; 各国本科和研究生层次的课程差别

较大。如同为本科教育 , 美国要求修 35 门课程 , 加拿大

要求修习 20 门课程 ; 美国和加拿大硕、博都要求必须修

20 门课程以上 , 日本则规定专攻 1- 2 门 , 这与各国的国

情密切相关。

4. 高等商科教育的培养途径基本相同 , 具体做法因

国而异

高等商科教育的培养途径和方法是实现其培养目标的

手段。通过比较各国高等商科教育的培养途径和方法时 ,

我们发现 , 从总体上看 , 各国高等商科人才的培养大致都

采取课堂教学、实践环节和毕业研究三大途径。其中 , 课

堂教学是最为传统的教学方法 , 但却是最基本的途径。

实践教学和毕业研究也是必不可少的途径。在实践教

学中 , 最常见的方法是实地考察、模拟实验和异地学习。

譬如, 各国的实习方式有很大的不同 , 英国的实习以 “三

明治”方式而著称; 日本走官、产、学的道路 , 学生利用

假期到企业打工 , 以达到实习的目的; 多数国家则采取项

目实习。至于毕业研究 , 各国的做法也不尽相同。英国要

求学生写毕业论文; 美国、澳大利亚则要求学生进行项目

研究等等。

除此之外 , 英、美、加、日、澳高等商科教育在学制、学

位的种类、就业选择等方面也是同中存异。如各国都设有

名目繁多的学位 , 但学制长短不一。就本科教育而言 , 英

国、澳大利亚为三年; 美国、加拿大和日本为四年。

二、国外高等商科教育学科专业的发展趋势

尽管在不同教育理念的指导下 , 出于各国经济基础和

文化背景差异的考虑 , 各国高等商科教育学科专业建设各

具特色 , 但仍呈现以下共同的趋势:

1. 高等商科教育的专业设置走向两极分化

随着产业结构的升级和劳动力市场的变化 , 各国高等

商科教育学科专业不断进行调整和充实。宽口径的 “商学

( 或称商业) ”或 “管理学”几乎是国外高等商科院校必设

的专业 , 成为高等商科教育学科专业建设的主干专业。在

此基础上 , 出现了许多与区域经济特点和时代发展需要紧

密联系的新兴专业 , 其特色鲜明、口径较窄。例如 , 根据

澳大利亚产业中旅游业较为发达的特点 , 南威尔士大学商

学专业细分出商学、市场营销 、旅 游 与 接 待 管 理 三 个 专

业; 针对澳大利亚森林资源丰富的现实 , 墨尔本大学经济

与商业学院开设了森林学与商学专业。此外 , 伴随信息技

术的迅猛发展 , 国外不少高等商科院校开设了与 IT 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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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商学专业。例如 , 美国林肯大学、中佛罗里达大学工商

管理学院、堪萨斯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均设有管理信息系统

专业 ; 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经济与商 业 学 院 设 有 工 程 学

( IT) 与商学专业 , 南威尔士大学经济与商业学院设有商

学与信息系统管理专业; 加拿大麦吉尔大学管理学院也设

有信息系统专业。总之 , 广博型和专精型专业并存将是国

外高等商科教育学科专业发展的共同趋势。

2. 高等商科教育的人才培养规格走向综合化

尽管高等商科教育各层次的人才培养目标差别较大 ,

但力求培养具有综合素质的人才则是各层 次 发 展 的 共 同

趋势。这从课程内容的广泛性和学位的发展趋势上可见一

斑。就课程内容的广泛性而言 , 不管是基础课 , 还是专业

课、专业基础课, 课程种类比以往大大增加。例如 , 日本

小 樽 商 科 大 学 “一 般 教 育 等 基 础 课 科 目 ” 的 课 程 内 容 ,

2005 年时比 1995 年就更为广泛 , 多了 “智力基础”等科

目 ; 2004- 2006 年 美 国 堪 萨 斯 管 理 学 院 基 础 课 中 的 “沟

通 ”与 “人 文 ”两 方 面 内 容 可 选 择 的 课 程 门 数 比 2000-

2002 年增多了 5 门。从学位的发展趋势看 , 国外高等商

科教育不断出现各种主辅修学位、双主修学位、双学位等

项目 , 使学生能够获得跨学科或多学科的知识。澳大利亚

三年制的商学学士学位项目就是典型的跨学科教育 , 不管

是主辅修, 还是双主修 , 学生至少要涉及两个学科领域的

知识 , 只是跨学科所需修习的课程门数多寡之别而已 , 主

辅修需跨学科修习 4 门课程 , 双主修则需跨学科修习 7 门

课程。其他国家商学学位的发展也有类似的倾向 , 如日本

一桥大学于 2002 年实施 “跨学科计划”, 旨在为学生提供

双主修的商学学士学位教育等等。由此可见 , 培养复合型

人才将是国外高等商科教育人才培养规格 发 展 的 共 同 趋

势。

3. 高等商科教育课程结构和学分基本稳定 , 选修课

种类和比重不断增加

国外高等商科教育的课程结构基本保持不变。课程按

类型划分 , 是由基础课、专业基 础 课 和 专 业 课 三 大 块 组

成 ; 从组织形式上看 , 还是分为必修 课 和 选 修 课 两 种 形

式 , 其中选修课包括限定性选修课和非限定性选修课。但

是, 选修课的种类却不断增加。例如 , 美国堪萨斯大学管

理学院 2004- 2006 年的课程设置比 2000- 2002 年时增加了

不少的选修课种类。在基础课中 , “沟通”方面的知识可

供选择的课程已从原来的 13 门变为 19 门 , “人文”方面

的 知 识 从 12 门 增 为 17 门 , “自 然 科 学 ”方 面 的 知 识 从

11 门增加到 17 门等。在专业课中 , 经济学类选修课也从

11 门增加到 17 门。除了选修课种类日益增多外 , 选修课的

比重有逐步提高的趋势。例如 , 美国堪萨斯州立大学市场

营 销 专 业 1992- 1994 年 选 修 课 的 比 重 为 24%, 到 2004-

2006 年提高到 49%; 日本一桥大学 2001 年选修课的比重

也从 1995 年的 44.4%增加到 93.8%等等。

至于学分 , 从 20 世纪 80 年代至今 , 本科专业基本还

是保持在 120- 130 学分左右。但具体院校的学分要求有轻

微的变动。如美国中佛罗里达大学 1986- 1987 学年度的学

分要求为 136 学分 , 到 2004- 2005 学年度只要求修满 120

学 分 即 可 ; 美 国 林 肯 大 学 2004- 2005 学 年 度 比 起 1994-

1995学年度则要求学生多修 3- 5 学分。

4. 高等商科教育的课程内容日趋国际化和市场化

尽管国外高等商科教育的课程类型和学分几乎不变 ,

但课程的内容却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有了较大的

变化 , 市场化和国际化程度不断提高。

首先 , 课程内容的市场化体现为理论性课程减少 , 实

用性课程增加。日本小樽大学、一桥大学商学部 20 世纪

90 年 代 中 期 的 “专 业 教 育 科 目 ”基 本 上 是 以 理 论 为 主 ,

皆开设 “论”、 “学”、 “史”等类的课程 , 而 2005 年出

现 了 与 市 场 需 要 紧 密 联 系 的 课 程 , 如 “社 会 与 财 政 ”、

“渠道管理”等。美国中佛罗里达大 学 的专 业 基 础 课 中 ,

2004- 2005 学 年 度 以 “财 政 会 计 ”、 “管 理 会 计 ” 代 替

1986- 1987 学年度的 “会计学原理”等。澳大利亚邦德大

学商学院 2005 年在 “共同核心课程”中 , 以 “战略管理

或企业家精神”代替原来的 “管理学”等。由此可见 , 不

管是基础课、专业基础课 , 还是专业课 , 都朝着实用性方

向发展。

其次 , 课程内容的国际化表现为课程设置中 “涉外课

程”不断增加 , 这从日本一桥大学的课程变化可见一斑。

与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相比 , 21 世纪初 , 一桥大学商 学

部本科专业课程增加了 “特别讲座”, 如日本文化与国际

关系 I、II, 理解跨文化人类关系 I、II 等。其中 , 不少是

围绕着 “如何更好地进行国际间的商贸往来”而开设的。

此外, 以 “国际”两字开头的课程也日益增多 , 如日本小

樽商科大学 2001- 2004 年比起 1995 年在专业课程中就多

出了 “国际贸易”、 “地区市场系统”等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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