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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研究生教育学会

教育成果奖成果报告

□教育研究类

☑教育实践类

成果名称：“思政为魂、领导力为核、数智为翼”的管理型财

会专业硕士培养生态圈探索

成果完成人：胡国柳、曾爱民、谢诗蕾、裘益政、叶会、杨春

华、郭芮佳、黄溶冰、朱朝晖、俞乐平

成果完成学院/部门（盖章）：浙江工商大学、浙江省总会计

师协会

成果起止时间： 2018 年 1 月 - 2023 年 12 月

申请时间： 2024 年 5 月 6 日

浙江工商大学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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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成果简介及主要解决的教学问题

（一）成果简介

浙江工商大学会计学院依托国家级“管理型财会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

和会计学全国首批国家级综合改革试点专业，以培养面向未来的财务总监作为专

业硕士培养的特色目标，享有“财务总监的摇篮”美誉。

为服务新技术新业态下经济高质量发展对创新型财会人才的需求，学院构建

以“思政为魂、领导力为核、数智为翼”的管理型财会专业硕士培养目标：以“经

世济国、开拓创新、诚信担当”为价值引领，塑造以领导力为核心的专业胜任能

力，强化在专业领域的数智素养；联合浙江省总会计师协会，整合政府部门、科

研机构、行业企业、实务专家和优秀校友等参与主体，抓实“四大工程”，通过

人才链、教育链、产业链、创新链的四链融合，打造人才培养的“共建共赢”生

态圈（如图 1 所示），解决财会专业硕士思政育人“最后一公里”难题，实现管

理型财会人才领导力培养落地，将学生数智素养与人才需求匹配，为财会专业硕

士培养提供一套可供借鉴的经验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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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管理型财会专业硕士培养生态圈

经过多年实践，我校管理型财会专业硕士人才培养成效卓著。毕业生就业竞

争力强，50%以上担任财务总监、总会计师、部门经理等管理职位，雇主单位好

评度在 98%以上，体现了良好的管理素养。学生获“挑战杯”中国大学生创业计

划竞赛铜奖、全国 MPAcc 案例大赛二等奖等省级及以上奖项 15 项，获评全国

MPAcc 优秀学位论文 3篇，在《会计研究》、《财经研究》等专业学术期刊发表

论文 119篇，咨政报告获省级及以上领导批示 3 篇。研究生教育促进专业长足发

展，会计、财务管理和审计三个专业均获批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软科排

名始终为 A 或 A+，其中审计专业排名全国第三。该成果具有显著创新性和示范

推广价值。

（二）主要解决的教学问题

1. 解决思政教育专业融合度不足问题。通过生态圈“资源互联”，构建基

于“课程-课堂-实践”的思政顶层设计和多元化思政教育场域，实现思政教育与

专业教育有效融合。

2. 解决领导力培养难以落地问题。通过明确“理论筑基→场景感知→实务

践行”的领导力培养路径，采用生态圈多方联动协同培养方式，实现管理型财会

专业硕士领导力培养的有效落地。

3. 解决数智素养与人才需求不匹配问题。通过精准匹配生态圈参与主体的

用人需求，基于产教融合共建数智化专业课程体系，开展真实数智化场景教学，

实现数智素养培养与人才需求同步迭代。

二、成果解决教学问题的方法

（一）响应产业需求，构建“思政为魂、领导力为核、数智为翼”的管理

型财会专业硕士培养目标

锚定“培养面向未来的财务总监”，响应产业新技术新业态对财会专业硕士

能力的要求，学院构建“思政为魂、领导力为核、数智为翼”的管理型财会专业

硕士培养目标：涵养“经世济国、开拓创新、诚信担当”的价值理念，塑造以“创

新创业、沟通交流、组织协调、战略引领”的领导力为核心的专业胜任能力框架，

强化专业应用领域的数智素养，培养新时代高端管理型财会人才。

浙
江
工
商
大
学
会
计
学
院



— 4 —

（二）抓实“四大工程”，创建“共建共享”人才培养生态圈模式

为实现管理型财会专业硕士培养目标，学院作为培养主体，联合共建主体浙

江省总会计师协会，整合政府部门、科研机构、龙头企业、实务专家和优秀校友

等参与主体，推深抓实人才培养“四大工程”，实现人才培养链响应产业链动态

需求，产业链推动教育链深度改革、教育链助力产业链持续创新。通过人才链、

教育链、产业链、创新链的四链融合，创建多方主体深度嵌入的管理型财会专业

硕士人才培养生态圈培养模式。具体如图 2 所示。

图 2 管理型财会专业硕士培养生态圈模式

1. 推深“一体同心”德育一号工程

“一体”，学院对思政教育进行整体规划，完善思政育人与课程思政的顶层

设计。邀请产业专家参与研讨，将符合产业需求的思政育人目标融入专业培养方

案和课程授课大纲；联合教学名师、政策专家、实务精英打造课程思政的主力军，

结合企业创新实践打磨思政案例、创新教学手段。“同心”，生态圈各主体积极

参与德育工程，多方位拓展思政育人场域，实务导师通过 “实务专家进课堂”

活动，校友通过“学长引职路”活动，政府部门和企业通过“党建联建共建”“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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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课堂”活动，深度参与思政教育；与 46家校外单位共建社会实践基地，将思

政教育付诸专业实践，入脑入心。

2. 抓实“知行并进”领导力培养工程

为塑造管理型财会人才核心能力，学院落实“知行并进”领导力培养工程。

“知”，学院在培养方案中增设《宏观经济理论与政策分析》、《公司战略管理》、

《领导力》等课程，夯实学生管理知识基础；与各参与主体联合开展“钱江会计

前沿论坛”“钱江会计名家大讲坛”“钱江实务精英讲坛”三大论坛引导学生洞

察行业趋势，创新财务管理理念。“行”，专业导师和实务导师联合参与“科研

加油站”“长三角研究生学术论坛”“专业硕士案例大赛”等活动，全程指导学

生开展企业数智化改革和财务创新领域的论文撰写、案例开发和项目咨询，培养

学生在新技术、新业态环境下的财务创新力；联合浙江省总会计师协会、管理会

计案例研究中心和知名企业开展“行动学习+案例开发”“名企研学”“走近 CFO”

等活动，零距离接触企业财务管理场景，感知 CFO 领导力和素养，总结企业财

务创新先进经验，编写《浙江企业财务创新案例研究》。知行并进，实现领导力

培养的“理论筑基→场景感知→实务践行”有机融通。

3. 推进“三共三融”数智素养强化工程

随着企业数智化转型不断深入和“大智移云物”技术的迭代演进，如何将数

智素养融入专业能力框架成为财会专业硕士培养的攻坚之举，学院整合培养生态

圈资源推进“三共三融”数智素养强化工程。共创数智化专业课程体系，实现数

智技术应用与财会知识体系的融合。依托生态圈产教融合平台共同开发《会计大

数据挖掘与分析》《RPA财务机器人设计与应用》《大数据审计》等智财融合专

业课程。共培数智化专业师资队伍，促进财务创新实践与专业理论探索的融会。

通过生态圈内外联动培育数智化师资队伍。引进用友 ERP 实施工程师、全球 500

强财务总监等实务专家开展专题培训和实务讲堂；组织教师团队参与企业数字化

转型和大数据经营分析的企业实践。共建数智化应用场景，加强专业硕士将理论

学习向实践应用转化的融通。与生态圈参与主体共建产业学院，共搭虚拟仿真平

台，共建虚拟仿真实验，开展沉浸式、启发式和项目制课程教学改革，通过“场

景+案例+研讨”的教学模式提升学生在专业真实场景中的数智化应用能力。

4. 打造“五实递进”实践育人工程

实践能力培养是财会专业硕士培养的特色目标，学院打造“五实递进”的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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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育人工程。依托政产学研生态圈，分别与用友、金蝶等企业共建“新财会”钱

江产业学院和全国产教融合共同体，与浙江省总会计师协会、浙江省审计厅等 8

家单位深化战略合作，与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物产中大等 25 家单位共建实习基

地，构建“课内专项实践→专业核心课程群综合实践→企业案例跨学科实践→

产业学院仿真实战→校外企业实习实践”递进式实践教学体系，按照不同参与主

体的人才特色需求提供定制化的实践教学方案，有的放矢培养学生专业实践能力，

将产业实践和人才需求融入实践育人的全链条和各环节。

（三）立足“多元协同”，打造“互惠共赢”人才培养生态圈保障体系

健全“多元协同”的组织机制，筑牢生态圈运行基础。联合总会计师协会及

各参与主体，组建“财会专业硕士项目战略咨询委员会”和“财会专业硕士培养

生态圈建设协作委员会”，打造职责明确、精简高效的生态圈组织协作机制。创

建多元协同的生态圈人才培养制度体系，依托协作委员会、实习基地、研学基地

等平台有效运作。引导生态圈内多主体全方位参与人才培养与学科建设全过程，

包括招生面试、培养方案制定、课程开发、论文答辩、实习就业等，保障人才培

养的有效协同。

贯彻“互惠共赢”的动力机制，激发生态圈创新活力。组建“数智财经研究

中心”“企业数字化转型创新中心”“政府审计研究中心”“民营企业内部控制

研究中心”等科教融汇平台，通过“双导师双课堂”的实践育人方案，引导学生

参与实习基地和研究平台实践，以产业和企业高质量发展为牵引，形成师生科研

活动与企业创新实践、高校人才培养与社会岗位需求的动态匹配，在管理型财会

专业硕士的共育中实现多方共赢。

三、成果的创新点

（一）同心戮力、守正创新，破解思政育人“最后一公里”困境

针对思政教育顶层设计不完善、形式单一、与专业融合度不足的问题，学院

构建“思政为魂、领导力为核、数智为翼”的管理型财会专业硕士培养目标，使

专业人才培养与产业发展和社会需求相契合。对思政教育进行整体规划，全面整

合生态圈资源，同心戮力、守正创新，推深“一体同心”德育一号工程，将思政

教育融入学生培养全过程，让“经世济国、开拓创新、诚信担当”的价值理念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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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入心，开创了思政教育共同体新模式。

（二）知行并进、学思践悟，实现管理型财会人才“领导力”提升

针对领导力培养难以落地的问题，学院联合生态圈参与主体，抓实“知行并

进”领导力培养工程。通过升级培养方案和举办三大论坛，夯实管理知识基础，

帮助学生理解财务“领导力”在不同业态下的具体内涵和创新举措。通过生态圈

多主体合作平台，创建丰富的企业真实业务场景，在专业实践中感知战略引领，

培养学生创新创业、沟通交流和组织协调能力。知行并进、学思践悟，实现领导

力培养的“理论筑基→场景感知→实务践行”的有机融通，推动了建构主义理论

在管理型财会人才培养中的创新应用。

（三）三共三融、数智为翼，培养财会专业硕士的数字创新力

针对数智素养与人才需求不匹配的问题，学院充分利用生态圈资源推进“三

共三融”数智素养强化工程。通过生态圈内引外联培育数智化师资团队，组织生

态圈主体共建产业学院等产教融合平台，通过共同开发数智化专业课程和虚拟仿

真平台，实施“场景+案例+研讨”的沉浸式、启发式、项目制数智化课程教学模

式，提升学生运用数智化技术有效实施业务财务和战略财务的能力，不断提升数

字创新力。

四、成果的推广应用效果

（一）生态圈协同育人成果丰硕，学生综合素质持续增强

1. 毕业学生就业竞争力强，社会认可度高。2023 年对研究生毕业生的问卷

调查显示，58%的毕业生任职于政府机关、事业单位和大中型国有企业；90%毕

业生在长三角经济发达地区就业；毕业三年以上的毕业生中有 76%至少得到 1 次

以上的职务晋升；50%以上担任财务总监、总会计师、部门经理等管理职位，雇

主单位好评度在 98%以上。

2. 学生创新创业能力持续强化。学院研究生获“挑战杯”中国大学生创业

计划竞赛铜奖、全国 MPAcc 案例大赛等省级及以上奖项 15项；获评 MPAcc 全

国优秀论文 3 篇，获长三角研究生学术论坛、华东 MPAcc 联盟优秀毕业生论文

大赛等各类学术奖 44项，调研报告获省级及以上领导批示 3 篇；在《会计研究》

等专业学术期刊发表论文 119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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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生态圈协同程度持续深化，教学成果不断涌现

1. 师资团队持续优化。近 5 年，教师荣获全国审计专硕教指委委员、财政

部国际化高端会计人才、会计名家培养工程、浙江省新时代千名好支书等省部级

以上荣誉 8 项；14 人获长三角研究生论坛、华东 MPAcc 联盟优秀毕业论文指导

老师荣誉，3人获“我心目中的好导师”校级荣誉称号。

2. 课程和案例成果丰硕。获评全国审计专业学位研究生在线示范课程 3 门、

省优秀研究生课程 4门；教育部产学合作协同育人项目 3 项、省“十四五”研究

生教改等省级及以上项目 8项；授课案例入选中国专业学位案例库、管理案例共

享中心、浙江省优秀研究生教学案例共 6项；编写的《浙江企业财务创新案例研

究（2022）》获省国资委领导肯定性批示。

3.平台建设成效显著。与生态圈主体共建 13个暑期实践基地、33个实践教

学基地，联合打造 5个产学研协同创新平台，获虚拟仿真实验教学创新联盟研究

课题 1项，建设数智化专业课程 10 门，虚拟仿真实验课程 1门。

（三）生态圈协同育人模式影响广泛，辐射推广成效明显

本成果受到了科学网、光明网在内的多家知名媒体和学术平台的广泛关注与

报道；在全国 MPAcc 教学管理工作会议上做经验分享；在《财务与会计》等期

刊发表相关教改论文 11篇，提炼总结了管理型财会人才生态圈培养经验。

本成果在多所院校得到推广应用。广东财经大学、兰州财经大学、江苏科技

大学等高校到我院走访交流，并在教学改革中借鉴应用了该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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