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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高职农业经济管理专业群建设研究
赵　东

黑龙江农业经济职业学院经济管理系　黑龙江　牡丹江　157041

摘　要：近年来，随着高职教育的深入发展、双高建设的脚步不断加快，建设高水平的专业群成为高职院校改革人才培养模

式的迫切需要。构建高水平的农业经济管理专业群，可以优化原有的课程体系，开发实训基地，获得共享性的教学资源，增

强农业经济管理专业毕业生与就业岗位的标准匹配程度。高质量的专业群是高职院校农业经济管理人才培养的基点，也是高

职院校内涵发展的主要推力，只有重视农业经济管理专业的职业需求，才能推动人才和职业的对接、企业创新和专业群的衔

接。基于此，本文简要探讨职业教育下，高职院校农业经济管理专业群的高质量建设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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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农业经济管理专业群建设背景

满足和引领人民美好生活向往是现代农业产业相关方发

展的目标与机遇。习总书记指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

是我们的奋斗目标。”现代高品质生活至少包括七个要素，健

康、安全、尊重、个性、与大自然和谐相处、友谊与闲暇，

满足、创造与引领人民的需求为农业农村产业发展提供了广

阔空间，为其转型升级指明了方向。乡村振兴与数字乡村战

略实施、数字农业等农业新业态的发展，急需培育大量具有

较高数智化经营管理能力的农业经理人、数字化管理师、互

联网营销师、供应链管理师等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农业经

济管理专业群主动参与供需对接和流程再造，围绕绿色农业、

智慧农业、定制农业、乡村旅游、休闲农业等新业态改革创

新。面对“云物大智移虚 +”发展趋势，精准对接产业链、

技术链、人才链、创新链，创新构建专业群办学机制体制；

面对校企合作存在“一头热”“独角戏”等问题，专业群构建

灵活高效的校企合作办学机制；面对“互联网 +”、“学习－”

型学生，专业群围绕如何激发学生的成才热望、调动学生的

学习积极性、发挥学生的创造性，构建高效的人才培养体系

与模式，起到积极的作用。

二、农业经济管理专业群建设目标与组群逻辑

（一）建设目标

服务乡村振兴战略，聚焦现代农业农村产业体系、生产

体系、经营体系数智化升级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经营管理数

智化转型需要，以党建为引领、以立德树人为主线，进一步

完善“政校行企社场”多方协同的专业群联盟制办学模式，

构建“一线双元三全五动”育人体系，构建“学工服创一体、

教学式运营与运营式教学 +X”的专业群人才培养模式，建立

专业群动态调整和多元联动发展机制，打造产教协同发展命

运共同体。政校行企协同、育训并举，打造农业农村数智化

经营管理技术技能人才培养基地；发挥专业群集聚效应，打

造一流的农业产业升级与乡村振兴服务智库，服务省内县、

乡镇、村；打造国内一流的农业企业数智化运营、智慧供应

链运营、数智化财务运营技术技能创新服务平台，面向中小

微农业经济组织及其员工、广大农民，提供业务代理与共享、

方案制定、经营管理系统平台研发、业务咨询、技术技能培

训等服务，助推龙江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农村繁荣；通过

建设，专业群的办学适应性、影响力、引领力显著提升，专

业群建设经验成为国内国际农业农村职业教育学习的典范。

（二）组群逻辑

服务乡村振兴，围绕数字龙江战略规划，对接现代农业

农村生产智能化、经营网络化、管理数字化发展对现代农业

农村经营管理人才和技术创新服务的需求，以现代农业经济

管理专业为引领，以市场营销、关务与外贸服务、现代物流

管理、大数据与财务管理等专业为支撑组建现代农业经济管

理专业群。

三、农业经济管理专业群建设内容

（一）构建“学工服创一体、教学式运营与运营式教学

+X”人才培养模式

基于高素质经营管理人才成长规律与路径，以推行现代

学徒制和“1+X”证书制度为突破点，创建并持续优化专业

群的“学工服创一体、教学式运营与运营式教学 +X”人才培

养模式。

1. 学工服创一体即学生学习模式。“把企业（业务）搬进

课堂”、“把课堂搬进企业”，实现全学程项目贯穿、任务引

领。提供足够的来自行业企业一线的共营业务、外包项目、

服务项目、攻关项目与创业项目，学生课内课外兼顾，开展

工作式、创业式或服务式学习。

2. 教学式运营与运营式教学即教学模式。通过项目（业

务）课程化与课程项目（任务）化，推行面向企业真实业务

背景的任务引领式、项目驱动式教学，以学生为主体，学中

做、做中学、学做一体，全面提升学生的职业能力与素养。

3. 教学安排与组织。遵循经营管理人才成长规律设计教

学时段，第一学期为“职业认知学段”，第二学期为“经营

感知学段”，第三学期为“职业体验阶段”，第四、五学期为

“职场初探工段”，第六学期为“职场竞技工段”，层阶递进、

梯次融合，提升学生的职业能力与职业精神。

4.“X”即教学项目类型和职业技能认证证书，实现课证

融通。根据各专业的服务面向，采用不同的项目作为人才培

养载体，其中：现代农业经济管理专业对接农业经济组织经

营管理职业技能中级、市场营销专业对接数字营销职业技能

中级、关务与外贸服务专业对接跨境电商 B2C 数据运营职业

技能中级、现代物流管理专业对接物流管理职业技能中级、

大数据与财务管理专业对接财务数字化应用职业技能中级等

职业技能等级标准设计课程体系与教学内容，提高学生的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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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适应力。

（二）构建“基础共享、核心渗透、拓展互选、课证融

通”的层阶递进式一体化育人课程体系

对接专业群人才培养目标与培养规格，校企合作构建专

业群层阶递进式、群内共享一体化育人课程体系，设置基础

素养模块课程、职业基础模块课程、核心岗位模块课程和职

业拓展模块课程与“1+X”证书项目模块，系统设计、一体

实施、全面考核，实现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满足学生

由职场新人到岗位能手的能力素质递进培养要求。

（三）深化校企合作，共建优质专业群实践基地

创新校企“共建、共管、共用、共赢”的管理运行机制，

充分调动行业企业参与人才培养的积极性、主动性，打造紧

密型校外实训基地与示范性教师企业实践流动站，能够满足

专业群学生开展农业经济组织经营管理、农产品及农资营销、

跨境数字贸易运营、供应链管理、财务核算与分析等领域的

短期实践、生产实习需要，同时能够接纳专业群教师开展实

践锻炼、业务进修、合作攻关等需要。

四、农业经济管理专业群建设成效

一是创新专业群办学模式，打造国内一流的“三全”人

才培养高地。创新专业群办学模式，建成集人才培养、技术

研发、社会服务等于一体的特色产业学院；创新“工学研服

创一体、教学式生产与生产式教学融合”专业群人才培养模

式，“1+X”证书制度与职业本科教育试点形成成熟经验；创

新“基础共享、核心渗透、拓展互选、课证融通”的层阶递

进式一体化育人课程体系。二是政校行企人才资源共育共享，

打造高水平、结构化的专业群教学创新团队。政校行企合作

打造一支专兼结合、示范引领作用好、国际影响力大“爱三

农、乐奉献、懂管理、擅经营、精分析”高水平、结构化的

专业群教学创新团队。三是建成数智化运营技术技能创新服

务平台，成为乡村振兴的发动机。聚焦解决农村农业农企农

合农场数智化转型升级需要，与数智化经营管理领域领军企

业深度合作，打造农业经济组织数智化运营技术技能平台、

商务数据运营技术技能平台、区块链运营技术技能平台。提

高专业群集聚度和服务配套供给能力，赋能农业农村，实现

提质、降本、增效目标，助力乡村振兴。

五、结语

坚持问题导向，建成“通过‘全员全程全方位引领、支

撑、服务农业产业、企业高质量发展’培养高水平人才”与

“通过‘全员全程全方位培育高水平人才’引领、支撑、服务

农业产业、企业高质量发展”有机融合的国内一流的现代农

业经济管理专业群。专业群成为政产学研协同创新助推中国

农业产业化经营水平提升的聚集地、区域现代农业产业发展

和新农村建设的智库、农业产业运营高端技术技能成果转化

的加速器、“倾心三农”人才培育的摇篮、引领相同或相近专

业（群）深化教育改革的发动机、农民教育素质提升的大学

堂，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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