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连锁零售业自进入我国以来得到了迅猛而快

速的发展，高职院校是主要为该行业提供专业型人

才的地方，所以高职院校的连锁经营管理专业越发

的得到了国内外学术界以及企业界的关注和支

持。那么，如何更好的建设专业，如何为企业提供

他们所需要的、上手更快的专业人才就显得越发的

重要了。

1 连锁经营发展的现状以及人才需求状况
1.1 连锁经营发展现状

连锁经营是一种现代的组织形式以及经营模

式，是未来流通业以及服务业发展的方向，它是将

现代化工业大生产的原理用于商业流通领域。连

锁经营这种模式产生于商业发达的美国，随着这种

模式在经营商的优势不断地显露，在欧洲、美洲、乃

至日本更为广泛的被接受并使用。进入20世纪80

年代后，连锁业慢慢地向服务业渗透，并且越发趋

向于国际化。

在中国，连锁业传入并被接受、发展相对较迟，

但后期的发展速度却是惊人的。中国传统的经营

模式比如百货商店已经被打破，整个零售业已经被

连锁经营这种形式带动为多样化时代。从2001年

至2005年，是中国连锁行业高速发展的阶段，连锁

百强企业平均每年新店开设的增长率为51%，销售

额也以38%的年增长速度而快速增长，2006年中国

连锁100强企业的销售额已经达到8552亿元，同比

增长了25%，比起社会消费品零售额13.7%的增长

速度要高出很多，门店总数已达69100个。同时，连

锁业也吸纳了很多就业人员，总数超过了300万人，

同比增长了33%。连锁模式的发展还推动了企业

之间的并购，2008年45家零售业上市公司主营业务

收入平均为19.85亿元。据统计，“十一五”期间连

锁行业发展迅猛，门店数量突破了10万家，占零售

业与餐饮业的25%，并正以35%的速度增加。

1.2 人才需求状况

连锁业的发展近年来非常迅猛，但还是难以适

应我国经济的超常规发展。同时，随着居民生活水

平的提高，对于零售业特别是连锁业的要求也越来

越高。连锁业快速发展的要求，受到连锁经营管理

人才短缺的制约[1]。连锁行业人才的培养机制不

畅，使得行业面临人才荒。根据《2010年中国零售

业人才需求调查报告》显示，中国零售业未来几年

对于各类人才的需求量约为1800万，而市场供应量

仅有约600万，人才的缺口高达1200万。同时，由

于我国居民收入水平逐年增长，零售业企业也逐年

增加，零售从业人员有近1.5亿人，这么庞大的总量

使得结构性需求缺口日益明显。特别指出的是人

力资源的短缺中，尤以管理型人才缺口最大，至少

为100万。连锁行业从事管理的人才为高层次的复

合型人才；现代物流管理人员、店长等缺口严重，而

解决这一问题的重要方式之一就是加快连锁经营

管理专业人才的培养。作为连锁经营专业一线工

作人员以及管理人员培训的重要场所的高职院校

必须将这一培训任务承担起来。

2 连锁经营专业建设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当前，连锁经营的快速发展需要大量的专业人

才，而高校又是培养这类专业人才的主要场所，而

现在开设连锁经营管理专业的高校又非常的少且

招生人数非常有限，所以在有限的资源条件下，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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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进行合理的专业建设，提高连锁经营管理人才的

基本素质以满足企业的需要[2]。目前，由于连锁经

营企业的发展迅速，对人员的需求量过大，使得从

业人员并未经过正规的专业培训、教育就开始上

岗，无论是技能还是理念都无法适应连锁企业经

营、管理上的需要。连锁经营是科技含量较高的一

门学科，它要求从业人员要掌握多方面的技能，不

仅需要学会操作技术，而且需要有适应行业规范

化、制度化、规模化等的理念，所以作为教育、培训

场所的高校特别是高职院校，在连锁经营管理的专

业建设方面明显滞后了。

从目前看，我国的连锁经营专业尚处于起步阶

段，很多理论仍处于探索中。我国开设这一专业的

院校非常少，且大多是专科院校，每年连锁专业的

毕业生数量非常少，这就给连锁行业的发展带来困

难，连锁行业的人力资源储备严重不足，所以作为

社会急需的连锁专业人才的培养摇篮的高校对连

锁专业的建设就显得尤为重要了。加强、完善专业

建设是提高专业人才素质的主要途径，而人才的培

养一般是通过三个途径来实现，首先是拿来主义[3]。

通过引进国外连锁经营管理的培训机构，用培训的

方式将西方先进的管理、经营经验传授给国内连锁

人，实现连锁人意识上的革新，其次是企业建立自

己的培训系统。各大企业除了引进以外，还可以通

过建立和完善自身的培训系统，根据本企业的实际

需要进行针对性的培训，效果也非常好；第三是依

靠高校以及科研机构的培养。这是一种最有效的

方法，通过学校的教育与培养，连锁专业的学生不

仅具备了比较过硬的专业能力，而且有比较好的思

想素质，这对企业的发展作用巨大，所以高校必须

加大对于专业建设的力度，建立有效的专业人才的

培养系统，力争为企业培养出高校的专业人才。

3 连锁经营管理专业在高校教育中的主要问

题
3.1 人才培养模式缺乏对社会需要的判断

连锁经营专业人才培养很关键一点是课程标

准的设计。当前众多高校对于课程设计是非常不

科学的，他们通常是根据市场的短期需求来设置专

业以及进行课程设计，而不是对社会环境充分考察

与判断后来进行的。高校由于短期行为以及急功

近利的心态，使得专业以及课程设计完全是看社会

即刻所需的职业岗位。随着经济的发展以及市场

环境的变化，等2～3年的人才培养周期结束后，原

先热门的甚至是供不应求的专业可能市场已经趋

于饱和，所以在专业设置以及课程设计时，应根据

市场的需要，对市场进行科学的分析与预测，只有

这样而制定的人才培养模式才符合需要，才能真正

帮助学生就业[4]。

3.2 专业定位模糊

连锁经营专业主要是由高职院校来培养，高职

教育培养主要是服务于社会的应用技能型人才。

在当今市场状况不断变化的情况下，就需要高职院

校理解培养的标准，防止在人才培养模式上出现一

些偏差，走进误区。很多连锁经营专业在人才培养

中的定位太高，它们将人才培养定位于领导型人

才，他们在对学生的教育中就灌输这样的思想，学

生们普遍认为他们毕业后就应该成为连锁企业的

高级管理人员。同样，与高定位相对的一种误区就

是将专业培养目标定的过低，他们将连锁专业的学

生定位于低技能、低层次的普通操作人员，但作为

高职院校仅仅培养低层次的操作人员那是对教育

投资的极大浪费，操作人员应由中等职业教育来培

养而不是高校。

3.3 人才培养、专业定位以及专业建设不能满足企

业的需要

高职院校的连锁专业建设、课程建设、教材建

设与企业、市场的需求差距过大。连锁专业课程的

教材与高职培养人才定位不符，有的教材过多偏重

于理论传授，这类教材的受众多为本科院校，而有

的教材又太多地强调技能培训，这种教材的受众大

多是中职院校，真正符合高职院校的教材少之又

少。高职院校专业培养目标的设定，知识、能力体

系的构建，课程体系、教材体系的建设以及人才培

养的实际效果，都与企业对于人才需求的要求差距

较大，造成高职院校培养的学生不能完全符合企业

的实际需要。

3.4 教学上缺乏对学生特性的分析

在教学过程中，高职院校片面的强调理论教学

或是片面的一味强调实践教学，忽视了理论与实际

教学的融合，在教学中多以教师的教为中心，而并

未是以学生的学位中心。对于学生学习的自主性、

创造性、主动性的培养缺乏，一味地强调知识的传

授而忽视了知识的整合与知识意义的构建，忽视了

将知识内化为学生的实际素质与能力的提升。

4 高职院校连锁经营管理专业建设的建议
4.1 加深对高职院校连锁经营管理专业建设内涵的

理解

4.1.1教育模式。在教育模式上，坚持走产学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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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结合的道路。当今国际商业的发展需要高校发

挥重要的作用，其发展已经不再是以前的“物质要

素主导型”，而是现在的“智力要素导向型”，智力导

向型比的是经营理念、技术以及管理水平，这些都

需要整合各方面的资源，充分发挥高校的指导作

用。现代化商业经营需要的是集约化的计算机应

用、高效的物流配送、现代化的管理机制、管理人才

的培养和开发，高校在这中间不仅起到了人才培养

输出的作用，更应对企业的发展做出指导作用。连

锁经营管理专业是一个应用型非常强的专业，需要

以就业为导向，走一条产学研的道路。教育模式上

由“订单式”向“打造教育产品”这一具有特色的方

式转变。连锁经营管理专业的改革要围绕如何培

养企业所需人才这一基点，对于学生可以在教育中

定岗位、定人才培养标准，根据岗位设置课程、定评

价标准以及激励机制。产学研是在整个教学内容

中渗透企业最新的经营理念与方法，在教学上，利

用实训基地与实训中心将理论与实训相结合。从

教学成果上看，需要培养出一大批有新理念、有新

手艺、有创新的高素质劳动者。

4.1.2课程体系上。学生的培养，在学校主要是

以课堂教学为主要途径，所以必须整合资源精心打

造有高职特色的、新颖的且适合企业实际的“教学

包”。结合企业的工作实际，在企业人员共同参与

下拟定相关专业的课程开设，比如《连锁经营管

理》、《连锁企业财务管理》、《配送中心与配送管

理》、《连锁企业门店营运与管理》、《特许经营与管

理》、《门店开发与设计》等课程对于连锁专业的学

生走入社会直接进入企业工作作用明显。

4.1.3实践教学体系上。在教学过程中，除了课

堂教学外，实践教学应是高职院校对于学生培养的

一大特色。在体系的构建上，应坚持以就业为导

向，整合校内外资源，将建立整体的实践教学为重

点，整合课程各个实践环节，通过精心设计，将各实

际环节与各门课程以及各个操作环节与实践模块

一一对应，可以设为基础实训、专业实训、现场实训

三大部分，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这一设计突破了

条块分割、各自为政的界限，实践课占专业课总课

时40%以上，真正实现了理论与实际结合与渗透。

基础实训过程中可在学校实训室展开，通过软件进

行角色模拟，而专业实训与现场实训是开展实践相

对集中的阶段，全部的连锁专业学生必须深入企业

第一线参加具体的经营与管理工作，在学中做、做

中学。同时，学校要与企业进行充分的沟通，安排

教师全程跟踪与指导，企业指派有经验的人员带

教。学生们在实训中学习的非常快。由于商业发

展速度非常快，各商业业态对于经营技术的要求较

高，为了让学生跟得上业态发展的速度，高校应与

当地大型连锁企业建立稳定的教学实习基地，定期

地有计划地安排学生投身于具体的实践中[5]。比如

安徽商贸职业技术学院连锁经营管理专业多年来

一直致力于实习实训基地的建立，已经和沃尔玛、

欧尚超市、家乐福超市以及浙江人本集团等多个大

型企业签有协议并形成了稳定的教学实习实训基

地。

4.1.4师资队伍建设上。在教师队伍的建设上，

要坚持以人为本，根据教学的需要，按照每个教师

的情况进行个性化培养，形成一支有战斗力的育人

团队。大多数高校教师多半是从学校到学校，缺少

一线实践经验，可以通过建立一些“企业工作站“，

定期安排教师进行培训，以增强他们的能力。除了

开发本校教师资源以外，还可以建立来自连锁企业

管理人员为主的兼职教师队伍团队，鼓励他们多参

加相关企业课题的研究以及全国性的学术交流活

动，以增强他们的理论基础。

4.1.5教学质量监控机制上。教学质量监控是

进一步完善、改进教学方法的有效手段，既要重视

一般常规教学的监控，又要重视对实践教学的监

控；既要重视对学生知识的监控，又要重视对学生

实际操作能力的监控；既要重视对学生的校内评

价，又要重视学生的社会评价。这是一种以职业能

力为本位的教学质量监控机制，具有明显的高职教

育特色。通过对教学过程、质量进行监控，可以非

常好地控制学生对于专业知识、专业技能的学习与

掌握，同时通过对学生社会评价的监控，可以既找

到教学中的问题，又可以达到宣传专业的目的，使

学生成为市场上的抢手资源，让专业进入良好的循

环局面。

4.2 连锁经营管理专业建设的措施

连锁经营管理专业有非常重要的改革与建设

必要性，作为专业人才培养的高校就更应担起这一

重责。

4.2.1“订单式”培养模式的建立。所谓“订单

式”培养模式就是企业根据岗位需求与学校签订用

人协议后，由校企双方共同参与选拔学生、组织教

学、考核上岗等一系列教育教学活动的校企合作办

学模式。由于这是一种专门和企业对接的一种培

养模式，所以学生的选择和培养方式要真正符合企

业的需要，这就要求学校进行一些调整。比如，学

生的选择上，企业需要安排专业的人员配合学校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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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选人，并联合学校制定这些学生的培养标准，学

校根据企业的要求制定相应的计划进行定向培

养。订单式培养是有效的将学校、学生和企业三个

主体结合起来，这对于三方都有好处，也非常有效

地解决了学校和企业之间人才需求的矛盾。在种

种模式下，学校和企业扮演了不同角色，承担了不

同人物。学校是理论教学的主阵地，在这主要是对

学生连锁专业理论知识的一种积累过程，充分发挥

理论优势，而企业是实践教学的主阵地。企业可以

根据具体的情况对学生进行真实的模拟培训，让学

生对于经营和管理有最直接的感受。在“订单式”

培养模式下的合格毕业生企业可以全部录用。而

这种培养模式一般分为两步，第一步是多层次地跑

“订单”，多进行校企合作；第二步是根据企业人才

“订单”开设专业，并进行课程设置以及教师队伍的

合理配置，加大实践操作训练，做到“少理论、多实

践”。“订单式”培养模式下的师资队伍建设有别于

其他模式，也需要校企合作，这里的教师可以是校

方专职老师，也可以是企业老师，同时也可以是行

业专家。这种模式下的学生培养更贴近企业，更好

地解决了毕业生的“出口”问题，初步构建起了人才

培养的“立交桥”。

4.2.2“2+1”培养模式。“2+1”模式是指利用学

校、社会两种教育资源与教育环境，交替安排学校

理论课程与校外的顶岗实习工作，对学生进行“知

识+能力+素质”的一种教育培养模式[6]。这种模式

实质上是对告知三年的学制进行了更具体的一个

划分。即用两年的时间完成对学生理论知识、基本

素质的培养，用一年时间让学生进行实践，了解连

锁行业的基本状况。实习学生在企业工作期间，也

要安排教师关注学生的实习动态，关注学生的专业

发展状况，关注学生利益，让学生有不同的“冷暖”

体验，让学生懂得吃苦，懂得苦中作乐，在艰苦的工

作中学习。

4.2.3“弹性学期制”的培养模式。所谓“弹性学

期制”是将一个学年分为几个学期，利用灵活性的

学期实现工学结合[6]。这种模式打破了原来的学期

分割模式，目的是放眼未来，让学生可以经常阶段

性地进行实践、实习，提高他们的实践能力与职业

技能，为学生毕业后可以找到一份好的工作打下基

础。学校与企业的合作的一大障碍就是学校的实

习时间与企业缺工时间有较大的偏差，由于连锁行

业特别低连锁大卖场其受市场季节性波动影响明

显，企业对于学生顶岗实习的需求在一年也有较大

的波动，在诸如“春节、中秋、国庆、五一”等节假日，

企业对于学生顶岗实习的需求就非常大，也非常积

极的谋求合作，所以学校在进行学生顶岗实习安排

时既要考虑正常的教学规律，但又应兼顾企业实际

的经营状况，只有很好的满足学生、学校与企业三

方利益，找到校企合作的结合点，让参与者都能获

利，这样工学结合才能顺利、稳定的实施。所以，基

于此学校可以根据企业的实际情况，将学期进行调

整，比如可将学生的顶岗实习安排在每年的“1、2、

10、12”这几个月，以此来划分学期，来进一步完善

这种“弹性学期制”的工学结合模式。

4.2.4 完善实验实训室建设。建立完善的专业

实验实训室是专业建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实

习基地的建设，关键是重视校企双方的利益，要建

立健全实习基地的机制保证。在校内实训室的建

设上，应征求企业意见，尽可能地使实训室仿真，真

正能起到一定的作用。连锁经营专业实训室建设

应做好以下几点：

（1）“软”“硬”双结合。连锁经营专业的实训室

必须做到“软”“硬”结合的理念。由于连锁经营企

业统购分销的运营特点，其经营成功与否的关键在

于连锁模式下的管理信息系统的先进程度以及信

息字眼的共享程度。校内实训室必须利用模拟真

实工作场景的管理软件来对学生进行相关内容的

训练，比如资料的搜集、数据的分析、决策能力等职

业能力。训练的重点是基于工作环节去提炼工作

任务，因此“软”理念体系体现在软件建设与选择运

用上。同时“硬”理念体现在操作层面能力的培养

上，可以寻求卖场、便利店等企业的合作，购置必要

的实训“硬件”，如真实货架、收银机、POS机、理货

台、条码设备、模拟商品等，用于学生基本门店经营

操作能力的培训。贯彻“软”“硬”结合理念的校内

实训室，必然会成为学生基本操作能力与管理能力

综合训练的优秀平台。

（2）软件的选择与高效运用尤为关键。在不同

业态的连锁经营管理、总部对门店的管控等都需要

依靠实训软件的运用。软件的选择首先必须要以

满足教学为基本要求。软件必须涵盖所有常规的

零售业态，且内容需要达到师生互动的效果；其次

软件必须要支撑教师科研工作，为专业建设、课程

建设、相关课题研究提供支撑。而企业软件通常比

较局限于业态，所以学生使用效果不佳，而应选择

专业软件开发公司的软件；第三，软件需要满足数

据库能开放并不断更新的功能，能做到在这一点的

软件非常少，企业能定时将自己真实的数据在软件

中开放，需要学校、企业以及软件制作三方面的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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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沟通，这样的软件才能真正达到实训的目的，效

果才会达到最优。

（3）实训室的内部设计的仿真性。实训室虽为

模拟经营的场所，但实训室的设计要逼真，要让学

生有真实感。首先实训室门口应悬挂实训室标牌，

如某超市实训室；其次实训室应划出一块空间，布

置总部各业务机构的工作场景；第三，将整个实训

室布置为门店的前后台，前台电脑设备中应有进

货、销售、入账系统，而后台电脑设备中要有存货管

理、补货以及与总部联系的系统。

（4）实训室的设计要有人力资源培训元素。人

力资源管理是连锁企业管理的重中之重。员工的

工作态度、对企业文化的接受度等是企业发展的支

撑，因此，实训室在设计上要突出连锁企业人事结

构，让学生清楚自己的奋斗目标，让学生感受到从

基层做起是走上管理岗位的必经之路，自己的未来

是光明的。这样的设计元素可以有几个好处，第一

是让学生明确自己必须从普通员工的一线工作做

起，并要合理进行职业规划；第二是让企业明确学

生的价值，并将培训这些连锁专业的学生成为企业

支柱植根于他们的思想中。

当今世界已经进入了信息化、新经济时代，市

场呈现出国际化与一体化趋势。连锁业面临日益

激烈的市场竞争，连锁企业急需大量的专业连锁人

来充实企业、帮助企业，作为连锁经营专业人才的

培养阵地的高校连锁专业来说，任务重大，必须充

分分析，努力建设好专业，这样才能为企业输出更

多的连锁实用性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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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f Specialty Construction in Chain Management of Vocational Colleges

LU Nan
（Anhui Business College of Vocational Technology, Wuhu, Anhui 241000）

Abstract: In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economy days, the chain operation mode has become the most common

and important mode in the current commercial operation. However, the main problem in the development of chain

operation is lack of the professionals of the chain operation. Therefore, it’s important for the vocational colleges

which are the main places to cultivate the chain management talents to make the reasonable and scientific specialty

construction. Starting from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hain management and the current status of talent demand, the

paper analyzes the necessity and the existing problems of constructing the chain management specialty in the

vocational colleges. It also puts forward many suggestions to make the specialty construction closer to the reality and

to produce more chain management professionals welcomed by the enterpri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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