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要内容

行业背景
人才需求
专业定位

课证岗对接
课程体系结构
课程改革

人才培养目标
人才培养规格
模式实施过程

团队现状
团队创新
社会服务

专业建设背景 人才培养模式 课程体系与改革 教学团队 实践教学条件 

校内实践
校外实践

教学管理体系

DMAIC动态管理
体系



跨境电商是外贸发展的一支重要有生力量。商务部、中央网信办、发展改革委印发《“十四五”电子商务发展规划》，
跨境电子商务交易额将达2.5万亿元，相关从业人数达7000万。在《规划》的主要任务中提到，倡导开放共赢，开拓
国际合作新局面。2024年上半年，中国跨境电商进出口达1.22万亿元，同比增长10.5%。未来五年，预计我国电商
人才缺口达985万，跨境电商缺口达8100亿元。在一定程度上，人才短缺意味着就业前景更好。
全国开设跨境电子商务专业的学校共计367所大学。其中包含24所本科、343所专科；271所公办、96所民办。

江苏外贸经营主体海关备案数达23.72万家。 这表明江苏省拥有大量的跨境电商企业，这些企业通过海关备案，具备
了进行跨境电商业务的资格。此外，江苏省在2023年新增了大量的外贸经营主体，包括跨境电子商务企业610家，同
比增长17.8%。这些数据反映了江苏省跨境电商企业的快速增长和活跃度，以及江苏省在跨境电商领域的积极发展和
布局 。

专业建设背景---行业背景调研

南通市政府也在大力支持跨境电商的发展，《南通市推进跨境电商行动计划》指出，力争通过三年的时间，南通市跨
境电商进出口额保持年均增速30%以上，至2026年底，实现跨境电商年出口额100亿元，建设跨境电商产业园8个，
培育特色产业带10个，跨境电商企业2000家，海外仓15个，具有一定国际影响力的跨境电商品牌10个。



专业建设背景---人才需求调研

跨境电商人才需求新变化

    南通跨境电商每年用人缺口20万人以上。
其中通过综试区、高校、企业联合协作，基
础人才缺口逐步减小，但在此过程中人才需
求结构也发生了较大变化，中高端复合型人
才缺口成为当前亟需解决的瓶颈问题。





专业建设背景---服务地方产业的专业定位

       面向南通及长三角辐射区域内跨境电商企业、产业园的跨境电商岗位群和业务链，
培养大批具有扎实数字素养、运营能力的技术技能型、复合创新型、国际视野型人才。

复合创新型

技术技能型

国际视野型

精通英语及至少一门其他外语，能够进行流利的书面和口头交流。这有助于与国

际客户、供应商沟通，处理订单、回复咨询等。掌握跨境电商的基本理论以及新

技术、新业态、新模式、创新创业相关知识；具有安全、环保、质量意识；经历

必要的职场化训练。

熟悉各种数字营销渠道；能应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解决线上线下商贸流

通领域实际问题，具备创新思维和创新能力，能够不断推出新的产品和服务，满

足市场需求，提高企业竞争力。

了解“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社会经济发展与自然人文环境，知晓国际贸易法则、

进出口报关实务；具有跨境电商实习经历或境外交流学习经历。



专业建设背景---学生发展为目标的专业定位

• 2年级结束，基本操作岗：美工、客服、

数据分析助理、跨境电商运营助理等

• 3年级毕业，物流管理岗：跨境电商运营专业、视觉

营销专员、数据分析专员、电商产品开发专员等

• 3-5年以后，跨境电商运营经理、

数据分析经理、产品开发经理等

起步岗

提升岗

发展岗



人才培养目标

就业为导向
人才培养目标

行业专家建议

国家教学标准

人才调研分析

职业岗位
要求分析

       能够从事跨境电商店铺运营、跨境电商数据分析、跨境电商客户服务及
跨境电商选品等工作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人才培养规格

省级
特等奖

省级
一等奖

具备扎实的国际贸易、

网络营销、电子支付、

网络法律、国际物流

等专业知识。此外，

了解云计算、大数据、

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

能用流利的外语与海

外客户进行有效沟通，

熟练掌握各大跨境电

商平台的规则和操作

流程，能分析业务数

据，为决策提供依据。

具备高尚的职业道德和良好

的职业素养。遵守法律法规，

尊重客户，保守商业秘密。

具备创新思维和敬业精神，

努力提升自身的业务水平和

技术水平。



人才培养模式---双主体·三融通·四递进



人才培养模式---产业学院赋能模式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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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体系开发思路---以岗定课·课证融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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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商务师
互联网营销师
1+X网店推广



课程体系开发思路---模块化课程



课程体系开发思路-教学设计流程



课程体系开发措施---思政引领教学资源建设

1

2

对接新业态、新技术、

新岗位，更新课程内容

基于岗位技能、课程

体系、技能竞赛与技

能证书，建设多种形

态的教学资源

• 课证一体
• 证岗一体
• 课赛一体
• 岗证一体
• 岗赛一体
• 证赛一体



课程体系开发思路-课程思政



   专业教学团队建设--校内团队现状

l 现有专任教师14人，其中高级职称6人，中级职
称7人，初级职称1人

l 博士3人，硕士11人；双师素质13人，所占比例
92.9%

l 一级电子商务师/高级技师1人
l 二级互联网营销师/技师1人
l 1+X网店运营推广培训师10人
l 1+X跨境网店运营推广培训师6人
l 江苏省技术能手1人
l 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裁判1人
l 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裁判2人
l 全国电子商务师技能大赛裁判2人
l 电子商务师培训师、考评员3人
l 电子商务师、互联网营销师（高级）考评员1人
l 高级电子商务师2人
l 电子商务数据分析师1人
l 新媒体营销师1人
l 京东电子商务运营培训师12人





   专业教学团队建设--校企共建高水平结构化教学创新团队



    专业教学团队建设--社会服务



   实践教学条件--产教融合实践中心-校内

1

2

以业务线为依托，

结合能力培养需求，

构建产教融合实训

与实践中心

围绕实训实践中心，

形成产业链、教育

链、创新链、人才

链有机结合



四、实践教学条件--产教融合实践中心-校外

         

        对接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产生的各种新业态、新岗位需求，围

绕 虚实结合的电子商务专业群

，利用数字技术

       与企业共建开放共享的产教融合平台，围绕企业需求开展生产性实训和岗

前技能培训、定制化培训和公共技术服务；并面向学生、企业、社会开展技能

鉴定与竞赛；全方位支撑 的发展及数智人才需

求。

大翔華智慧VR展厅https://9aetemk1a.wasee.com/wt/9aetemk1a



序号 校外实训单位名称 基地功能 容纳人数

1 南通斜杠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直播电商实习、就业 100

2 通京（南通）众创空间孵化器有限公司 电商运营实习、就业 35

3 江苏九一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电商运营实习，就业 20

4 南通今日引擎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电商、跨境电商运营

实习、就业
80

5 满天星（南通）科技有限公司
电商、跨境电商运营

实习、就业
50

部分校外实训基地



与南京乔布谷公司共建全国首家新媒体电商产业学院



与京东集团共建产教融合实训中心



与斜杠集团、今日引擎、满天星集团开展校企合作



南通外贸中心校企合作



企业导师进课堂



课程体系开发成果--- “岗课赛证”四位一体、相互促进

• 教师获“江苏工匠”直播电商运营技能竞赛省一等奖
第一名，被授予“江苏省技术能手”；江苏省微课教
学比赛一等奖3项；省教学能力大赛二等奖2项。

• 学生团队在电子商务、市场营销、跨境电商、创新创
业等大赛中获得一带一路金砖国际赛三等奖1项、省
一等奖2项、二等奖10项、三等奖3项。

2024年江苏省电子商务技能大赛一等奖第一名



职教出海
我校当选为中巴数字教育联盟副理事长单位并参与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技能大赛



课程体系开发成果--- “岗课赛证”四位一体、相互促进

“网店运营推广1+X”
（中级）职业技能考证成绩位列全国第一

受邀参加
全国电子商务职业教育创新课程开发

《新媒体运营》课程获评“十四五”
江苏省职业教育在线精品课程

《玩转农产品直播》认定省级在线开放课程



课程资源成果



各类教学成果奖：5个

师资队伍建设的成果（近三年）

其中：国家级教学成果奖 二等奖 1人
             江苏省教学成果奖 一等奖 2人

其中：主持国家教学资
源库建设项目3个、省
部级和市厅级教科研项
目3个

各类项目/课题：9个
论文：10多篇



   教学管理体系--基于DMAIC模式的产教融合教学管理体系

         
        依托产业学院，采用 DMAIC 管理体系动态模型，连续循环与不断创新， 5 个阶段深入
剖析，逐步构建科学有效的教学管理体系。

l 定义 D：专业方和企业方共同对教学课程设置进行定
性定量要求。

l 测量 M：专业方负责人搜集学校教学检查、专项检查；
分析 A：双方通过搜集到的数据进行大数据分析整理，
分析当前就业岗位需求信息，对于存在的问题快速反
馈。

l 改进 I：专业教师根据问题反馈及时调整教学设计和
教学方式；专业负责人调整人才培养方案和实践培养
方案。

l 控制 C：控制校内校外教学过程质量评价的参与度及
融合度，及时进行反馈与调控。



特色与创新

         

产教融合DMAIC 体系动态管理

连续循环与不断创新

教学质量保障体系创新
“岗课赛证”四位一体

对接新业态、新技术、新岗位更新课程内容

课程体系创新

双主体·三融通·四递进

产业学院协同培养高技能人才

人才培养模式创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