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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职院校跨境电商金课建设探索研究 

——服务粤港澳大湾区链长制 
彭明程 

（江门职业技术学院  广东江门  529090） 

【摘  要】“链长制”是为适应双循坏新发展格局下的产业管理需要，对其产业政策形态所做的突破性尝试。高职院

校跨境电商人才的培养备受关注，目前高职跨境电商课程建设、教学模式仍存在很多问题，突出表现为课

程设置与行业需求脱节，课程内容实用价值不高，毕业生职业素养不高，毕业生无法胜任实际工作等。因

而，构建和创新新时期跨境电商职业发展的金课建设，着力对跨境电商人才链进行强链补链，打通跨境电

商人才链“最后一公里”，提升人才培养规格和质量至关重要。从行业企业需求痛点难点、课程教学规律、

特征、主要矛盾为突破点进行金课建设，采用“任务驱动” “模块教学” “项目教学” “项目孵化” “成

果认定” “积分互换”贯穿于整个教学工作全过程，提升跨境电商人才核心竞争力，服务粤港澳大湾区链

长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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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 

“链长制”首次出现 2021 年 4 月广东省两会期间，

政府报告提出构建核心技术自主可控的全产业链，培育一

批链主企业和生态主导型企业，探索实施“链长制”。2019

年 7 月，构建“一核一带一区”区域发展新格局指出要优

化珠江口东西两岸优化配置，引导多元化产业发展格局促

进高端要素，促进粤港澳大湾区跨境互联互通。2018 年 6

月，教育部党组书记、部长陈宝生在“新时代全国高等学

校本科教育工作会议”上提出要把高校教育中的“水课”

变成“金课”。2019 年 2 月，“职教二十条”明确指出鼓

励各级社会力量参与各类职业教育，深化产教融合，育训

结合，推动校企深度协同育人，形成多元化办学格局。构

建校企同频共振、互利双赢的金课建设实践研究服务粤港

澳大湾区链长制，无论是职业教育还是区域经济的发展都

具有深远的意义。 

2  开展跨境电商金课建设的重要性 

2.1  “一核一带一区”区域新发展格局、链长制

高质量内涵式发展的需要 

“链长制”是为适应双循坏新发展格局下的产业管理

需要，对其产业政策形态所做的突破性尝试，通过实施“链

长制”，做实平台载体、强化要素投入、强化政策配套、

提升人才培养规格等方面，实现产业链、创新链、人才链

“三链”融合发展的良好局面。高等职业教育侧重于与工

作相关的知识、技能的逻辑性和完整性，培养服务第一线

的技术应用型人才。鉴于跨境电商的快速发展和相关人才

匮乏，高职院校跨境电商人才的培养备受关注，但目前高

职跨境电商课程教学模式仍存在很多问题，突出表现为课

程设置与行业需求脱节，课程内容实用价值不高，毕业生

职业素养不高，毕业生无法胜任实际工作等。因而，构建

和创新新时期跨境电商职业发展的金课建设，着力对跨境

电商人才链进行强链补链，打通跨境电商人才链“最后一

公里”，提升人才培养规格和质量至关重要。鉴于此，以

高职跨境电商类专业为研究对象，融入本土龙头跨境电商

及外贸企业，提出服务粤港澳大湾区链长制的高职院校跨

境电商金课建设实践研究。本课题就是从跨境电商人才

链、行业企业需求痛点难点、课程教学规律、特征、主要

矛盾为突破点进行金课建设，采用“任务驱动”“模块教

学”“项目教学”“项目孵化”“成果认定”“积分互换”贯

穿于整个教学工作全过程，提升跨境电商人才核心竞争

力。因此，本课题的研究对“一核一带一区”区域新发展

格局、链长制高质量发展、人才培养模式改革、课程改革

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2.2  旺盛的行业需求及区域经济新增长极的需要 

据海关总署广东分署统计，2019 年广东省跨境电商

进出口总值 1107.9 亿元，占全国跨境的 59.5%，居于首位。

全国共有 105 个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广东省 13 个，无

论数量还是体量都是全国第一，85%的跨境电商进出口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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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于粤港澳大湾区。在中美贸易战和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等

复杂多变的新形势下，中国过去加入的全球产业链供应链

面临巨大考验和挑战，各地需要补短板、促转型、强长板、

稳产业，成为双循坏新发展格局的核心基础，构建体系竞

争力力强的现代产业链，是“链长制”研究的方向。开展

服务粤港澳大湾区链长制的跨境电商金课建设实践研究

对于旺盛的行业需求及区域经济新增长极都具有很强的

研究价值。 

3  高职跨境电商人才培养现状分析 

3.1  人才培养规格质量、课程设计与行业需求脱

节 

长期以来，高校倾向于以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及学校自

身的评价体系来实施学历教育，从而形成了跨境电商相关

专业的高校教育与社会及产业发展的脱节，导致学校培养

的人才规格质量、课程设计与行业需求的错位。目前高校

特别是高职院校还存在跨境电商人才培养目标界定不清、

课程设置单调、实践教学严重缺乏，培养出的学生职业素

质能力不强、创新创业意识不足、职业和岗位忠诚度不够

等问题，影响了人才培养的质量，进而影响到跨境电商相

关产业的发展。跨境电商作为新的专业，需要通过实践而

不断进行人才培养方案、课程设计的更新，需要不断研究

产业链、人才链需求，不断进行人才培养模式、课程建设

进行改革。 
3.2  校企合作主体缺乏有效的利益契合机制 

从企业利益的角度来看，高校及高职院校很难提供企

业员工在实际经营生产中所需的岗位技能培训，培养的毕

业生很大一部分不能达到企业在转型升级过程中对人才

的要求。高校往往比较关心其产出的科研成果是否得出结

论，并不太关心是否具有市场价值，因而多半“束之高阁”

不能用于企业实际的生产，为其带来经济利益。从学校的

角度来看，跨境电商以中小企业居多，对行业先进的技术、

发展的趋势掌握不够全面，无法为学校学生提供最先进、

前沿的技术技能指导，在资金投入、生产规模、行业竞争

等方面实力不够，满足不了产学研合作对于稳固、长期和

高质量的要求。企业兼职教师在进行授课时出现了高校课

程教学困难、不稳定的方向，且专兼职教师之间缺乏交流，

往往是学生毕业实习阶段才介入，流于形式，与专任教师

教学剥离。基于此，现阶段很多校企双方较难达到精准衔

接、同频共振，难以高质量、高精准服务产业链、人才链。 
3.3  毕业生岗位胜任力不高 

目前在跨境电商人才培养中，高校往往过度注重理论

教育而忽视实践。因而，大部分毕业生由于缺少跨境电商

相关的专业的职业道德、职业素养、职业生涯规划、实践

训练、创新创业等方面教育，导致实际解决问题的能力不

强，缺乏团队意识，岗位忠诚度不够，岗位胜任力不高，

难以适应跨境电商企业相关岗位的需要。这促使了企业需

增加不少成本实施岗前和在岗培训，以弥补学校教育的不

足。 

4  金课建设整体设计框架 

开展跨境电商金课建设实践研究，采用“任务驱动”

“模块教学”“项目教学”“项目孵化”“成果认定”“积分

互换”贯穿于整个教学工作全过程，提高学生职业道德意

识、职业素养养成、岗位职业胜任力，从而提升跨境电商

人才核心竞争力。 
4.1  打造“赛•证”高度融合的课程体系 

基于国际商务专业群的探索实践，明确跨境电商专业

人才培养目标，重构“1+2+3”以及“通识课+专业课（基

础和核心）+实操运营”的核心课程。 
4.2  打造“室•创”校企命运共同体 

依托项目工作室产品库、平台库和项目库，采用工作

室、学徒制和项目制的教学组织形式，通过平台搭建、资

源聚集、专业群、团队打造和创新管理等系列系统协同创

新，开展“企业项目+跨境工作室+校企双导师”的工学

结合现代学徒制教学组织模式，实现校企同频共振。 
4.3  实施校企双导师、项目竞争制 

项目工作室将真实项目带入课堂，将企业项目伸延课

后，实施分组轮岗、项目竞争制和导师负责制，实行项目

竞争淘汰制，制定学生成果认定与积分转换的标准与方

法，重点突出以实践效果、技能水平过程性考核代替课程

考核，实现“任务驱动”“模块教学”“项目教学”“积分

互换”“成果认定”“项目孵化”贯穿于整个教学工作全过

程。 

5  跨境电商金课建设路径的探索研究 

5.1  融入专业技能“三竞赛”和职业资格证全要

素，重构跨境电商核心课程体系 

将校内赛、行业赛、职业院校赛等专业技能竞赛的竞

赛技术标准、竞赛项目和职业资格“1+X”证书的理论考

核、技能考核等资源全方位、全要素地转化为课程标准、

教学项目、视频资源、实训教学条件等教学资源和教学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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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重构跨境电商核心课程体系，创新核心课程训练实践，

融入匠人卓越的职业素养和职业精神，通过任务驱动、模

块化教学，项目化教学，根据课程任务的完成数量、质量、

难度等指标设置合理的考核机制，实现专业技能竞赛、职

业资格考核与教学效果互促共赢的良好效果。 
5.2  校企共建双导师项目工作室，双元培养学生

“做中学、学中做” 

以真实项目为背景，共建集培训—实操—运营为一体

的校企双导师项目工作室，通过招募低年级品学兼优学生

进入虚拟订单班的形式签订校企服务合同，将企业项目带

入课堂，将企业项目伸延课后，学生以岗位导向和兴趣特

长进入项目工作室，实施分组轮岗、项目竞争制和导师负

责制，训练学生专项技能。制定学生成果认定与积分转换

的标准与方法，重点突出以实践效果、技能水平过程性考

核代替课程考核，学生接受企业文化熏陶，为企业提供技

术服务，提升学生职业技能和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真正

实现教学服务社会的教学目标，提升学生岗位职业胜任

力。 
5.3  利用项目工作室的产品库、项目库等实战载

体，学生可选择性进行自主经营和服务外包 

依托项目工作室产品库、平台库、项目库，学生掌握

某一项能力并通过工作室考核后，与项目工作室签订合作

协议，可申请自主经营及服务外包，学生经营获得收入。

校企双导师定期进行选品思路、市场研判、产品包装等项

目指导，定期围绕经营成效、盈利状况等进行过程考核与

质量监控，实行项目竞争淘汰制和导师负责制，保证项目

运营的高质量和可持续发展。 
5.4  政校企多元共建创新创业基金，孵化跨境电

商创业团队和精英 

建立双创培育机制，培育孵化创新项目，鼓励学生创办

企业，培养和扶持学生优质跨境电商和电商创新创业项目。 

6  结语 

6.1  构建跨境电商金课建设服务于粤港大湾区链

长制符合现实需要 

基于跨境电商产业链的研究、国际商务专业群人才培

养模式和课程建设的实践，基于教学理念及规律，从行业

需求痛点、课程教学规律、特征为突破口，在中美贸易战、

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产业转型升级等复杂多变背景下，构

建跨境电商金课建设模式，培养高规格跨境电商人才，服

务于粤港大湾区链长制，促使跨境电商企业顺利转型升

级，是目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6.2  更符合高职教育的人才培养模式和课程建设

改革的发展路径 

采用“任务驱动”“模块教学”“项目教学”“项目孵

化”“成果认定”“积分互换”贯穿于整个教学工作全过程，

打破传统教学纸上谈兵的弊病，输出职业道德意识强、职

业素养高，职业岗位胜任力好的具有核心竞争力的跨境电

商人才，实现高精准、高质量服务粤港澳大湾区链长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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