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研究生精品课程简介

课程名称： 运作管理 课程代码： 2100006 年均选课人数：200

开课学院：管理与经济学院 授课教师： 张祥

项目 内容

教师

风范

张祥，教授、博导。主持 20 多项科研项目，包括 3 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一项北

京市哲学社会科学重点项目等。累计发表论文近 60 篇，其中 SCI/SSCI/EI 检索 30 多篇，出版

专著和译著 4 部。获“全国优秀博士论文提名论文奖”，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和北京市

优秀人才培养资助计划。

张祥教授在教学过程中，坚持贯彻育人为本、立德树人的精神，同时将学科前沿和最新管

理实践引入课堂教学。曾获北京理工大学“师德先进个人”及“三育人先进个人”称号，入选

2015 年学校首届“良师益友——我心目中的好导师”44 人名单，曾获得北京高校青年教师社会

调研优秀成果一等奖。培养的学生中多人获得北京市优秀毕业生称号。

课程

思政

在教学过程中,积极贯彻十八大提出的“坚持教育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为人民服务”

的思想，通过结合课程内容讲述本土企业的运作实践案例，挖掘和阐发我国企业和企业家奋发

图强的精神。例如，在运作战略中根据新的科研成果，增加“累积能力理论”知识点，同时运

用自主开发的案例，通过剖析我国柴油机重点企业沪东重机从制造型企业向综合制造与服务转

型的过程,阐明国家强盛和经济发展是大中型企业成功转型的坚强后盾。通过讲解比亚迪等本土

企业迅速成长并成功扩张国外市场的案例，突出我国企业在国家政策引领下所取得的巨大成绩。

通过介绍聚利科技等本土企业案例，突出民营企业自强不息、持续改进的精神。通过讲述华为、

小米、京东智慧物流等案例，体现我国企业自主创新的精神，激发学生爱国、爱企业、爱钻研、

锐意进取的意识。通过介绍商飞成功研制大飞机的案例，体现党的领导和国家战略是取得这些

重大成果的保证。通过介绍中国制造 2025 及其与工业 4.0 等的区别，使学生了解我们的国家战

略，鼓励学生更好地为国家现代化建设服务。

前沿

知识

本课程在教学内容设计和知识传授方面，注重结合本学科的科研前沿和最新实践，并借助

先进的教学设施和质量保障体系，保证前沿知识传授过程中的高质量和高效率。

张祥教授注重将国内外一流学术成果融入到教学内容中，不断推陈出新。例如，在“库存”

等章节中，通过介绍国内外同行在库存和供应链决策研究中的新成果，使学生了解在随机情况

下库存优化决策的基本思想和方法。在“运作战略”等章节，通过介绍张祥教授自己关于累积

能力理论、订单生产策略、以及顾客参与的开放式运作等发表在一流 SCI 期刊上的相关科研成

果，进一步凸显运作战略的演化特点，丰富该领域的知识体系。

本课程非常关注最新的实践前沿，使前沿理论和最新实践相结合。采取的措施主要有三方

面。第一，自主开发最新企业实践案例。例如，在“选址策略”一章中，通过开发我国的互联

网独角兽企业实践案例，讲解传统领域与互联网+结合背后蕴含的决策原理及其运作原则，启发

和开拓学生们在看似不可能的领域开拓新市场。第二，邀请企业高管走进课堂分享一手管理经

验。第三，带领学生走出课堂，深入领先企业的现场，增加学生对运作管理相关原理、方法、

管理技术的感性认识。

本课程还设计了一流的质量保障体系，并利用各种先进的教学设施来确保前沿知识的传授

质量。围绕 AMBA 认证、EQUIS 认证、以及 AACSB 认证要求，对教学内容科学规划，先后对课程



教案、课程地图、学习效果评价、学习目标、小单元教学、案例教学等重新进行了设计与优化，

并在学院、学校支持下，利用先进的教学设施来更好地开展教学活动。先后将 Blackboard 在线

系统、智慧教室、多媒体、微信课程群等作为辅助教学手段，在及时辅教、辅学和答疑互动等

方面获得了很好的效果，提升了传授前沿知识的质量和效率。

创新

思维

(如创新性、批判性、颠覆性思维的培养过程，1000 字)

本课程通过案例教学和研究性教学，培养学生的创新性思维、批判性思维和颠覆性思维能

力。

案例教学主要以问题导向，从发现新问题和创造性解决问题两方面来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

第一，自主开发新案例，通过案例教学，带领学生一起发现新的运作管理问题。例如，通过开

发网约车巨头滴滴成长的案例，深入揭示移动和共享经济背景下的新型运作模式及其五条相关

原则。第二，带领学生一起撰写案例，通过撰写案例来创造性的解决现有的运作管理问题。例

如，通过指导 MBA 学生撰写《晶圆公司制造部“蒲公英”小组织化活动》等案例，揭示小组织

和员工参与对于流程性生产企业突破精益生产持续改进瓶颈的重要性。该案例成果也最终得以

出版。

研究性教学主要通过结合学生自身企业的运作问题，通过构建新模型，并分析和撰写更为

深入的研究性论文来实现。例如，通过指导学生对企业内部能耗增加、员工节能意识薄弱等问

题的深入思考，指导学生研究员工节能行为对降低整个企业能耗的影响程度，发现增加员工节

能知识和技能、提供高层支持、提高节能感知价值等可显著增加节能效果，使学生深刻认识到

企业节能除了技术节能外，还可以通过管理创新来进一步提升节能效果。又如，针对网络平台

这一新型运作方式，指导学生分析网络平台运营中的补贴策略以及防范作弊的策略。

本课程通过对最新业态的深入分析来培养学生的创新性思维。例如，本课程通过对淘宝网

红店的快速崛起现象的分析，来揭示这类现象背后所蕴含的移动经济和粉丝经济下的新的运作

原理，再通过对这些网红店的弊端的分析，来找出其违背的运作原理，并引导学生进一步思考

和提出相应的有效应对策略。

本课程通过剖析现实社会中的不同声音，来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能力。例如，在讲解影

响企业运作的外部因素时，通过分析曾经轰动一时的上海某著名外资汽车零部件公司发表环保

影响汽车供应链的事件，引导学生辨析其背后的利益诉求和动机，展示十八届三中全会第一次

会议提出的“绝不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去换取一时的经济增长”的坚定态度和改善生态环境的决

心。

本课程通过对身边企业快速成长历程及其所用运作策略的分析，培养学生颠覆性思维能力。

例如，通过讲解网约车领域的两次大型竞争事件，揭示出原来需要十年左右才能培育成熟的移

动支付市场，能在不到一年的短时间内，通过补贴等策略迅速培育壮大，并一直持续快速发展。

通过智能手机行业的崛起使得口香糖和相机行业日益没落等实例，说明当今跨界竞争条件下的

运作特点及其应相关原理。

通过以上途径，让学生通过小组分析、课堂讨论、作业和考试答题等形式，来深度参与其

中，并结合教学进度进行师生互动或给予点评，对学生的创新性思维培养情况进行评估、反馈

和改进，形成创新性思维培养的闭环。

学习

效果

（典型的学习效果，800 字。此项属于选择项。）

本课程深受各届学生的喜爱，多名学生后续的毕业论文选题为运作管理方向，其中的多位

同学还获得校级和北京市级优秀毕业生称号。本课程结束后，大家纷纷通过微信、邮件或留言

板等等形式，表达学习这门课程后的感受。现摘录部分同学的留言如下：









学院

意见

（内容真实性、是否同意校园网展示等。）

学院领导： 年 月 日

识别下方二维码可参与课程的互动评价：

对研究生课程建设任何意见建议，请联系研究生院培养办公室：mayc@bit.edu.cn

mailto:mayc@bit.edu.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