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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电子商务行业的高速发展对于中职院校的电商专业人才教育

提出了更多要求。对于中职院校而言，要在对现有人才培养模式

进行更新的同时，也要对现行电商专业学生职业能力评价指标体

系进行现状分析，并及时落实配套优化调整。

1　中职电商专业学生职业能力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背景

现阶段，我国电子商务产业迅速发展，且随着电子商务产

业的逐步成熟，行业对于专业人才的职业能力水平也提出了更多

要求。中职院校承担着向社会输出高质量专业技术人才的任务

[1]，在当前的大背景下，需要及时展开对中职电子商务专业人

才培养目标的变更。就目前中职电子商务专业的建设发展情况来

看，相应专业的招生人数与规模表现出逐年递增的发展趋势，但

是与之相对应的是，无论是在专业建设还是课程体系方面，实际

的中职电子商务专业教育均存在明显的滞后性，导致实际培养出

的专业人才无法满足行业现实需求，学生职业能力偏低。基于此，

需要结合行业现状变更专业人才培养目标与模式，同时构建起更

为配套、科学的中职电商专业学生职业能力评价指标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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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中职电商专业学生职业能力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现状

综合中职院校电商专业的教学内容、相关企业以及教师访谈

资料、相关文献研究，完成对中职电商专业学生职业能力评价指

标体系的设置。

基于上述构建思路，在当前的中职电商专业学生职业能力评

价指标体系中，设定了5项一级指标，即有：技术、商务营销、商

务管理、综合素养能力、创业能力。针对各个一级指标落实进一

步细化，完成对应二级指标的设定，具体有：第一，技术。其中

包含UI设计技能、ASP/PHP技能、EDI运作技能、网站维护与修复

技能、数据库应用技能这几项二级指标。第二，商务营销。其中

包含品牌IP化能力、客户服务能力、SEM营销能力、Web2.0营销

能力、内容营销能力、职业素养这几项二级指标。第三，商务管

理。其中包含商务合作能力、网公关危机处理能力、电子商务系

统安全管理能力、电子商务项目的评价能力、项目的策划与实施

管理能力这几项二级指标。第四，综合素养能力。其中包含网络

调研、审美能力、心理调节能力、自我学习能力、商务沟通与合

作、对电商营销的认知能力这几项二级指标。第五，创业能力。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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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包含社交能力、团队建设、相关工作经验这几项二级指标。

总体而言，在现行的中职电商专业学生职业能力评价指标体

系中，共包含5项一级指标以及25项二级指标。

3　中职电商专业学生职业能力评价指标体系的优化思路与

实现

3.1 中职电商专业学生职业能力评价指标体系的总体优化

思路

为验证现行的学生职业能力评价指标体系的质量现实情况、

科学性，使用问卷调查的方式进行现状与质量分析，并结合相

应分析结果确定出最终的中职电商专业学生职业能力评价指标体

系构建方案。

优化构建中职电商专业学生职业能力评价指标体系的主要操

作步骤设定如下：梳理相关文献，研究相关政策以及当前中职

电商专业所使用的人才培养方案，在此基础上设定出中职电商专

业学生职业能力评价指标体系[2]；参考现行的中职电商专业学生

职业能力评价指标体系内容，提炼其中包含着的一级指标与二级

指标，面向学校教师、相关企业、中职电商专业学生展开问卷

调查；综合调查分析结果，对现行的指标体系中所纳入的指标

以及各个指标类别划分的科学合理性做出判断，在此基础上形成

中职电商专业学生职业能力评价指标体系的优化构建方案。

3.2 现行中职电商专业学生职业能力评价指标体系的分析

方法

针对前文初步设定的中职电商专业学生职业能力评价指标体

系展开分析，对其中所设定指标以及各个指标类别划分的科学合

理性做出判断。对于职电商专业学生职业能力评价而言，学校教

师与企业具有较强的发言权[3]，其次为中职电商专业学生。因

此，在本次对初步设定的中职电商专业学生职业能力评价指标体

系进行科学合理性判断与质量分析期间，主要面向学校教师、相

关企业、中职电商专业学生分别发放调查问卷[4]，问卷的主题设

定为“中职电商专业学生职业能力”。选取“技术”一项中所设定

的二级指标为例进行具体说明。在面向学校教师发放的调查问卷

中，提出“您认为目前电子商务专业应届毕业生掌握的技术能力

具体有哪些？（多选）”的问题，列出对应二级指标，让教师结合

自己的教学经验划出选项。在面向中职电子商务专业学生发放的

调查问卷中，提出“作为电子商务专业的应届毕业生，你目前掌

握的技术能力具有哪些？（多选）”的问题，列出对应二级指标，

让学生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划出选项。

同时，进一步面向学校教师、相关企业以及学生共同发放“中

职电商专业学生职业能力”综合调查问卷，该问卷使用了五级李

克特量表形式，针对各个选项分别赋值1-5，对应代表着由低至高

的重要程度。选取“技术”一项中所设定的二级指标为例进行

具体说明。在该调查问卷中，提出“在下列中职电商专业学生

职业能力要素中，各个要素对于限学生职业能力评价的重要性如

何？”的问题，列出对应二级指标，并设定 1-5 分的选项，1

代表最不重要、5代表最重要，让接受调查的主体结合个人经验

进行打分。同时，针对所有设定的职业能力调查项目提前实施

编码处理，即有 A1、A2、A3、A4、A5 等。调查问卷共向学

校教师发放32 份，回收率为100%；向相关企业发放20 份，回

收率为100%；向中职电子商务专业学生发放110 份，回收103

份，回收率为93.6%；综合发放问卷162 份，回收155 份，回

收率为95.6%。

3.3结果分析

使用因子分析的方式对学生职业能力各个项目之间所存在的

共性进行分析与探讨，以此在大量项目中提炼出更具代表性的因

子，促使具备相同性质的项目在同一个公因子内得以归纳。对于

所有公因子对原始变量的影响程度，主要利用公因子的累积方差

贡献率进行确定，具体而言，当影响程度保持在相对较高的水平

时，可以确定出相应公因子对于原始变量的提取以及概括程度也

保持在相对较高的水平。通常情况下，只要保证累积方差贡献率

与70%更加接近即可，本次调查分析中所得到的累积方差贡献率

约为67.66%，具体如下：组件1（技术）旋转荷载平方和总计约

为4.74，方差百分比约为18.95，累积约为18.96%；组件2（商务

营销）旋转荷载平方和总计约为3.92，方差百分比约为15.67，累

积约为34.63%；组件3（商务管理）旋转荷载平方和总计约为

3.36，方差百分比约为13.45，累积约为48.08%；组件4（综合素

养能力）旋转荷载平方和总计约为3.10，方差百分比约为12.40，

累积约为60.48%；组件5（创业能力）旋转荷载平方和总计约为

1.80，方差百分比约为7.18，累积约为67.66%。

依托最大方差法的应用，使用VARIMAX旋转完成对因子的旋

转处理，此时，若是单一测量项目与所对应的系数高度相关且高

于0.5，则可以做出“可接受”的判断；而若是度量项与非对应因

子之间存在着偏高的相关性且高于0.4，则必须要做出“不可接

受”的判断，所对应的措施、项目需要进行修改或者是直接取消。

在旋转处理后，组织展开成分矩阵的构建，并实施对比分析，所

得到的结果表明：

项目的策划与实施管理能力、电子商务系统管理能力、电子

商务项目评价能力、网络公关危机处理能力、商务合作能力这几

项变量在“商务管理职业能力”的因子上存在着偏高的相关度，分

别为0.848、0.825、0.815、0.789、0.700，均保持在不低于0.7

的状态下；这几项变量能够实现对中职电子商务专业学生的商务



    89

Educational Teaching,教育教学,(5)2023,3
ISSN:2705-0912(Print);2705-0866(Online)

管理能力中职业能力的集中反映，归类后划分出“商务管理”

这一项一级指标，5 项变量分别设定为“商务管理”下的二级

指标。

内容营销能力、客户服务能力、品牌IP 化能力、SEM 营销

能力、Web2.0营销能力、职业素养能力这几项变量在“商务营销

职业能力”的因子上存在着偏高的相关度，分别为0.850、0.815、

0.756、0.716、0.658、0.510，均保持在不低于0.5的状态下；这

几项变量能够实现对中职电子商务专业学生在商务营销方面各项具

体能力的集中反映，归类后划分出“商务营销”这一项一级指标，

6 项变量分别设定为“商务营销”下的二级指标。

自我学习能力、审美能力、网络调研能力、心理调节能力、对

电商营销的认知能力、商务沟通与合作这几项变量在“职业素养”

的因子上存在着偏高的相关度，分别为0.746、0.680、0.621、

0.591、0.584、0.579，均保持在不低于0.5的状态下；但是，其

中的“商务沟通与合作”这一变量与“商务营销职业能力”的因

子之间也存在着高于0.4水平的相关度，即有0.549，结合前文的

说明，必须要做出“不可接受”的判断，所对应的措施、项目需

要进行修改或者是直接取消，因此要将“商务沟通与合作”这一

变量舍弃；除“商务沟通与合作”这一变量之外，其他几项变量

能够实现对中职电子商务专业学生综合职业素养的集中反映，归

类后划分出“综合素养能力”这一项一级指标，5项变量分别设定

为“综合素养能力”下的二级指标。

UI设计技能、数据库应用技能、网站维护与修复技能、EDI

运作技能、ASP/PHP 技能这几项变量在“电商营销专业技术能

力”的因子上存在着偏高的相关度，分别为0.825、0.711、0.711、

0.617、0.588，均保持在不低于0.5 的状态下；这几项变量能

够实现对中职电子商务专业学生在进行商务营销时所需要及常用的

各项专业技术能力的集中反映，归类后划分出“技术”这一项一级

指标，5项变量分别设定为“技术”下的二级指标。

相关工作经验、团队建设、社交能力这几项变量在“附加能

力”的因子上存在着偏高的相关度，分别为0.766、0.613、0.587，

均保持在不低于0.5的状态下；这几项变量能够实现对中职电子

商务专业学生职业能力中附加能力的集中反映，换言之，能够反

映出电子商务专业学生基本职业能力基础上更具备持续性以及竞

争性的附加能力，归类后划分出“创业能力”这一项一级指标，3

项变量分别设定为“创业能力”下的二级指标。

综合上述分析结果，可以得到的是，在前期初步设置的中

职电商专业学生职业能力评价指标体系中，除需要对“商务沟

通与合作”这一项二级指标进行删除处理之外，其余的指标设

定与类别划分均具有较为理想的科学性与合理性。

3.4中职电商专业学生职业能力评价指标体系的优化构建与

最终方案

结合前文对现行的中职电商专业学生职业能力评价指标体系

所展开的因子分析结果，以此实现对中职电商专业学生职业能力

评价指标体系的最终构建。整个体系可以划分为三个层次，具

体为目标层、一级指标层以及二级指标层。其中，目标层设定

为中职电子商务专业学生的职业能力；一级指标层内设置了5项

一级指标；二级指标层内共设置了24 项二级指标。其中，“综

合素养能力”下设的“商务沟通与合作”这一项二级指标在最

终评价体系构建中被剔除（在进行因子分析后舍弃）。

在最终确定的中职电商专业学生职业能力评价指标体系中，

设定5项一级指标，即有：技术、商务营销、商务管理、综合素养

能力、创业能力。针对各个一级指标落实进一步细化，完成对应二

级指标的设定，具体有：第一，技术。其中包含UI设计技能、ASP/

PHP技能、EDI运作技能、网站维护与修复技能、数据库应用技能这

几项二级指标。第二，商务营销。其中包含品牌IP化能力、客户服

务能力、SEM营销能力、Web2.0营销能力、内容营销能力、职业素

养这几项二级指标。第三，商务管理。其中包含商务合作能力、网

公关危机处理能力、电子商务系统安全管理能力、电子商务项目的

评价能力、项目的策划与实施管理能力这几项二级指标。第四，综

合素养能力。其中包含网络调研、审美能力、心理调节能力、自我

学习能力、对电商营销的认知能力这几项二级指标。第五，创业能

力。其中包含社交能力、团队建设、相关工作经验这几项二级指标。

4　总结

综上所述，现行的中职电商专业学生职业能力评价指标体系

还存在着一定的不科学性，需要结合现实分析结果对相应体系内

评价指标的设定方案实施调整，从而形成更具科学合理性的中职

电商专业学生职业能力评价指标体系，为专业人才的优化培养提

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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