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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富冠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参与高等职业教育人才培养年度报告（2019） 

 

一、企业简介 

湖南富冠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其旗下拥有湖南省湘学信息技

术研究院、湖南天品电子商务有限公司、长沙强野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和长沙强野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四家全资子公司。其中湖南省湘学信息

技术研究院主要是聚焦学校、政府、企业提供区域电商和社群电商等

领域技术、运营、政策、融资相关的咨询、培训、指导和代运营服务；

湖南天品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主要是聚焦区域电子商务的运营，业务在

线上零售、传统零售、跨境零售、B2B、C2C、O2O、微商等多领域开

展电子商务平台运营；长沙强野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主要是以科技研发

为主导，专门为学校、政府和企业的智能信息化建设提供整体解决方

案；长沙强野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主要致力于生态农产品养殖、生态农

业物联网与生态农产品电子商务综合服务平台等现代农业相关的业

务。各公司之间资源共享，相互协作，使整个公司团体更具有竞争力。 

针对校园电商业务板块，湖南富冠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了

阿创校园与天品联盟的独立品牌，主要目的是推动各大高校开展实践

性教育，提高高校老师师资水平和提升学生的就业技能。阿创校园与

天品联盟依托高校社群资源，以湖南 100 多所高等院校为起点，面向

全国，建设高校社群电商大数据平台，从而加快社群电商的发展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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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已成为行业领导军之一。 

二、校企合作做法 

1、发挥行业企业优势，实施“双主体育人、校企互派共享”

运行机制。 

2012 年公司加入湖南科技职业学院牵头的湖南轻工职业教育集

团。2016 年加入湖南科技职业学院商学院轻工商贸服务群专业指导

委员会，并成为副理事单位。2017 年加入湖南电子商务类专业指导

委员会。 

与湖南科技职业学院商学院共同成立专业建设指导委员会，全面

融入大数据技术，对商贸服务类企业的岗位供给和需求进行数据采集

和挖掘，掌握产业优化升级对人才需求的动态变化趋势，以此作为专

业结构调整的重要依据。形成校企双方互兼工作岗位、互派专业人才、

互聘技术职务、共同培育教师、共同解决教学课题和企业管理服务难

题的互派共享机制。 

2、充分利用企业资源，校企共建 OTO 新零售创新创业孵化

基地。 

    公司在湖南电子商务类专业指导委员会的指导下，结合公司优

势，在校园内先后建成新电商新零售企业工作室、OTO 零售物流区与

商品拍摄设计工作室、OTO 扶贫电商体验店以及 OTO 新零售店，组建

成 OTO 新零售创新创业孵化基地。该中心不仅能满足商务专业群中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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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商务、电子商务、市场营销、会计专业、物流专业课程教学实训需

求，同时，也是学生创新创业的基本载体，可为学生电商创业及对口

支援扶贫区提供良好的运营环境和相关支持。 

该基地以校企共建的线上、线下平台为重要支撑点，选取的茶饮

（奶茶、咖啡、西点）、快消品、生鲜、家居日用品等基线产品，迎

合校园市场刚性需求，使项目运作容易实施与推进。围绕校园社区电

商的运作，不仅高、低不同年级学生可以以不同岗位身份参与到生产

性实训中来，在形成一定的流量及社群资源的基础上，可不断的吸引

企业/商家入驻，与公司已有农业电商资源相整合，进一步打造“阿

创优选”扶贫项目，形成鲜明的特色。 

 
 

 

              图一 OTO 新零售创新创业孵化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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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践行“项目+产品”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模式，提升学生

专业技能水平。 

校企合作，聚焦轻工商贸服务类相关岗位能力需求特点，以互联

网+陶瓷行业项目工作室、互联网+湖南农特产品项目工作室、互联网

+服装项目工作室等为载体，通过企业导师和专任教师带领学生共同

承接公司真实工作任务来完成，以师傅带徒弟的方式帮助学生获取岗

位所需的知识技能，并引入公司效考核与项目管理办法，建立包含企

业导师、学生、教师参与的多元考核机制，根据项目完成质量进行学

习成效评定与学分转换，实施弹性学分制，创新教学管理评价机制。 

4、协同学院开展电商扶贫及职业培训，服务于区域经济。 

依托项目工作室创新创业基地，面向省内轻工商贸企业提供以电

子商务、移动商务为手段的各项专项技术培训与决策咨询服务。累计

立项横向课题 15 项，进校经费 30 万元，开展各类培训服务达 200 人

次，接纳学生实习实训 100 人次。 

校企共建了集资讯、服务和商城功能于一体的湖南科技职业学院

“八创”公众平台，为学生微店创新创业提供良好的运营环境和相关

支持，并形成创业课程、创业大赛、创业导师、创业资金、创业实体

等一系列创业成果。累计获得黄炎培创新创业大赛一等奖 2 项、二等

奖 3 项，孵化创新型企业 10 余家。 

搭建了“八创优选”扶贫网络商城平台，对口支援职业教育精准

扶贫服务武陵山罗霄山连片开发区的部分农特产品企业，联合入驻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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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共同为扶贫对象提供技术培训与网络推广策划等支援服务。 

 

三、合作成效 

1、毕业生就业质量和人才培养质量稳步提高。 

通过校企三年深度合作，电子商务类专业在校生规模达 600 人以

上，毕业生就业率 95%以上，对接湖南轻工产业园、长沙麓谷科技产

业园、长沙环保科技园、长沙含浦科教产业园等园区，提升产业就业

率，对口就业率 90%以上，企业满意度 95%以上，收入高于省内同类

专业毕业生收入的 15%；参加湖南省职业院校技能竞赛和全国职业院

校院校移动商务赛项，技能竞赛参赛率达到 30%，每年获得一个省级

二等奖以上的奖项。 

2、建成立足轻工行业，服务区域经济发展的骨干专业。 

通过项目的实施，专业建设思路更加清晰，重点专业的骨干、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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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和辐射作用更加突出。紧密围绕湖南地区经济发展，立足轻工行业，

对接湖南电子商务产业发展要求，形成与湖南省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密

切相关的骨干专业；通过与合作企业共同开发项目化课程及教学资源

建设，形成工学结合特色鲜明的课程体系，在课程教学内容、教学方

式、教学手段和评价方式等方面有全面创新；建成一批融教学、生产、

培训、技能鉴定和技术研发功能为一体的实训基地。 

按照“工学结合、项目导向”的标准，联合兄弟院校、行业企业、

职成教学会电子商务专委会、行指委共同完成《商务数据分析》、《市

场营销实务》、《新媒体运营》等 3 门工学结合的优质核心课程的教学

资源建设。 

组建了一支具备“项目开发、课程开发、实训教学、创业指导”

能力的“双岗双薪”教学团队，双岗双薪”专任教师达到 90%，“双

师素质”教师达 100%。。 

3、建成产学研相结合的“一平台一中心”生产性实习实训

基地。 

依托互联网+陶瓷行业定制项目工作室、互联网+移动应用项目工

作室、互联网+农特产品服务项目工作室、跨境电子商务应用项目工

作室、4 个产学研综合实践“双创”基地、9 个校内链式实训室等资

源，建成湖南轻工商贸电子商务服务平台；依托新电商新零售企业工

作室、O2O 零售物流区与商品拍摄设计工作室、OTO 新零售体验区、

湖南扶贫电商体验区、新零售连锁门店，组建成 OTO 新零售双创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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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形成“一平台一中心”生产性实习实训基地，每学期为电商和

移动商务单批次（两周）提供 45 个岗位进行生产性顶岗实习，根据

一学年 20 周可用周数时间计算，每年提供 450 人次的所有岗位顶岗

轮岗实训，实践教学课程比例达到 55%以上；每学期孵化校园创业项

目 2-3 个。 

4、建成区域型电子商务扶贫和培训示范基地，助力轻工企

业协同创新。 

公司依托学院“一平台一中心”产教融合生产性实训基地和创新

创业孵化基地，为轻工企业提供咨询、电商代运营、电商人才孵化、

员工技能培训、岗前培训和在职培训等服务，帮助企业提升电子商务

平台中的知名度和业务量，提高企业产品研发、经营管理等方面人员

的整体素质，实现专业建设与面向中小企业电子商务应用服务的结

合。 

积极开展电商扶贫服务，与“温暖工程”扶贫项目合作，组织电

子商务专家深入农村开展电商扶贫送培下乡，面向贫困户、残疾人等

帮扶对象，开展电子商务应用培训；并为当地开展电商扶贫提供咨询

服务；组建农村电商创业实践学生团队，开展农村电商扶贫创业实践

和志愿服务活动，为其提供技术指导、市场营销等持续帮扶；联合湖

南本土知名农村电商企业，通过整合优势资源，开展校企合作，围绕

解决“土特产品进城难”的痛点，提供包装设计、品牌营销、人才培

养、技术培训、平台支持等服务。并每年与乡村振兴学院共同推进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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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精准扶贫工程。 

四、校企合作的思考 

校企双方要增强协调功能，完善制度建设，建立有效的质量保证

和评估体系，实施监督、督导、反馈、奖惩体系。校企双方要创新互

惠机制、内部运行机制、利益分配机制，按经营理念解决运作中的问

题，真正实现利益共享、风险共担、无缝对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