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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中央新亚百货股份有限公司 

参与高等职业教育人才培养年度报告（2019） 

一、企业基本情况及与我校合作历史 

江苏中央新亚百货股份有限公司本部位于周总理的故乡淮安，具体地址是江苏省淮安市清

河区淮海东路142号，于1994年6月30日在淮安市工商局注册成立，主要经营项目为百货零售。

公司成立以来，始终坚持用户至上，用真诚的服务去打动客户，以“诚实守信，客户至上”为

原则，在产品方面以“品质为本，精益求精”作为自己的实践标准，力求给客户提供全方位优

质服务的同时，也使企业得到长久发展。 

我院与中央新亚的合作由来已久，2011年 11月，江苏财经职业技术学院与江苏中央新亚

百货股份有限公司签订协议，共建江苏财经·中央新亚管理学院。此前，于 2007年举办“订

单班”，2008年，第一届“订单班”学生毕业。2011年，举办第二届“订单班”，2012年第

二届“订单班”毕业。 

2012年 9月 6日下午，新亚集团企划部刘迎春主任、客服部卢燕主任给我院新亚订单班学

生分别进行了营销企划管理、各项卡类知识的培训。 

2015年、2016年，分别派学生赴新亚进行整周实训，召开校企合作理事会和专业建设委员

会，共同研究人才培养方案。 

二、2018 年度企业参与学校人才培养情况 

2018年4月，聘请秦文泉总经理为我院校外兼职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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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5月，新亚总经理秦文泉为我校承办的江苏省经信委中小企业主培训班开设专题讲座。    

  

2018年6月，16级学生赴新亚参观学习，新亚招商副总章总为学生开设专题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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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6月，工商管理学院第二届校企合作理事会成立，新亚秦文泉总经理担任理事会企业一方理

事长，新亚人力资源部罗甘进部长和我院相关合作企业代表担任理事会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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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6月，召开专业建设委员会会议，秦文泉总经理、罗甘进部长就我院2018级人才培养方案

提出宝贵意见。 

  

2018年11月15日，学校领导程淮中校长、杜萍副校长一行赴合作企业江苏中央新亚百货股

份有限公司，与公司秦文泉总经理、章娟副总经理（分管招商）等，围绕校企合作有关事项及

产业教授工作职责进行深入交流。 



5 

 

 

三、校企合作的问题与展望 

（一）校企合作人才培养模式建设中存在的困难 

1．合作机制和体制有待进一步完善。在校企合作中，学校和企业有着各自的目标，

企业的目标是逐利，希望利益最大化，而学校的目标是通过这种教学模式获得更好的教学

效果。为此，学校和企业间的合作机制、体制方面还有待进一步的协调和完善，以保证学

校和企业双方的利益。 

2．人才培养方案需要进一步优化。在目前的人才培养模式下，学生在校学习时间有

两年多，虽然在校也有实践课程，但校内实践课程与企业实践工作还是有差距，因此应该

拿出更多的时间让学生参与到企业实践中去，也因此在制定人才培养方案时需要针对上述

情况进行优化调整，对课程体系进行重新的疏理。 

3．师资队伍需要进一步加强建设和整合。校企合作模式下教学团队的组成发生了变

化，既有企业的职员又有学校的老师。首先他们各有所长，企业职工实践经验强，懂得实

际操作的工作流程，但理论性和教学技巧方面较弱，有的甚至怕上讲台，不知如何表达。

而学校老师理论知识面宽，教育教学水平较高，但实际操作能力较弱。其次，企业是以逐

利为目的的，在师资上他们不会派出很多人手来进行教学指导，这就需要我们的实训指导

老师进一步提高自己的动手能力和实际操作能力。 

4．课程体系和课程内容方面需要进一步改革。校企合作模式下开展实训工作在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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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排和内容上必须遵循企业的经营规律和符合企业实际工作要求，因此学校在课程体系的

构建上和课程内容方面要进行相应的改革，可以将一些课程的开设时间进行调整，以适应

于企业的经营规律。在课程内容方面，现存的教材内容也存在与现实脱节的现象，需要根

据实际需要对内容进行更新和补充。 

5、考核体系和标准脱离实际，出于生产管理和教学管理需要，企业和学校双方共同

对教师、学生进行管理和考核，增加了管理和考核的难度。指导教师中既有学校教师，又

有企业职员，学生既是学校的学生，又是企业的员工，因此对指导教师和学生考核的标准

和体系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因此需要对原有考核体系进行适当调整。 

（二）未来校企合作的展望 

1．校企合作必须能实现校企双赢。在实践中遇到了一些困难和问题需要解决。比如，

在运行方面，校企合作缺乏起协调服务作用的第三方。校企合作是学校和企业两个利益主体之间的

合作。应有第三方进行协调、监督和服务，这样才能保证校企合作顺利进行。在内涵方面，合

作的层次还比较低、范围还比较狭窄。这些都制约了校企合作的广泛深入开展。但随着经济社会的

不断发展和企业的不断壮大，校企合作的的前景还是一片光明的。 

2．企业参与校企合作的主动性和积极性进一步提高 

作为职业教育的直接受益者，企业不能只是满足于用人，还应积极参与人才的培养。随着

经济发展、产业格局的逐步形成，将有更多具有战略眼光和一定经济实力的企业成长起来，随之而

来的就是企业参与校企合作的主动性和积极性进一步增强。企业参与校企合作，一来可以提升企业

的社会责任感，增强企业的知名度和社会影响力。二是可以为企业的发展培养和储备更多的技能

人才，保持发展的不竭动力，不断提高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