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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商学院源于 1947 年的贵阳尚信会计学校，后更名贵州省商业学校，成为国家

重点中专，1987 年升格为贵州商业高等专科学校，2015 年教育部批准为全日制本科院

校。学校始终坚守“尚信塑品、致用立身”的校训，坚持“与区域经济发展共进，与行

业企业成长共赢”,注重专业基础，强化实践应用，依托商贸行业背景，形成了鲜明的

办学特色，被誉为“黔商摇篮”，是贵州省培养商贸流通业、现代服务业应用技术型人

才的重要基地。

学校根据贵州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结合自身学科优势和特点，确定了“立足贵州、

辐射西南、面向全国，服务商贸流通及现代服务业，建成规模适度、结构合理、商科特

色鲜明的应用技术型本科院校”的办学定位。

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顺应时代要求，诚实守信与商业精神相结合，

理论功底扎实、实践能力突出、创新能力与可持续发展能力兼备的面向商贸流通与现代

服务业的高素质应用技术型人才。

学院 2015 年第一批招生本科专业 4个 (见表 1)。其中市场营销专业原为国家级教

学改革试点专业、省级示范专业。所有专业主要面向商贸流通业和现代服务业，属于管

理学科门类。

表 1：2015-2016 学年已招生本科专业统计表

序号 专业名称 所属单位 授予学位门类 备注

1 会展经济与管理 旅游管理学院 管理学

2 市场营销 经济学院 管理学

3 国际商务 经济学院 管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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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日制在校

生数（人）

普通本

科生
专科生 预科生

成人教育

本科生

硕士

生

博士

生
本科招生数 本科在校生数

本科毕

业生数

本科生占在

校生比例

10067 944 9123 0 0 0 0 972 944 0 9.38

2015 年，学校本科首次面向全国 7个省（市、自治区）招生，共招 971 人，实际入

学 944 人，其中省内本科新生数占招生总数的 95.88%，城镇新生占 18.41%。

学校高度重视师资队伍建设，大力加强内培外引，2015 年在编教师总数 488 人，其

中专任教师 441 人，另聘有外聘教师 140 人。

2015-2016 学年，学校共有专任教师 441 人，其中副教授以上职称 174 人，占专任

教师的 39.46%；研究生学历或硕士以上学位教师 197 人（其中博士学位 7人），占专任

教师的 44.67%（见表 3）。

表 3：专任教师数量及结构表

总教师数
专任教师

数（人）

学历 职称

外聘教师

数（人）
具有博

士学位

人数

具有硕

士学位

人数

具有本科

学位级以

下人数

具有正高

级职称人

数

具副高

级职称

人数

中级职

称人数

初级及其

他人数

488 441 7 197 237 18 156 136 131 140

完善师资建设规划，通过内培外引，建立了一支老、中、青结合，年龄结构合理的

专任教师队伍（见表 4）。

表 4：专任教师队伍年龄结构表

年龄段
30 岁以下

（人）

31-35 岁

（人）

36-40 岁

（人）

41-45 岁

（人）

46-50 岁

（人）

51-55 岁

（人）

56-60 岁

（人）

60 岁以上

（人）

人数 67 77 91 74 55 52 17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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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设置了教师工作处，作为教师发展与服务的专门机构。

2015 学年，学校在校生总数 10067 人。专任教师 441 人，外聘教师 140 人，生师比

19.70。

学校严格贯彻主讲教师资格制度，严把教师上岗关。为切实提高本科教学质量，原

则上要求具有副教授以上职称的教师承担 2015 级本科课程的教学工作。2015 年主讲本

科课程的教授（含副教授）总人数 50 人，占教授总数的 28.74%。全校开设本科课程总

门次数 239 门次，教授（含副教授）授本科课程 214 门次，占总课程的比例达 89.54%

（见表 5）。

表 5：全校开设课程情况

全校开设课程

总门数

主讲本科课程的教授数 教授讲授本科课程门次数

主讲本科课程的

教授数

占教授总数比例

（%）

教授讲授本科课程

门次数

教授讲授本科课程占课程

总门次的比例

33 50 28.74 214 89.54%

学校地处“欠发达、欠开发”的贵州，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多，学费标准低，生均拨

款低，办学经费紧张。在此情况下，学校仍然坚持“经费投入优先满足教学不动摇”，

保证本科教学经费投入。

表 6：经费情况

本科教学经费 本科专项教学经费

（自然年度内学校立项

用于本科教学改革和建

设的专项经费总额）

（万元）

本科实验经费

（自然年度内学校用

于实验教学运行、维护

的经费）

本科实习经费

（自然年度内用于本

科培养方案内的实习

环节支出经费）

总经费（万

元）

本科教学

日常运行

经费

（万元）

生均本科

教学日常

运行支出

（元）

本科实验

经费（万

元）

生均

（元）

本科实习

经费（万

元）

生均

（元）

436.54 243.99 2600 10 2.36 25 2.36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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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坚持和强化教学中心地位，全面加强本科专业建设、课程建设，制定和实施了

一系列的教学建设规章制度，促进教学建设的不断发展。投入教学改革与建设专项经费，

专项用于本科教学改革研究，从人才培养模式、专业建设、课程建设、实践教学、创新

创业教育及课外活动、教学管理等方面开展研究与实践。在面上鼓励教师开展教学内容、

方法和手段改革同时，在创新人才培养、研究性学习和专业人才培养等方面，学习组织

力量深入开展改革研究和实践。

贵州商学院围绕国家战略发展需求，根据贵州省工业化、城镇化建设以及“大数据”、

“生态文明”、“文化旅游”、“五张名片”“现代服务业”等产业发展新形势，合理

设置学院本科专业，形成与区域产业发展和经济建设紧密对接、体现学院特色的学科专

业结构和布局。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以培养应用型人才为核心，本科专业设置突出与地

方经济社会发展适合度。规划在 2015-2019 年，形成以管理学、经济学为主要学科，逐

步完善以经济学、工学、文学、艺术学科互相支撑、互为依托的学科门类和专业体系。

在专业建设中，以应用学科为骨干，重点建设服务实体经济和发展现代服务业相关的管

理类专业，提升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能力。

推进学分制改革，提供学生多样化学习选择空间，促进学生的个性化发展；建设通

识课程平台、专业课程平台和课外培养平台，提升学生综合素质；加强实践教学，增强

学生的创新能力，体现应用型本科培养目标。

各学科专业培养方案学分分配情况（见表 10），其中实践教学学分占总学分比例平

均为 40%，选修课学分占总学分比例平均为 8%。

表 10： 实践教学学分、选修课学分比例表（按学科门类）

学校重视课程体系建设，注重课程的科学性、系统性与应用性，要求各专业基于学

校的办学定位和人才培养目标，凝练专业特色，梳理和完善课程设置内涵，系统架构人

才培养课程体系，充分考虑学生毕业后就业、创业、继续深造等不同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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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培养大学生社会责任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为核心，将实践教学作为培养学生

实践应用能力和创新能力的重要途径。在实践教学课时中，着重提高设计性、综合性、

创新性实践教学环节比重。其中有综合性、设计性、创新性实验的课程占有实验的课

程总数的比例达 50%以上。学校现有实验室总面积 46095.48 平方米，生均 4.58 平方米。

学校将创新创业教育融入整个教学过程。将创新创业课程纳入人才培养方案，在人

才培养方案中将创新创业课程学分数增至 6学分。将创新创业活动纳入课外学分体系，

鼓励学生参加学科竞赛、科研训练和各类创新创业活动。同时，学校重视、鼓励和支持

学生的创业就业工作，开设创业指导课、举办创业就业讲座，提供咨询指导，向学生大

力宣传国家鼓励支持大学生创业的优惠政策，鼓励自主创业，增强学生创业精神和创业

意识。

2015 年 4 月 13 日，我校成立了创新创业育成中心。在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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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建立了领导评教、督导评教、同行评教及学生评教的多级评教制度。高度重视

教学信息反馈，通过座谈、学习委员专题会、问卷调查、教学信息员反馈、网上匿名评

教等各种途径了解学生学习和教师教学情况。2015 年度课堂教学质量评估结果如下：

表 13：2015-2016 学年教学质量评估统计表

学校于 2015 年开始招收第一届本科生，目前暂无毕业生。

学校坚持“与区域经济发展共进，与行业企业成长共赢”，注重专业基础，强化实

践应用，依托商贸行业背景，形成了鲜明的办学特色。近年来，学校力求成为商科特色

鲜明的应用技术型本科院校，不断深化管理体制改革，扶持力度向校企合作的应用型科

研倾斜，旨在加强与企业、科研院所间的合作，使所培养人才成为“能做、会管、善谋”

的具有较强实践动手能力和创新能力的高素质应用技术型人才。

学校升本以来立足地方经济和当地的支柱产业，服务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划，因地制

宜地设置本科专业，突出专业特色，利用优势资源发展优势专业和特色专业，并围绕应

用技术型本科院校的人才培养目标，优化课程体系，合理安排教学内容，课程设置既厚

基础，又重实践，注重应用技术型人才的创新能力、解决问题能力和实践动手能力的培

养。为此，学校积极培养高质量的双师型教师队伍，内培和外引双管齐下，缓中求稳不

断壮大教师队伍以适应转型发展需要，确保人才培养质量的水平。

贵州商学院作为一所新建的本科院校，在经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欠开发、欠发

达”的西部省份，要建设成“立足贵州，辐射西南、面向全国、服务商贸流通及现代服

务业的、商科特色鲜明的应用技术型本科院校”，面临严峻的挑战。

牢固确立人才培养是高等学校的根本任务、质量是高校的生命线、教学是高校的中

心工作的理念，以更多的精力、更大的财力进一步加强本科教学工作。进一步完善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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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治理结构和现代大学制度，深入贯彻落实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改进校院两级

管理体制，进一步落实二级学院（教学部）的主体地位。

通过制度建设，进一步规范和增强教师、教学管理人员的岗位意识、责任意识和服

务意识，激发教师和管理人员的创新意识，让教师和教学管理人员把更多精力投入到教

学和管理工作中。强化教学环节和教学过程的管理，树立全程质量意识，建立科学的教

学管理和质量监控机制，实现教学管理的科学化、规范化、制度化，确保教学工作的顺

利进行。

学校目前的教师队伍规模和水平尚不能完全适应教学科研需要。教师职称结构不合

理，高级专业技术人才比重较小，缺乏高层次人才的支撑引领作用，师资队伍团队效应

不够明显。师资队伍缺乏中青年创新拔尖人才，尤其缺乏在相关领域具有一定影响力的

学术领军人物，难以形成一批有代表性的、对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有推动作用的学术成果。

教师立德树人，教书育人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有待进一步加强，严谨治学、严格教学的教

风学风有待进一步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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