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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自1998年国家专业 目录中正式出现工程管理专业后，全国很多财经粪院校纷纷开设 了这一新兴专 

业。如何利用财经粪院校的优势办好这一专业是一个正在进行的重大议题。本文首先从工程管理专业和财经粪 

院校的渊源着手，分析其各 自的特点；接着对财经类院校设置工程管理专业的优劣势厦目前的设置情况进行了音l 

析和探讨；进而选取 4种典型培养方案做了比较分析；最后得到分析总的结论，即财经粪院校开办工程管理专业有 

其 自身固有的、共性的优劣性。需要与学校个性化特色和优势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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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工程管理专业和财经类院校的发展历史 

(一)工程管理专业及其由来 

工程管理专业旨在培养具备管理学、经济学和 

土木工程技术的基本知识，掌握现代管理科学的理 

论、方法和手段，能在国内外工程建设领域从事项目 

决策和全过程管理的复合型高级管理人才。其人才 

要求获得以下几方面的知识和能力：1．掌握工程管 

理的基本理论和方法；2．掌握投资经济的基本理论 

和基本知识；3．熟悉土木工程技术知识；4．熟悉工程 

项目建设的方针、政策和法规；5．了解国内外工程管 

理的发展动态；6．具有运用计算机辅助解决管理问 

题的能力；7．具有从事工程项目决策与全过程管理 

的基本能力；8．掌握文献检索、资料查询的基本方 

法，具有初步的科学研究和实际工作的能力；9．掌握 

进行国际工程项 目管理所必需的相关商务知识，具 

有较强的外语能力。① 

我国工程管理专业的渊源可以追溯到 1979年， 

经过了2O余年的发展与演变。早在 1979年，清华 

大学、天津大学、华中工学院、同济大学等 11所高校 

就设立了管理工程专业。如华中工学院 1980年开 

始招收物资管理工程本科生，原哈尔滨建筑大学 

1981开始招收建筑管理工程本科生。1989年，教育 

部将建筑管理工程和基本建设管理工程正式列入由 

其第二次修订并颁布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 

中。1993年，教育部将管理工程和房地产经营管理 

正式列入由其第三次修订并颁布的普通高等学校本 

科专业 目录中。1998年，教育部在第四次修订和颁 

布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 目录时，对建筑经济管理 

类专业进行了调整，将原本科专业 目录中的管理工 

程(部分)和房地产经营管理(部分)以及原本科专业 

目录外的涉外建筑工程营造与管理和国际工程管理 

4个专业调整合并为工程管理专业。可设置工程项 

目管理、房地产经营与管理、投资与造价管理、国际 

工程管理、物业管理 5个方向。⑦目前，全国已有 200 

多所高校开设了工程管理专业，有些高校还培养工 

程管理专业硕士和博士。演变过程如图 1所示。 

(二)财经类院校状况及其特点 

一

般而言，财经学科是指经济学和管理学(主要 

是指工商管理)两学科的总称。1952—1953年我国 

高等院校及其学科专业的调整，确立了我国现代高 

等财经教育体系的基本框架。财经类院校数量 

1951年为 19所，1953年为 6所，1960年为 25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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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为 49所，1994年达到高峰为 83所，经 2O世 

纪末 21世纪初的高教管理体制改革，2O0o年调整为 

68所，其中财经类本科院校 38所。这 38所本科院 

校中，33所归属地方政府管理，5所为教育部直属高 

建筑工程经济与组织 
(1 956) 

建筑工程经济组织与 
计划 (1 956) 

校。目前财经院校学科涉及经、管、法、文、理、工等 

(表 1)，可以看出财经类院校的多科性特征十分明 

显。 

建筑管理工程 
(1 980) 

基本建设管理工程 
(1 981) 

房地产经营管理 (1 989) 

管理工程 (1 993) 

国际工程 管理 (1 993) 

涉外建筑工程营造与管理 

图 1 工程管理专业演变由来。 

表 1 全国财经类本科院校学科结构 

工  

程  

管 

理  

=== 

。c 

学科门类 数 财经类院校名称 

*其中开设工程管理专业的院校，括号内的数字为开设工程管理专业院校数。 

资料来源：根据各校网站汇总。 

与综合性大学、理工科大学的财经学科相比，独 

立设置的高等财经院校的经济管理类学科特别是二 

级学科的设置更为齐全，财经各专业知识的渗透和 

交叉融合较为透彻和广泛，在经济管理类教育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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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经济学科历史 比较悠久，师资力量相对比较雄 

厚，与社会和企业联系比较紧密，在培养应用型经济 

管理人才方面有明显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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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财经类院校的缺点也是客观存在的。由于其 

建立是基于分科制的高校设置思路，与综合性大学 

相比，文理渗透和理工融合不足，不利于培养经济管 

理人才综合素质；此外，过于集中了应用性经济学 

科，不利于培养高层次经济管理人才。与理工科大 

学相比，缺乏数量化理论技术的知识背景；对企业内 

部技术性、运作性管理理解有限；培养的人才思维发 

散性有余而收敛性不足。 

=、财经类院校工程管理专业开设情况 

(一)财经类院校设置工程管理专业的优势 

综合性大学和理工科大学的工程管理专业一般 

都有土木工程类专业的支撑，它们的一个共同特点 

是工程技术课程数量和课时都较多，其指导思想是 

强调学生受到工程师的基本训练，开设了工程测量、 

建筑设备等课程，在实践性教学环节安排了工程测 

量实习、房屋建筑课程设计、工程结构课程设计等纯 

技术性实践环节。建设部高等工程管理学科专业指 

导委员会提出的专业培养方案及课程设置、教学大 

纲也基本上是立足于这个指导思想。 

如前所述，财经类院校大都是以管理学、经济学 

为主体，融法、工、文、理等为一体的多学科大学。财 

经类院校开设工程管理专业的优势在于：第一，工程 

管理专业培养具有管理学、经济学、工程技术基本知 

识，掌握现代管理科学的理论、方法和手段，能在国 

内外工程建设领域从事项目决策和全过程管理的复 

合型高级管理人才，其所要求的知识结构与财经院 

校的学科结构基本一致，财经院校具有一定的开设 

便利条件。第二，财经院校的学生具有较强的政策 

敏感性和经营意识，这是一个成功的经营管理人员 

必备的业务素质，较理工院校而言，财经院校具备此 

培养优势。此外，财经类院校从自身的发展出发，必 

须不断趋向多科化、综合化。这也促使其尽可能开 

设一些具有理工科知识基础又具有良好就业前景的 

经管类专业，如工程管理。因此原设置了投资经济 

管理、房地产经营与管理、投资与造价管理等专业的 

财经院校现在基本上都设置了工程管理专业。原来 

没有设置该类专业的院校也不断创造创建条件新办 

工程管理专业。 

当然也存在着挑战，这与财经类院校分科制办 

学的固有缺陷是紧密相连的，即在缺乏土木工程本 

科专业支撑下，如何构建符合教育部工程管理专业 

建设基本要求的工程基础。 

(二)财经类院校工程管理专业开设情况 

财经类院校工程管理专业开设情况如表 2所 

示。表 2表明，财经类院校工程管理专业开设状况 

基本上呈现如下特征： 

1．财经类院校普遍缺乏土木工程专业，工程管 

理相应技术基础相对不足。在目前开设工程管理专 

业的2O所财经类院校中，具有土木类专业的只有 2 

所，其中 1所还是由原地质学院转制而来的。 

2．绝大多数财经类院校都已成为包括理、工科 

专业的多科性大学，这类院校也大多开办了工程管 

理专业。2O所开办院校中同时具有理、工科的有 18 

所，分别只具有理科和工科的各 1所。 

3．开办工程管理专业的院校主要集中在东部地 

区，中西部极少，这也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程和新 

兴建筑工程分布直接相关。2O所开办院校中华北 

地区8所、华东地区6所、东北地区2所，中西部共4 

所。 

就开设院校内部具体的办学情况，表 2则给出 

如下基本信息： 

1．具体开办工程管理专业的学院呈现较大的不 

同，反映出财经类院校专业开办工程管理专业存在 

较大的路径依赖性。2O所开办院校中，设在管理科 

学与工程学院的4所，设在管理学院(商学院)的 4 

所，设在投资系的4所，设在工商管理学院的 3所， 

设在土木学院、信息管理学院、经济学院、审计学院 

的各 1所，独立设置院级工程管理系的 1所。 

2．财经类院校开办的工程管理专业主要从房地 

产方向切入，反映出现宴需要和财经院校 自身能力 

定位的一个基本判断。2O所开办院校中明确表示 

开设或侧重房地产经营与管理方向(专业)的有 12 

所。 

3．在所在学院内与工程管理专业对接的硕士 

(博士)授权点也有很大不同，真正与管理科学与工 

程硕士点对接的情况极少。这多少也反映出财经类 

院校经济管理资源分裂割据的现状，以及教育部本 

科、硕士(博士)目录在工程管理专业方面现实情况 

的变化。2O所开办院校中与企业管理硕士点对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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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7所，与技术经济及管理硕士点对接的5所，与管 所，尚无硕士点的有 6所。0 

理科学与工程、投资学、国民经济管理学对接的有 2 

衰2 财经类院校开设工程管理专业的情况 

资料来源：根据各校网站汇总，时间截至2005年 7月 l1日，不完全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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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部分财经类院校工程管理专业培养方案的 

比较分析 

通过对各校专业介绍和部分院校教学计划的分 

析，就财经类院校工程管理专业的课程知识体系而 

言，可以发现存在几种不同的风格。第 1类是更偏 

向于工业与民用建筑知识体系的(以下简称偏硬 

类)，如重庆工商大学、石家庄经济学院、南京审计学 

院等；第2类是更偏向投资经济等纯经济管理类知 

识体系的(以下简称偏软类)，如上海财经大学、山西 

财经大学等；第 3类是对土木建筑和经济管理并重 

的(以下简称并重型)，只有中央财经大学；大部分的 

财经院校则在严格遵守教育部专业介绍样板的基础 

上，努力在某一经济管理方面做出特色(以下简称一 

般型)，如东北财经大学、天津财经大学、浙江工商大 

学等。 

为此我们选取 4类财经院校各 1所，对其专业 

培养方案进行对比分析。这里选取的是南京审计学 

院、上海财经大学、中央财经大学和浙江工商大学 4 

所财经类院校。 

表 3为学分在基础课、专业课和专业选修课间 

的分配。可以看到，上海财经大学和中央财经大学 

在基础课方面的比重相当大，而南京审计学院和浙 

江工商大学则在专业基础课上比重相对较高。表4 

为学分在四大学科平台间的分配。上海财经大学和 

中央财经大学总平台学分相对较少；南京审计学院 

和浙江工商大学4个平台比重相对比较平均。 

总的说来，各校的差异性较大，4校基本反映了 

4种不同的办学指导思想、专业发展方向和相应的 

课程体系。 

表 3 4所财经类院校工程管理专业教学计划各类课程学分分配 

表4 4所财经类院校工程管理专业教学计划四大类平台课程学分分配 

四、结语 

总的说来，我们感到目前我国财经类院校开办 

工程管理专业正处在一个探索和发展的阶段。各 

地、各校在基本围绕教育部专业目录建设要求下，纷 

纷结合学校个性化特色和优势对其加以改造。这种 

多样化的态势也反映了财经类院校和工程管理专业 

各自固有的特性及其积极融合的努力。 

我们认为，财经类院校开办好工程管理专业的 

关键在于，如何在缺乏土木工程类专业支撑的条件 

下的展开积极有效的专业课程建设，进而如何将课 

堂教学与实验教学／实践环节有机结合，以及就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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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而言，教学与科研如何相互促进等深层次的问 

题 。 

今后财经类院校工程管理专业建设中各校应明 

确特色办学指导思想，充分考虑学生的发展和教师 

的发展，建立面向土木类课程的课程管理和教师激 

励机制，大力开展实验教学，努力拓展实践环节，以 

及实现相关硕士点与工程管理专业的对接，促进教 

学科研互动等，从而迎来财经类院校工程管理专业 

持续健康的发展。 

[注 释) 

① 1998年教育部第四次修订的《普通高等学校奉科专业目 

录》。 

② 高等学校土建学科教 学指导委 员会工程管理专业指导 

委员会 ．全国高等学校土建类专业奉科教育培养 目标 

和培养方案及主干课程教学基奉要求(工程管理 专业) 

[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3． 

③ 齐二石．中国管理科学与工程类专业教育教学改革与发 

展战略研究[M]．北京：高等教育 出版社，2002．104． 

④ 专业目录中工程管理专业属于管理科学与工程粪。 

⑤ 由于很多学院具有不止一个硕士点，这里的总乖不等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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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engineering management major in chinese fmancial and economic universities 

LI Jing—hua 

(Fauclty Business Management，Zhejlang C,ongshang University，Hangzhou 310035，Ch／na) 

Abstract：Engineering management is a renamed major in Chinese high education list 1998．There are many finan— 

eial and economic universities，which has established this major nowadays．Firstly。we probe the evolution clue of Chi— 

nese financial and economic university and engineering management major respectively．Then，the strong and weak of 

Chinese financial and economic university to establish engineering management major are discussed carefully．Thirdly， 

Four types of course system are illustrated by four cases．Finally，conclusions and foresights are Ven． 

Key words：Chinese financial and economic university；Engineering management major；Education thou#ts；Major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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