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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万淘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参与牡丹江大学高等职业教育年度报告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文件精神，上海万

淘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与牡丹江大学于 2020 年 9 月签署了《校企合作共建教学实

训基地》协议书，开启了参与牡丹江大学高等职业教育人才培养工作。根据《现

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规划(2014-2020 年)》,现将 2022 年公司参与牡丹江大学经

贸与管理学院高等职业教育人才培养年度(2022年度)工作情况报告如下： 

一、概况  

上海万淘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最早 10 年前开展电商业务的，随着业务发展需

求 2014 年成立上海万淘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上海万淘电商是一家为品牌企业和

零售商提供包括电商专业培训、营销服务、IT服务、客户服务和物流服务等在内

的专业的整合式电子商务服务商。万淘电商始终坚持:以客户为中心，根据品牌

的需求来提供有效的电子商务培训和服务方案。 

用专业的流程、丰富经验、优质的服务为客户提供商品拍摄、视觉设计、文

案策划、运营推广等一站式电子商务落地解决方案和专业的实战电商培训。 

万淘电商作为阿里的金牌服务商，精耕细作于商城的运营服务，熟谙行业客

户数据分析和多渠道整合运作，通过品牌入驻天猫、京东、1号店等平台，开展

互联网零售业务万淘电商通过其不懈的努力，已经成功为服装、服饰配件、洗护

类、鞋类、床上用品、童装童鞋、户外车品等众多类目的 50 多家中内外知名品

牌企业提供了优质的电子商务整合服务。其成立至今保持着每年超过 200%的销

售成长速度，赢得了其服务品牌、媒体和消费者的一致认可。 

万淘电商拥有电子商务市场专业的核心技术及其成熟的经验，可以帮助更多

的年轻人融入互联网+，提升自我，实现高薪和个人价值；帮助更多的企业快速

进入电子商务这一新兴的领域，实现一种全新的销售模式。 

二、参与办学 

   上海万淘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地处上海市松江区，有着丰富的商业资源。经过

校企协商合作，上海万淘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成为牡丹江大学经贸与管理学院校外

实训基地，双方在学生实习、就业、技术指导、科研合作、师资培训等方面开展

广泛合作，尤其是电子商务管理专业学生人才培养上，提供专业技术人员、管理



人员和实习、学习场地，参与学院电子商务专业的专业建设、课程建设、教学建

设、师资培养等方面。 

三．资源投入 

  基于校企合作的原则，该公司为经贸与管理学院电子商务专业学生提供实践锻

炼岗位，为每位实习学生安排专业技术人员，指导学生进行实践操作；积极参与

电子商务管理专业建设，提供技术力量支持。2022年由于疫情原因，通过网络安

排公司管理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线上为电子商务教师座谈，根据行业生产实际情

况和岗位职业要求，校企合作共同确定人才培养目标，制定了 2022 年电子商务

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四、参与教学 

2022 年由于疫情原因，经贸与管理学院虽然未能如期派出实习生到企业进

行顶岗实习，但企业通过线上宣讲介绍企业发展，电商运营、行业动态和员工职

业操守等方面内容，为同学们开拓视野，更好的进入实习阶段打下了一定基础。 

在校企合作过程中，学院和企业充分发挥双方资源优势，建立了适用于电子

商务管理专业的校企机制、针对企业发展及时调整了人才培养方向。共同构建人

才培养模式和课程体系，不断推进教学方法改革、加强实践管理、深化校企融合，

完善共同构建与人才培养模式相配套的人才质量评价体系，健全了考评体系。全

面提高学生实习就业专业对口率，切实提高了学生岗位技能。参与以职业岗位能

力培养为主线的课程建设，提供优质专业教学资源；参与开发实训项目；参与完

善实训基地建设。参与师资队伍建设，健全师资队伍常态化培养体系，参与打造

适于人才培养的优质教学团队。 

五．助推企业发展 

     根据公司用人需求，2019 级 12 名学生在公司进行顶岗实习情况，并与其

中 8 名学生签订就业协议，充实公司的技术力量，为公司的发展补充新鲜血液。 

公司严格执行《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高等职业教育

创新发展行动计划(2015-2018 年)》、《关于推进职业院校服务经济转型升级面向

行业企业开展职工继续教育的意见》等文件精神，积极响应政府导向，参与职业

院校办学，共建学习型企业。 

 



六、服务地方 

    依托公司电商平台，与学院教师一道，充分利用网络平台等媒介，宣传本地

经济发展情况，企业发展和用工情况，留在本地就业的优势等，营造人人重视，

各个参与的就业氛围，帮助毕业生了解就业形式和就业政策，指导学生转变就业

观念，做好求职准备，服务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七、问题与展望 

(一)遇到的问题 

校企合作机制有待进一步深化。虽然校企双方在专业建设、人才培养和教学

管理等方面取得了一定成绩，但距离建立可持续发展的校企合作的良性循环机制、

实现教育资源的有机组合，实现办学的整体效益仍有较大差距。 

(二)未来的展望 

1.人才培养。在已有专业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大校企合作力度，挖掘创新人

才，并实施多次选拔、动态进出机制。在培养学生的基础上，积极倡导在职学习、

培训，参与完成适用于不同生源的人才培养方案的制定工作，形成特色鲜明的专

业培养体现，实现内容丰富、交互性强的优质教学资源共享。  

2.可持续发展能力。深化改革，建立科学规范的管理体制；认真组织校企合

作建设的实施工作，实现资源优化配置；实行产、学、研、用、推结合的运行机

制，实现人才培养服务，社会培训服务，带动区域内电商行业水平的提升，形成

服务行业和地方经济发展的专业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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