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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将创新创业教育与应用型本科院校专业对接，解决人才培养的应用性，是各地方高校办学聚焦的重

点和难点。以应用型本科院校商科专业为例，探索“校、园、企”联合开展创新创业实践的工作机制。分析结果表

明: 应用型本科院校商科专业更加强调行业性、实践性和社会性，开展相关的创新创业人才培养活动更需紧密对接

经济新业态、新模式发展; “校、园、企”三方在联合培养创新创业人才过程中可形成较好的互补关系，解决人才

培养的应用性问题; 提出“素养培育、能力递进、创新创业对接”的工作思路; 构建培养商科项目团队并“定向移

植”至相关企业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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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创新创业教育与相关学科和专业教育深度融

合、长期融合，是当前各高校亟待解决的问题［1］。

应用型本科院校商科专业因其自身的学科属性，以

及与经济社会发展的紧密贴合性，对创新创业教育

的需求有更天然的急迫性，对创新创业教育在商科

领域发挥的作用也有更多的期待。从现有实践情况

来看，商科创新创业人才培养面临师资短缺、机制

不健全、形式单一等问题［2］。应用型本科院校商科

领域的创新创业教育不但缺乏切合产业发展和企业

需求的创新创业元素，还缺乏将创新创业融入到学

科和专业教育的有效途径，有必要从相关专业的创

新创业人才培养需求这一源头出发，对其工作机制

和模式进行研究。

一、产业发展及教育目标分析

( 一) 区域产业发展需求分析

区域产业发展对应用型本科院校商科专业有两

个基本培养要求，一是地方性特征，即商科要服务

区域经济; 二是商科的本质要求其培养的人才要为

经济发展提供直接的商务服务［3］。应用型本科院校

商科专业创新创业人才培养的核心是要解决区域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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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发展的问题。与其他学科及专业不同，商科创新

创业实践所面临的产业环境变化明显，产业结构受

技术进步影响不断优化。随着竞争环境和产业结构

调整，部分行业领域的商贸企业数量明显减少，企

业经营模式日趋智能化、网络化及平台化。以福建

省外贸行业发展为例，项目组近期调研了省内多地

各类外贸企业，发现省内该行业近 10年的发展变化

不亚于一场持续不断的产业地震: 传统外贸整体增

长缓慢，省内厦、漳、泉、莆以及福州等地区的外

贸企业尤其是纯贸易企业生存困难，纷纷向上下游

扩展，众多企业转型为工贸结合企业，并成为全球

供应链的一份子; 以跨境电子商务为代表的新型商

业模式用极短的时间走完了传统外贸的老路，出口

跨境电商和进口跨境电商相继从高速增长逐步趋于

平稳、低速增长，跨境电商相关的投资决策逐渐趋

于理性化; “互联网+”对贸易观念、贸易形式以及

贸易内容均产生持续性、颠覆性的影响，传统企业

的经营模式急需转型升级，“互联网+国际贸易”融

合而来的国际服务外包、自贸区运营等外贸新业态

应运而生。

( 二) 应用型本科院校商科专业创新创业教育

的目标

从福建省的外贸产业来看，作为应用型本科院

校商科专业中较具代表性的外贸类专业，应以服务

中国 ( 福建) 自由贸易试验区和 21 世纪海上丝绸

之路核心区建设等重大战略需求为导向，培养符合

并服务于福建省外经贸产业发展所需的应用型人才

为目标。面对外贸领域发展的剧烈变化，人才培养

如何通过创新创业平稳 “落地”成为福建省内高校

发展外贸类专业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作为地方应

用型本科院校，相关商科专业除了要应对区域内外

经贸产业的需求变化，还要面临其他地方性本科院

校相关专业的激烈竞争。为此，地方应用型高校在

考虑外贸类专业的战略定位时，既要考虑商科的一

般特性，还要在 “新”字下功夫，积极主动对接外

经贸新业态、新模式发展对应用型人才的新需求。

以福建省应用型本科院校发展外贸类专业为例，

应以传统的国际贸易学学科为核心进行拓展，依托

国际经济与贸易、国际商务等传统优势专业，立足

中国 ( 福建) 自由贸易试验区与环海峡区域经济快

速发展的实际，对自贸区运作、货物贸易便利化、

保税加工贸易、投资准入、海外仓及全球链、跨境

电商、服务贸易及服务外包等外经贸新业态、新模

式开展学科拓展理论研究及产学研创新实践，为福

建省外经贸相关产业、产业群转型升级及持续协调

发展提供服务。

二、“校、园、企”开展创新创业的理论依据

为实现应用型本科院校商科专业应用型人才的
“落地”，高校需紧密对接经济新业态、新模式发

展，在创新创业领域的工作过程应包括以下内容。

( 一) 应用型本科院校商科类岗位用人需求

分析

以外贸类专业对口的产业为例，目前福建省相

关外贸企业对用人的需求，根据行业差异呈现较明

显区别: 一类是传统的外贸或工贸企业，呈现出
“零星”岗位需求［4］，其主要特征是岗位需求人数

有限、需求时间和人数不确定。经过次贷危机淘汰

以及“互联网+”等新技术冲击，福建省内能够继

续经营的传统外贸公司或外贸自营工厂大多业务相

对稳定，且在自身业务领域具有较强的竞争优势，

人员流动是导致这些企业产生招聘需求的主要原因，

通常每次招聘人数在 1 ～ 5 名，且对人员的需求较

高，希望获得“三高” ( 专业技术能力高、忠诚度

高、稳定性高) 员工。这类企业人才需求量少、需

求不稳定导致产教融合难以真正持续开展下去; 另

一类是外贸新业态、新模式企业，根据业务范围以

及行业特殊性在用人需求上呈现多样性特征。新业

态、新模式包括外贸自贸区运作、货物贸易便利化、

保税加工贸易、投资准入、海外仓及全球链、跨境

电商、服务贸易及服务外包等产业领域，这些产业

领域的用人需求往往基于行业特征以及企业个体的

发展呈现出阶段性差异。以福建省内出口跨境电商

企业为例，较典型的用人需求特征根据企业发展的

不同阶段以及企业自身的经营基础呈现出不同的需

求倾向 ( 见表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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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福建省出口跨境电商企业用人需求典型特征描述
Tab. 1 Typical features of employment demand for export E－commerce enterprises in Fujian

发展阶段 获得渠道 人员类型 人员要求

初创期 多渠道寻求 合作者 能力强、契合度高

发展期 引进 业务开拓者 经验丰富、业务能力强

扩展期 招聘 普通员工 一般能力

稳定期 招聘 岗位补充者 根据岗位具体需求

低速发展或萎缩期
大型企业: 内部转岗或外部招聘“新鲜血液”员工

中小型企业: 人员流失、无能力招聘或难以招聘到合适人员

注: 上述特征根据项目组针对福建省相关企业的调研整理得出。

企业初创期需要寻求能力较强的合作者，倾向

于多渠道精挑细选合适的人才; 发展期需要引进业

务能力较强、经验丰富的开拓者; 扩展期需要大规

模的招聘人员; 业务稳定期需要相对固定比例的招

聘，以便随时补充流失的员工; 企业经营面临低速

发展或萎缩时，绝大部分出口跨境电商企业人才流

失严重，业务规模较广且较为稳定的大型企业可以

通过开辟新的业务增长点来重新焕发活力，但中小

型企业往往没有能力招到合适人才，以致企业陷入

困境。

( 二) 创新创业工作难点分析

根据福建省内用人需求分析来看，不论是传统

外贸企业还是新业态、新模式企业，都存在用人需

求不稳定以及缺乏可持续性，高校面向单个企业开

展创新创业校企合作，易受限于该企业所处的行业

环境、企业自身发展等局限。应用型本科院校商科

专业所面临的产业环境变化较快，所需人才更加强

调行业性、实践性和社会性［5］，对人才培养更加强

调应用性，需要和产业发展的需求紧密结合。为此

相关商科专业在寻求合适的企业开展校企合作方面

存在困难，尤其是找到一家经营稳定增长、有较强

的合作意愿，且长期持续需要相当数量用人需求的

企业难度较大。

( 三) 创新创业采用 “校、园、企”三方合作

的理论依据

产业园区及所属企业在产教融合方面所期许的

目标基本一致。园区开展创新创业的主要目的包括:

一是通过产教融合，为园区内企业提供人才服务，

提升园区的服务质量; 二是在业界确定良好声誉，

对外招商引资比较有优势; 三是专业化的产教融合

对园区形成专业集聚优势，打下较好前提条件。企

业开展创新创业的目的是为了获得人才，园区如果

脱离企业，就缺少了专业支持，所培养的人才也容

易与园区内企业的实际需求脱节。单个企业与高校

开展产教融合往往面临精力有限、成本局限、总体

需求不足、资源有限、合作持续性较差等缺陷。

“校、园、企”三方在培养创新创业人才过程中可

发挥各自的优势作用，并在内容及形式上形成互补

关系，实现共赢 ( 见图 1) 。

图 1 “校、园、企”三方合作的互补依据
Fig. 1 Complementary basis for university－industrial park－enterprise coop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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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校、园、企”融合机制的实际验证

经过项目组长期的产教融合实践，发现应用型

本科院校商科专业开展创新创业实践，有必要通过

地方政府、行业协会、校友会或产业园区等各类平

台来整合商科零星的用人需求，克服单个企业用人

不足以及缺乏可持续性等难题。以福建省高校在跨

境电商领域开展产教融合为例，主要通过专业化的

跨境电商园区为媒介，和园区内企业开展创新创业

教育活动。

( 一) “校、园、企”融合开展创新创业的工作

思路

“校、园、企”面向跨境电商等外贸新业态、

新模式的发展需求，通过创新创业教育活动开展

“校、园、企”联合培养应用型本科人才，注重学

生的理论知识、素质、能力等三个方面的培养［6］，

总结“素养培育、能力递进、创新创业对接”的工

作思路 ( 见表 2) 。

表 2 “素养培育、能力递进、产教互融”的工作思路
Tab. 2 The approach of“quality cultivation，ability improvement and integration of innovation－entrepreneurship”

阶段 时间节点 培养内容 培养模式 预期目标

素养培育 第 1、2学年 基础课、专业基础课 企业和学校授课
专业基础知识和基础应用
能力

能力递进提升 第 2、3学年
专业核心、专业技能
和能力课

虚拟仿真、企业讲座培训及
实战训练

专业核心及实战能力

创新创业对接 第 3、4学年 创新创业课 实际业务、团队运营及管理 综合运营及创新创业能力

素养培育阶段集中在校内开展专业基础课程和

专业基础能力学习，采取企业和学校共同授课的方

式; 能力递进提升阶段在校内外实训实验基地参加

仿真模拟、实战能力训练，由企业和校内 “双师

型”教师共同承担培养任务; 创新创业对接阶段由

学生组成创新创业团队，到跨境电商企业孵化基地

各企业分部中进行实战，及直接到跨境电商园区的

企业中去，由园区集中安排创新创业培训，由企业

导师带领团队进行实际业务工作，条件成熟情况下

直接定向移植至企业中，形成良好效果，可操作

性强。

( 二) “校、园、企”融合机制构建

在完善 “校、园、企”产教融合管理机制上，

主要从制度及团队等方面构建创新创业工作机制。

首先，在园区内共建专门的产教融合试点管理机构，

制定管理流程，健全管理制度。建立严格的岗前培

训和准入制度，规范人才培养课程、实践、实习及

创新创业档案管理，加强监督检查，保证上岗工作

的有序开展。及时总结运作过程中的经验与不足，

定期与企业展开教学讨论，对学生进行摸底访谈，

保证学校和学生的权益; 其次，通过精挑细选，构

建三师结构团队，强化 “园区讲师、企业导师、学

校教师”等三方的队伍融合建设。通过园区组织及

协调，以公开招聘、企业推荐等多种选拔渠道，精

选具有高专业水准、爱岗敬业、责任心强的能工巧

匠，对其进行教学方法、教学管理的相关培训，使

之具备为人师表的执教能力，形成园区讲师。通过

企业酝酿孵化项目，精选业务骨干担任应用型人才

培养的企业导师。对校内专任教师延续培养 “双师

型”人才的理念，鼓励教师参与专业技能培训，提

高实际操作水平; 最后，建立专兼教师互助制度，

三方课程共担、资源共享，经常开展教学研讨、科

研合作项目，提高师资队伍产教融合应用的整体

水平。

( 三) “校、园、企”融合机制评价

对于拥有较多商科工作岗位的企业来说，由于

人才培养成本高，且公司内部招聘人员数量有限，

单独一家企业与学校大规模地开展创新创业人才共

育模式难以持续发展。从外贸类创新创业实践效果

来看， “校、园、企”联合培养应用型人才机制，

可直接为福建自贸区福州片区、各类跨境电商产业

园及产业链合作的省内传统外贸企业、跨境电商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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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解决招人难的问题。通过园区、企业及学校三方

协力培养，实现产教融合，锻炼了师资队伍，提高

了应用型院校服务区域传统外贸转型升级及跨境电

商等新业态相关产业的深度和广度，也提升了其在

外经贸领域的产学研总体水准; 从产教融合创新角

度来看，通过积极探索建立 “校、园、企”三方联

合招生、联合培养等创新创业一体化教育的长效机

制，深化招生制度改革，完善联合培养的教学文件、

管理制度及相关标准，推进 “园区讲师、企业导

师、学校教师”三师互融的师资队伍建设，有效运

行“学校、园区、企业、学生”四位一体人才培养

质量监控保障体系，能够切实提升学生外贸类创新

创业的应用能力。

四、“校、园、企”联合开展创新创业举措

“校、园、企”创新创业人才培养的内容及实

施标准，应主动对接相关商科领域新发展对应用型

人才产生的新需求，以应用型本科院校在跨境电商

领域开展创新创业实践为例，对其创新创业教育活

动举措进行分析。

( 一) 调研筹备，制订人才培养改革方案

依托园区为媒介，通过对参与校企合作项目企

业的深度访谈，对社会相关行业的深入调研，挖掘

就业统计数据，对毕业生进行调查回访，了解商科

岗位对创新创业人才的需求，准确评估应用型本科

院校商科专业在创新创业能力培养上的不足，成立

包含学校、园区、企业、行业指导人员的联合培养

管理机构，共同决策和设计人才培养改革方案。

( 二) 校企合作，共建校内、校外双基地

校内通过依托各高校的创客中心、创新创业培

训中心以及校内企业孵化基地等实践平台开展课程、

技能、实战等一体化育人活动，以适应企业人才需

求和学生成才需求为原则，培养能在传统外贸企业

以及跨境电商企业从事业务开拓、技术支持、事务

运营等应用型人才; 校外通过与各类外贸产业园的

合作，对接园区内企业，共同建设、完善学生实践

基地，畅通校内到校外，构建流程化、项目化的创

新创业人才培养系统。其主要的运作模式是: 通过

各类外贸产业园搭建校、企产教融合通道，校、园、

企三方确认各自的权利和义务，园区讲师在校内授

课时为学生提供模拟账号及真实案例，帮忙学生演

练和讲解，开设真实平台运营账号，让学生直接在

eBay或 Amazon 等真实平台上销售物品，并向学生

提供选品货源、物流支持等配套服务支撑。园区及

企业为开展应用型本科人才培养提供人才培育、业

务培训、语言服务、物流支持、产品研发、品牌制

造、外贸企业、平台卖家、平台分销等各类资源。

( 三) 内外携手，创新教学实践模式

按照校内、校外 “双基地”培养模式，园区讲

师、企业导师与学校教师三方联合指导，培养对象

兼有学员、员工 ( 或创业者) “双身份”，基地功能

兼具学习及实践两类培养手段等思路进行教学改革。

由“校、园、企”三方共同制订与实施人才培养方

案、教学计划和实训指导书，构建与 “素养培育、

能力递进、产教互融”模式相适应的课程体系，增

加专业基础课程，为实践操作训练奠定基础; 保留

素养教育的公共基础课程，培养学生正确的价值观，

塑造健全的人格，树立良好的职业道德，使学生成

为德才兼备的复合型人才; 通过园区定期派遣企业

一线业务骨干来校指导学员，让学员在校提早熟悉

企业的产品与业务情况，组织学员到企业参与体验

日、实训周等活动，让其充分了解未来实习企业的

文化、产品，认识市场，融入公司氛围; 在园区集

中培训及企业导师团队项目化运作下，学员能够充

分协作，掌握跨境电商店铺运营及营销技能，项目

孵化成功后直接定向移植至相关企业，更好地为企

业服务。

( 四) 课岗对接，深化实践教学内容

以人才培养对接用人需求、专业对接产业、课

程对接岗位、教材对接技能为切入点，深化实践教

学内容改革。将教学内容与职业岗位任务相结合，

外语类课程着重英语询盘、报价等函电撰写及商务

洽谈; 外贸类课程以传统外贸流程授课为主线，着

重穿插与跨境电商相结合的跨境物流及支付等知识;

电商类课程着重培养学生网店设置、产品上新、关

键词排名搜索等电商技能。由园区、企业、学校共

同研究制定每个岗位的实践考核标准，编写具有鲜

28
福建商学院学报

JOUＲNAL OF FUJIAN BUSINESS UNIVEＲSITY 2019年第 6期



明职业特色的高质量实验实践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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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How to integrate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with applied undergraduate majors and make

talent training more practical was the focus and difficulty for the applied undergraduate universities．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working mechanism of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based on university－industrial park－enterprise

cooperation．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business majors in application－oriented undergraduate universities emphasize

more on professional，practical and social characteristics，and the training on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should

be integrated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new economic forms and models; universities，industrial parks and enterprises

could be supplementary to each other in cultivating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talents，thus enhancing the

application of talent training． It then puts forward an approach via " quality cultivation，ability improvement and

integration of innovation －entrepreneurship" and a model of constructing a business project team，and " targeted

transplantation" to the relevant enterprises．

Key words: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universities， industrial parks and enterprises; business major;

application－oriented univers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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