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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文化传媒职业学院发展战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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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四川文化传媒大学作为一所新成立的民办高等职业教育学校，如何在坚持基

本办学理念的基础上，以市场为导向制定适宜的发展战略规划便成为需首要解决

的一大课题。

本文从国内外高等职业教育发展背景出发，结合四川文化传媒职业学院的发

展实际情况，运用比较分析法、理论研究法和案例分析法等研究方法，主要运用

SWOT分析方法，对四川文化传媒职业学院的内外部环境进行了较为详细的分析，

总结了学院发展的优势和劣势以及在面临的机会和威胁，制定了可行的战略目标

和战略措施，并在此基础上对民办职业高校的发展提出五项政策性建议。

关键词：四川文化传媒职业学院，发展战略，SWOT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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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Chuan Cultural Communication College is a new private college in SiChuan

province．As a new one，it has become a major topic that how to make appropriate and

market-oriented planning of strategic development，which is based on the principle of

running the sch001．

According 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around the

world and SiChuan Cultural Communication College itself,using methods of

comparative analysis，’theoretical approach and case analysis，mainly swo％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strengths and weaknesses and opportunities and threats that the

college faces，then sets out the development strategies of the SiChuan Cultural

Communication College，and brings up five policy recommendations for the

development ofthe private vocational colle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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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绪论

本章共分为四节：第一节说明本文的研究背景；第二节说明本文的研究目的；

第三节说明本文的研究方法；第四节介绍本文的研究路径。

1．1研究背景

四川文化传媒职业学院是经四川省人民政府批准、国家教育部备案，由四Jll

永和教育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投资兴建的民办全日制综合性普通高等院校，具备颁

发国家承认学历文凭的资格。四川文化传媒职业学院于2002年筹备，2005年9

月获得四川省人民政府颁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学校办学许可证"，2009年

在国家统招计划内面向全国招生。

作为一所新成立的民办高等职业教育学院，如何制定有效的经营发展战略，

使其能够在市场和政策的作用力下，结合民办高等职业教育的若干特点，借鉴国

内外民办(私立)高等职业教育的经验，合理配置和充分利用资源，在实现投资

收益的同时，提升办学水平，保障投资办学的目标得以实现，学院得以生存和发

展，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重要任务。

本文力图在学习和理解战略管理系统理论的基础上，结合目前国内民办高等

职业教育的形势格局以及四川省民办高等职业教育的发展状况和特点，剖析四JII

文化传媒职业学院内部结构以及资源和能力结构，分析其竞争策略，制定并实施

学院的总体经营战略，在试图丰富战略管理理论运用于非营利组织中实践的同

时，也为同类民办高等职业教育院校发展实现战略提供解决方向。

1．2研究目的

本论文期望达到的研究目的包括以下四点：

一、通过学习和借鉴，深入理解战略管理的相关理论知识，并将理论运用于

实践。

二、在对企业进行一般环境分析，产业环境分析，内部分析的基础上，通过



SWOT等分析方法，对四川文化传媒职业学院的优势、劣势有客观的把握，同时，

对机遇和挑战也有清醒的认识。

三、运用相关理论和研究方法，对四川文化传媒职业学院的资源与能力结构

状况、竞争能力和竞争战略，进行系统的分析。

四、在全面分析的基础上，制定并实施四川文化传媒职业学院的总体经营发

展战略。

1．3研究方法

在本文的研究过程中，坚持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指导思想，运用多种有效的

分析方法，对民办高等职业学院面临的实际问题进行分析和探讨。

一、比较分析法

运用比较分析方法，对目前中外高等职业教育发展进行比较研究，借鉴其成

功的经验以运用于我国民办高等职业教育；

二、理论研究法

运用营战略理论、企业资源与能力结构理论和企业竞争战略理论，在对一般

环境、产业环境和内部环境进行充分、深入分析的基础上，运用SWOT等分析

方法，对四川文化传媒职业学院自身的优势、劣势以及存在的机遇与挑战进行客

观分析，为制定经营战略提供依据；

三、案例分析法

运用案例分析法，深入剖析四川文化传媒职业学院，了解学院竞争力状况，

为制定其经营发展战略提供依据。

1．4研究路径

本文所选择的研究路径如图1．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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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文献综述

本章对战略管理和民办高等教育发展战略相关研究进行文献综述。本章分为

两节：第一节介绍战略管理理论的相关概念、战略管理理论体系的发展脉络以及

主要分析工具；第二节介绍关于民办高等教育发展战略的研究。

2．1战略管理理论

2．1．1战略管理内涵

战略一词来源于希腊语strategos，最早是一个军事用语。系统的战略思想可

以追索到2500多年前的《孙子兵法》。今天，在管理中运用这个词，主要是用来

描述组织打算如何实现它的目标和使命。现代企业战略管理思想出现在1960年

代的美国，它随着企业环境的日益复杂和动荡化而逐步萌生并发展起来的。从这

时起，人们就开始关注企业的高层管理活动、组织与环境的关系及其对企业发展

的影响等问题，并逐渐形成系统的战略管理理论。现在，战略管理理论在各种企

业或组织实践中得到广泛的应用。

2．1．1．1战略管理的定义

自战略管理理论正式提出后发展的近40多年，关于战略以及战略管理的定

义并没有一个完全同意和认可的共识。按照钱德勒的定义，战略管理是“决定企

业基本的长期目标与任务，制定行动方案，配置必要的资源以实现这些目标。一①

希金斯认为战略管理是设法协调组织与环境的关系，并同时完成企业使命的过

程。安索夫对战略的定义中把战略看成一个方案，但后来他提出战略管理这一概

念，更倾向于把战略管理看成一个过程。而且是一个根据实施的情况不断改进目

标和方案的动态过程。圆

纵观战略管理理论的发展，学者对战略的认识主要有以下几种：

i、战略是一个企业内部能力与外部机遇匹配的行动计划。

国C￡cIlan羽cL九D．,Jr．(i962)．Strateg),andSa．ueture：Concepts in the History ofthe lndustial Enterln由e,M]T
Press，Casender,MA．

。参见周三多、邹统钎：‘战略管理思想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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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战略管理一个为实现企业的目标而不断调整自己的行动方案的过程。

iii、战略的本质是企业要适应环境或改变环境。①

战略管理过程是一个动态的、不断调整和多次反复的过程。 ．

如图2-1所示。

图0．1战略管理过程

资料来源：周三多，邹统钎：‘战略管理思想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

2．1．1．2战略管理的相关概念

战略理论有一些基本概念，包括战略、战略意图、宗旨、竞争优势等。这些

核心概念构成战略理论体系的支点。

1、战略决策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H·西蒙曾声称，管理就是决策。管理决策分为业务决策

和战略决策。业务决策使企业运用资源的能力，而战略决策是企业扩充资源的能

力。战略决策的目的就是要通过对企业的产品、技术、资产、组织等结构的深刻

变革，使企业的资源得到扩充和更新，更好地迎接环境变化的挑战。圆

2、战略意图

哈默尔和普拉哈拉德首先提出战略意图这个概念。他们认为战略意图

。参见周三多，邹统钎：‘战略管理思想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27页．
o参见李非：‘战略管理讲义》电子版，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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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指在竞争环境中调动(1everaging)企业内部资源能力与核

目标的过程。战略意图包括取得市场领先地位的愿望以及制定

循的准则。① ．

竞争优势(Competitive Advantages)指一个企业能够以比别的企业更低的成

本提供同样的价值或以同样的成本提供更高的价值的能力。@而持久竞争优势

(Sustainable Competitive Advantages)是指企业能够实施竞争对手难以复制或模仿

成本很高的价值创造战略。@

4、核心能力

学者对核心能力的描述也各有不同，普雷赫莱德(C．k Prahalad)和哈默(G

Hamel)认为判别核心能力可以分为三个方面：其一，核心能力是一组相互关联

的技术、知识、能力的集合体。与人们认识中的一般能力不同，它是这些要素的

和谐组合，具有整体性。其二，核心能力是向顾客传递基本利益的技术群体，企

业生产并销售产品的目的是为了给顾客带来某些利益，核心能力正是这一过程中

的关键，它能给顾客带来最基本的利益。其三，核心能力是企业叩开新市场之门

的法宝，它必须可以被投射到范围广阔的的领域中去，为企业在新市场上打下坚

实的竞争基础。④“核心能力是核心技术、管理能力、组织学习及客户知识、营

销知识的总和。核心能力是企业品牌最有力的支撑。核心能力的特点是独特性、

难以模仿性、共享与使用后不损耗反而增值的特性。"@

2．1．1．3非营利组织的战略管理

从真正意义上说，非营利组织与企业没有本质区别。学校、医院、社会团体

和政府机构，它们的存在都是为了满足某种社会需求，它们的活动也都可以简单

地概括为一个投入产出过程。这些组织从外部获得资金和其它方面的支持，同时

向社会提供它们的服务。它们虽然不承担创造利润的任务，但必须不断提高工作

效率：或者在保证一定规模和质量服务的前提下减少投入，或者在投入不变的前

提下提高服务的质量或规模。这种效率原则是社会对所有营利和非营利组织提出

的共同要求，而企业营利水平只不过是一种效率指标。

母Cf．HamekGary and C．ICPrahalad(1 989),‘strategic Intent',Harvard Business Review,May-June，No．3，63-67．
o

Cf．Porter,M．0 9s5)Competitive Advantages,New York：Free Press．

·参见周三多、邹统钎：‘战略管理思想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29页．
o见李非：‘战略管理讲义'，第70页

·见周三多、邹统钎：‘战略管理思想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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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企业一样，非营利组织的存在与发展会受N；,l-部环境变化的影响。这种影

响有时甚至是支配性的，它要求非营利组织必须改变自己的活动方式，改变服务

的内容和质量。在过去的十几年里，我国许多非营利组织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譬

如在教育领域，为了满足我国经济建设对各种人才的需要，高等院校对课程体系

和教学内容进行了大幅度调整，教学手段日益现代化等。这些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的变化说明，非营利组织同样遵循着适应环境的生存法则。

非营利组织的特殊性在于，它不象企业那样富有扩张性。一般说来，非营利

组织的服务范围是相当确定的。尽管非营利组织之间的竞争不如企业那样激烈，

但这种竞争却广泛存在着。以学校为例，当一所学校的教学水平超过其它学校时，

它培养出的品学兼优的学生肯定会为学校赢得很高的社会声誉，这所学校也会比

其它学校获得更多的回报，如政府的投资、公众的支持和企业的捐赠等，这些回

报又为学校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类似的竞争现象存在于医院、科研机构和其

它社会团体之间。迄今为止，理论界对非营利组织的竞争问题尚未给予足够的重

视，不过有些学者已经指出，源自企业管理领域的战略管理理论基本上适用于非

营利组织。事实上，只要这些组织被授权自行制定发展计划，它们的领导必须要

考虑如何重构组织与外部环境的适应关系。回

2．1．2战略管理理论的发展

近年来，各国的学者对企业战略问题进行了全方位的研究，取得了大量的研

究成果，也形成了不同的学术流派。系统、深入地把握企业战略管理理论的发展

脉络与演进规律，对我国企业战略管理理论研究和实践活动具有非常重要的借鉴

意义。

按时间发展脉络来看，有人将西方战略管理研究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

20世纪60-70年代的古典战略理论时期，以安德鲁斯为核心的战略规划理论体

系，从1960年代确立到现在一直得到承袭；第二阶段是1980-90年代初期的竞

争战略理论时期，以波特的竞争优势战略体系为核心，后来修改成为动态战略体

系；第三阶段是1990年代中期以来的战略生态理论时期，以詹姆斯穆尔(JamesE

Moore)等人建立的商业生态系统和网络战略系统为核心的体系。o

o参见李非l‘战略管理讲义》电子版，第9-10页。

o参见周三多、邹统钎：‘战略管理思想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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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1古典战略理论

这一时期包括了战略规划学派和环境适应学派。@

战略规划学派流行于1950年代，到1970年代受到众多质疑。从过程来说，

战略管理的过程与当代的系统规划过程完全相同。战略规划学派的典型代表人物

有：安德鲁斯、安东尼、安索夫、克里斯滕森等。而明茨伯格则是战略规划理论

最尖锐的批评者。

1960年代在哈佛商学院，安德鲁斯和克里斯滕森使用单向法形成了战略规

划的基本理论体系。安德鲁斯定义战略为：“企业的决策图式(the pattern of

decisions)，它决定企业的目标、意图与任务，制定实现这些目标的基本政策与

计划，界定企业的业务范围，决定企业的性质及要为股东、员工、顾客和社区做

出什么贡献。’’安德鲁斯认为战略是要让企业自身的条件与所遇到的机会相适应，

其基本步骤包括资料的收集与分析、战略制定、评估、选择与实施。这种方法的

实质是认为战略乃是如何匹配公司能力与其竞争环境的商机。常见的匹配方法有

SWOT分析、波士顿矩阵、SPACE矩阵、IE矩阵和大战略矩阵。回

在此基础上，安索夫和明茨伯格等人进行了修正与发展。

安索夫认为最有效的战略规划方法是权变的(Situational)：战略与规划的好

坏与组织面临的环境的变化程度密切相关，两者匹配不好会对赢利产生消极影

响。1965年，安索夫(H．1．Anso毋出版了《公司战略》一书，被视为是现代战略管

理的研究起点。在该书中，他提出了“战略四要素说"，即战略的构成要素包括产

。参见【美1亨利·明茨伯格，布每斯·阿尔斯特兰德，约瑟夫·兰佩尔著，刘瑞红等译：‘战略历程—纵
览战略管理学派》，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1年．

o陈建校：‘企业战略管理理论的发展脉络与流派述评>，学术交流。2009年第4期．

·参见周三多、邹统钎：‘战略管理思想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

。C￡Adrews,K．．(197i)，m Concept ofCorporate,．Wrategy,Homewood,IL：Irwin,18-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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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与市场范围、增长向量、协同效应和竞争优势四个方面，把企业战略分为企业

总体战略与竞争战略两大类。∞

安索夫在1972年首次引进了战略管理概念，从现在看来，他的战略管理概

念就是动态的战略规划概念。安索夫认为战略，规划不能囊括经营中所遇到的所

有的战略问题，他提出了一个2*2*3矩阵。其中一维变量是管理问题，第二维变

量是过程，第三维变量是环境。圆 ·

除此之外，重视战略过程的重要代表有麦尔斯(R．Miles)，斯诺(C．Snow)

和哈萨德(J．Hassard)．

环境适应学派根源于从1970年代开始的环境不确定性，以1973年的石油危

机为代表。环境变化的步伐越来越快，战略规划的关于未来可以预测就因此开始

受到质疑。以环境不确定为基础的适应学派应运而生，适应学派的主要特点是强

调战略的动态变化。战略思想在这种情况的一个突破就是：最合适的战略制定与

决策过程依赖于环境波动的程度。

环境适应学派的代表人物是奎因、明茨伯格、伊丹敬之、西蒙(EGSimon)

查菲、柯林斯(J．C．Collins)与泼拉斯UI．Porras)等。适应学派中有许多分支，包

括自然选择论与适应进化论、改良论、远景论、文化论等。

伊丹敬之认为战略成功的本质在于战略的适应性。他认为战略适应包括环境

适应、资源适应与组织适应。伊丹敬之把战略定义为：决定公司业务活动的框架

并对协调活动提供指导，以使公司能应付并影响不断变化的环境，战略将公司喜

好的环境和它希望成为的组织类型结合起来。@

奎因认为，为了提高应付突发事件的决策的信息内容及决策过程质量，理性

与实践都表明他们一般应该以一种渐进改良的方式行事。自觉的改良主义有助于

消除在重大决策过程与认识上的局限，有助于建构决策所需要的逻辑分析框架，

有助于形成个人与组织的共识、理解、接受和承诺，从而有效地实施战略。回

1990年代后期适应学派的一个新发展是学习型组织(1earning organization)理

论的出现。学习型组织是指通过培养弥漫整个组织的学习气氛，充分发挥员工的

创造性思维能力而建立起来的一种有机的、高度柔性的扁平化的符合人性的能持

o
Cf．Anso厦H．I．．f l 976),Corporate Strate囝,．New York：McG膪w-HjlI．

9
CfAnsoff．H．1．，etc'(1 976),Strategic Planning to Strategic Management,Wiley,Chichester．

。参见伊丹敬之：‘经营战略的内在逻辑》，北京：中国_lIfil‘出版社，1992年。第1．6页．

。Cf．Quinn．J．B．(1980)，’Strategies for Change：Logical lncrementalism’鼻f蜊Management Review．fall．7·l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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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发展的组织。这种组织具有持续学习的能力，具有高于个人绩效总和的综合绩

效。①

愿景驱动思想强调企业的愿景(vision)在企业战略中的重要作用，1950年

代，德鲁克的目标管理就是重视愿景的作用。1970年代管理学者更认识到企业

宗旨是企业战略管理过程的一个重要部分。柯林斯与泼拉斯等人是这一学派的代

表。

环境适应学派的分析工具有SMFA法、战略不确定性评估与脚本分析法。

2．1．2．2竞争战略理论
‘

从20世纪80年代起，形成了三大竞争战略理论流派：产业组织学派、核心能

力学派与战略资源学派。

产业组织学派是伴随着大规模机械化生产的出现，企业兼并导致市场结构越

来越集中而出现的。行业市场结构的变化，导致了企业经营战略的改变。战略家

们纷纷从适应环境的框架中跳出来，转向寻找有吸引力的行业。从成本与产品差

异化上来寻找竞争优势，从而出现了贝恩(J．S．Bain)的SCP分析范式、PIMS

与波特的竞争战略理论。

产业组织即行业结构学派的代表人物当属迈克尔·波特(MichaelE．Porter)。

20世纪80年代，他先后出版了《竞争战略》和《竞争优势》等著作，提出了战

略定位的观点，实现了产业组织理论和企业竞争战略的创新性兼容，促成了战略

制定与实施过程的有机统一。他的战略管理思想主要由以下几部分组成：影响产

业竞争结构的五种力量决定着产业吸引力的大小，在对产业分析的基础上，提出

了三种可供选择的基本竞争战略，为了实现这些战略提出了价值链分析方法，并

进行了进攻性和防御性战略的分析。国

产业组织学派的分析工具是所有战略管理学派中最丰富的。除了SCP分析

范式、PIMS，最常用的是波特创立的五力模型、价值链与钻石模型。

1980年代，当产业组织理论占主导地位时，战略的核心就是定位于有吸引

力的行业并通过成本领先或产品差异化来赢得竞争优势，1980年代后期，当资

源基础论流行的时候企业战略的核心又转变成挖掘与培养公司有价值的、无法仿

。周德孚、段建平、蔡桂其：‘学习型组织'，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20-23页．
口迈克尔·波特著，陈小悦译：‘竞争战略'北京：华夏出版社， 200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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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的、难以替代的资源。①

核心能力学说是一种强调以企业生产、经营行为和过程中的特有能力为出发

点，来制定和实施企业竞争战略的管理思想。该学派的普拉哈拉德(C．K．Prahalaci)

和哈默尔(GaryHamel)等人认为，企业本质上是一个能力的集合体，在企业众多

的能力之中，核心能力是关键的、最根本的能力。识别、培育、扩散和运用核心

能力开拓市场是企业长期竞争优势的决定因素。企业能力储备决定企业的经营范

围，特别是企业多元化经营的深度与广度。该理论认为，在企业的长期发展中，

依托、利用其资源，形成了难以被其他企业模仿和复制的、使企业在市场竞争中

保持竞争优势并取得主动的、能给企业带来持久丰厚利润的独特能力，即核心能

力，这是企业形成持续竞争优势的源泉。o

1980年中期开始，战略资源学派开始发展壮大，逐渐成为竞争战略研究领

域中占领导地位的理论流派。该学派主要代表人物柯林斯(David J．Collis)和蒙哥．

马利(CynthiaA．Montgomery)等人。他们将“资源”定义为“企业所拥有的资产

和技能的总和"，并把企业看作是各种资源的不同组合，特别是一系列独特资源

的组合，认为一个企业要获得上佳的经营业绩，就必须具备有竞争力的异质资源，

并把这些资源运用到竞争战略中去。o

． 战略资源学派将企业看成是一系列独特的资源的组合而不是同质的追求利

润最大化的黑箱。它认为决定企业赢利能力的主要来源于其掌握的独特资源以及

在特定竞争环境中对这些资源的配置方式，来源于企业掌握的独特资产与能力的

存量与流量，企业的卓越业绩最终取决于对有竞争力的稀缺资源的巧妙配置。

2．1．2．3战略生态理论

“战略生态”理论包括商业生态系统和战略网络方面的研究。其思维逻辑都

是基于生态学思维范式，都是为了适应网络经济的发展和战略环境复杂性升级而

对战略管理理论进行的理论创新。代表人物有詹姆斯·穆尔(JamesE Moore)，欧

文啦兹洛(Ervin Laszlo)，理查德哒夫特(Richard L．Daft)，家里洛夫(J．C．Jarillof)，

那瑞尔(N．Nohria)，古拉蒂(R．Gulati)等。回

∞参见周三多，邹统钎：‘战略管理思想史》，上海：复且大学小版社2003年．

。Cf．C．K．Prahalad,GHame．1。111c Core Competence of the Corporation·Harvard BusinessRevievE,May-June。
1990．

o柯林斯，蒙格马利著，王永贵等译s‘公司战略：基于资源论的观点)，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6
年。

。陈建校：“企业战略管理理论的发展脉络与流派述评”。‘学术交流>，2009年第4期．



2．1．3．1外部环境分析工具

1、PEST分析工具

PEST是用于分析企业外部一般环境的有力工具。一般环境含盖的内容十分

广泛，但可以大概归纳为PEST四个方面，即政治与法律环境、经济环境、社会

与文化环境、技术环境。也有人把人口问题从社会与文化环境中单独列出。一般

环境的主要方面及其主要内容如表2-1所示。表中所列举的各方面的主要内容只

是一般情况下应考虑的内容。对特定的企业而言，在特定的时期内进行二般环境

分析，还需要具体地识别各方面的具体内容。

一般环境因素往往是通过影响产业环境因素影响企业。因此，影响产业环境

的一般环境才重要。这就要求企业识别所在产业对一般环境因素的敏感性。这实

际上是企业在浩瀚的一般外部环境因素中识别出对本产业和本企业有意义的一

组因素，从而也大大缩小了企业分析一般环境的范围。①

表O一1 一般外部环境分析的主要内容

主要方面 主要内容

人口 人口的地理分布、就业水平、收入水平、年龄、文化差别等。

经济 增长率、政府收支、外贸收支及汇率、利率、通货膨胀率等。

政策与法律 环境保护、社会保障、反不正当竞争法以及国家的产业政策。

社会与文化 公民的环保意识、消费文化、就业观念、工作观念等。

科学技术 高新技术、工艺技术和基础研究的突破性进展。

资料来源：Hitt，Michael A．，Irland，R．Duane and Hoskinsson，Robert E．，Strategi

C Management,2nd ed．，West Publ i shing Company，1996，P．132．

(二)波特的竞争分析模型

波特的竞争分析模型主要是用于分析企业所在产业的竞争情况。一般说来，

一个产业内部竞争激烈程度以及效益水平受到了下面五种竞争力量的共同影响。

o李非：‘战略管理讲义'电子版，第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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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0-2波特的产业结构模型

资料来源：迈克尔·波特著，陈小悦译：‘竞争战略》，北京：华夏出版社，1997，p3。

这是一种剖面式的分析。通过这种分析，可以对一个产业的竞争环境进行结

构性的把握。如图2-2所示，波特认为，在每个行业中都存在五种基本竞争力量，

即潜在进入者、替代品、购买者、供应者和现有竞争者之间的竞争。这五种基本

竞争力的现状和增长趋势及其综合强度，决定了行业竞争的激烈程度和行业的获

利能力，其原因是它们影响了行业的价格、成本和企业所需要的投资。这五种竞

争力量的强度因行业而异，并随行业的发展而变化，并且这五种竞争力量的竞争

也是不同的，一个企业的竞争战略目标应是在本行业中找到一个位置，在这位置

上，该企业能较好的防御这五种力量，甚至对这五种力量施加影响，使它们有利

于本企业。①因此有必要对这五种基本竞争力量进行分析。进行产业竞争环境分

析的一个相关问题是产业的概念，但目前尚没有十分统一。如果站在企业的立场

上，从战略管理出发，一个产业可以视为以基本相同的关键活动和关键资源，生

产相互替代产品的企业群或企业的经营单位群。实际上，对于产业的范围，完全

可以根据企业竞争的实际情况划定。当我们区分开了这五种力量时，同时也就确

定了一个产业。回

2．1．3．2企业内部分析工具

(一)波士顿成长一份额矩阵

波士顿成长一份额矩阵主要是用于产品分析，以便公司更好的配置资源的有

用工具。它最大的优点是帮助企业确定行业的吸引力。它的功能主要适合于组合

管理(Portfolio management)。波士顿矩阵图示了企业各部门在市场份额与产业

成长速度方面的差别，帮助多业务企业通过考察各业务的相对市场份额地位及行

。Cf．Porter，M．E．(1 980)．CompetitiveStrategy,New York,The Free Press．

o李非：‘战略管理讲义》，第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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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增长速度来管理它的业务组合。如图2-3所示，该矩阵有两个维面，分别是市

场增长率和相对的市场份额。其中，前者试图表明一项业务的潜在的现金使用情

况，后者则代表了整体竞争实力和一项业务的现金产生潜力。

图中，圆圈代表各个战略经营领域，圆圈的圆心表示在矩阵中的位置，圆圈

的大小表示该战略经营领域的销售收入在公司总销售收入中所占的比例。

方格l中的业务称为“明星"业务，其特点是成长迅速，是现金的使用者，

但是其所处的支配性市场地位却为投资提供了保证，伴随着市场增长速度的下

降，这类业务将成为公司下一项“现金牛"业务。

方格2中的业务称为“问题"业务，其特点是业务成长很快，但相对市场份

额较低；这类业务的成长需要许多现金，而且它们未来的绩效水平还很难预测。

市

场

增

长

率

高

低

箍1

o
方格2

明星

( )
问题

o
八 F7 on，一一—、、 、 J

— U
—

n
袭凳4 U

高 低

相对市场份额

图0-3波士顿咨询公司的成长一份额矩阵

资料来源：李非：<战略管理讲义》电子版。

方格3中的业务称为“现金牛一业务，其特点是相对市场份额较高，而市场

增长缓慢。

方格4中的业务称为“瘦狗”业务，其特点是市场增长缓慢，相对市场份额

也低，处于竞争的劣势，该类业务几乎没有改变这种状况的任何希望。

(二)价值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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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旨在了解企业竞争优势的现有和潜在来源而对企业活动进行分析的一

种战略工具，价值链是指企业为创造价值而开展的各项生产经营活动，这些活动

按一定的顺序联结在一起，彼此相互支持，以确保企业经营目标的达成。

支
持
活
动

资料来源：迈克尔·波特著，陈小悦译：‘竞争战略》，北京：华夏出版社，1997，p．37。

如图2-4所示，从价值链的角度看，任何企业都是用来进行设计、生产、营

销和交货以及对产品起辅助作用的各种活动的集合，并且所有这些活动都可以用

价值链表示出来。一条基本价值链一般包括基本活动和支持活动这两大类活动。

其中，基本活动包括进货后勤、生产作业、发货后勤、营销销售和服务。如果与

一般企业活动的分类相比较，‘生产(运营)包括了进货后勤、生产作业和发货后

勤，营销包括了营销、销售和服务；支持活动包括企业内部结构(Infrastructure)

或称企业基础设施、基础管理(包括管理、领导、财务、行政和法律、政府事务

等)、人力资源管理、研究与开发(R&D)和采购。

2．1．3．3战略规划分析工具

1、SWoT分析

SWOT分析即分析识别企业内部的优势(Strengths)和劣势(Weaknesses)，

分析识别企业外部的机遇(Opportunities)和威胁(Threats)。这种分析方法是关

于整个外部环境和内部环境的综合分析方法，也是单独发展起来的分析方法，一

般情况下也不单独使用这种方法，而是作为一种分析表单或分析结果的表述形

式，即在对一般环境、产业环境和内部环境进行充分、深入分析的基础上，以

SWoT表单的形式表述分析结果。



2．2民办高等职业教育发展战略

战略管理不仅在企业得到广泛运用，且在非营利组织或有限营利组织也得到

广泛的运用于研究，比如高校，私立学校等。

2．2．1民办高等职业教育

高等职业教育是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以培养具有一定理论知识和较

强实践能力，面向基层、面向生产、面向服务和管理第一线职业岗位的实用型、

技能型专门人才为目的的职业教育，是职业教育的高等阶段。高等职业教育的属

性：高等职业教育属于高等教育和应用型教育。民办教育，又名私立教育(private

education)，而民办高等职业教育是指国家机构以外的社会组织或者个人，利用

非国家财政性经费，面向社会举办的高等职业教育学校的活动。

2002年底，《民办教育促进法》颁布，我国民办教育又进入了一个快速发展

期。2008年，四川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于2008年7

月25日通过《四川省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办法》。

’2．2．2国外有关民办高等职业教育发展战略的研究

战略管理理论运用于高等教育机构的研究多在国外。国外有关大学战略管理

的理论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美国。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美国的许多管理专家

开始尝试将企业的战略规划和管理理论运用于高等教育研究之中。经过30多年

的理论研究和实践验证，有关大学战略的研究已相对成熟并产生了一些理论研究

成果和实践素材。分析这些文献可以发现战略管理在美国大学发展的大致脉络：

在理论研究主题上，有关大学战略管理方面的研究主要经历了从战略规划(计划)

到战略管理的演变；在理论研究的层次上，主要经历了从探讨战略规划、管理在

高等教育领域的合法性到研究战略规划制定，最后到研究动态的战略管理的不断

推进过程。欧洲对大学战略管理的关注始自20世纪90年代初期，主要是一个借

鉴与创新的过程。

通过查阅文献发现，概括来讲，国外对大学战略规划、战略管理方面的研究

较为丰富，尤以美国为最。从已有的文

国高等教育领域的轨迹和面临的挑战。



然各国大学处于不同的生存环境、面临不同的管理问题，我们不能全盘照搬西方

大学的战略管理理论和经验，但这些成果却可以成为我们研究中国高等教育院校

战略管理问题的重要参照以及本文的研究对象——四川文化传媒职业学院的战

略发展的参照。

2．2．3 国内有关民办高等职业教育发展战略的研究

我国学者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研究大学发展战略问题，但这些研究主

要集中在国家制定发展规划和发展战略对大学进行宏观管理的层面。20世纪90

年代中后期，人们开始认识到战略规划或管理不仅仅是政府主管部门宏观管理者

的职责，更是高等教育机构自身的责任，许多研究者与大学领导者开始在该领域

进行有益的探索。从理论研究角度看，这些研究主要结合高等教育法的实施、高

等教育大众化的推进、高等学校扩张等问题展开，重点研究大学制定战略规划、

开展战略管理的必要性、基本内涵、步骤和内容，大学战略管理的特点、实施中

要处理的关系和面临的问题，以及相关的对策和建议等。从研究结果看，目前关

于中国大学战略管理的研究仍处于探索和积累阶段。在所搜集到的研究成果范围

内，专门关于高等职业教育院校的战略发展问题的研究非常少。

综上所述，虽然目前国外对战略管理理论、大学战略管理等方面的研究非常

丰富，但国内的研究尚缺乏系统性和深度，本文将结合学者的相关研究成果，运

用战略管理理论，对四川文化传媒职业学院进行分析研究，试图将战略管理理论

有效运用于非营利组织(准公共产品)的发展规划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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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高等职业教育发展现状分析

在这一部分，笔者将对国内外高等职业院校的发展现状进行阐述。本章共分

为三节：第一节介绍国外高等职业学院的发展状况；第二节介绍国内高等职业教

育的发展现状；第三节介绍我国及四川省民办高等职业学院的发展现状。

3．1 国外高等职业教育发展现状

3．1．1美国的高等职业教育

美国现行学制的基本框架形成于20世纪初期，由公立和私立两大机构组成，

在高等教育之前，职业教育没有专门的实施机构，高职主要的实施机构是社区学

院及技术学院，其中以社区学院为主，修业年限为2年，授予副学士学位。在美

国，四年制的大学本科教育和研究生教育主要是技术应用性的教育，因此它们可

以与专科的高等职业教育相衔接，相应地获得本科、硕士和博士的专业学位。

美国高等职业教育主要是“社区学院模式”的教育，目前美国有各类高等院

校3665所，其中社区学院有1471所，占40％左右；全国高等院校在校生1500

万人，其中社区学院的学生500万，占在校生总人数的30％左右。①

社区学院模式的特点有：一是专业设置与企业需求紧密相连；二是在校教学

学习和企业实践学习两步走；三是校企合作的专业范围广泛；四是在这种模式下，

企业、学校和个人实现“三赢’’。

．
3．1．2 日本的高等职业教育

由于教育目的、学习年限、培养层次等方面不同，日本高等职业教育在教育

制度和结构上与四年制大学有着明显的区别。高等职业教育属于学校内技术教育

范畴，它的学校类型主要包括高等专门学校、短期大学、专修学校等。@它们各

具特色，在功能和专业领域上形成了相辅相成的优势互补的关系。日本高等职业

。赵金昭，‘我国高等职业教育体系与培养模式研究'，中国博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2006年，第30页。
o李建奇，‘日本高等职业教育研究与实践'，科学出版社，2006年第1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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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以培养实践型技术人才为根本目标，在课程设置上已形成了日本高等职业教

育的基本特点。课程设置的基本理念是突出实践能力的培养，重视学生的人格培

养和文化教育，适应时代发展的要求。据日本文部省统计，2006年高等专门学

校已经达到64所，在校学生数已经达到59380人。

日本高等职业教育的特点：一是多层次、开放性、适应日本经济发展；二是

依赖市场机制运作，具有学校及课程上的灵活性和机动性、教育内容及方法上的

实用性和多样性；三是私立学校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如果说，美国的以公立社区

为主的高等职业技术教育体系是“公共政策型”的话，日本可以说是“市场依存

型"的体制。日本的这种高等职业教育模式被称为“能力主义模式"。

3．1．3英国的高等职业教育

英国教育体系中没有明确的“高等职业教育"的名称，其高职是以课程为核

心的，而非学校。英国建立了包括NVQ，GNVQ和普通教育证书在内的非常完

整的证书体系，各种证书之间还建立了互换关系。英国的高等职业教育是工读交

替的模式。

它有以下特点：一是以灵活的课程为本，又融入证书培训为特色的高等职业

教育为英国培养了大量的高级技术人才，满足了劳动力市场的需要；·二是英国实

施高等职业技术教育的机构主要有大学、原“多科技术学院"和“高等教育学院"，

但在课程设置上，普遍都采取了“工读交替"的形式，这种被称作“三明治”的

课程形式，加强了产业界与教育界的联系与合作；三是人才培养的三阶段式，即

把人才培养分为三个阶段：学生中学毕业后，先在企业工作实践一年，然后在学

校里学完二年或三年的课程再到企业实践一年，即所谓的“1+2+l"和“1+3+1"

的教育计划，此外，英国还实行第一、二、四年在学校学习三年，第三年到企业

进行一年实践的培养方式，确保了从学校到工作的顺利过渡。

3．2 国内高等职业教育发展现状

《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第13、14和25条规定职业教育分为初等、

中等、高等三个层次。高职是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包括学历教育和非学

历教育两种类型，前者称为高等职业学校教育，后者称为高等职业培训。高等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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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学校教育根据需要和条件由高等职业学校或普通高等学校实施。高等职业学校

主要包括高等专科学校、高等职业学校、独立设置的成人高等学校。

我国高等职业教育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孕育。1980年，我国创建了江

汉大学等13所职业大学，采取“收费、走读、不包分配"的办法，为地方生产

一线培养急需的高级应用型人才，标志着我国高等职业教育的开始。

20世纪90年代末，政府明确提出了要采用多形式和多模式来发展高等职业

教育，由此，带来了高等职业教育在类型结构、层次结构和办学模式等方面的深

刻变革。主要表现在：

第一，类型结构。现阶段，举办高等职业教育的学校类型有：职业技术学院、

短期职业大学、普通高等专科学校、独立设置的成人高校、本科院校举办的二级

职业技术学院、具有高等学历资格的民办高校以及部分重点中等专业学校等。截

止2005年，全国共有高等职业技术学院921所，其中民办学校217所，毕业生

人数为578338人，高等职业学校数占普通高校数的5 1％，毕业生人数占普通高

等学校毕业生人数的18．9％，截至2005年，民办高校占高职学校数的23．6％。回，

一批投资大、机制新的民办高校正在介入高职领域。

第二，层次结构。近年来，高职教育在层次结构上进行了积极探索，经教育

部批准的53个国家重点建设职业教育师资培养培训基地中有22个是依托重点大

学建立的；少数本科院校举办了试点和示范性的应用技术本科(四年制或二年制

专科起点本科)；还开展了主要招收中等职业学校教师的研究生层次的培养工作。

高等职业教育层次结构的拓展或高移，逐步体现出高等职业教育的类型及体系特

征。

第三，办学模式呈现多样化趋势。目前各类高等职业院校的办学途径与高等

职业教育发展初期相比更为宽广。除政府办学模式外，还有公办民助、民办、校

企联办以及中外合作办学等多种模式；少部分学校隶属国家部委和私营企业，大

部分归地方政府管理。这种办学机制，一方面增加了办学主体的多元性，另一方

面，也调动了地方政府办学的积极性。

第四，学制模式上也存在多种形式。如对于专科学历教育，以高中后三年的

学制模式为主，二年制为辅；初中后五年制模式也在认真探索：对于本科学历教

育，高中后的四年学制和高职高专后的二年学制正在积极地探索中。

o韩进主编．‘中国教育统计年鉴：20051，人民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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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四川省民办高等职业教育发展现状

高等职业教育是我国推进大众化教育的需要，也是我国经济、科技、社会发

展的必然要求。大力发展职业教育是中共中央国务院做出的一项重大战略决策，

2005年11月又颁发了《国务院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制定了一系列

的鼓励政策。 ．

根据《中国教育统计年鉴：2005}和2006年《：中国教育年鉴》数据统计，

2005年，我国内地共有普通高等学校1792所，其中民办高校250所，这250所

高校中，有217所为职业技术学校，2005年，高等职业学校专科毕业生为578338

人，招生人数为1443982人。

3．3．1四川省民办高等职业教育的地位和成就

改革开放之后，四川民办高等教育始于20世纪90年代。至今，民办高等教

育从无到有，有了显著发展。四川省民办高等教育在推动高等教育改革、扩大高

等教育资源、提供多样化的教育选择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2007年，四川省已有民办普通高等职业学校9所，独立学院12所，在校生

共计125760人，占全省高等学校及机构的在校学生总数的9．57％。9所民办高等

职业学校名单如下：民办四川天一学院、四川国际标榜职业学院、成都艺术职业

学院、成都东软信息技术职业学院、四川托普信息技术职业学院、四川科技职业

学院、四川华新现代职业学院、四川文化传媒职业学院、四川警安职业学院。上

述9所民办高校是由四川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审批、在教育部备案的全日制普通民

办高等学校，其招生纳入国家计划范围之内，颁发国家承认的大专文凭。2007年，

上述9所民办高校的在校生总数为3320 8人，在校生约占四川省在校普通本(专)

科学生(131416 1人)的2．53％；占全国民办普通高校在校生总数(1630700人)的

2．04％。2008年新批准成立了四川城市职业学院和四川现代职业学院，目前四JII

省民办普通高校总数已为11所。

近年来，四川省民办高等院校的专业设置逐渐齐全，特色逐渐鲜明，融资渠

道逐渐畅通，办学模式呈现多样化趋势。当前四川省民办学历高校几乎每所都有

二百人左右的专任教师和上千万甚至超过亿元的固定资产，学校发展趋于稳定，

教学质量正在提高，社会信誉逐渐提高。与四川省过去的情况作纵向比较，成绩

2|l



显而易见。但是，与其它民办高等教育发展迅速的省份作横向比较，还有一定差

距。

3．3．2四川省民办高等职业教育的主要经验

四川省民办高等职业教育的经验主要有两个方面。

一方面，政府给予政策性支持与引导。四川省政府部门和教育部f-iN定的针

对民办教育的文件和法规，对民办高等教育的发展起到了较好的促进作用。如

2000年7月，四川省人民政府印发《关于加快发展我省民办教育的若干意见》，

2002年4月四川省人民政府办公厅颁发《四川省民办教育机构分类设置标准(试

行)》，对促进民办高等教育健康发展起了重要作用。2006年10月13日，四JII省

教育厅、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四川省财政厅等十二部门联合下发《关于大

力促进民办高等教育发展的意见》，则对民办高等教育的发展领域、师资队伍、

政策优惠、同等待遇等一系列关键问题从政策层面上表明了积极态度，为促进民

办高等教育发展提供了政策依据。2008年7月25日，四川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通过了《四川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

法)实施办法》，自2008年10月1日起施行，此项法案强调了政府的宏观调控

和引导责任，并对民办学校、民办学校教职工、民办学校学生的法律地位和权益

保障问题做出进一步明确的规定。正是由于四川省在贯彻国家政策过程中，做了

一些开创性的工作，促使民办高等教育有了长足发展。

另一方面，四川省民办高等职业教育始终以市场为导向。一是准确办学定位，

培养实用型人才。与公办高校相比，民办学校在专业设置、课程设置、师资队伍

建设等方面有着更大的自主性、灵活性，以市场为导向，注重实用型专科人才的

培养。二是专业设置以市场需求为导向，民办高职学校的专业设置体现了以市场

需求为导向，并突出特色，主要有旅游管理、计算机、商业英语、社会体育、工

艺美术和美容保健等专业。三是四川省民办高等院校注重产学结合，提高学生的

就业能力。

3．3．3四川省民办高等职业学校发展的存在的问题

从民办高等职业教育的内部来看，四川省民办高等职业教育还存在着教育理

念尚待更新，办学特色尚不鲜明，师资力量尚不稳定，教学质量尚待提高，教育



经费尚不充足，管理体制尚待健全的问题。

从外部来看，四川民办高等职业教育则面临着以下困境：一是民办教育和公

办教育公平竞争的大环境尚未形成，民办教育的发展受诸多因素的限制；二是传

统观念对民办教育的误区依然存在，民众缺乏对民办高校的信心；三是政策上缺

乏对民办教育的具体支持，政策“歧视"依然存在。



四川文化传媒职业技术学院发展战略分析

本章将对四川文化传媒职业技术学院进行发展战略分析。本章分为四节：第

一节介绍四川文化传媒职业学院的基本现状；第二节对四川文化传媒职业学院的

外部环境进行分析；第三对四川文化传媒职业学院的内部结构进行分析；四节对

四川文化传媒职业学院SWOT分析。

4．1四川文化传媒职业技术学院简介

四川文化传媒职业学院是经四川省人民政府批准、国家教育部备案的综合性

全日制普通高等职业学院(国标代码14004)，也是文化传媒类应用型、技能型

专业人才的培养基地。学院具有独立颁发国家承认学历文凭的资格，2009年在

国家统招计划内面向全国多个城市招生。

4．1．1学院地理位置

学院坐落在文化古城(古称蜀州，即“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名句诗中

“杜少府之任蜀州"的“蜀州")成都崇州市区，一代文豪陆游在此写下壮志凌

云的《剑南诗集》。崇州距成都市区20余公里，有成温邛高速和光华快速通道

连接，交通便利。

4．1．2学院基本概况

四川文化传媒职业学院是由四川永和教育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投资兴建的民

办高校，四川永和教育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原崇州市永和教育文化传播有限责任

公司、四川永和教育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于2002年5月在四川崇州成立，

注册资金2000万元，公司股东由3位广东省东莞市的民营企业家组成，为促进

四川的民办教育事业的发展，公司在崇州投资兴办四川文化传媒职业学院。

四川文化传媒职业学院于2002年筹备，2003年开始建设，在四川省和崇州

市政府及其相关机构的大力支持下，永和公司于2003年2月取得116亩国有土



地使用权证，随后开始基础建设。2005年9月获得四川省人民政府颁发的“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办学校办学许可证"。2005年9月首次试招生100多名、2006

年招生200多名、2007年招生500多名、2008年新招学生980名共有在校生1600

多名。经过4年的教学实践，学院具有一套规范的国家高校管理和教学经验，已

经形成自我运作机制。现有在册教职员工70名，高级职称管理人员占教职员工

总数的20、．中级职称占30、另有一只高水平的外聘教师队伍。

4．1．3学院办学体制

学院现设有四系、20多个专业，分为传媒系、艺术系、管理系、电子系等

四大系，专业涉及影视多媒体技术、影视动画、动漫设计与制作、广告设计与制

作、音乐表演、表演艺术、舞蹈表演、文化事业管理、酒店管理、旅游管理、电

子商务、计算机应用技术等。

学院分3年制专科和5年制高职两类，分别颁发国家大专文凭和国家高等职

业教育文凭。另在2008年学院获得国家承办成人和自考教育的资格。

学院配备了相应的教学设施设备和图书等，现有表演艺术、音乐表演、艺术

设计、动漫动画制作等各种教学实验实习场所，拥有先进教学设备设施的专业教

室、钢琴教室、多媒体教室、计算机应用专业室、网络实习室、语音室、计算机

房、艺术设计室、舞蹈形体训练室、音乐室等。

4．2 四川文化传媒职业技术学院外部环境分析

4．2．I 学院外部宏观环境分析

宏观环境一般包括政治法律(Politieal)环境、经济(Eeonomieal)环境、技术

(Teehnieal)J不境、社会文化(Soeial&Cultural)环境和自然(Natural)环境。本文借助

PEST分析法对四川省职业教育的宏观环境进行分析。本文主要从人口、经济、政

策与法律、社会与文化因素对职业教育的影响。

4．2．1．1政策与法律因素

(一)国家层面的政策法规

1、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生产、服务、经营、管理第



一线缺乏高层次实用、技术人才已成为我国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中的一个突出问

题，为此，《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

以及《职业教育法》等明确提出要建立从初等到高等的职业教育体系，并逐步确

立了高等职业教育和高等职业学校的社会意义、法律地位和办学方向等问题。教

育部2001年7月26日印发《全国教育事业等十个五年计划》中，加快高等职业

教育已经成为高等教育发展政策的重要主题，在其它的战略要点中提出“面向未

来的挑战，努力在构建终身教育体系，教育手段现代化和教育信息化，鼓励和支

持社会力量办学，发展高等技术职业教育等方面实现重大突破。"党中央在“十

五"期间教育改革与发展主要政策措施中，明确提出“在建设一批综合性和多科

性大学的同时，促进多功能社区性职业技术学院的发展，鼓励有条件的地区和市

兴办的职业技术学院为主体的高等教育。’’

2、同时，教育部发文指出，为了进一步促进高等教育均衡发展，国家鼓励

和支持有经济实力的民营企业到西部地区和高等教育资源比较弱的地区合作举

办独立学院，对申请到这些地区举办独立学院，教育部将优先审批。

3、国家教育部对民办高校实行在整体控制数量、严格管理的基础上扶持民

办高校向规模化、规范化发展的方针，明确提出在我国十一五期间不再新批准任

何新的民办高校。 ．

(二)四川省的相关政策、规定

l、2005年，国务院颁布了《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2008年7月

25日，四川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通过了《四川省实

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办法》，此项法案强调了政府的宏观

调控和引导责任，并对民办学校、民办学校教职工、民办学校学生的法律地位和

权益保障问题做出进一步明确的规定。

2、2004年，四川省提出将四川建设成西部文化大省和文化强省，将文化资

本转化为文化资本，使四川得以跨越式发展。

4．2．1．2经济因素

(一)四川省经济发展概况

1978"-'2007年间，四JlI经济年均增长9．9％。其中，从1999年以来四川经济

持续快速增长，经济增长速度不断加快。2001年增长9．2％，此后四川经济就保

持两位数的增长速度，2007年达到14．2％。从各个时期看，进入21世纪后，四



川经济明显加速。2000"2007年是四川发展最快的时期，GDP年均增长11．9％，

比“九五”和“十五"时期快2．9个和0．8个百分点，比1978～2007年间四川经

济年均增长率快2个百分点。从生产角度分析，四川第一产业发展稳定，第二产

业持续增长，第三产业加快增长。①

(二)经济发展促进了职业教育的发展

经济发展的规律表明，随着经济发展的不断提高，服务业水平将不断提升。

目前四川经济社会已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全省在加快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中，

以市场化、产业化、社会化为方向，大力发展具有资源优势和市场需求潜力大的

服务业，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做大做强旅游业，推动流通业现代化，拓展金融、

信息、中介、商务服务业，充实房地产、餐饮、社区服务业，而这个过程中，离

不开对这些行业的人才的培养，职业教育得到长足发展。同时，随着经济的发展，

城乡居民对商品和服务的消费理念、消费方式、消费能力和消费层次都将发生较

大变化，居民消费的空间可望进一步拓展。因此，于此相关的职业教育观念也得

到了发展。

4．2．1．3人口因素

(一)西部人才队伍总量不足．

国家实施西部开发战略，科技先行，人才是关键。目前，我国西部人才队伍

总量不足。统计表明，西部地区各类专业人才仅占全国总量的20．4％，远低于西

部地区人口占全国28．47．％的比例，中国西部西区每万民劳动者拥有中专以上学

历初级以上职称的人员仅92人，远不到东部地区的十分之一。o

(二)四川省高校拥有率低

四川省是一个人口大省，虽然目前普通高校共有校76所，其中高职高专院

校46所，占60．53％；普通高校在校生86．06万人，其中高职高专在校生37．67

万人，占43．77％。@但从规模上看，平均130万人拥有一所，与全国平均100万

人拥有一所相比，高校拥有率低。 。?

(三)四川省考生人数持续增长

最近几年我国包括四川省的考生数一直持续增长，2006年四川省考生59万，

o以上数据参见王光彩，曾俊林：“四川经济发展现状及前景展望”，‘四川省情'，2008年第10期，第10-ll
页。

。数据来源：‘中国教育统计年鉴：2004)，人民教育出版社．2005年。

o数据来源：‘四川省“十一五”高等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设想>，2008年．



高校计划招生27万，这种招生计划数远远小于考生数的局面，一直要持续到2010

年。

． 4．2．1．4社会与文化因素

(一)西部教育水平相对落后

我国西部地区不但高等教育资源匮乏，教育水平也相对落后，尽管近年来国

家加大了对西部高校的支持力度，但西部高校与东部高校的差距缩小的相当慢。

劳动素质和高层次的人才缺乏已经成为制约西部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

(二)人才观念的转变

随着中小学教育中音乐、体育、美术课的不断完善，许多大学也开始开设艺

术选修课，使当代大学生德智体美全面发展，成为一个复合型人才，便成为二十

一世纪教育的当务之急，同时，现代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也改变了人们的传统

观念，传媒专业方面的人才也受到社会的欢迎。

(三)消费文化的转变

四川文化传媒职业学院坐落在成都的卫星城市崇州。成都市中国西部的一座

特大城市，拥有一千二百多万人口，随着人们生活要求也越来越高。当满足了一

定的物质生活需求后，人们对精神生活的需求也会越来越高，而文化、艺术、音

乐方面的人才需求就随之增加。

(四)传统观念依然存在

社会上普遍对职业教育存在着一定的歧视，认为职业教育是“二等教育"。

这一观念在现实生活中表现为对人才观念的认识模糊不清。

4．2．2学院外部产业环境分析

波特认为，在每个行业中都存在五种基本竞争力量，即潜在进入者、替代品、

购买者、供应者和现有竞争者之间的竞争。本节将主要对现有竞争、潜在进入者

者和替代品进行分析。 ‘?

4．2．2．1现有竞争者分析

目前，四川省共有民办高等职业学院l l所，除四川城市职业学院和四川现

代职业学院是2008年新成立外，其他院校都较四川文化传媒职业学院较早批准

成立。具体情况如表4_l。

通过对其他lO所民办高等职业学校的调研与分析，目前，四川已有的民办



高等职业学院有以下特点：

(一)办学特色鲜明。

多数院校，根据已有基础，经过多年的发展，形成了鲜明的办学特色，得到

社会认可。如四川天一学院，它为我国首批纳入国民高等教育系列民办高校之一，

学院现已发展成为以管理、经济类为主，多学科协调发展的综合性民办高校；四

Jll国际标榜职业学院则以市场为导向，针对人们生活质量提高后的新需求，围绕

外在形式美、生命活力美和居家环境美等职业岗位群设置专业，瞄准市场形成了

自己的特色；成都东软信息技术职业学院与东北大学共同创建，是一所专门培养

高级计算机复合型人才的专业学院；四川托普信息技术职业学院则成为全国首批

35所国家级示范性软件职业技术学院建设单位。

(二)延伸大专教育，满足高学历需求。

现有的民办高等职业学院，都力求从学生需求实际出发，除了以全日制高职

教育为主外，还为学生继续学习深造开辟了其他途径。如有的学院与本科院校合

作，则可以按省教育厅当年的政策规定，升入相应的本科院校深造；有些院校则

成立教育自学考试应用型本科衔接专业，学生在专科学习阶段实行专本套读，成

绩合格，便可获得相应的本科毕业证书和学士学位，为学生铺设宽阔的求学通道，

提供实现发展需求的条件，满足学生获得更高学历的需要。

(三)实施“多证"教育，提升竞争力。

部分学院在教学中积极推进多专业证书制，根据多证书制度对人才培养要求

制订培养方案。学生毕业时除取得大专学历证书外，还能获得相应的职业资格证

书，有效地提升了学生综合质素和就业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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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重视交流合作，与国际接轨。

现有的民办学院正致力于不断开辟培养应用型人才的国际教育合作新途径，

实行校校合作、校企合作，推出一批适合的留学项目等。

4．2．2．2潜在进入者分析

一方面，民办学校需要投入大量的资金用于购置土地，建立校舍和基础性资

源如师资等等。投资门槛较高。

另外一方面，国家教育部对民办高校实行在整体控制数量、严格管理的基础

上扶持民办高校向规模化、规范化发展的方针，明确提出在我国十一五期间不再

新批准任何新的民办高校。而其他类型的高校办学目标和办学层次与民办高等职

业院系有所区别，所以，在2010之前，将不会有新的民办高等职业学院批准进

入到民办高等教育市场中。

4．2．2．3替代品分析

产品的替代是一种常见的竞争现象。产品替代的威胁不仅来自本产业之内的

企业，而且还来自产业之间的替代，即分属不同产业中的企业生产出了同样可以

满足顾客需要的产品。

目前我国举办高等职业教育按体制分类，主要有五种办学模式：一是独立设

置的职业技术学院和地方举办的职业大学；二是独立设置的高等专科学校；．三是

成人高等学校；四是部分重点中等专业学校；五是普通本科院校举办的二级学院。

一方面，全国这些类型的院校的非民办学校都可能成为民办高等职业学院的替代

品，而由于民办高校也具备面向全国招生的资格，因此其他地区的民办学校也可

能成为四JlI地区民办学校的替代品，同时，民办高校的学费不菲，且民众的信任

度有待提高，所以，境外的学校也将成为民办高校的替代品。

除此之外，其他培养技术能力的非学历的教育机构也可能成为民办高校的替

代品。



传媒职业技术学院内部结构分析

学院现有占地面积116亩(另有代征地约30亩)，土地性质为学院综合出

让用地。学院现有建筑面积为5．3万平方米，包括教学楼、办公楼、图书馆、综

合实验大楼、学生公寓、教师公寓、专家楼、后勤服务中心、食堂、运动场等。

学院拥有一批专业实验室：计算机基础实验室、计算机网络实验室、电子商务实

验室、动漫设计制作室、计算机开放实验室、电子技术实验室、编程电子技术实

验室、机电实验室、绘画室、舞蹈练功房、表演练习室、琴房、视唱练耳室等。

学院建有校园网、图书馆、音像资料室，为学院提供了教学与科研平台。学院配

置的教学及信息网络设施设备总价值1200万元，拥有供教学使用的图书达8万

余册。

4．3．2学院规模

四川文化传媒职业学院为专科层级的民办普通高等学校，以实施专科层次的

全日制高等职业技术教育为主，专门培养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人才，是文化艺术

类专业院校，学校全日制在校生规模为3000人。

4．3．3管理及运营体制

学院由四川永和教育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举办，四川省文化厅作为文化行政主

管部门进行指导管理，架构形式为民办公助，学院是独立法人机构，并承担民事

责任，其合法权益受国家法律保护，学院在政府物价部门的监督指导下，根据市

场需求制定各项收费标准。

四川文化传媒职业学院实行四川省教育厅和四川省文化厅指导下的学院管

理委员会领导下的院长负责制，院长根据学院<章程》和管委会决议，行驶主持

学院全面管理工作权力。

学院实行院、系二级管理体制，教职人员一律实行合同聘用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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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4师资力量

现有在册教职员工70名，中高职称教师占56％以上，双师型教师占45％以

上，有一批知名的专家、教授。 他们学识广博，经验丰富，记忆精湛。如学院

的办学者为原中央戏剧学院副院长；执教者有原四川音乐学院教授，亦曾担任副

院长、院长达16年。一方面，他们原本具有艺术学院的执教和管理经验，另一

方面艺术修炼到炉火纯青的阶段。

4．3．5收益状况

根据相关政策要求，本着不以营利为目的，并适当考虑合理回报的原则，四

川文化传媒职业学院的5年收益预期如表4．2所示。

表0-2四川文化传媒职业学院5年财务分析及其收益预期分析表

支出(刀兀人民币) 收入(刀兀人民币)

投入 开支 学费、住宿费收入 后勤收入

投入 日常 当年新增生
收费标准

金额 金额年度投入及其明细 金额 开支 活及其教学 学生数
(平均值)

设施设备

2008年支付工程欠款
3500 500 150

1600名 8000元／生 1280 20

2009年新建一栋学生公 1400 700 300
3400名 8000元／生

2720 42．50

寓

2010年新建一栋学生公
3000 900 500 4800 75

寓、其它附属基础设施 6000名 8000元／生

设备

900 700 7200 100
2011年 8000名 8000元／生

900 200 7200 100
2012年 8000名 8000元／生

小计 7900 3600 1850 23200 337．5

合计 13350万元 23537．50万元 ．

?

备注：1，其它办学收入，例如成人教育、短期培训收入等暂不列入此表。

2，年度为当年9月至次年9月。

资料来源：四川文化传媒职业学院项目计划二传。

4．3．6学院特色 ．

首先，四川文化传媒职业学院为目前仅有的三所我国专门设置传媒类专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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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院校其中一所，(另外两所为是中国传媒大学(北京)和浙江传媒大学(杭

州)。国家广电总局十分重视，特别邀请学院共同商讨中国传媒教育的建设与发

展。 ．

其次，2007年具有普通高等学历教育招生资格的高职(专科)院校四川省

共44所，其中民办高校共9所，四川文化传媒职业学院是其中之一，纳入国家

教育行政管理部门对高校的统一管理之中，同时享受国家对高校的政策性扶持，

学院的每个学生都有机会获得国家奖学金、助学金等。

第三，国家教育部对民办高校实行在整体控制数量、严格管理的基础上扶持

民办高校向规模化、规范化发展的方针，明确提出在我国十一五期间不再新批准

任何新的民办高校。另外，最近几年我国包括四川省的考生数一直持续增长，2006

年四川省考生59万，高校计划招生27万，这种招生计划数远远小于考生数的局

面，一直要持续到2010年。四川文化传媒职业学院正是契合了国家教育部这个

发展战略方针的一所民办高职(专科)院校。

4．4四川文化传媒职业技术学院发展的SWOT矩阵分析

通过对四川文化传媒职业学院一般环境、产业环境和内部环境进行充分、深

入分析的基础上，运用SWOT分析工具，并以此为基础进行战略分析。

4．4．1 SWOT分析

SWOT分析，即对学院内部的优势(Strengths)和劣势(Weaknesses)和学

院外部的机遇(Opportunities)和威胁(Threats)进行识别，

．4．4．1．1优势与劣势分析

l、优势分析

(1)四川文化传媒职业学院的品牌优势

四川文化传媒职业学院为目前仅有的三所我国专门设置传媒类专业的一级

院校其中一所，受到国家重视。

(2)优越的地理位置和交通环境

学院坐落在文化古城(古称蜀州)成都崇州市区，一代文豪陆游在此写下壮

志凌云的<剑南诗集>。崇州距成都市区20余公里，有成温邛高速和光华快速



通道连接，交通便利。

(3)办学条件优势

目前学院教学生活设施完善，配有各类实验室以及多媒体语音室、练功房、

最新型的网络系统，建有各类专业的实训和实习基地，把教育教学与社会实践紧

密结合。有较完善的文体设施和活动场所。拥有宽敞的学生公寓、餐厅。有充足

的图书资源、文体设施、教师资源等方面资源。

(4)学生实训优势

学院积极开展对外文化和学术交流，通过合作创办新专业、技能人才、实训

实验基地、定向委托培养、联合制作节目等形式，与高等院校、科研单位、影视

文化事业企业广泛建立合作交流关系。

(5)师资队伍优势

学院拥有一支结构较为合理、素质优良的专、兼职的师资队伍。在册专职教

师有70余人，其中教授、副教授及“双师型"等专兼职高级职称教师占45％以

上。这支队伍为我校建校初期师资队伍较弱提供了有力保证，也降低了教学及管

理成本的支出。同时，于中央戏剧学院、北京广播学院和四JlI音乐学院建立起合

作关系，成为学院师资的后备力量。

(6)办学特色

学院以就业为导向，多层次、多规格、多样化开放式办学，充分打造文、艺、

工、管、经多学科特色。重视培养学生综合素质和职业技能，即坚持理论与实践

相结合、传知与授技相结合、市场与实训相结合的育人特色。学院采取多渠道、

多层面、多方法，促进毕业生就业双向选择，就业率达到90％以上。

(7)国际平台

2009年将推出2+1模式，即学生被四川文化传媒职业学院录取后，在本校

学习两年，第三年可以出国学习或实习，三年后可获得国家颁发的大专院校毕业

文凭和通过我院渠道参加自考获得国家本科文凭，并且获得国外大学的毕业文凭

或在国外的就业机会。学院已经和美国明尼苏达州立大学中国教育部、新加坡、

英国、等学院建立起合作关系，有望在短期内提高学院知名度，提高办学水平和

扩大办学规模。

(8)办学机制

学院是由四川永和教育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投资兴建的民办高校，因此管理体



制和办学机制灵活，办事效率高，政策容易落实到位，执行力强。

(9)拥有基本的资金保障及享有一定的优惠政策

学院前期是由公司出资投入，而公司经营收入良好，因此对学院的再投入有

了基本的保障。国家现在对民办职业教育同样提供资金支持，享受与公办院校同

等待遇。如：学生补助，实训基地建设，设备设施投入等。

2、劣势分析

(1)四川的经济劣势

四川很多地区经济欠发达，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多。四川文化传媒职业学院地

处西部地区，东部地区的学生不愿意到西部就读，影响生源质量。

(2)地位劣势

职业技术学校一般基础条件比较差，政府投入也较少，这和高职教育需要较

高的投入相矛盾；高职学生通常是没有考上普通本科院校的学生，其中相当一部

分并没有放弃继续升学的希望，和职业技术教育的培养目标相矛盾；与普通教育

的地位处于劣势。

(3)知名度劣势

由于学院是05年教育部才正式通过备案的一所新建院校，作为新建院校，

同其他有一定建史的院校相比，知名度较低。学院知名度的不够，严重影响着学

院的招生情况。

(4)师资劣势

学院虽然拥有一支较强的师资队伍，但操作型强经验丰富的一线教师教师，

仍成为影响学院发展的一大困境。营利性质的企业可以按照市场规则，用较高的

工资待遇吸引人才，但高等院校则相对缺乏这种能力。而且，不仅人才难觅，造

诣较深的教师也难留住。同时，高水平的专业带头人是也缺乏。’

(5)实训基地劣势

与其他较早成立的高职院校相比，四川文化传媒职业学院的实训基地不论是

数量规模还是系统规范上都较弱。这对招生以及学生培养都存在不利。

4．4．1．2机会与威胁分析

l、机会分析

(1)政策重视与支持及法律保证
‘

国发[2005135号出台了国务院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将增加对职业



教育的投资力度。民办教育促进法的出台提供了对民办教育事业的法律保证。

国家教育部对民办高校实行在整体控制数量、严格管理的基础上扶持民办高

校向规模化、规范化发展的方针，明确提出在我国十一五期间不再新批准任何新

的民办高校。

四川省高等职业教育总体发展不平衡、投入不足、规模结构和质量水平与经

济社会发展的要求还有一定差距。四川要实现“科教兴川"、“工业强省’’战略，

就必须要加强和加快人力资源开发，全面提高劳动者素质，高等职业教育是重要

的路径。

(2)高等职业教育培训市场巨大

近几年随着经济体制的转轨和产业结构的变化，企业职工转岗、下岗、失业、

再就业，成为社会的普遍现象和突出问题。而发展职业教育，是实现我国充分合

理就业的重要手段，能够使大部分就业人员在就业前具备必备的职业资格和能

力，要依靠职业教育的重要组成与培训，把我国的人口优势变成战略资源优势。

高等职业技术教育是职业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职业技术培训市场中，必将占

有重要份额，市场巨大，发展前景看好。

(3)职业资格准入制度促进高等职业教育的发展

职业资格准入制度陆续在各个省份实施，不管文凭多高，要从事某方面的职．

业，必须拿到职业资格证书。职业资格准入制度的建立与健全必将极大地推动职

业技术教育的发展。

(4)加入WTO为我国高等职业技术教育带来新的机遇

外企在用人方面要求较高，只有取得相关工种、行业的资格证，才能为企业

所聘用。而且这种资格证往往是国际标准，这对我国的多数学校来讲，既是一个

挑战，也是一个新的发展道路。

l、威胁分析

。?(1)相关政策对招生的限制

由于学院纳入全国统招计划之内，因此招生指标和规模必须按照相关政策实

行，目前，规定的招生规模为每年在校生3000人左右，这必然使得整体的招生

情况受到一定的影响，规模受到一定的限制。

(2)国家政策的出台带来较大的资金压力

国家从2006年起对教育提倡公益化，银行对已投入的土地，建筑、设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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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特别是民办院校，因此目前所有的投入只有靠自筹资金、以学养学

略投资者等各种方式。

(3)高校扩招形势与其他高职院校带来的竞争压力

一方面，现今高校扩招形势较前几年虽有紧缩趋势，但高校扩招，特别是普

通高校的扩招对整个职业教育院校都带来了不同程度的冲击，而几乎所有类型、

所有层次的高校都可以办高职，形成“校中校”，这更使民办高职院校的发展“雪

上加箱’’。再有一些公办转制院校利用过去学校的声誉和“特权"，收取高额学

费，与民办院校抢生源，争市场，挤占了民办院校的生存空间，使本来社会认可

度就不高的民办高职院校的生源质量越来越差，也使民办高职院校在不公平的

“夹缝"中生存困难，作为一新办的高职院校，必定面临着更严峻的挑战。另一

方面，在四川成都也有不少建立多年的公办和民办高等职业学院，他们在知名度，

资金、人才、政策及办学经验等方面优势都大于四川文化传媒职业学院。

(4)民办高校与公办高校公平竞争的大环境尚未形成

民办教育的发展受到诸多因素的限制。在四川省的教育格局下，民办教育与

公办教育两者竞争不在一个起点。特别是民办高职院校，受到的政策歧视和各方

面的“挤压"则更多。政策过多的“惠顾"公办院校，忽视民办高职院校的发展。

4．4．2学院战略选择

通过机会、威胁、优势、劣势的综合分析，根据四战略因素的不同组合，提

出几种可供考虑的战略方向。结合本节第一分部分分析的情况，四川文化传媒职

业学院的SWOT战略组合分析如表4．3所示。

款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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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0-3四川文化传媒职业学院SWOT战略组合分析

优势(S) 劣势CW)

1、品牌优势· 1、区位经济劣势

2、办学资源齐全(基础设施、培 2、地位劣势

训基地、师资等) 3、缺乏系统的规划和有效的

3、办学特色鲜明 指导

4、资金有保障 4、基本条件还不能很好满足

高职教育的要求

机会(O)

1、政策重视与支持及法律 SO战略 肋战略

保证，支持和保障高等职

业教育的发展 l、构建具有特色的人才培养模 l、以市场为导向，就业为目

2、十一五期间不再新增其 式，提升核心竞争力 的，加强学科和专业建设，提

他民办高等职业学校 2、加强对外交流合作，积极探索 升知名度

3、高等职业教育培训市场 中外合作教学之路 2、依托高校优势，加强师资
巨大 3、加强与企业合作，开拓非学历 队伍建设

4、职业资格准入制度促进 人才培训和职业认证市场

高等职业教育的发展

5、加入WTO为我国高等职

业技术教育带来新的机遇

威胁(T)

1、相关政策对招生的限制 ST战略 耵战略

2、国家政策的出台带来较
大的资金压力 1、开展中外合作办学，做到可持 1、加强与企业的合作，建立

3、高校扩招形势与其他高 续发展 实习基地，提高学生的就业能
职院校带来的挑战 2、转变观念，更新教育思想 力

4、民办高校与公办高校公 2、开展订单式培养，建立产

平竞争的大环境尚未形成 学研结合的长效机制

5、就业压力

资料来源：笔者整理

其中S0战略是增长型战略，指发挥自身优势去抓住机会的战略，在SO战略

中，既具有良好的内部优势，又存在较多的外部机遇，通过此战略的实施，有助
。

于企业凭借内部优势以吸引和抓住外部机遇，从而为自身的发展创造更大的空间

及更优的条件。

ST战略是多元化战略，指发挥优势，开展多元化经营，去避开或减少威胁，
?

寻找新的机会的战略。

WO战略是扭转型战略，指克服劣势，改变内部的不利条件，抓住机会的战

略。

WT战略则指防御型战略，面临外部威胁，内部也存在问题，尽量克服劣势、

避开或消除威胁的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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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SWOT矩阵中，SO战略、WO战略均属于进攻型战略，而ST战略、wT

战略均属于防守型战略。对于四川文化传媒职业学院的发展应综合应用优势机会

战略和劣势机会战略，并且回避威胁，充分利用现实条件，发挥自身优势，捕捉

市场机会，促进发展。

4．5四川文化传媒职业技术学院发展战略

4．5．1战略目标

以高职教育为重点，立足四川，放眼全国，面向企业、服务经济，努力形成

融教学、培训、服务为一体的多层次、多形式的办学格局。把学院建设成全国一

流的培养应用型文化艺术人才的高职学院和全国一流的文化艺术管理干部和在

职文化队伍培训基地。

(一)学院办学规模目标

学院办学目标如表4．4、表4．5所示。

表4-4四川文化传媒职业学院办学招生目标

招生年度 招生计划数 新招生人数 毕业生人数 在校生人数

2008年 1600名 980名 1600名

2009年 2500名 约2000名 200名 约3400名

2010年 4000名 约3000名 500名 约6000名

2011年 4000名 约3000名 980名 约8000名

表4-5四川文化传媒职业学院办学规模和结构目标

在校学生人数
类别 层次

现状 五年目标 十年目标

高职教育 专科

专科(函授)
成人教育

本科(函授)

企业培训 培训

(二)学院师资建设目标

学院师资建设目标如表禾6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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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6学院师资建设目标

现状 五年目标 十年目标

具有高职称教师一与
40％ 50％

专任教师的比例(％)

“双师型”教师占专
45％ 50％ 55％

任教师的比例(％)

具有硕士以上学位占
50％ 60％

专任教师的比例(％)

兼职教师占专任教师
20％ 30％

师的比率(％)

4．5．2依托资源优势，构建特色人才培养模式，提升核心竞争力

职业技术学院核心竞争力是竞争对手难以模仿和替代的独特能力，是学校持

续发展的不竭动力。这种能力来源于基于自身特点和优势建立起来的不易被其他

院校效仿的办学理念、教育模式、校园文化等相互制约的因素，构建独特的人才

培养模式是提升职业学校核心竞争力的关键。在资源优势的基础上，通过建立优

势专业，制定科学的培养方案，采取有效的教学模式，是实现学校核心能力的提

升，建立品牌和提高社会知名度的有效途径。

(一)专业建设

对于学校而言，专业建设就是相当于一个企业的产品结构。民办职业高校要

建立自己的特殊和品牌专业。

l、设置原则

四川文化传媒职业学院要立足于自身的特色和优势，即国内仅有三所有传媒

专业的职业学院之一，有一批经验丰富、技艺精湛的艺术教授等，要将相关的传

媒、艺术类专业做成精品。另外，课程模式要有鲜明的职业性、应用性和实践性，

要以“实际、实用、实效"的原则为指导，真正摆脱传统的学科教育束缚，构建

以能力为本的中、高职教育课程体系。综上所述，四川文化传媒职业学院的专业

的设置应遵循以下原则：第一、符合《四川省审批设置高等职业学校的实施意见》

的要求；第二、符合西部文化强省建设对文艺艺术人才的需求；第三、面向四JlI、

西部以及全国文化艺术人才需求市场；第四、注重实践能力的培养；第五、依托

已有优势，办出特色、精品。

2、设置规划

专业设置要主动适应四川省发展文化大省和文化强省的要求，按市场需求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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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的特色专业，打造品牌专业，增强办学竞争力，要形成以电子

和管理类专业组成的基础专业群、以传媒和艺术设计类专业组成的传媒设计专业

群、表演和声乐类专业组成的艺术专业群三大专业群为主题的学科设置。将专业

建设和地区发展建设紧密联系在一起，推动优势专业和特色专业的发展，开拓市

场需要的新专业。

(二)培养方案

职业技术教育必须更新教学观念，从培养技术应用型人才的目标出发，设计

科学的人才培养方案，构建科学的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人才的培养要遵循应用

性、多元化和前瞻性的原则。一方面，在教学过程中，要按照职业岗位发展需求，

合理设置理论课程体系，建立和完善实践教学体系，注重学生实践应用能力的培

养，同时也要具有一定的前瞻性，重视学生可持续学习能力的培养和创新意识的

养成；另一方面，要根据行业结构和职业岗位发展变化情况及地方经济发展的要

求和学校自身的优势，探索多种人才培养模式，努力形成多样化的人才培养方案，

四川文化传媒职业学院在2009年推出2+1的培养模式，正式多元化人才培养方

案的一个尝试。

人才培养方案的具体形式是专业教学计划。科学的教学计划是人才培养的基

础和保障。因此，四川文化传媒职业学院的专业教学计划不仅要做到对教学进程

进行进行传统意义上的计划和安排，还要做到围绕高职专业培养目标，分析职业

岗位所需的综合能力和专项能力，然后从理论教学到实践教学对专业教学进行全

面而系统的规划。

(三)教学模式

根据高等职业教育的定位和特点，构建高职教学模式的指导思想是：第一，

在教学理念上，要在必要的理论基础上，特别注重学生职业岗位能力培养和职业

技能训练；第二，在教学过程中，采取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和以实例贯穿

的结构；第三，在教学目标上，要做到理论与实践并重、知识和技能并重；第三、

在教学考核上，要加强和加大操作考核与项目制作考核。由此所形成的高职教学

模式才具有高职人才培养的独特性。

1、理论实践一体化教学是高职教学模式

理论实践一体化教学，是在特定的技术实训环境中，通过师生双方边教、边

学、边做来完成某一教学目标和教学任务的。这种实训环境接近企业技术发展水



平，能够营造浓郁的职业氛围，提高学生实际动手操作能力，培养良好的职业素

养35。四处文化传媒职业学院应在不断地教学过程中进一步落实和优化这种教学

模式。

2、积极探索新的培养模式

四川文化传媒职业学院于2009年推出2+1模式，即学生被四川文化传媒职

业学院录取后，在本校学习两年，第三年可以出国学习或实习，三年后可获得国

家颁发的大专院校毕业文凭和通过我院渠道参加自考获得国家本科文凭，并且获

得国外大学的毕业文凭或在国外的就业机会。这种教学模式拓宽了人才培养的途

径，也提高了人才培养的水平。

除此之外，学院还可以根据学院专业的特点，探索新的培养模式，如根据艺

术类专业的特点，形成融合教学，实践，演出，竞赛为一体的教学模式等等。

4．5．3依托高校资源，加强师资队伍建设

(一)共享高校人才资源，强化“双师型”的教师队伍

所谓“双师型"教师，教育部高教司在高职高专教育教学工作合格学校评价

体系中提出的‘‘双师素质”教师标准，要求“双师素质”教师应符合下列条件之一：

相关岗位工作经验加教师职称；既有讲师(或以上)教师职称，又有本专业实际工

作的中级(或以上)专业职称；主持(或主要参lJu)两项(及以上)应用性项目研究，研

究成果已被社会企事业单位实际应用，具有良好的经济和社会效益。该项主要强

调科研能力。36目前，高职师资队伍中优秀人才，即具备“双师”素质的人才十

分匮乏，大学应届毕业生缺乏应有的实践经验，具有实践经验的教师又往往不具

备应有的理论水平和教学水平，而高校中恰恰有很多既有雄厚的理论知识又具备

现场实践经验的教师，高校所属的职业技术学院应充分利用这一得天独厚的条

件，共享高校的人才资源。

共享人才有两种方式：一种是直接聘请高校教师做兼职教师，另一种方式是

利用高校相关专业人才带动高职院的学术梯队建设。前者的优点在于聘请时间灵

活、专业选择范围广泛的特点，可以在短时间内解决急需专业师资缺乏的矛盾，

但队伍缺乏稳定性，而后者有利于建立起完善稳定的教师队伍，但时间跨度长。

35续永刚，“高职教育实践教学模式及其教学组织”，‘职业教育研究>，2006．

拍参见百度百科，http'．／／baike．baidu．corn／view／125468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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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利用高校的培训机制，提高教师队伍整体素质

高等职业学院可以从自身特点和需要出发，有针对性地利用高校相对成熟的

培训机制。培训的重点应包括：对符合学历要求但缺乏实践经验的专业课、专业

理论课教师普遍进行实践技能培训，便于他们在获得生产一线经验的同时参加职

评或考试，获取相应的技术职称；对于从企业选调的专业技术人员和非师范院校

毕业有实践经验(或者能获得相应技术职称)的教师进行高等师范教育的培训；

对少数未达到规定学历要求的有培养前途的年青教师进行相应的学历提高培训

等。建立定期培训制度及奖励培训制度。同时，应鼓励有能力的教师同企业进行

合作开发，既可以提高他们的实践能力，又能够及时掌握企业的需求动态。37

(三)借助高校品牌，积极引进所需人才

人才的引进与补充是一支师资队伍保持生机与活力的重要保证。目前，高职

师资的引进主要有四条途径：第一，录用应届毕业生。他们是基础课和专业基础

课教师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对缺乏专业实践经验和教学基本能力；第二，企事业

单位转调。他们实践经验丰富，但是教学基本功和专业理论也需进一步强化；第

三，建立社会兼职队伍。在行业内聘任兼职教师既现实，又可行。通过他们能及

时了解企业的发展动态，同时可以为专业调整、课程设置提供可靠的信息，但由

于他们不熟悉教学以及工作的不稳定性，因此这支队伍的数量应控制在适当范围

内：第四，引进其他院校人才。学校应根据实际需要，有计划、按比例地引进外

校人才，他们可以成为学科带头人的主力军，和其他类型的教师实现优势互补，

从而可以形成整体优势。

(四)通过高校的职称评审，激励教师自我提高

高校应不断深化职称改革，完善教师职务聘任制度。职业院校应充分利用教

师职务评聘这一政策杠杆，实行教师职务评聘分离，择优聘任的机制，促进教师

队伍整体素质的不断提高。同时，高职院校教师评审工作应与高职教育的性质、

工作任务有机结合起来，促进高职教育“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引入和强化教

师职业技能的考核制度，激励教师努力提高自身素质，提升教师队伍素质。

职业技术学院要建立、完善和实施教师聘任制、院长负责制、超工作量津贴

和优质奖励等管理制度，激励教师工作积极性和创造性；应积极组织开展名教师

和教育教学优质评比活动，采取精神和物质多种手段，鼓励教师提高文化业务和

"林晋，“加强师资队伍建设推动学院快速发展”，‘教育探究>，2006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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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理论水平；提高教师的政治、经济地位，制定优惠政策，解决教师住房、子

女入托、上学等实际问题。

4．5．4依托校企合作，建立以市场为导向的产学研结合的长效机制

(一)广泛联系社会企事业单位，开展订单式培养途径

职业学院要主动加强与相关行业的企事业单位的联系和合作，对于民办职业

高校而言，则更是关系生死存亡的条件。加大投入力度，建设教学、生产、科研

相结合的基地，直接为教学和社会服务。在基地建设上，要兴办与学校大部分专

业相关的实训基地。新形势下，企业的发展离不开职业教育，职业教育要为企业

提供真正有用的人力资源，也需要企业的支持和帮助。民办高等职业学院要加强

与企事业单位建立合作关系，参与合作的企事业单位依托职业院校进行的培养和

训提，与职业院校签订人才培养培训合同，优先录用合作院校的毕业生，并要积

极参与职业院校的教育与培训活动，为学院在确定培养目标、人才规格、知识技

能结构、课程设置、教学内容和学习成果评估等各方面发挥指导作用。

四川文化传媒职业学院要积极探索订单式培养途径，获得企事业单位的支

持，这将对学院预测劳动力市场需求变化，调整专业方向，确定培养培训规模，

提升核心竞争力取到重要帮助。

(二)产学研结合以市场的需求为指导

同企事业单位联合，根据其需要培养人才是四川文化传媒职业学院办学的必

然要求和重要特色。可以通过企事业单位参与学校的管理，也可以接收学校的实

习生等方式使实践和教学紧密结合起来。

(三)产学研结合以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为目标

职业技术学院的教学、科研、’生产都应该紧紧同提高学生的能力结合起来。

要发挥学员自身的特点和优势，吸收优秀的学生参加到学校的公共文化艺术项目

中。要大力开展学生的社会实践、社会服务等活动，在与专业技术、专业理论相

结合的社会实践和服务活动中提高学生的创业能力和实践能力。

(四)加强校企合作，开拓非学历人才培训和职业认证市场

随着我国职业资格规范化的程度提高，持证上岗成为国家劳动就业制度的重

要内容。学校在实施“校企一体、工学结合”的过程中，根据社会发展和劳动力

市场的导向，倡导和树立学历和技能并重观念，在全校学生中全面推行国家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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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能证书制度。

同时，学院应在政策允许的范围内，开办成人教育和短期职业培训，开拓非

学历人才培训和职业任职市场，取得合理投资回报。

4．5．5依托合作办学，提升竞争力

民办高校管理具有灵活性，可根据市场和自身发展需要，开展对外交流，开

展中外合作办学，提高学院的知名度，提升办学水平。目前合作办学的模式主要

有以下几种。

(一)中外校际合作办学，培养大专生

这种合作项目学制一般三年，可采取灵活的方式，除了目前采取的“2+I"(两

年国内、一年国外)模式外， 可根据合作实际情况，开展“1+2"(一年国内、

两年国外)或?3+O"(三年全部国内)的模式，学生可以自主选择。为保证教

学质量，学校第一年应强化英语实用能力并备考雅思。学生通过在校三年的学习

(含实习)，测试成绩合格，可同时获得国内与国外的双大专文凭。

(二)专业培训证书

这种形式可以为社会定向培养合格的单一语言或热门专业的专业技术人才

和管理人才。它一般是以国内的高职院校与国外的社区学院、大学合作，国外合

作学校只负责提供合格的外语教师和教材，并按国外教育部门的外语等级评定标

准，对学生学习成果给予鉴定。同时，合作学校在教学外语的同时负责培训国内

教师，但不担负合作专业的其他课程的教学任务。国外合作学校也不参与效益分

成，不负责颁发国外学历证书。但毕业生的国内学历和专业证书受到重视，可直

接进入国外合作学校高一级的专业学习，以及容易进入好的企业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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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 结 论

本章总结研究的主要结论，提出政策建议并指明未来的研究方向。

5．1 总结

本文运用战略管理相关理论，对四川文化传媒职业学院的外部环境和内部资

源进行了剖析，并运用SWOT分析工具，重点对四川文化传媒职业学院的进行

了战略分析，探索了学院发展战略，即在学院战略目标的指导下，形成“依托资

源优势，构建特色人才培养模式，提升核心竞争力；依托高校资源，加强师资队

伍建设；依托校企合作，建立市场导向的产学研结合的长效机制；依托合作办学，

提升竞争力"四维发展战略，为四川文化传媒职业学院的战略管理提供理论和实

践支持。

5．2政策建议

通过对四川文化传媒职业学院的分析，笔者发现，对于民办高等职业学院的

发展，一方面国家和政府应充分定位，为民办高等职业院校的健康持续发展创造

良好的政策环境。另一方面，学院自身要加强建设，发挥优势，消除劣势。

一、政府应尽快落实相关制度，为民办高职学校创造一个更加公平的发展环

境

完善法律法规，优化政策环境。对民办院校的布局要科学规划、统筹发展，

遏制无序竞争的局面。同时，还要加大监管力度，为民办高等职业教育创造公平

合理的竞争环境；教育行政部门要完善高职教育教学评估体系，规定办学质量标

准，在专业设置方面应给予民办高等职业学院更多的办学自主权，为民办高职教

育的健康发展。

二、完善民办高校的内部管理机制

要强化市场战略，深化企业运作。进一步完善民办高校管理体制。要明晰校

长与理(董)事会之间的关系，严格根据《民办教育促进法》的有关规定，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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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者的权利与义务。要鼓励教师在教学研究领域充分发挥自主能动性，充分考虑

教师对学校事务的意见。要让学生参与学校管理过程，使其能够影响教育服务的

供给内容及方式，从而更好地满足学生需求。 ．

三、完善办学条件，提高教育质量

各民办高职院校应努力提高自身的办学条件，提高教育质量。要努力从各个

渠道获取经费，改善学校的教学设备等条件，为学生的学习提供良好的环境；要

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增加教师数量，提高专任教师水平，改善专任教师结构，增

加双师素质教师的数量和比例，制定有利于教师发展的相关政策等。

四、合理定位，形成民办高校自身的特色

民办高职院校必须走特色化办学的道路，以特色求生存、求发展，这是其形

成核心竞争力的关键之所在。在市场经济环境下，特色是实力，是竞争力。以特

色服务社会，以特色满足市场需求，是民办高职院校为社会所接纳，提高社会影

响力的重要途径。

五、加强校企合作、产学结合

校企合作有利于体现职业教育特色，产学结合则是民办高职院校以服务企业

为宗旨，以就业为导向的办学方向得有力体现，它们利益提升民办学校的知名度，

． 办学水平和学生就业率。

5．3研究的不足和今后努力的方向

本文的研究在理论和实践意义上还缺乏一定的深度，针对本文研究的不足之

处，笔者提出以下两个方面进一步研究的设想：

第一，进一步学习和钻研企业战略管理的理论与方法，深入研究企业战略管

理与高职院校战略管理共性与差异，进一步探索符合民办高职院校战略管理实际

的理论和方法。

第二，在本文研究的基础上，结合我国高职教育改革发展的实际，开展对民

办高职院校战略管理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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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1学院简介

附 录

四川文化传媒职业学院是经四川省人民政府批准、国家教育部备案的综合性

全日制普通高等职业学院(国标代码14004)，也是文化传媒类应用型、技能型

专业人才的培养基地。学院具有独立颁发国家承认学历文凭的资格，2009年在

国家统招计划内面向全国多个城市招生。

学院坐落在文化古城(古称蜀州，即“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名句诗

中“杜少府之任蜀州"的“蜀州")成都崇州市区，一代文豪陆游在此写下壮志

凌云的《剑南诗集》。崇州距成都市区20余公里，有成温邛高速和光华快速通道

连接，交通便利。

学院占地300余亩(第一期工程150亩)，校园建筑面积10万余平方米，分

教学区、办公区、实验实训区、运动区、生活区，功能齐全、条件优良。学院拥

有一批专业实验室：计算机基础实验室、计算机网络实验室、电子商务实验室、

动漫设计制作室、计算机开放实验室、电子技术实验室、编程电子技术实验室、

机电实验室、绘画室、舞蹈练功房、表演练习室、琴房、视唱练耳室等。学院建

有校园网、图书馆、音像资料室，为学院提供了教学与科研平台。

学院师资力量雄厚，拥有一支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教师队伍，中高职称教

师占56％以上，双师型教师占45％以上，有一批知名的专家、教授，他们是：信

息系统专家陈元亨教授(享受国务院政府专家特殊津贴)、博士生导师杨振之教

授、通信专家杨万全教授、机械设计制造专家彭正学教授、汽车装配检测专家向

安静教授、计算机专家林信元教授、编程电子技术专家王大晶教授、数控技术专

家薛尚清教授、学术带头人蒋雪梅客座教授、酒店管理专家庄坚毅副教授、博士

生导师杜金铭教授、博士生导师邢苏月教授、著名传媒及动漫专家王志杰教授、

台湾资深画家王凯声教授、著名歌唱家谭学胜教授、工艺美术大师冯祥伦教授、

高级工艺美术设计师何志本教授、艺术设计专家李露羽教授、国家一级导演陈福

黔教授、著名舞蹈编导邢舰教授、声乐专家唐竹雅副教授、国家一级演员屠爱民、



国家二级演员冯波、著名舞蹈表演艺术家冯玉德等。

学院现开设的专业有：影视动画专业(影视特技制作方向、三维动画方向)、

广告设计与制作专业(工业产品设计方向、装饰装璜设计方向、旅游工艺品设计

制作方向、视觉传达设计方向)、人物形象设计专业(影视人物造型方向、发型

方向、化妆方向、健康美容方向)、动漫设计与制作专业(影视后期制作方向、

电脑艺术设计方向)、音乐表演专业(声乐演唱方向)、舞蹈表演专业(民族民间

舞及现代舞方向)、表演艺术专业(电视画面编辑方向、广播电视编导方向、影

视表演方向)、影视多媒体技术专业(网络传媒方向)、计算机应用技术专业(动

漫设计与制作方向、艺术设计方向、数控技术方向、软件技术方向、现代高级办

公文秘方向)、电子商务专业(物流管理方向、商务信息管理方向、市场营销方

向)、酒店管理专业(酒店管理方向、物业管理方向)、旅游管理专业、文化市场

经营与管理专业、文化事业管理专业(文化旅游管理方向、文化市场管理方向、

文化营销管理与策划方向)。此外，学院还开设有：NIT-Pro软件技术专业(Java)、

NIT-Pro建筑装璜设计专业(艺术设计)、NIT-Pro电脑美术专业(艺术设计)、

汽车制造与装配技术专业、汽车运输与维修技术专业、数控技术专业、机电一体

化专业、应用电子技术专业、电子信息工程技术专业，酒店管理专业等订单培养

专业，其专业介绍详见订单培养招生简章。

学院注重培养学生基础知识、基本技能，熟练掌握一门以上专业技能，建

有各类专业的实训和实习基地，把教育教学与社会实践紧密结合。

学院注重校园文化建设，精心打造校园特色文化，组建了大学生艺术团、

“Hip-Hop"舞蹈队、“So Power"乐队、“Cosplay一动漫社团、“领域"动漫

工作室等各类学生社团。开展丰富多彩的校园文化活动，培养学生高尚情操，增

强学生开拓进取精神和就业能力。
‘

学院根据国务院、财政部、教育部相关文件，设立了国家奖学金、国家励志

奖学金、国家助学金、广州助学基金、新东方奖学金等，为品学兼优、家庭贫困

生和民族地区学生提供一定助学扶持政策。

学院积极开展对外文化和学术交流，通过合作创办新专业、技能人才、实训

实验基地、定向委托培养、联合制作节目等形式，与高等院校、科研单位、影视

文化事业企业广泛建立合作交流关系。
’

学院办学过程中，按照高等职业教育的发展规律，不断更新办学理念，以就



业为导向，遵循“面向全社会开放办学，立足培养应用型、技能型人才”的理念，

多层次、多规格、多样化开放式办学，充分打造文、艺、工、管、经多学科特色。

重视培养学生综合素质和职业技能，即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传知与授技相结

合、市场与实训相结合的育人特色。学院的校训是：“勤奋、务实、和谐、创新"。

学院采取多渠道、多层面、多方法，促进毕业生就业双向选择，就业率达到90％

以上。 ．

附录2学院项目计划书

学院项目计划书

一、 四川文化传媒职业学院简介

四川文化传媒职业学院是经四川省人民政府批准、国家教育部备案(国标代

码14004)、四川省教育厅直接管理、具有高等学历教育招生和颁发学历文凭资

格的全日制普通高等职业学院，是一所全国统一招生的民办高等职业学院。

学院地处成都崇州市区三和东街28号，距成都20余公里，高速公里贯通，

交通十分便利。

学院现设有四系、20多个专业，分为传媒系、艺术系、管理系、电子系等

四大系，专业涉及影视多媒体技术、影视动画、动漫设计与制作、广告设计与制

作、音乐表演、表演艺术、舞蹈表演、文化事业管理、酒店管理、旅游管理、电

子商务、计算机应用技术等。

学院分3年制专科和5年制高职两类，分别颁发国家大专文凭和国家高等职

业教育文凭。另在2008年学院获得国家承办成人和自考教育的资格。

学院配备了相应的教学设施设备和图书等，现有表演艺术、音乐表演、艺术

设计、动漫动画制作等各种教学实验实习场所，拥有先进教学设备设施的专业教

室、钢琴教室、多媒体教室、计算机应用专业室、网络实习室、语音室、计算机

房、艺术设计室、舞蹈形体训练室、音乐室等。

学院现有占地面积116亩(另有代征地约30亩)，土地性质为学院综合出让

用地。学院现有建筑面积为5．3万平方米，包括教学楼、办公楼、图书馆、综合

实验大楼、学生公寓、教师公寓、专家楼、后勤服务中心、食堂、运动场等。



二、 四川文化传媒职业学院的背景介绍

四川文化传媒职业学院是由四川永和教育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投资兴建的民

办高校，四川永和教育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原崇州市永和教育文化传播有限责任

公司、四川永和教育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于2002年5月在四川崇州成立，

注册资金2000万元，公司股东由3位广东省东莞市的民营企业家组成，为促进

四川的民办教育事业的发展，公司在崇州投资兴办四川文化传媒职业学院。

三、 四川文化传媒职业学院现状

四川文化传媒职业学院于2002年筹备，2003年开始建设，在四川省和崇州

市政府及其相关机构的大力支持下，永和公司于2003年2月取得116亩国有土

地使用权证，随后开始基础建设。目前已经基本完成建筑面积5．3万平方米，包

括教学楼、办公楼、图书馆、综合实验大楼、学生公寓、教师公寓、专家楼、后

勤服务中心、食堂、运动场等。同时完成了主要教学设备的购置并且完成主要教

学设施设备的购置安装工作，基本达到办学条件，于2005年9月获得四川省人

民政府颁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学校办学许可证"。

2005年9月首次试招生100多名、2006年招生200多名、2007年招生500

多名、2008年新招学生980名共有在校生1600多名。经过4年的教学实践，学

院具有一套规范的国家高校管理和教学经验，已经形成自我运作机制。现有在册

教职员工70名，高级职称管理人员占教职员工总数的20、中级职称占30、另有

一只高水平的外聘教师队伍。

四、 四川文化传媒职业学院的特点

目前我国专门设置传媒类专业的一级院校总共只有三所：一是中国传媒大学

(北京)、二是浙江传媒大学(杭州)、再就是四川文化传媒职业学院。对此国家

广电总局十分重视，特别邀请我院参加了2005年全国“中国传媒研讨会"，共同

商讨中国传媒教育的建设与发展。

根据我国对人才需求的实际情况，近年来国家教育部通过各种政策调控，大

力促进高职(专科)院校的发展，尤其鼓励民办高校的大力发展。2006年四川

省普通本专科招生人数26．65万人，其中高职(专科)13．70万人，占51％；2006

年四川省普通本专科在校生人数73．69万人，其中高职(专科)37．14万人，占

50．40％。这样，高职(专科)生占全部普通本专科学生人数的半壁江山。

2007年具有普通高等学历教育招生资格的高职(专科)院校四川省共44所，



●

●

其中民办高校共9所，我院是其中之一，纳入国家教育行政管理部门对高校的统

一管理之中，同时享受国家对高校的政策性扶持，我院的每个学生都有机会获得

国家奖学金、助学金等。 ．

国家教育部对民办高校实行在整体控制数量、严格管理的基础上扶持民办高

校向规模化、规范化发展的方针，明确提出在我国十一五期间不再新批准任何新

的民办高校。

另外，最近几年我国包括我省的考生数一直持续增长，2006年四川省考生

59万，高校计划招生27万，这种招生计划数远远小于考生数的局面，一直要持

续到2010年。四川文化传媒职业学院正是契合了国家教育部这个发展战略方针

的一所民办高职(专科)院校，其发展机遇与势头是不言而喻的。

五、 四川文化传媒职业学院项目的发展计划

1．招生发展计划 ．

预计招生规模表

招生年度 招生计划数 新招生人数 毕业生人数 在校生人数

2008年 1600名 980名 1600名

2009年 2500名 约2000名 200名 约3400名

2010年 4000名 约3000名 500名 约6000名

2011年 4000名 约3000名 980名 约8000名

2．教学发展计划与方向

在现有的专业基础上形成3大专业群，即以电子和管理类专业组成的基础专

业群、以传媒和艺术设计类专业组成的传媒设计专业群、表演和声乐类专业组成

的艺术专业群。基础专业群的学费收费低、人数多、就业旺；传媒设计专业群学

费收费高、就业旺；艺术专业群收费高、对外影响力大。

在办学方面我们计划在2009年推出2+1模式，即学生被四川文化传媒职业
。?

学院录取后，在本校学习两年，第三年可以出国学习或实习，三年后可获得国家

颁发的大专院校毕业文凭和通过我院渠道参加自考获得国家本科文凭，并且获得

国外大学的毕业文凭或在国外的就业机会。我们已经和美国明尼苏达州立大学中

国教育部、新加坡、英国、等学院建立起合作关系，有望在2009年输出学生。

1．基础建设发展计划

57



院现有150亩土地及其5．3万平方米的建筑可满足2500名在校学生的学

活需要。

计划在2009年6月前新建一栋可以容纳1000名学生的学生公寓；

计划在2010年初再新建一栋可以容纳1500名学生的学生公寓，同时完善室

内运动馆等其它未完成的相关附属基础设施的建设。

201 1年在资金充裕的情况下，计划在学院现址附近再获得150亩土地的使

用权用以新建学生和教职员工生活区。兴建教师公寓和临街商铺能有一定数额的

经济利益回报。

六、四川文化传媒职业学院项目的财务及其收益分析

四川文化传媒职业学院项目的市值约1．5亿元人民币，包括学院现有的土

地、建筑、办学资质、教学设施设备、现有的教学资源等。

5年财务分析及其收益预期分析表

叉出(力兀人民巾) 收入(万元人民币)

投入 开支 学费、住宿费收入 后勤收入

年度投入及其明细 投入金额 日常开支 当年新增生 学生数 收费标准 金额 金额

活及其教学 (qz均值)

设施设备

2008年支付工程欠款 3500 500 150 1600名 8000元／生 1280 20

2009年新建一栋学生公寓 1400 700 300 3400名 8000元／生 2720 42．50

2010年新建一栋学生公 3000 900 500 6000名 8000元／生 4800 75

寓、其它附属基础设施设

备

2011年 900 700 8000名 8000元／生 7200 100

2012年 900 200 8000名 8000元／生 7200 100

小计 7900 3600 1850 23200 337．5

合计 13350刀兀 23537．50万元

备注：1，其它办学收入，例如成人教育、短期培训收入等暂不列入此表。

2，年度为当年9月至次年9月。

。四川文化传媒职业学院

·
2009

。 。 一

． 年7月



附录3学院建筑概况

学院建筑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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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 谢

在论文即将完成之际，本人谨向导师石风波副教授致以万分的感谢。无论是

从文章的选题、构思、全文的结构安排以及最后的文字工作都离不开石老师的精

心指导和悉心辅导，她渊博的知识、严密的思维、严谨的治学态度和方法使我受

益非浅，对我的论文写作启发极大。在此表示衷心感谢。

同时，感谢在我攻读研究生课程班期间和论文写作期间，关心和指导过我的

所有老师，以及单位的领导和同事、班上同学和校友给予的支付和帮助。

最后，感谢我的家人所给予的理解和支持。是他们的关怀、爱护和照顾，才

使本人时间顺利完成这篇论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