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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办学基本情况 

（一）项目管理 

上海师范大学与美国韦伯州立大学合作举办经济学专

业本科教育项目始于 2000年。近 17 年来，合作项目一直处

在良好运行状态，合作双方都满意。“中外合作办学项目联

合管理委员会”为本项目管理机构。管理委员会中方由校长、

国际交流处处长、商学院院长组成；外方由合作方校长、院

长组成。中方学院成立教学指导委员会，由院长担任教学指

导委员会主任，由项目管理人员参与，共同担负起对本项目

本科教学活动的指导和检查职能。 

（二）教学质量监控 

近年来制定的教学管理条例有《教学质量监控与保障措

施规定》、《教师课堂教学规范》、《课堂考勤规定》、《教材选

用与征订管理规定》、《课程考核工作管理条例》、《教学阅卷

评分要求》、《商学院短期外教管理流程与制度》、《国际合作

交流职能部门和专业工作条例》等。 

为保障项目规范运行，合作双方高层实行定期互访。合

作双方高层在互访期间，通过听取项目运作汇报、教学计划

审核、远程视频会议、与师生座谈等方式，来保证学院的教



学管理质量。课程教学过程中，项目所有课程的教学全程接

受严格的动态监督和评估。 

（三）财务管理状况 

本项目的财务运行实施全成本核算模式。根据《上海师

范大学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全成本核算实施方案》，学院制定

了《商学院二级预算管理与实施办法》，推出“二级预算、

三级管理”的财务管理制度，确保财务管理的规范有序和科

学合理。预算投入向学科建设、外教工资、国际合作专项费

用、合作项目学生的奖学金等方面倾斜，确保本项目正常运

行。 

二、办学特色 

（一）突出复合型的人才培养 

本项目充分利用中美合作办学的优势，为各类企业、各

类公司、金融机构或政府经济管理部门，尤其是跨国公司培

养具有金融与投资方面能力和技术的应用性人才。在项目课

程设置上，强调英语能力培养和专业技能的提高，突出复合

型人才的培养目标。 

（二）注重优质教育资源的引进 

本项目旨在通过合作办学，引进国外优质的教育资源，

提升本土教师的教育、教学水平，更好地为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服务。 

（三）以金融与投资为导向，提高培养方案与业界需要

的契合性 



在企业需求调研的基础上，以金融与投资作为专业发展

的优势方向，并在培养方案中围绕这一社会需求，进行基础

知识、应用技能培养。 

三、教学组织与学生培养 

（一）在教学组织中，注重优质教育资源的引进 

本项目注重引进应用性、实用性强的前沿课程。2016 年

引进的课程主要包括运筹管理、国际金融市场、市场营销学、

管理会计、管理信息系统、金融案例分析、财务管理、管理

经济学、商务统计等专业课程。所聘请的外教具有高级职称

的占 91%，专业核心课中引进外方课程比例达到 45%。 

（二）在学生培养上，着力打造国际化培养模式 

作为中外合作专业,本专业历年来都有超过 1/3 的同学

参加各种形式的国外交流,其中以参加本专业的合作对象美

国韦伯州立大学的 2+2项目为主。此外，年度举办的中美商

业大赛和中美大学生学术论坛成为国际化培养新模式。 

四、师资建设 

本项目目前拥有专任教师 17 名，其中教授 2 名，副教

授 8 名，讲师 7名。经过多年建设和培养，本项目形成了以

茆训诚教授和赵红军教授为学科带头人的师资队伍。教师队

伍的学历层次较高，在教师队伍中有 12 位教师拥有博士学

位，有 5 位老师拥有硕士学位。其中有一半以上的老师具有

在国外访学的经历。 

近三年来，本项目多门课程获得上海市全英文示范课程



和上海高校外国留学生英语授课示范性课程建设项目立项。

其中，2016 年，赵红军教授领衔的“中国经济与商务”全英

语教学团队教改项目立项。 

五、社会评价 

（一）社会效益情况 

近三年来，本项目毕业生签约率和就业率都保持在较高

的水平。2014年签约率达到 85.52%，就业率为 94.48%；2015

年签约率和就业率依然保持较高的水平，分别是：78.91%和

97.96%；2016 年，本专业生源数为 70 人，出国留学达到 22

人，签约率和就业率分别达到 89.29%和 98.21%。社会对本

项目评价突出表现为所培养学生思维宽广、动手能力强，有

团队合作精神和责任意识。 

（二）示范引领作用 

发挥国外教育优势，深化合作内涵，与外方共同搭建商

业竞赛和学术论坛平台，提升学生商业思维能力和学术研究

能力。以项目为依托，“中美商业计划大赛”迄今已成功举

办四届；每年一度“中美学生学术论坛”为中美学生的学术

交流提供了高水准平台。打造国际合作的升级版，国外资源

引入延伸发展到国际学生引入，国际学生学历和非学历教育

成为合作品牌。依托中美合作项目，对接国际交流的需要，

创建了一支数量可观的“全英语教学型”本土专业师资队伍，

为项目有效实施和项目合作深化提供了条件和保障。 

 



六、主要问题及整改计划及措施 

（一）主要问题 

1．中外课程互补性、衔接性有待加强。 

2．短期集中授课影响教学效果。某些学期外教课程集

中，学生在短期内学习负荷较重，教学效果受到影响。 

（二）整改计划及措施 

1．进一步完善中方与外方课程在课程介绍、作业标准、

考核难度、教学效果等方面的制度细则。 

2．在引进外教的计划方面、在延长外教教学时间方面

做得更细致一点，必要时，以安排外教教学时间为优先考虑

对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