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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双渠三融四体”高职农村电子商务人才
培养模式研究

周　原 1　周文琦 2

（1. 河源职业技术学院，广东 河源 517000；

2. 泰国玛希隆大学，曼谷 10200）

摘要：为了响应国家战略对农村电商人才的需求，2021 年高职专业目录增设农村电子商务专业。由于新专业建设年限较短，很多高

职院校对农村电子商务专业的人才培养目标不清晰，课程设置不科学，师资建设不完善，校企合作不规范，导致农村电商人才培养和人

才需求无法精准对接。因此本研究基于OBE理念和我校农村电商专业实践 探索基础上构建“以学生和涉农社 会人士为主体；融合创业教育、

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课程思政；围绕校、企、行、政四主体协同育人”为内涵的“双渠三融四体”的农村电商人才培养模式，以期为高

职农村电商人才培养提供借鉴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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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2021 年教育部发布《 职业教育专业目录》中新增高职“农村

电子商务”专业。截至目前，全国仅有 30 多所高职院校开始了农

村电子商务专业。作为一个新专业，由于开始时间短，开始院校

少，就导致农村电子商务专业的人才培养模式与路径等研究尚少，

大部分研究多在农村电商人才需求情况、人才培养现状、创新创

业培养、产教融合等比较零散方面进行研究。人才培养模式主要

涵盖了人才培养目标、课程体系、教学方式、师资力量、管理机

制等方面。人才培养是一个系统性、科学性、实践性的工程，除

了包含自身的目的性、功能性外，还要和外界进行沟通和交流。

针对目前农村电商专业人才培养过程的问题，唐晓双（2020）

提出精准扶贫植入高职电商专业时人才培养目标缺乏多样性。赵

爽（2021）提出要在高职农村电商人才培养中构建本地农村人才

的培养，将学生教育和本地农村人才培养进行融合。邱金林（2022）

认为目前农村电商人才的供给与需求匹配度不高，实践教学环节

与农村实际情况脱节，培养的人才不愿意到农村发展，缺少“三

农”情怀。张茜芮（2023）认为缺少专业化的电商专业教学机制，

特别在产教融合方面加强。这些研究的提出有利于帮助高校农村

电商专业发现问题，找到解决的策略，具有良好的借鉴价值。

在前者的研究基础上，基于 OBE 理念构建了“以学生和涉农

社会人士为主体；融合创业教育、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课程思政；

围绕校、企、行、政四主体协同育人”为内涵的“双渠三融四体”

的农村电商人才培养模式。主要解决了以下几个问题：第一，解

决培养对象单一问题，将本地涉农人才和学生融合培养，双方取

长补短；第二，解决人才培养与企业人才能力需求脱节的问题；

第三，解决学生缺乏“三农”情怀问题；第四，解决学生从业能

力和职业能力发展问题，以期为相关院校农村电商专业提供借鉴

和参考。

二、相关概念界定和理论基础

（一）相关概念界定

1. 农村电商

鲁锡杰（2016）强调农村电子商务有三个层次，包括县级电

子商务、农村电子商务和农产品电子商务。魏一萍（2017）根据

之前的研究基础提出农村电商是基于互联网的关于三农的一种商

业模式。因此本文中所指的农村电商不仅仅是农产品，而是包含

了基于信息技术基础上的涉农相关的旅游，新媒体下的农产品销

售，农村电商政务等方面。

2. 农村电商人才

潘朝阳等（2017）认为，农村电子商务与这些市场的发展特

点是相容的。可以分成四类，分别是具备战术、管理、商务和技

术特征。因此本文涉及的农村电商人才是指具备互联网思维，掌

握了市场营销、电商运营、供应链、项目管理等技能的复合型人才。

（二）理论基础

1.OBE 理念

阿查亚（2003）提出 OBE 该模型应用于四个不同的单元：学

习产出、实现学习产出、学术产出的评估和学术产出的使用。在

人才培养实施过程中，基于农村电商领域工作中需要的知识、核

心能力和素质的培养为目标，以培养对象为主体，以产教融合为

主线，以课程改革为抓手，重新构建人才培养模式。

2. 职业胜任力

常健聪等（2019）认为农村电商人才胜任力包括管理技能、

营销技能、专业技能、职业素养和个人内在因素。

综上所述，通过文献梳理界定了农村电商和农村电商人才培

养概念的范围，结合 OBE 和职业胜任力理论，明确农村电商岗位

要求的职业能力，为进一步农村电商人才培养指明了方向。

 三、“双渠三融四体”农村电商人才培养模式构建

（一）农村电商人才职业胜任力实证研究

1. 指标选取和数据来源

2023 年 8 月 23—25 日走访了河源 市紫金县九和镇政府及热

水村、黄砂村、芫芬村、九和村，以及紫金县瑞彤种养农民专业

合作社，黄砂吉盛种养农民专业合作社进行访谈，本文在访谈和

文献的基础上，构建了涉农产品市场运营、涉农产品品牌建设等

17 项胜任力指标。

2. 探索性因子分析

本研究选取了涉农电商企业、政府和行业协会的相关人员发

放问卷，回收有效问卷 117 份。 通过运用 SPS S23.0 软件对有效

问卷中的 50% 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被检测样本 Alpha 系数值

为 0.812，大于 0.8，说明信度较高。KMO 值为 0.705，大于 0.7，

Bartlett 球形度检验显著性为 0.000（p<0.05），说明适合做因子

分析。

本文采用了最大方差法，对因子载荷矩阵进行了旋转。旋转

后结果如下如表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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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旋转成分矩阵

名称

因子载荷系数

共同度 

因子 1 因子 2 因子 3 因子 4 因子 5

涉农产品市场运

营
0.821 0.725

涉农产品品牌建

设
0.787         0.704

涉农产品供应链

管理
0.863 0.794

涉农产品政务服

务
0.854 0.788

 执行能力 0.739 0.647

抗压能力   0.828       0.735

创新创业意愿 0.847 0.758

服务三农意愿 0.82 0.72

组织能力 0.847 0.763

决策能力     0.84     0.72

沟通与激励能力 0.832 0.748

数据分析 0.832 0.793

短视频策划推广   0.836 0.755

文案策划推广     0.802   0.705

直播运营能力 0.844 0.79

熟悉各电商平台

规则
  0.808 0.732

电商推广能力   0.824 0.757

（二）高职院校农村电商人才职业能力培养分析

我们分别选取了 5 所高职涉及农村电子商务人才培养的普通

高职班和继续教育学院农村大学生班进行问卷发放，每个学校高

职普通班随机发放 180 份问卷，农村大学生班随机发放 120 份问卷，

共发放问卷 300 份，回收有效问卷 292 份。

对应农村电商人才岗位胜任力 5 个维度指标，对农村电商人

才培养评价结果的一级指标进行排序，电商运营技术操作能力提

升（4.047）〉项目策划能力提升（3.913）〉素养和个人意愿（3.607）〉

团队管理能力提升（3.565）〉高阶综合能力提升（3.304）。由此

可见高职院校在农村电商人才培养方面更注重基础的技术操作能

力培养，但高阶的综合运营和管理能力培养欠缺。

从二级指标得分来看，目前得分较高的有直播运营能力

（4.099），电商推广能力（4.024），熟悉各电商平台规则（4.017），

短视频策划推广（3.952），文案策划推广（3.938），数据分析（3.849），

执行能力（3.829）等。较低的指标有涉农产品政务服务（3.127），

涉农产品供应链管理（3.233），服务三农意愿（3.253），涉农产

品市场运营（3.411），涉农产品品牌建设（3.445）。从指标分析

结果看，高职院校在基础技能培养上做得比较好，但是在整合和

综合运用能力还十分欠缺，学校缺乏对学生在三农服务方面的引

导，导致学生服务三农意愿不够。

四、结论和建议

（一）“双渠”育人

“双渠”育人主要是打通普通高职学生和继续教育农村大学

生融合培养渠道，增加双方相互学习和交流的机会。比如组建学

习小组，项目小组，交流会等形式进行取长补短。继续教育农村

大学生可以利用以往的经验让普通高职学生更加了解农村，增强

服务“三农”的意愿，可以依托项目带动学生参与到农村的创业

实践中。而普通高职学生可以在技术技能方面指导农村大学生，

提升他们的技术技能。

（二）“三融”育人

无论是针对普通高职学生还是继续教育的农村大学生，都可

以通过融合创业教育、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课程思政三个方面进

行育人。指导教师要深入农村收集相关创业项目，或是带领学生

协助辅导各类农村创新创业大赛，并将这些项目引入到创业教育

中。在课程建设方面要加强课程思政培育，引入相关国家支持“三

农”政策，树立服务“三农”的职业荣誉感，让更多的学生愿意

毕业后投身到建设新农村。以获取“互联网营销师”“电子商务师”

等职业技能等级证书为目标，帮助学生完成从“学生”到“职业人”

的 转变。

（三）“校企行政”协同育人

在农村电子商务人才培养方面，高校教师应与当地主管创新

创业教育培训的人社部门加强沟通联系，建议当地政府出台相应

政策，特别是针对普通高职毕业生和继续教育农村大学生在就业，

创业，职业技能等级认证给予一定的政策支持和资金补贴。以“产

业学院”为抓手，与企业，行业和政府共建师资队伍，共建人才

培养基地，共同完善人才培养方案和课程体系，将企业、行业项

目融入日常教学中，教师科研项目中，教师社会服务项目中，形

成以教师和学生团队为核心，以企业，行业，政府为支持的协同

育人体 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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