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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研究人才培养与产业结构吻合度问题，有助于提升职业教育服务社会经济需求的能力。从产教融合

度出发，了解福建省 157所开设电子商务的院校专业建设情况，调查 101 家电商企业人才需求，发现目前福建省电

子商务职业教育与产业发展的融合度不高。从宏观及微观角度总结成因，通过政府、企业、高校三方协作，以专项

人才政策、大数据科学人才预测、高质量孵化基地建设、创新校企合作等方式解决产业发展与人才培养的融合障

碍，提高电子商务人才培养的适应性，帮助电商产业转型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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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电子商务的快速发展带动了企业对电子
商务岗位人才的大量需求。在新媒体、新零售等电
子商务新趋势发展背景下，专业操作性和技能性的
应用型人才尤其缺乏。在近年学历教育中，电子商
务毕业生从数量和质量上也不足以满足社会的需求，

人才供需双方期望值不对称，供需矛盾较突出。本
文围绕电子商务产业结构与人才培养融合度问题，

对福建省电子商务职业教育问题进行分析，为加强
地方产业与职业教育协同发展的教育管理问题提供
一定的参考意见。

一、福建省电子商务产业发展现状
近年来，福建省大力推动以电子商务为龙头的

互联网经济发展，相继出台了 《福建省复制推广跨
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成熟经验做法实施方案》
《福建省推进电子商务与快递物流协同发展实施方
案》《进一步加快电子商务发展的若干意见》《进一
步推进跨境电子商务发展行动方案》 《推动农村电
子商务发展行动方案》 《加快电子商务发展措施》

等系列政策文件，电子商务产业发展态势良好。

( 一) 传统制造业互联网转型高质量发展
“互联网+”成为转型升级的新引擎，淘宝、网

易严选、拼多多等网络零售持续大规模快速发展，推
动了制造业产业模式和企业组织形态变革，对福建省
制造业提出了快速反应和智能化运行需求。在深入推
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过程中，电子商务与制造业深
度融合发展的趋势日趋明显，供给端升级加速了传统
制造业的资源流动和协同分工，有效提升了制造业的
供应链效率。近年来，福建省制造业企业在转型过程
中，进一步应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
等技术，从 “端、边、云”等方面实时监控工作进
展，高效协调企业运作流程，升级企业信息化管理系
统，对接电子商务平台，建立“数字化工厂”，推动
了福建省制造业的高质量发展。

( 二) 新型电子商务模式兴起并广泛应用
随着我国居民可支配收入增加，居民消费进入

需求多元发展、结构优化升级的新阶段。消费者对
于产品的品质、服务、个性化需求日益重视，已从
“价格敏感型”趋向“品质敏感型”，对产品体验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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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进一步增强［1］。由于新用户流量成本的增加和零

售业线上渗透率的不断下降，传统电商已经进入瓶

颈期，流量红利消失殆尽。跨界发展的电商新模式、

新业态正在兴起，如线上线下融合的新零售、从社

交媒体引入流量的产品发现和购买、在线娱乐和移

动短视频的快速增长等，成为电商与其他领域融合

创新的新增长点。社交电商、内容电商、新零售等

电商新模式在福建省商贸流通、社区服务、商业服

务等领域得到更为广泛的应用。

( 三) 新技术推动服务型电子商务产业发展

近年来，人工智能 ( AI ) 、虚拟现实 ( VＲ ) 、

增加现实 ( AＲ) 等新技术加速应用于零售数字化创

新，带动了各细分领域服务业电商的快速发展，服

务专业化趋势越来越明显［2］。随着云计算、大数据、

人工智能在商品识别、客群分析、全域营销、库存

管理、收益管理、物流路径规划等各个细分服务领

域的广泛应用，电商服务专业化发展获得了强有力

的技术支撑，推动了福建省服务型电商企业的发展。

福建省电商服务业呈现多元化发展，物流、供应链、

电子支付、信息技术等服务领域呈现加速发展，制

造业、教育、金融、交通等诸多行业也逐渐实现数

字化转型升级，对互联网服务的需求进一步增强。

( 四) 数字经济推进生态型农村与跨境电商

发展

作为数字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电子商务近年

在福建省农村发展迅猛，为乡村振兴提供了新动能、

新载体［3］。面对当前福建省农业生产分散化经营的

现状，农村电商企业大力发展生态农业。数据链带

动和提升生态农业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逐渐

完成农村传统产业的系统性改造，为农业、农村发

展提供新动能。跨境电子商务加速作用于传统产业，

营销、交易、交付等多个外贸环节在线化、数字化

发展，为福建省企业提供了新的全球化发展机遇。

福建省依托跨境电商产业对陆港、航空物流、空港

服务等领域的聚集效应，加快产业支撑体系建设，

构建跨境电商生态圈和产业链，形成以点带面、协

同发展的新格局。

二、福建省电子商务人才培养现状分析

福建省电子商务专业教育起步较早，厦门大学

在 2000年就开办电子商务本科专业，但以工商管理

大类招生为主。截止 2019 年，福建省共 22 所本科

院校、36所高职高专院校、约 99 所中职中专学校

招收电子商务专业学生。正是近年来电子商务产业

的快速发展促进了电子商务人才的培养，而职业教

育是福建省电商人才的主要培养途径，为福建省乃

至全国培养了大量电子商务人才。

图 1 2019年福建省电子商务本科院校地域分布
Fig. 1 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 of E－commerce undergraduate

universities in Fujian Province in 2019

( 一) 本科人才培养以应用型为主，区域分布
不平衡

根据 2019年福建省教育厅电子商务本科相关专
业招生数和在校生数统计，福建省共有 22 所院校开
设电子商务本科专业。其中厦门大学、福州大学两
所学校的电子商务专业属于研究性办学发展方向，

占比 9%; 福建商学院等 14 所院校电子商务专业属
于应用型发展方向，占比 64%; 厦门大学嘉庚学院
等 6所院校电子商务专业属于职业型发展方向，占
比 27%。除厦门大学和福州大学，其他 20所院校的
电子商务本科专业均可以归入职业教育的应用型本
科，应用型院校占比较高，研究型院校比例相对偏
低。从电子商务本科院校地市分布来看 ( 见图 1) ，

院校集中分布于福州、厦门。从大区分布来看，院
校数量、招生人数和在校生人数集中于闽中和闽南
地区，闽西地区只有 1 所，闽东和闽北地区 0 所，

整体招生存在严重的区域不平衡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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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高职人才培养总量下降，部分地区新设

电商专业

根据 2019年福建省教育厅电子商务高职相关专

业招生数和在校生数统计，共有 36所高职院校招收

电子商务专业学生，包括部分电子商务技术或计算

机应用 ( 电子商务方向) 、电子商务物流、电子商

务 ( 网络营销方向) 等专业。2019 年福建省高职高

专电子商务专业招生数合计为 1 625 人，2018 年招

生数为 5 235 人，与去年相比下降 32. 2%，降幅较

大。从院校地市分布来看，福州 8 所、厦门 9 所、

泉州 8所、漳州 4所、莆田 1所、三明 2所、南平 3

所、龙岩 1所，集中分布于福州、厦门、泉州。从

大区分布来看，与本科院校情况类似，存在严重的

区域不平衡现象。但与去年相比，闽北、闽西地区

多所院校新设电子商务专业，这与近年来闽北、闽

西地区农村电子商务发展对人才需求量加大有一定

关系。

( 三) 中职人才培养总量最高，招生人数同比

下降

根据福建省教育厅 2019年电子商务中职相关专

业招生数和在校生数统计，约有 99所中职中专学校

开设电子商务专业，其中包括部分电子商务网络营

销专业、计算机应用 ( 电子商务方向) 专业等。中

职中专学校开设电子商务专业在学校数量、招生数、

在校生数量上都高于本科和高职高专，2019 年招生

数为 6 607 人，在校生数为 16 779 人，平均每所院

校招生约 67人、在校生数约 169 人，但与去年相比

也处于下降趋势。从院校地市分布来看，福州 20

所、泉州 21 所、厦门 10 所、漳州 10 所、三明 11

所、南平 8 所、宁德 6 所、莆田 7 所、龙岩 6 所，

集中分布于福州及厦漳泉地区。从大区分布来看，

同样呈现地区不平衡的特征，其中闽南、闽中和闽

西地区学校较多，闽北和闽东地区较少。

三、福建省电子商务人才培养与产业融合问题

及成因

近年来，福建省电子商务人才培养随着产业发

展迎来了飞速发展期，为区域经济和电商产业的发

展提供了强有力的人才力量，但每年的毕业生人数

无法满足市场需求，人才培养与产业结构的融合度

与协同度不高，在人才层次、类别结构、规模结构

上存在一定问题，而融合壁垒产生的主要原因是专

业结构与专业设计的不合理。

图 2 福建省电子商务企业人才学历要求
Fig. 2 Education requirements for E－commerce

talents in Fujian Province

( 一) 福建省电子商务人才培养与产业融合

问题

1. 人才层次结构融合度问题。从福建省 2019

年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现状来看，中职人才培养人数

大大高于本科及高职人才，占比 63. 06%，大专占比

22. 93%，本科仅占比 14. 01%。从本次调查结果来

看 ( 见图 2) ，企业对人才的学历要求中，大专水平

占比 30. 91%、本科水平占比 23. 64%、中专水平占

比 5. 45%，企业更需要大专以上学历的人才。因此

电子商务职业教育人才层次结构不合理，与企业对

人才需求不匹配。在受访的企业中，认为员工的学

历不重要关键看能力的电商企业比重达到 40%，而

从实地调研的龙头企业中获知，龙头企业或大型企

业对学历教育较为重视，企业员工的招聘基本以本

科学历为最低门槛，中小型企业对自身人才层次结

构的需求认知上存在一定偏差。高校人才培养不能

适应企业对人才的需求，大部分中小型企业对中高

级层次人才需求认知较为模糊，整体人才层次结构

存在供需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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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人才类别结构融合度问题。从调研数据可以

看出 ( 见图 3) ，目前企业急缺的是新媒体及社交推

广人才，占比 27%，成为第一需求; 淘宝、天猫等

传统运营人才占比 25%，仅次于新媒体及社交推广;

美工和视频动画等技术性人才、客服和电销等推广

销售人才及复合型高级人才占比 16%。随着电商行

业增速放缓，经营方向和模式随之调整，电商人才

图 3 福建省电子商务企业急需人才
Fig3. talents in urgent need for e－commerce

enterprises of Fujian Province

的需求结构也发生变化。福建省电子商务产业中，

新媒体、社群电商、内容电商、动画设计制作等方

向的人才需求量远高于当前的人才储备量，企业对

电商人才需求已经从传统的技术、商务和管理三大

方向转变为现代的推广、运营、营销、技术类等具

体岗位需求。但目前福建省大多数职业院校还是按

照传统的专业方向培养目标来设计人才培养方案，

缺乏市场调研，即使有部分院校对培养目标进行更

新，仍跟不上电商新模式发展的需求。按照传统的

“综合素质课 ( 公共课) +专业基础课+专业核心课

( 传统方向) +专业实训课”的模式来设计课程体

系，较少院校开设新零售、O2O 社交电商等此类课

程，课程设置没有顺应时代发展而做出相应变革，

缺乏与电商新模式相融合的专业知识和技能，不能

满足企业对人才的需求，出现电商人才培养类别上

的结构性问题。

3. 人才规模结构融合度问题。福建省电商人才

学历教育主要分布于闽中、闽南地区。根据阿里研

究院 2017－2018年福建省电商示范百佳县名单显示，

安溪、沙县、连城、漳浦、政和、云霄、尤溪、建

宁、长汀、平和、建瓯、明溪等 12个县新增成为福

建省示范百佳县。我省电商产业地域分布由原先的

闽中、闽南地区集中向闽北、闽东地区扩展，该地

区电商企业人才需求量也随之增长。而闽北、闽东

地区存在严重的学历人才培养不足现象，开设电商

专业的本科院校 0所; 高职院校闽北地区南平 3 所、

闽东地区 0 所，占比 13. 6%; 中职院校闽北地区 8

所、闽东地区 7 所，占比 14. 8%。根据企业人才调

研数据分析，不少电商企业反映福建省应届毕业生

数量无法满足企业需求，企业每年需从其他省份大

量引进电商人才，人才成本较高; 企业对高校输出

的电商人才质量不满意，认为高校学生普遍存在实

践能力薄弱、所学专业知识与实际操作脱节等问题，

“用学结合”不够到位导致人才培养质量不高; 福

建省企事业用人单位较少借助相关平台提前发布用

人需求中的知识技能需求和相应的培训课程资源，

提前引导定向的技能培训效果较差，人才培养的质

量不高。综上所述，福建省电商专业人才培养区域

失衡、总量不足、质量不高，存在规模结构问题。

( 二) 福建省电子商务人才培养与产业融合壁

垒之成因

1. 宏观因素。马克思劳动理论中提到，人才结

构必须和产业结构要求相对应［4］。从宏观因素来看，

福建省电子商务人才培养专业结构总体布局无科学

标准依托，以政府为主导的岗位供需系统没有建立

起来，相关部门对产业人才需求数据及分析较为匮

乏。在职业教育人才培养中只依靠院校本身，无法

以科学有效的方法预测劳动力市场，在专业建设、

课程设置上很难从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角度进行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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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战略布局。电子商务产业发展模式日新月异，职
业教育新专业新学科的设置需要多年理论沉淀才可
完成，也成为职业教育无法与产业发展有效融合的
痛点之一。

2. 微观因素。职业教育的专业设计具有一定科
学性，可以为产业转型升级提供匹配度高的人才需
求，加速产业发展，增加职业教育与产业发展的协
同度［5］。从微观因素来看，福建省职业教育专业设
计对应职业技术岗位匹配性明显不足，职业教育的
产学研结合不紧密，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和双师素
质教师的培养都较为困难。近年来很多院校提出校
企合作，但在引企入校和推校入企上存在一定障碍。

企业是盈利性组织，需要在短时间内培养人才并为
其创造利润和价值，在校生直接推入企业，在安全、

住宿、培训可容纳人数等都存在问题，人才的职业
技术和实践能力的匹配度较弱。

四、福建省电子商务人才培养与产业融合发展

建议

将电子商务人才培养与产业发展所需人才紧密

结合，增强职业教育与地方性产业发展的协同度，

是福建省电子商务人才培养和职业教育实践与改革

的关键因素，需要通过政府、企业、高校三方协作，

以专项人才政策、大数据科学人才预测、高质量孵

化基地建设、创新校企合作等方式解决产业发展与

人才培养的融合障碍，提高电子商务人才培养的适

应性。

( 一) 建立专项人才政策，优化人才层次结构

制定电子商务专项人才政策，鼓励和帮助企业

优化人才层次结构。根据福建省主导产业分类进行

政策刺激，网络零售类电商企业以吸纳店铺运营人

才的鼓励政策为主，电商服务类企业则以吸纳信息

技术软件开发人才为主; 按大、中、小型企业的实

际人才需求和贡献量实施政策优惠，鼓励大企业多

引进高层次人才，中小型企业向吸纳中低层人才倾

斜，提高企业对人才层次需求的认知度; 协调地域

性人才差异。由于福建省中、东部地区经济发展水

平较高，电子商务创业环境和条件比较优越，薪资

水平较高，容易吸引人才，而西、北部地区要得以

发展，需要人才的注入才能跳出经济发展缓慢的恶

性循环。因此，加大西、北部地区人才资助力度，

制定相关资助政策，为西部、北部农村电商、电商

扶贫等项目注入新鲜血液，解决电商企业人才缺失

的问题。

( 二) 大数据应用人才预测，优化人才类别

结构

随着大数据、互联网、共享产业的发展，政府

及相关部门可通过该技术对人才需求进行科学预测，

解决人才类别结构与产业发展不匹配问题。通过大

数据信息化协同等手段，以市场需求为导向，有针

对性地让职业教育按产业的人才需求结构和规模进

行调整与规划，做到需求侧与供给侧双方面的协同

共振［6］。地方政府应与教育部门共同执行本地的职

业教育规划，依照电子商务行业发展状况，指导院

校改革创新课程体系。闽北、闽西地区根据当地农

村电商产业发展，开设农村电商特色课程; 闽中、

闽南地区跨境电商发展迅速，则重点培育跨境电商

人才。

(三) 高标准人才孵化基地，优化人才规模结构

电子商务人才孵化基地能以社会培养的模式吸

纳人才，依托当地培训企业便可建设完成，人才培

养模式更为灵活、快速，能快速有效解决人才结构

和总量不足的问题。人才孵化基地建设必须以政校

企协同育人为原则，依托电子商务行业职业委员会

等机构，以政府政策为导向，根据地方性人才技能

缺口，以产业发展为导向指导孵化培养目标。鼓励

高校和企业共同制定人才孵化计划，高校提供课程

及培训体系建设经验和高层次师资，企业提供创业

资金、经营场地、实践型师资等; 以共建校内外生

产性实训基地、技能大师工作室、创业教育实践平

台等形式，打造集课程体系研发、创业孵化、职前

教育孵化、创业指导扶持、职业技能孵化、就业服

务、项目代运营等功能为一体的电子商务人才孵化

基地，填补传统学历教育中技术技能的不足，解决

应届毕业生实操经验不足等问题。

( 四) 创新校企合作模式，优化专业结构与专

业设计

校企合作模式要深化和推进，需激发学校与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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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双边的积极性，解决校企合作中的多重痛点。明

确企业参与人才培养的责任、权利及义务，企业除

了承担学生的培训任务与培训师资费用外，还得给

学生发放工资，改变教育部门为产业部门免费贡献

的不和谐局面; 院校的课程考核方面，可将企业
KPI考核制度与学分考核制度融合，引导学生为企

业创造一定利润的同时完成课程考核，保证校企合

作双边的利益。鼓励龙头企业建设产业标准化人才

培养体系。通过试点培养技能型人才，尽可能满足

全省各地区对该类型人才的用人需求。政府相关部

门可对产业龙头企业人才证书进行认证，通过奖励

补助的形式，推进龙头企业示范性人才培养模式的

建立，激发龙头企业对共培模式的热情; 在知识体

系构建方面，鼓励高校与龙头企业共同研发。根据

电商新模式，共同研发教材、建立在线学习公共平

台、实训基地等，面向全社会开放，以分享、透明

和共同促进的理念，开展电子商务各级各类人才的

教育培养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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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n Integration of Talent Training and Industrial
Development of E－Commerce in Fujian Province

GUO Huayue

( Department of International Economy and Trade，Fujian Business University，Fuzhou 350012，China)

Abstract: Studying the integration of talent training and industrial structure is conductive to enhancing the ability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to meet social and economic needs. Starting from the integration of industry and education，this
paper investigates 157 colleges with E－commerce major and 101 E－commerce enterprises in Fujian Province to find
the situation of professional construction and talent demand.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degree of integration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industrial development is far from enough. The causes are then summarized in macro and
micro perspectives. Therefore，the government，enterprises and universities should cooperate to resolve the barrier in
the integration of talent training and industrial development， improve the adaptability of talent training in
E－commerce and facilitate the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E － commerce industry through measures such as
special talent policy，big data talent forecast，construction of high-quality incubation base，innovation of school －
enterprise cooperation，etc.
Key words: Fujian Province; vocational education of E － commerce; talent training; integration of industry
and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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