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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通过阐述电商行业人才需求总体特征，分析高职院校电子商务专业人才培养存在的主要问题，在此基础

上，有针对性地提出高职院校应用型电商人才培养的优化路径。即打造院校特色，满足电商人才市场需

求；优化课程体系，明确电子商务人才定位；引进“双师”教学，提高教师实践教学能力；指导职业发

展规划，提升学生学习能力；借助利好政策，提升大众对高职院校认可度；深化产教融合，促进校企合

作深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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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y expounding the overall characteristics of talent demand in the e-commerce industry, the main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training of e-commerce professionals in vocational colleges are analyzed, 
and on this basis, the optimization path of application-oriented e-commerce talent training in vo-
cational colleges is proposed to creat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o meet the 
market demand for e-commerce talents; optimize the curriculum system and clarify the positioning 
of e-commerce talents; introduce “dual teacher” teaching to improve teachers’ practical teaching 
ability; guide career development planning and enhance students’ learning ability; with the help of 
favorable policies, enhance the public’s recognition of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deepen the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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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gration of industry and education and promote the in-depth development of school-enterprise 
coop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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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互联网推动传统行业产生了巨大变革，电子商务融合“互联网+”技术不断发展。与此同时，大规模

线上消费的出现、大量的市场需求使得高职院校电子商务成为炙手可热的专业。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

此前发布的中国互联网络开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从用人需求来看，电子商务正在朝多领域快速发展，

70.2%的 B2C 企业表示在未来半年内有明确的电子商务人才需求[1]。培养市场真正需要的人才，是高职

院校高质量持续发展的动力源泉。网经社电子商务研究中心和赢动教育在 2022 年 5 月共同发布的《2021
年度中国电子商务人才状况调查报告》显示，被调查电商企业中对于员工的基本学历要求，大专的比例

最高，占 65.31%，这也和大多数电商企业要求的学历层次相匹配。“互联网+”背景为电子商务人才培

养提供了广阔的空间，这对高职院校教育工作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将研究对象聚焦于高职院校，

尝试从就业市场需求端出发，梳理电商行业人才需求总体特征，分析高职院校电商专业人才问题，并针

对高职院校电子商务人才培养路径提出建议，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价值。 

2. 电商行业人才需求总体特征 

2.1. 电商企业更偏向于技能应用型人才 

电子商务人才的供需矛盾正随着互联网的快速发展及行业细分不断加剧，其中很重要的一方面是新

技术的应用，使得电商企业对于人才的需求呈现出更加多样化的特征。相较于学科知识纵向挖掘而言，

电商企业更加注重多学科知识和能力的交叉使用。程序开发、人工智能、算法数据等新技术的应用，不

仅要求从业者有扎实的电商理论知识，还需要有较高的敏锐度和技术应用能力。 

2.2. 电商行业人才缺口仍然很大 

未来将需要大量的电子商务相关从业人员，电子商务专业人才的缺口越来越大[2]。根据《2022 年中

国电商行业发展现状及市场规模分析》报告显示，2011~2021 年我国电子商务交易额逐年增长。2021 年，

全国电子商务交易额达到 42.3 万亿元，同比增长 19.6%，恢复高速增长。《“十四五”电子商务发展规

划》的数据显示，至 2025 年我国电子商务领域所需要的相关从业人数预期达到 7000 万，电子商务交易

额总规模预期增长至 46 万亿元。未来五年，预计我国电商人才缺口达 985 万[3]。如此大的电商人才缺口

给企业带来了机遇，也对高职院校的电商专业人才培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2.3. 直播电商等相关人才需求强烈 

近些年来，随着抖音、快手等短视频 APP 兴起，我国在线直播用户规模呈现出爆发式增长，也促使

直播电商迅猛发展。直播电商是一种购物营销方式，具体指借助抖音、快手等直播平台对产品或者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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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直播展示。网络直播行业从 2005 年诞生至今，对经济拉动作用显著。无人零售、直播电商迎来广阔

发展空间。前程无忧发布了《618 电商领域从业观察 2022》。报告显示，被调查的电商企业中，57.43%
的企业急需网红达人、主播(助理)方向人才。与 2020 年相比，比例上升了 10.49%，突显主播(助理)、网

红达人方向的人才需求增长迅速[4]。 

2.4. 电商企业看中从业者的持续学习能力 

在竞争激烈的就业市场，电商企业用人部门会着重考察学生的个人能力与岗位匹配度，除了专业能

力以外，最重要就是持续学习能力。这就要求毕业生要在短时间内掌握新知识和新技能，尽快适应并发

挥作用。在互联网时代，知识获取成本降低，高职院校学生必须要树立终身学习的观念，提高自身能力。

教师教给学生的也应该是学习能力、适应能力，而不仅仅是基础的理论。我国高等职业院校的任务是为

企业输送所需要的人才。在电商人才应该具备的素质上，刚毕业的学生如果想要快速获得成长，就必须

具备持续学习能力。报告显示，企业对于电商人才所需具备的综合素质提出了更高要求，近几年对学习

能力和工作执行力的要求都在 70%左右[5]，足见电商企业对学习能力的重视。 

3. 高职院校电商人才培养存在的问题 

3.1. 高职院校电商专业学生未充分就业 

由于高职院校对电商专业人才培养和教育存在较大信息差，使得培养的学生无法很好适应企业对于

电子商务人才的高标准、严要求。数字经济背景下出现了很多新的商业模式，如网红达人，直播带货等，

也自然增加了高职院校培养电商人才的难度。从就业市场来看，电子商务企业除了需要传统的运营岗位、

线上客服和售后等人才之外，还需要新媒体运营、电子商铺美工等岗位来辅助引流、宣传。由此可以看

出电商人才市场的需求已经突破了传统的招聘需求，高职院校传统的教育观念也应该根据市场需求不断

更新。在供应端，部分高职院校在电商专业培养方案的制订和实施、企业对接方面缺乏前瞻性，导致学

生没有充分了解企业的用人需求，会加剧就业市场中电子商务人才短缺和电商专业毕业生未充分就业之

间的矛盾。 

3.2. 电商专业定位仍需进一步明确 

从当前电商和人才培养实践来看，电子商务专业在我国起步较晚，仍在不断完善。电子商务专业是

一门交叉学科，与管理学、经济学、计算机科学、物流与供应链管理等诸多学科都有联系，但又各有侧

重。高职院校专业定位需要根据地方需求、院校自身优势和社会政策进一步完善。特别是地方应用型高

职院校，如何发展和形成具有竞争力的战略定位，需要进一步探讨。若定位模糊，培养目标不明确，学

生无法识别专业重点和特色，一些强调全能型人才培养的高职院校很难达到培养效果，可能出现电商学

生“开发编程不如计算机专业、电商直播不如新闻传播专业、网页美化设计不如艺术专业”的尴尬现象。

长此以往，会导致高职院校学生职业发展规划和职业选择存在盲目性，电商应用型人才的培养质量达不

到预期。此外，高职院校作为各行业输送人才的领地，需要设置较高的人才培养目标，在专业设置上应

该体现其特色，与实际工作岗位需求相匹配。 

3.3. 教师实践教学能力有待提升 

电子商务专业主要涉及网络信息知识、商业知识等，学生不仅需要掌握理论知识，还需要具备熟练

的实践应用技能。实践教学环节有利于帮助学生了解毕业后所从事的职业和岗位，明确学生的学习目标

和能力要求。尽管部分高职教师通过开展实践教学来提高学生综合能力，但仍然存在一些问题。一方面，

大部分高职院校复合型人才的培养，主要采用理论教学和实践操作的方法。理论教学侧重于教师集中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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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的教学手段。在电子商务专业课堂上，理论性课程占比大，教师更偏向于讲授为主，学生讨论为辅的

方式，一学期下来，学生的积极性明显下降，学习效果达不到预期；另一方面，高职院校电商师资力量

相对薄弱。电子商务专业虽然涉及广，但部分高职院校里从事电子商务专业教学的教师不是电子商务专

业出身，在课程任教过程中更偏重自身的专业[1]。此外，实践教学需要以电子商务实验室或者实训基地

为基础，有些依托于软件训练。虽然学生通过软件操作会对电子商务某一模块流程有所了解，但也会出

现软件更新不及时、与真实的商业环境存在差距等问题，难以与真实的社会生产对接。 

3.4. 学生自学能力有待进一步加强 

高职学生基础不一，动手能力较强，理论性偏弱，个别基础薄弱学生未意识到所学专业的重要性，

制定相应的学业、职业生涯发展规划，导致在课堂一知半解，课后学习时间懈怠，虚度宝贵时光。高职

院校若不能有效指导其职业生涯规划，自主性差的学生可能会出现课堂上睡觉、打游戏、闲聊等不良现

象。这种不良现象需要通过学习目标定向、习惯养成和方法策略牵引。其根本原因在于多数学生对所学

专业认识不足，对专业前景知之甚少，缺乏明确的学业、就业目标，在学习中处于被动支配状态。电商

专业学生在竞争激烈的就业市场，要想在短时间内掌握新技能，迅速适应，就必须具备较强的自学能力。

加强自学能力需要从源头引导，加强高职院校学生职业生涯规划指导。 

3.5. 社会大众对于高职教育的认可度有待提升 

高职院校的社会认可度是指社会大众对于高等职业教育所持的心理态势。社会认可度也是影响高职

院校学生就业质量和水平的一个重要因素。近年来，社会对于高职院校的负面评价随着普通高校的扩招

愈演愈烈。在就业市场中，个别企业存在学历歧视，主观上认为职业教育是“低层次”的教育，在招聘

时更偏向于本科生。职业教育区别于高等教育的根本是重在传授技能。在大多人的认知里，职业教育培

养出来的学生只有一技之长，多在艰苦的环境中工作，从事简单、机械、重复性强的工作，福利待遇缺

乏，属于“劳力”的角色，这是对职业教育的刻板印象和沉重打击。根据学者江雪儿的调查结果可知，

社会企业和用人市场普遍对于高等教育的认可度不高。即使国家政策在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着重强调高

等职业教育同本科教育地位相当，但实际就业环境中高职学生仍然受到社会大众在观念上的歧视[6]。 

3.6. 校企合作的被动关系 

校企合作可以提升高职院校应用型电商人才培养质量。通过学校引进企业、劳教结合等形式，有针

对性地为企业培养电商人才，让校企直接接轨，达成学校培养方向和企业发展目标的一致。然而，近年

来校企合作难度不断加大。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首先，校企合作的目的是培养更多符合电商企业需求

的人才，而高职院校的教学模式主要是以学校和教师为中心，因此在制定校企合作教育计划方面，更多

关注的是校企合作的贡献值，而不是可行性程度。其次，大部分电商企业追求生产经营利润最大化，容

易受到短期利益影响，从而削弱对于校企合作人才培养的参与度和积极性，导致培养学生的任务还是落

在了学校本身。最后，实训基地在校企合作中的作用未充分发挥。实训基地融“专业”和“技能”一体，

是深化校企合作的基础。若不能有效利用实训基地这一平台，解决其中人才和技术上的实质问题，校企

合作将难以为继。 

4. 高职院校应用型人才培养路径 

4.1. 打造院校特色，满足电商人才市场需求 

职业院校很大的优势在于其专业设置和课程安排上可以根据用人企业、市场需求，提前做调研，调

整自己的专业设置。职业院校可以快速整合师资和教学设备，进行相关课程安排，特别是针对企业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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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订单培养”，具有其自身的优势。就电商行业来说，近些年直播电商愈演愈烈，直播(助理)、网红达

人等人才需求增长迅速。部分高职院校更是开设电商直播课程，直播话术技巧，直播运营等课程，引发

全网好评。此外，在直播电商领域创新创业成了当下不少年轻人择业的热门选择，也催化了部分高职院

校的相关人才培养。未来，随着 5G 基站的不断建成，三四线城市及农村将成为电商渠道下沉的主战场，

高职院校电商专业可以结合这一市场需求，适当添加社区零售、农村电商等内容来补充不同的市场选品

策略。 

4.2. 优化课程体系，明确电子商务人才定位 

电子商务专业的核心任务是培养市场需要的电商人才，它呈现出较强的实践性，需要以传授知识和

培养特定技能为重心，作为课程体系设计的重点。高职院校层面，要设计电商专业人才岗位能力分析对

照表，完善符合电子商务行业特征的课程体系。如开设电子商务运营这门课时，不应仅有电商运营理论

的讲解，还应该涉及网店美工、视觉营销等知识点，具体创新能力培养可以通过网上开店、推广、品牌

策划店铺装修这些具体形式。从就业需求的层面来看，可以就业岗位倒推目标课程设置。如电子商务企

业所招聘的网络策划/编辑一职，需要熟悉电子商务运营与操作。有较强的文字功底和文字处理能力，对

应设置的课程应该包含《电子商务运营》《网络编辑》《文案写作》《计算机基础》等。只有建立符合

行业发展的动态课程体系，才能真正培养电商企业需要的人才。 

4.3. 引进“双师”教学，提高教师实践教学能力 

高职院校要积极引入合作电商企业师资，借助校企合作平台聘用电商企业专家担任导师，建立企业

导师和专职导师联合培养的“双师教学”模式。所述企业专家范畴并不专指管理层，也包含企业中技术

精专的一线员工。引入企业专家后，可以就电商专业所需技术技能等开展讲座、远程在线课堂、联合授

课等。还可以引入企业真实的项目任务，展现真实的工作场景，构建电商专业能力胜任模型，确保课程

与岗位职责要求、胜任能力匹配，有效促进教师的实践教学能力。具体实施时，可以根据课程对实践教

学的依赖性，将电商课程分为纯理论类、轻实践类、理实结合类、重实践类四大类，对应建立学院专任

教师单独授课、企业导师远程联合授课、企业导师定期入校联合授课、企业导师全程驻校联合授课四种

授课模式[7]，以全面提升教师的实践教学能力。学院专任教师授课时，可以采用翻转课堂的形式，充分

利用现有的网络资源进行热点案例分析和讨论，从而实现知识衍生。企业导师配合授课时，可以通过线

上演示、举办讲座等方式，展现真实工作场景。把专任教师和企业导师联合起来，组建多维度、多专业

的教师团队，充分发挥师资力量，才能有效提高教师实践教学能力。 

4.4. 指导职业发展规划，提升学生学习能力 

高职院校学生的职业生涯发展规划对于学生正确选择职业、明晰自我定位有很好的参考意义。高职

职业规划老师可以借助 SWOT、WVI 工作价值观量表、职业锚等分析工具来进行实操训练。SWOT 分析

法，又被称为态势分析法，它可以帮助学生分析自身优势与劣势，看清外部电商行业环境的机会和威胁，

协助学生找到自身擅长点，利用外部机会。WVI 工作价值观量表由美国心理学家编制，主要是用来衡量

职业价值观，探寻激励人的工作目标。职业锚即职业定位，它强调个人能力、动机和价值观的作用与整

合。高职学生要在老师的带领下，利用好电商行业人才缺口的机遇，综合运用以上职业规划测评工具，

全面了解自身的个性特点，需求特点，尽早确定就业取向，并加强相关课程学习和实训操作，提升自身

专业素质和技能。还可以聘请电商企业人员作为就业顾问，针对不同年级的学生群体开展就业咨询。通

过指导学生进行职业生涯规划，建立正面职业认知，激发学习源动力，并在平时课堂学习中有意识的储

备就业所需的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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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借助利好政策，提升大众对高职院校认可度 

社会对于高职院校认可度偏低，从主观上分析，是由于高职院校未能及时适应变化迅速的社会用人

大环境，导致高职院校办学指导理念、思路及模式与市场经济发展和社会需求不能很好对接。其次，各

级政府、社会对高职院校重视不够，行业企业办学受到严重削弱；从客观上看，首先是社会对高等职业

教育宣传不够；其次是高职教育没有按职业岗位分析去开发课程与教学，以及普通本科教育的强势影响

等。加强重视与宣传需要借力国家政策。当下，高职院校深化改革已经成为职业教育发展的关注焦点。

《“十四五”电子商务发展规划》中明确提出要“梯度发展电子商务人才市场”，计划到 2025 年，实现

电子商务相关从业人员 7000 万人。在国家政策的规划指引下，多省“十四五”规划已经明确了电子商务

发展的方向与侧重点。在构建多层次电商人才体系时，高职院校是主力军。高职院校要识别这些利好的

政策导向，精准定位电子商务专业，建立多层次、高机能的人才支撑体系，引导社会对高职教育从“学

历本位”向“能力本位”提升，促进和培养电子商务专业学生，为国家输送不同层次的电子商务专业人

才。只有提升了电商人才质量，高职院校才可以树立口碑，逐步提升大众对于高职的认可度。 

4.6. 深化产教融合，促进校企合作深入发展 

在开展校企合作、积极建设高职院校电商产业实训基地等活动时，应该要遵循学生的认知规律，按

学年分阶段进行。第一阶段应该更多培养学生对于电商专业的兴趣，可以利用互联网、多媒体等在线课

堂工具，借助校企合作平台向学生展现电商优质企业的工作环境、薪资福利、发展前景等，还可以在班

级成立兴趣小组，为学生职业生涯发展规划提供参考；第二阶段联系选择电商行业优质企业作为学生实

习场所，同时建立电子商务创新创业实训室，以便于学生明确现代电商的业务流程；在学习完电商专业

的核心课程之后，第三阶段是鼓励学生深入企业进行顶岗实习和轮岗实习，培养学生的现代化职业能力，

实现“毕业”即“就业”。高职院校应认真落实这三个阶段，降低学生在就业市场的“试错成本”，提

升人才培养质量。同时，应构建电子商务校企合作一体化体系，以基地为培训平台，在此基础上，将实

践教学环节分为寒暑假社会实践、电商案例教学认知实践和专业实习、电子商务竞赛、毕业论文等实施

步骤，并建立相应的综合标准化评价体系，推进产教深度融合。 

5. 结语 

在当前环境下，优化高职院校人才培养可以使企业需求和高职院校学生应用能力培养相互衔接，使

人才培养更加精准。高职院校在电子商务专业人才培养方面同本科教育一样，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强

化数字经济背景下高职院校电子商务人才培养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高职院校需要转变观念，通过

科学合理的措施，从容应对，实现对人才培养模式的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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