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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成果简介 

数字经济在推动经济发展、优化资源配置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需要大量具备数字化知识和技能且跨学科专业整合能力强的人才。为解

决数字经济环境中新商科领域专业群建设与产业链转型适配度低、人才

培养体系不完善、机制保障不够等问题，福州职业技术学院深入响应“数

字中国”“数字福建”战略，赓续自 2002 年学校合并组建办学时创立的

商科专业人才培养学脉，于 2013 年 6 月起依托“福建省高等职业教育示

范专业（市场营销专业）”等 9 项省级专业（群）教研教改项目，持续探

索专业融合发展、资源优化利用，与“京东乾石”等单位协同，开展“双

创”融合生产性实训等改革实践，取得新商科专业群“多元融合、一轴四

翼、三重保障”人才培养模式创新。成果主要内容是： 

（1）多元融合、产教协同。成立由福州市市长担任理事长的政行校

企合作理事会，多元共建公管数字化实验实训建设指导委员会、专业群

数字化改造建设指导委员会、数字供应链产业学院，形成稳固的战略合

作机制，建成对接商流、物流等的新商科专业群，建立新商科数字化教

研室、群平台教研室，重构课程体系，实现资源多元融合。 

（2）一轴四翼、思政护航。以培养数字化新商科高素质技术技能人

才为主轴，从课程-教材、师资、实践、教法四翼，强化新商科专业群数

字化内涵，实现新商科数字化人才职业核心素养与专业核心课程深度融

合。创建党建专业“双带头人”教师党支部工作室，开展“思政+专业群”

工作模式，打造“农产品直播”“蛋雕直播”“国风汉服体验馆”“微爱

大学生暑期实习”等数字化赋能的德育特色品牌，实现本土文化与专业

人才培养核心内容深度融合。 

（3）三重保障、数字赋能。在制度、平台、场景三重保障中完善新

商科专业群数字化改革，创建教师数字化档案和新生数字化档案，推行

学生、教师数字化应用与能力精准画像的 PDCA 过程管控，不断提升学

生数字化应用水平和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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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 11 年探索实践，共输送数字化新商科人才 6555 名，培养出国家

人社部“国家级技能大师”蒋莘，福建省劳动模范刘传斌，首届全国高

等职业教育毕业生就业创业之星聂君锋、创业人才张晶、食品进出口创

业人才蔡加敬等。建成产教融合共同体、市域产教联合体各 1 个，学校

获第七届黄炎培职业教育奖“优秀学校奖”荣誉 1 个，国家级全国党建

工作样板支部、国家级骨干专业、国家级“双师型”教师培养基地、国

家级生产性实训基地各 1 项，国家级规划教材 1 本、教育部供需对接就

业育人项目 2项；团队教师获国家级技能大赛三等奖 1项。 

教育部部长怀进鹏、高校学生司副司长吴爱华、教育部高校学生司

副处长张致铭对成果应用的人才培养成效给予了充分肯定。福建技术师

范学院、广西物流职业技术学院等 113 所省内外兄弟院校前来交流学习。

《光明日报》“福建省教育电视台”等多家主流媒体专题报道学校牵头成

立的全国金融智能网络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等重要成果，《福建日报》

“中国新闻网”持续跟踪报道毕业生就业工作经验。 

 

图 1 新商科专业群数字化改革与实践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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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成果主要解决的问题及解决教学问题的方法 

（1）多元融合、产教协同，解决专业群建设与产业链转型适配度低

的问题 

① 主体多元，建立生产性实践基地 

成立由福州市市长担任理事长、28 个相关部门为常务理事单位的政

行校企合作理事会。与福建高速物流股份有限公司等知名企业合作成立

数字化实验实训建设指导委员会，与福州市商务局、省物流协会等组成

专业群数字化改造建设指导委员会。与 18 个园区管委会、20 个产业园

区，建立政、校、园区和企业长效联络机制及校企战略合作机制。与“京

东物流”共建数字供应链产业学院。政行校企多元融合，建立“人才共

育、过程共管、成果共享、责任共担、互利共赢”的、供全部 6 个商贸

类专业共享的生产性实践基地（1600 平方米）。 

② 专业多元，优化专业布局 

 

图 2 新商科专业群组群逻辑图 

以系统观为指导，秉持“数字引领、两链耦合、服务产业”的专业

群数字化改革理念，对应商流、物流、信息流、资金流，与行业企业“共

建、共招、共管”增设跨境电子商务专业，改造物流管理专业等 5 个专

业，撤销商务管理专业等 2 个专业，建成新商科专业群（图 2），实现专

业群建设与产业发展协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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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资源多元，重构课程体系，建成数字化资源池 

成立“群平台教研室”，负责 6 门底层共享课的教学，将大数据分

析、人工智能等前沿数字化技术与商科基础理论深度结合。契合岗位群，

每个专业开设 6-8 门中层分立课程，让学生在实际项目运用中提升数字

化专业素养。满足岗位进阶与迁移需求，开设 5 门高层互选课程，培养

学习迁移能力，提升学生在数字化商业环境中的综合素质和竞争力。构

建底层共享、中层分立、高层互选的专业群课程体系（图 3），实现职业

核心素养与专业群核心课程融合。 

 

图 3 专业群课程统筹开发逻辑图 

联合京东物流、福州市物流与供应链协会、宁夏财经职业技术学院，

发起设立新商科数字化教研室，共建数字化实训基地、数字化课程、数

字化培训资源包、数字化教材，共享企业设施设备、师资等数字资源池。 

（2）一轴四翼、思政护航，解决新商科人才培养体系不完善的问题 

① 强主轴，丰四翼 

以培养数字化新商科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为主轴，从课程-教材、师

资、实践、教法四翼，强化新商科专业群数字化内涵（图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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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强主轴、丰四翼”构成图 

实行“互兼互聘”等做法，建立校内外教师双向循环流动通道、师

资培训基地，开展教师数字化素养提升的系列培训，形成新进教师岗前

培训、寒暑假下企业顶岗培训、数字化专项培训等常规与专项相结合的

专业群师资培训模式。 

推进课程数字化改革，将专业群核心课程改造为在线精品课程或在

线开放课程或虚拟仿真课程。以《保险学基础》等国规省规教材建设为

引领，开发《智慧仓储》等校本教材、《智慧物流与供应链基础》等数

字化活页式教材，建成多层次教材体系。 

以产业学院为依托，建设 2 间智慧教室，建成数字财经、数字商贸、

智慧物流 3 个数字化实践基地，18 个校企实习实训基地，保障专业群“见

习-实训-实习”三阶数字化实践教学。 

应用供应链管理等软件、智慧职教及云班课等平台，开展“人工智

能+”数字化教法改革。以数字化形式把赛项内容融入课程，通过数字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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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学结合项目实践，孵化学生创新创业项目，实现项目的落地、发展。 

② 双带头人，思政护航 

创建党建专业“双带头人”教师党支部工作室，开展“思政+专业群”

工作模式，将大思政、乡村振兴课程资源、师资培养、教材建设、人才

培养有机融合，与闽侯县小箬乡等 4 个乡镇共建乡村振兴基地，成立乡

村振兴工作站，打造“农产品直播”“蛋雕直播”“国风汉服体验馆”

“微爱大学生暑期实习”等数字化赋能的德育特色品牌。 

教师将乡村振兴工作站工作成果用于指导学生开展创新创业活动、

更新课程内容，使课程教学更接“地气”、适“烟火”。 

（3）三重保障、数字赋能，解决机制保障不够的问题 

① 三重保障，强机制、保贯通 

    通过完善数字化教学管理平台，对教与学进行全过程监管，赋能课

程数字化改造、教法探索、资源包开发、教师成长等内涵，引导教师在

数字化应用方面做出成效，实现平台保障效益。 

校企合作建智慧教室，打造省级数字供应链示范性虚拟仿真实训基

地，与“永荣”等产教融合共同体企业共建共享数字化实习基地，与“京

东物流”共建 AR/VR 技术特色的虚实融合实践场景，混合式、生产性、

项目制、任务式等场景保障新商科专业群数字化改造。 

制定《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与管理办法》《课程考核管理办法》《实

施数字化转型（智慧教室）建设项目工作方案》等制度，强化制度保障

转化为数字化改造效能（图 5）。 

② 数字赋能，精准画像 

数字化档案赋能学生与教师成长，把新生的现有数字化知识、数字

化工具应用程度、数字化意识等纳入到新生数字化档案建设，把教师数

字化意识、常见的数字化应用工具的使用情况、专业数字化应用程度等

纳入教师数字化档案建设。 



- 14 - 
 

推行学生、教师数字化应用与能力精准画像的 PDCA 过程管控。通

过智慧教学平台生成学生画像，随时随地检阅和评估人才“价值、知识、

能力”三位一体数字化培养成效，更新目标，革新方法，以此反复，不

断提升学生数字化应用水平和能力。从教师数字化改造意愿、行为、数

字化能力提升等方面构建教师数字化教师画像，采取 PDCA 方法持续改

进，实现教师数字化能力和水平的持续提升。 

 

图 5 三重保障、数字赋能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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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成果的创新点 

（1）理念创新：创新提出了“数字引领、两链耦合、服务产业”的

专业群建设理念 

成果运用系统观，创新提出“数字引领、两链耦合、服务产业”专

业群数字化改革理念，融合政行校企四类主体，以智能化、数字化为引

领，根据行业数字化转型升级需求，契合产业链发展需要，建成以现代

物流管理专业为核心、汇聚电子商务专业等 5 个专业的新商科专业群。 

成立专门的群平台教研室，负责底层共享课的运行，每专业开设中

层分立课程，开设高层互选课程，实现新商科人才职业核心素养与专业

核心课程深度融合。特设的群平台教研室在省内各院校专业群建设当中

属于首例。构建的“底层共享-中层分立-高层互选”的专业群课程体系，

高效实现职业核心素养与专业群核心课程两链耦合。 

以培养数字化新商科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为主轴，聚焦课程、师资、

实践、教法四个侧翼，服务产业需求，保障专业群数字化升级。建成的

数字化教学管理平台，创设出数字味浓的教学场景，创新形成数字化特

色鲜明的教师、教材、教法“三教”体系。 

（2）路径创新：创新性地提出了“一轴四翼、思政护航”的专业群

数字升级改造途径 

以习近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引领，建立金融智能网络共同体、

京东数字供应链产业学院、永荣生产性实训基地等，实现了课程、师资、

实践、教法四翼深度融合，共同促进了教育内容与方法的创新，为学生

提供了与产业需求紧密结合的学习途径，为企业输送了具备实战能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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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探索了数字赋能、产教融合的新路径，支持了新

商科企业的数字化转型。使得专业群内涵建设的国家级省级规划教材、

国家级教学能力大赛、省级教师教学创新团队、省级在线精品课程、省

级精品在线开放课程等标志性成果出彩，高效支撑国家级生产性实训基

地、国家级师资培训基地发挥育人功效。 

（3）机制创新：创新构建了“三重保障、数字赋能”的新商科专业

群可持续发展机制 

成果提升新商科专业群各主体协同性，优化师资、课程、实践、教

法四翼的组合，依托政行校企合作理事会，成立数字化实验实训建设指

导委员会、专业群数字化改造建设指导委员会、数字供应链产业学院、

“群平台教研室”， 开展“党建+专业群”工作模式，实行“互兼互聘”

“专业双带头人”“一课双师”等做法，完善数字化教学管理平台，制

定《实施数字化转型（智慧教室）建设项目工作方案》等制度。建成政、

校、园区和企业长效联络和校企战略合作机制，构建“三重保障、数字

赋能”的新商科专业群可持续发展机制，使得专业群数字化改革持续优

化，逐步提升新商科专业群数字化改革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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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成果的推广应用效果 

（1）人才培养成效 

共培养了 6555 名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其中退役军人学历技能提升

503 人。学生支部获第四批“全国党建工作样板支部”，获全国职业院校

技能大赛一等奖 1 项、二等奖 3 项、三等奖 5 项、省级职业技能大赛一

等奖 24 项，获各类创新创业大赛福建赛区金奖 2 项、银奖 6 项、铜奖 17

项、一等奖 3 项。2 名学生获福建省大学生“创业之星”，1 名学生获福

建省大中专毕业生创业省级资助项目，8 个创业团队入驻学校创业园区。 

近 5 年，平均就业率达 99.53%，专业对口率达 86%。毕业生满意度

均达到 99.13%，实践教学、教师教学和就业指导服务的满意度均在 99%

以上，对母校的总体满意度为 98.71%。相关专业领域高端岗位就业率为

64.67%，家长满意度为 99.04%。行业企业对毕业生满意度为 100%。 

培养出国家人社部“国家级技能大师”蒋莘，福建省技术能手、福

建省劳动模范刘传斌，福建省花协仙人掌与多肉植物分会副会长叶伟

斌、首届全国高等职业教育毕业生就业创业之星聂君锋、新材料创业人

才张晶、金融投资创业人才朱立业、智能机器人创业人才何丹文、纺织

进出口创业人才张富平、食品进出口创业人才蔡加敬、新能源创业人才

王理理等。 

（2）专业群建设成效 

获福建省教学成果奖特等奖、二等奖各 1 项，1 个国家骨干专业等

专业（群）建设成果 9 项，获国家级“双师型”教师培养培训基地等教

育教学资源成果 21 项，获得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高职组）教师三等

奖等教师获奖 11 项，获省级现代学徒制试点等教育部、省级人才培养模

式改革项目 3 项，获第三期教育部供需对接就业育人项目（重点领域校

企合作项目“数字供应链协同创新育人平台”）等质量工程项目 9 项。 

（3）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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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应用于宁夏财经职业技术学院、闽北职业技术学院、泰国邦纳

学院等 40 所高职院校。宁夏财经职业技术学院在人才竞争力、人才培养

质量显著提升，获省级质量工程 8 项；与泰国邦纳学院合作招收的泰国

留学生增至 40 名，建设 4 门外语课程标准。东南亚留学生数量从 2019

年的 1 人增加至 2023 年的 40 人，海外招生专业从 1 个增至 3 个。成果

还应用于台湾青年创新创业，受训人员达到 500 人次。 

成果应用于福州市 18 个园区管委会、20 个产业园区，开展 2 个新

职业工种的技术技能人才的技能培训和认证，为园区企业输送 3000 多名

数字化技术技能人才。其中园区中层以上干部约占输送人才的 30%以上。 

（4）主管部门高度肯定 

教育部部长怀进鹏、高校学生司副司长吴爱华、教育部高校学生司

副处长张致铭对成果应用的人才培养成效给予充分肯定，对学生清晰的

职业规划表示赞赏。 

校领导在中共福建省宣传部召开的福建省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

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了人才培养成效的做法和经验，在全国智能供应链产

教融合共同体、全国金融智能网络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的成立大会上做

了该成果的做法和经验分享。 

（5）社会评价 

福建技术师范学院、广西物流职业技术学院等 113 所省内外兄弟院

校前来交流学习。成果在校企推广中成效显著、社会认可度不断提升，

《光明日报》“福建省教育电视台”等多家主流媒体专题报道学校牵头

成立的全国金融智能网络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等重要成果，《福建日报》

“中国新闻网”持续跟踪报道毕业生就业工作经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