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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州信息职业技术学院与常州市龙道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本着“合

作育人、合作发展、互惠互利、优势互补”的原则，于 2013 年起就

在电子商务专业的人才培养、创业孵化、师资培训、产教融合实训平

台建设等方面开展了全方位的校企合作。学校与企业之间 5 年时间的

深度合作，是校企协同育人、学校引入企业元素培养符合行业企业需

要的高技能电子商务类人才的创新实践。 

一、合作企业概况 

常州市龙道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是一家由网络营销实战专家、淘宝

大学企业导师、数据分析专家等联合创建的一家综合实力强的电子商

务服务机构，专注于互联网与电子商务领域，专业从事电商人才培养、

网络营销策划、网络品牌打造，在行业内具有较强影响力。主要业务

有企业电商团队孵化、个人专业岗位孵化、实战培训与认证、大学生

创业培育与孵化、服务外包、移动电商、O2O 项目策划、农村电商

培训等，业务已遍及江苏常州、无锡、苏州、盐城、镇江、南京、南

通，以及沈阳、天津等地。该企业是江苏省、常州电子商务人才培养

基地，工信部电子商务师认证常州培训考试中心。聘有培训讲师 270

多名，其中公司专职讲师 27 名。 

二、企业参与办学情况 

2.1 整体合作情况 

常州信息职业技术学院作为国家示范性高等职业院校之一，学校

电子商务专业以培养高素质人、实体经济转型升级所需要的工业电子

商务人才为特色。学院强化校企合作，秉承“合作办学，合作育人，

合作就业，合作发展”的原则，自 2013 年起，与常州市龙道电子商

务有限公司合作共建“龙道商学院”，校企双方以商学院为载体，协

同培养电子商务专业学生。双方在人才培养过程中全面引入企业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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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整合校企优质资源，校企混编“双师”团队开展了“八共同”的

合作内容：共同编制人才培养方案，共同推进了订单班、现代学徒制

的产教深度融合的人才培养模式，共同开发课程体系，共同建设核心

课程，共同建设专业教学资源库，共同开发师资培训项目，共同开发

产教融合实训平台，共同开展学生创业项目孵化，在专业教学中形成

了具有鲜明高职特色的教学理念、教学设计、教学资源和评价手段，

真正形成“校企双赢”的高职电子商务专业的办学特色。 

2.2 参与人才培养重点项目 

校企双方在合作过程中，首先通过签订“校企战略合作协议”、

“校企合作联合培养师资协议”、“校企合作学生顶岗实习协议”、“校

企合作开展‘小强计划’创业教育”、“校企合作开展订单班联合培养”、

“校企合作开展现代学徒制联合培养”、“校企合作联合开展江苏省高

等职业教育产教深度融合实训平台——商苗电子商务技能训练与创

业孵化云平台建设协议”、“入驻网络创业孵化中心合作协议”等，为

双方的合作建立了行动指南与行动规范，同时在明确合作内容的基础

上清晰了合作目标。通过合作，企业累计为学校联合培养学生 400 多

名，有近百名学生为常州市龙道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及其客户企业录取。

在连续三年的麦可思公司对学校毕业生的调查反馈中，电子商务专业

一直是学校就业竞争力最强、满意度最高的专业。 

校企合作推进的重点人才培养项目有： 

1．自 2010 年起，校企合作推出了“小强计划”创业训练营，对

学生进行创业训练与创业教育，累计受益学生上千名，培养出了陆元

明、赵止祯、高松等 10 多名创业成功典型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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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连续五年均成功开展成班制的订单班联合培养，通过订单班

联合培养，已经累计为用人单位培养出 130 多名满意度高的客户服务、

图片处理、活动策划、营销推广、数据分析、运营管理等专业人才。 

3．校企混编团队共开发完成了《移动商务》、《网络营销》、《网

上创业》（现为《网店运营》）、《电子商务 ERP 应用》、《商务数据分

析与应用》等 6 门专业课程和 6 个项目案例，并在实际教学中得到应

用。 

4．连续多年开展江苏省电子商务类省级骨干教师能力提升培训、

全国高职院校“网店运营与数据诊断”、“店铺运营诊断分析精英班”、

江苏省农民上网培训等活动，累计联合完成各类培训 4000 多人次，

图 1 小强计划宣传活动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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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建成江苏省、常州市优秀电子商务人才基地，合作共建全国电子

商务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全国电子商务专业师资培训基地。 

5．合作申报并推进江苏省高等职业教育产教深度融合实训平台

——商苗电子商务技能训练与创业孵化云平台的建设，通过大数据、

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技术的应用，为更多学校的电子商务类专业人才

培养服务，为区域范围内有互联网创业意愿的大学生服务，并将实训

平台建成区域电子商务教育培训中心、技能鉴定中心、创业孵化中心

和公共技术服务中心。 

6．共同筹备成立了“龙城电商学院”、“常州移动电子商务协会”、

“常州互联网经济研究院”，合作成立了“龙道电商研究院”，为常州

地区企业开展电子商务提供沟通交流与相互学习的平台，为常州地区

政府与企业提供互联网转型解决方案。 

 

 

 

 

 

 

 

 

 

三、企业资源投入 

3.1 人力资源投入 

常州市龙道电子商务有限公司虽然不是世界 500 强企业，但对教

育却有很深的情怀，为配合学校《移动商务》、《网络营销》、《网店运

营》等课程的正常教学，安排了 3 名企业一线运营、客服、美工等主

图 2 龙城电商学院成立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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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常驻学校，全面参与学生的理论教学和实践指导。企业一线主管承

担的《移动商务》、《网络营销》等课程教学课时约占总课时的 40%

左右。 

3.2 企业真实案例支撑课堂教学 

随着各大第三方电子商务平台对学生网店管理的加强，如何构建

真实的教学环境受到严重影响，为体现真正业务环境，企业每年将不

少于 5 个实际运营的店铺作为教学案例提供给老师，为教师的备课、

课堂教学提供实际支撑。 

为了给教师与学生提供真实的店铺环境，邀请企业携带 2 个项目

（店铺）入驻网络创业孵化中心，常年安排 12 名企业一线员工常驻

网络创业孵化中心，为教师提供咨询服务，为学生提供创业辅导。 

3.3 设备资产投入 

“小强计划”创业训练营项目实施期间，企业为顺利推进该项目

的实施，累计投入 100 多万元，用于“小强计划”项目平台的开发、

服务器等硬件资源的投入和货源的寻找、货源的组织等。 

 

 

 

 

 

 

 

 

 

 

在合作推进“江苏省高等职业教育产教深度融合实训平台——商

图 3 “小强计划”辅助学习平台“龙道 E 学院”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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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电子商务技能训练与创业孵化云平台”的建设过程中，企业已累计

投入 200 多万元，用于平台建设的前期调查分析，用于大数据、人工

智能、区块链等技术的预研究，用于平台框架的设计，用于技能训练

各类资源的开发，用于创业资源的对接。 

四、参与高职教育教学内容 

4.1 共同编制人才培养方案 

由常州市龙道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与学校共同组织常州地区电子

商务企业的管理与技术骨干，根据常州地区产业经济特征，围绕制造

业企业互联网转型升级所需要的电子商务类人才，根据其所在岗位及

其工作要求，通过数据分析，明确了制造业电子商务岗位划分为“应

用规划、营销推广、数据化运营、业务管控”四大类岗位群，并创新

性地提出了“岗位分类、技能分层、工学结合”人才培养模式，提出

了“岗位分类、技能分层、工学结合”应用模型，即将和“基础层、

提升层、主管层”三个技能层级，通过“课程实训、感知实践与角色

实战”多种形式实现人才培养。如图 4 所示。 

 

 

 

 

 

 

 

 

 

 

自 2012 年起，校企合作就全面实施了电子商务专业人才的分类

图 4“岗位分类、技能分层、工学结合”应用模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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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层培养。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实践了“应用规划、营销推广、数据

化运营、业务管控”四大岗位群和“基础层、提升层、主管层”技能

层级，开展“普通型人才、杰出型人才与创业型人才”的精准化培养。 

4.2 共同参与课程开发与教学 

由常州市龙道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8 名一线管理与技术骨干、8 名

学校专任教师组成校企混编团队，合作完成了《移动商务》、《网络营

销》、《网上创业》（现为《网店运营》）、《电子商务 ERP 应用》、《商

务数据分析与应用》等 6 门专业课程的建设，完成了 6 个课堂教学项

目案例。 

常州市龙道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安排了 3 名企业一线运营、客服、

美工等主管常驻学校，全面参与《移动商务》、《网络营销》、《客户服

务与管理》、《网店运营》等课程的教学，直接负责课程的理论教学和

实践指导。企业一线主管承担的《移动商务》、《网络营销》、《客户服

务与管理》、《商品图形图像》等课程教学课时占到相关课程总课时的

40%左右。 

相关课程任课教师又与企业一线管理与技术骨干合作，建设了

《创新创业》等课程资源，已经建设的课程资源包括课程标准、教学

整体设计、教学大纲、单元设计、教学参考资料等。 

4.3 共同开发师资培训项目 

“网店运营与数据诊断培训班”、“店铺运营诊断分析精英班”均

为学校与常州市龙道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经过多年合作与探索，围绕学

校师资实际能力欠缺，共同开发的师资培训项目，受到了培训教师的

一致称赞。如在江苏省电子商务类省级骨干教师能力提升项目中，安

排了 3 天的“网店运营与数据诊断”内容，在让受培老师掌握店铺实

际操作的基础上，提升其店铺运营与数据化诊断的能力。 

围绕农村青年创业热情，结合承担的江苏省农民上网培训，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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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与常州市龙道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合作，推出了 1 天时间的“农村电

商创业”培训内容，在团中央农村青年培训示范班、共青团常州市委

举办的农村青年创业培训等中形成了良好的品牌。 

针对电子商务技术的发展，学校又与常州市龙道电子商务有限公

司合作，推出了小程序、微商、社众营销、直播等短平快的培训内容，

抓住了市场应用的热点，又形成了良好的口碑。 

4.4 共同开发产教融合实训平台 

为强化学生技能培养、扶持学生创业，在“小强计划”实施所形

成的“小强网”的基础上，学校与常州市龙道电子商务有限公司联合，

申报并正式立项了“江苏省高等职业教育产教深度融合实训平台——

商苗电子商务技能训练与创业孵化云平台”，该平台具有极强的自主

原创性，如图 5 所示。 

 

 

 

 

 

 

 

 

 

 

在前期需求调研与可行性分析的基础上，完成平台功能与框架设

计，通过平台集聚电商实践教育与互联网创业资源。按最新职业标准、

行业标准和岗位规范，构建专业实践教学体系，按“知识传授-技能

训练-创新引导-创业孵化”这一主线完成客户服务、图片处理、活动

图 5“商苗电子商务技能训练与创业孵化云平台”构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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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划、营销推广、数据分析、运营管理等实践技能培训的数字化资源

建设，完成互联网创新创业“链”式生态服务体系建设。 

4.6 共同开展学生创业项目孵化 

“小强计划”创业训练营是国内高职院校中率先推出的针对高职

院校在校生开展创业训练与创业教育的项目之一。该项目集“兴趣小

组、社团组织、创业训练、创业教育、创业孵化”于一身，在学校一

经推出，即受到学生的普遍欢迎。在学校取得经验后，学校又配合常

州市龙道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将该创业训练营项目推广到了常州科教

城其他院校，在常其他院校，镇江、盐城、石家庄、沈阳等地 20 多

所院校。 

在“小强计划”项目的基础上，双方进一步理清思路，共建“网

络创业孵化中心”通过引企入校、引项目入校的模式来吸引更多的企

业资源服务于学生的创业。常州市龙道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将“魔紫”

等 2 个项目（店铺）入驻网络创业孵化中心，同时安排了 12 名企业

一线员工常驻网络创业孵化中心，为教师提供咨询服务，为学生提供

创业辅导。 

 

 

 

 

 

 

 

图 6 网络创业孵化中心实景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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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合作中取得的成效 

通过校企合作实现双赢，双方在电子商务人才培养方面取得了丰

硕成果。“信息产业园校企合作育人平台建设的探索与实践”成果获

2014 年国家级教学成果一等奖。通过合作，实现了企业和学校、师

生的共赢。 

5.1 学校层面取得的成效 

校企组建混编“双师”团队，既提高了师资团队的专业实践和项

目研发能力，又提升了电子商务专业的办学实力。对接产业需求，清

晰提出了制造业电子商务应用型人才培养的定位。成功申报“江苏省

高等职业教育产教深度融合实训平台——商苗电子商务技能训练与

创业孵化云平台”。团队合作开发了 6 门专业核心课程和 6 个项目案

例。合作新编教材 3 部，其中 2 部列为国家“十二五”规划教材。教

学团队中有 1 人被评为省“青蓝工程骨干教师”培养对象，1 人被评

为“江苏省教学名师”，2 人评为江苏省优秀教师。电子商务专业列

为江苏省高职院校骨干专业。 

5.2 企业层面取得的成效 

常州市龙道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扩大了企业与品牌的知名度，在学

生中建立了良好的口碑，企业形象大大提高。企业在学校建立了高质

量的、稳定的新员工招聘基地，企业每年减少招聘成本、新人教育费

用支出约 20 万元。教师帮助企业解决了多项技术难题，教师与企业

一线管理、技术骨干合作完成了多项软件的开发与客户企业的咨询服

务，每年产生的直接经济效益达 100 多万元。 

5.3 学生层面取得的成效 

学生进入不同的校企合作载体——现代学徒制班、名师工作室、

互联网创业实验班等接受分类分层培养，从而实现人才培养的精准化。

企业中高层以上管理人员与技术骨干还担任兼职班主任，以“企业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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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对学生进行思政辅导、心理疏导、专业指导，实现了课堂思政向

课后思政的延伸。学生职业素质和业务能力得到明显提升。2015 年、

2016 年、2017 年、2018 年获得江苏省电子商务大赛一等奖 2 项、二

等奖 2 项、全国电子商务大赛二等奖 1 项。在全国大学生电子商务“创

新、创意及创业”全国总决赛中获特等奖、创新奖等佳绩。《涂料化工

行业 B2B 电子商务平台的规划与构建》等多篇学生论文获江苏省高

等学校优秀毕业设计团队奖，《“型动帮”网上商店的策划及运营》等

多篇学生论文获江苏省级优秀毕业论文一等奖。毕业生进入企业后普

遍具有较好的职业发展，学生毕业当年均能成为企业店铺运营、美工、

客服等骨干，有 20%左右的同学能够成为店长、主管。陆元明、赵止

祯、高松等 10 多名同学更是成为了成功创业的典型。《中国青年报》、

《光明网》等媒体先后多次报道了专业的“杰出人才培养”。 

六、主要特点 

6.1 制造业电子商务人才培养定位的创新 

在国内早于《国务院关于深化制造业与互联网融合发展的指导意

见》、《制造业人才发展规划指南》、《工业电子商务发展三年行动计划》

等文件的发布，通过与企业的深度合作，借助于常州市龙道电子商务

有限公司的大数据分析技术，通过对近二年时间的电子商务专业毕业

生的岗位需求数据分析，敏锐捕捉到了制造业企业电子商务应用的发

展趋势，并制定制造业电子商务应用型人才的核心技能为“应用规划、

营销推广、数据化运营、业务管控”。 

6.2 分类分层培养模式的创新 

全面实施电子商务专业人才的分类分层培养。在具体实施过程中，

学生进入不同的校企合作载体——现代学徒制班、名师工作室、互联

网创业实验班等接受分类分层培养，实践了“应用规划、营销推广、

数据化运营、业务管控”四大岗位群和“基础层、提升层、主管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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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能层级，开展“普通型人才、杰出型人才与创业型人才”的精准化

培养。 

6.3 实践教学与创业孵化平台的创新 

按最新职业标准、行业标准和岗位规范，构建专业实践教学体系，

按“知识传授-技能训练-创新引导-创业孵化”这一主线完成客户服务、

图片处理、活动策划、营销推广、数据分析、运营管理等实践技能培

训的数字化资源建设，完成互联网创新创业“链”式生态服务体系建

设。应用现代信息技术，给每一个学习者量身定制培训方案。应用系

统理论，规划平台内容与布局。将创业活动与电子商务专业教育对接，

培养复合型电商人才。整合网上创业资源，营造良好的创新创业人才

培养环境。切实增强学校学生创业意识和创业就业能力，提升其网络

创业技能和创新能力，提高其创业成功率，实现创新、创业、就业三

者联动的良好就业工作局面，助力推进本校毕业生就业工作。 

七、存在的问题与合作展望 

通过校企融合实现高职电子商务人才培养模式的探索与实践，实

现了“学生、教师、企业、学校”的四方共赢。但在校企合作育人过

程中，还存在诸如学生学习的积极性有待进一步提高，校企合作的工

作绩效评价体系有待进一步完善等问题。针对以上问题，今后将不断

深化学院与该企业的合作，进一步深入探究高职人才培养模式，强化

“互联网+教育”大环境下信息化手段对人才培养的支撑作用，不断

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