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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教育部、财政部联合印发的《关于实

施国家示范性高等职业院校建设计划加快高等

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意见》提出，“重点建成

500个左右产业覆盖广、办学条件好、产学结合紧

密、人才培养质量高的特色专业群”。2019年教育

部、财政部联合印发的《关于实施中国特色高水

平高职学校和专业建设计划的意见》（下文简称

《意见》）明确指出，“围绕办好新时代职业教育

的新要求，集中力量建设50所左右高水平高职学

校和150个左右高水平专业群”，标志着高职院校

高水平专业群建设正式进入大规模建设阶段。鉴

于当前高职院校专业群建设正在从“有特色”迈向

“高水平”的发展过程，有必要对高水平专业群建

设的内在逻辑、现实问题和实践路径加以研究和

探讨。

一、高水平专业群建设的内在逻辑

（一）遵循组群逻辑

高水平专业群的组群逻辑可分为产业链逻

辑、岗位群逻辑、群内部逻辑三种。遵循产业链逻

辑组建的专业群是围绕某一产业的结构、空间以

及链条发展情况进行组建，并按照产业调整与升

级而持续优化，其理论依据来源于美国著名战略

管理学家迈克尔·波特（Michael E. Porter）提出的

“产业集群理论”（Industry Cluster）[1]。例如，包

装印刷专业群将包装印刷产业上游所需的包装策

划与设计专业、产品艺术设计专业，产业中游所

需的印刷媒体技术专业和产业下游所需的数字媒

体应用技术专业组合起来，形成服务包装印刷产

业的全链式专业群。依托岗位群逻辑组建的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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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以职业岗位为依据，在充分体现职业分工关系的基础上，

针对各岗位群人才需求将相关专业进行组合[2]。以国际经济

与贸易专业群为例，群内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培养跨境电商

B2B前端和中端岗位人才，跨境电子商务专业和国际商务专

业培养跨境电商B2C前端和中端岗位人才，商务英语专业培

养跨境电商B2B和B2C后端岗位人才。按照群内部逻辑组建

的专业群是围绕某一或相近学科领域，且具有强学科知识

支撑的一类专业集合，群内部逻辑也可理解为一种知识逻

辑，即将专业作为一个知识传递和生产载体，知识关系是专

业关系的核心，依据专业知识的相关性和内在逻辑构建专

业群[3]。

（二）遵循政策逻辑

政策逻辑可理解为在一种国家逻辑的安排下，高水平

专业群建设必须落实的上位要求。纵观“双高计划”对打造

高水平专业群的政策要求，高水平专业群建设的政策逻辑

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层政策逻辑要求进行资源整合。《意

见》明确提出，“面向区域或行业重点产业，依托优势特色

专业，健全对接产业、动态调整、自我完善的专业群建设发

展机制，促进专业资源整合和结构优化，发挥专业群的集聚

效应和服务功能，实现人才培养供给侧和产业需求侧结构

要素全方位融合”。国家从政策层面要求高职院校需高度整

合产教双端的优势资源，充分发挥群内专业的集聚效应。资

源整合是专业群建设的内驱力，是优于传统单体专业建设

的直接体现，突破了传统专业建设的刚性模式，有利于促进

资源整合共享，发挥“1+1>2”的集聚效益。第二层政策逻

辑要求进行标准融合。《意见》明确提出，“校企共同研制

科学规范、国际可借鉴的人才培养方案和课程标准，将新技

术、新工艺、新规范等产业先进元素纳入教学标准和教学

内容，建设开放共享的专业群课程教学资源和实践教学基

地”。第二层政策逻辑表明，专业群建设是一种动态过程而

不是静态结果，并非简单地把几个专业进行“物理组合”，

而是在群统领下，实现专业之间的“化学融合”，促使资源

配备和教学组织的系统优化重构。第三层政策逻辑要求模

块耦合。《意见》明确提出，“组建高水平、结构化教师教学

创新团队，探索教师分工协作的模块化教学模式，深化教材

与教法改革，推动课堂革命”。第三层政策逻辑要求专业群

建设需要具备系统化、模块化意识，明确专业群团队内教师

的职责分工，鼓励每位教师全面参与人才培养方案制（修）

订、教学流程重构、课程结构再造、学习管理与评价等专业

建设全过程，教师分工协作进行模块化教学，不断提升教学

质量效果。

（三）遵循类型逻辑

2022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第三条

明确：“职业教育是与普通教育具有同等重要地位的教育类

型”。作为与社会经济发展联系最为紧密，且具有伴生关系

的教育类型，社会经济发展特点和人的全面发展需求应该最

先反映在职业教育中。因此，高水平专业群建设既是一种教

育类型的价值体现，也是彰显类型教育特色的重要举措[4]。

高水平专业群建设的类型逻辑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

职业与教育的双性并重。高水平专业群建设应突出“职业

性”特点，以推动区域经济发展、促进就业为导向，主动适

应外部社会经济需求。此外，专业群建设在关照社会需求

的同时，还应遵循“教育性”规律，不能盲目追求教育内容

与职业需求的完全对接，而忽视了知识体系自身的系统性，

导致专业群成为培养技术工人的“培训场”。绝大多数专业

群在建设过程中应结合实际需求，充分兼顾学生技术技能

培养与综合素养提升之间的平衡，遵循学科思维和实践导

向，实现社会服务与应用研究的并重。二是产业与教育的双

端整合。“专业群建设是以专业建设为核心的资源整合活

动”[5]，高水平专业群建设的最初设想是在人才培养实施过

程中，发挥群聚优势，优化整合高职院校内部和行业企业外

部的软硬件资源，实现专业群培养的技术技能人才在劳动

力市场中比单个专业培养的技术技能人才更具竞争力。专业

以群的形式直接面向高端产业和产业高端，聚焦服务面向，

如若培养的人才与产业集群需求的人才有所偏差，专业将

实时优化人才培养方案进行自我调整，主动适应产业集群

的需要，实现院校发展与产业变革的良性互动[6]。

（四）遵循行动逻辑

高水平专业群建设的行动逻辑是指专业群建设所遵循

的规律或导向，其客观反映了专业群建设逻辑起点，决定着

专业群建设的长效发展[7]，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以内外

联动为纲，即主动对接区域产业发展和职业岗位需求变化，

动态构建专业群，优化调整课程体系、师资队伍；积极开展

教育教学改革，着力推动技术技能积累与创新，为区域产业

变革和社会经济发展提供人力和智力支撑。二是以集聚创

新为要，即对接职业岗位群，根据岗位技术技能要求的相似

性和融通性，打破物理界限，整合、共享师资队伍、实习实

训、合作企业等资源，同时，发挥专业群集聚优势，瞄准产业

发展重大项目，开展技术创新研究，致力于构建人才培养和

创新服务高地。三是以质量保障为基，即构建专业群质量保

证体系，实施专业群诊断与改进，保证专业群建设质量[8]。同

时，专业群建设应以成果为导向，注重技术技能人才培养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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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实效，以绩效考核情况逆向推动专业群建设优化。

二、高水平专业群建设存在的问题

（一）组群逻辑落地不实

近年来，高职院校关于专业群的实践探索从未停止，

尤其是“双高计划”推出之后，关于专业群的组群逻辑和建

设机制成为研究和探索的热点。尽管各高职院校基于自身

发展基础，立足区域产业需求，致力于构建适合自己的组群

逻辑和发展规划，但仍然存在如下问题：一是组群逻辑设

计向已有建设基础妥协。部分高职院校进行组群逻辑设计

时，将原始的系部组织架构、师资布局、硬件条件等因素作

为先决条件，进行修补性或适当调整性设计，导致专业群组

建跳不出传统专业群建设的“窠臼”。二是组群逻辑落地时

路径不够清晰。部分高职院校期望按照新的组群逻辑设计

理念进行创新性、系统性设计，从而实现对原始专业群的

重构，但无法找到具体着力点，组群设计与组群事实出现两

张皮的现象。如依据产业链组建专业群，如何准确定位专业

群与产业链的结合点，实现专业群与产业链的真正融合，依

然是难点。三是专业群可持续发展机制的缺失。专业群建设

是系统工程，若学校治理机制改革未及时变革，无法为专业

群建设提供足够的支撑和保障，必然导致专业群组群逻辑

落地和发展的异化。

（二）资源整合广度不够

推进专业群建设的目标是适应产业集群化发展趋势，

培养复合型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9]。教育资源作为专业群人

才培养的基础，是实现上述目标的关键。当前，各高职院校

专业群在教育资源整合过程中凸显出以下问题：一方面，资

源整合局限于校内，资源整合广度不够。尽管聚焦于校内实

训资源的调整、教师团队的重组，在一定程度上为专业群发

展奠定了资源基础，但由于增量性资源不足，导致专业群建

设发展动力和空间不足。因此，应进一步拓展资源整合视

野，跳出学校围墙，整合政行校企多方资源。另一方面，资

源整合相对松散，专业群内不同专业之间，校内外不同主体

之间，资源整合多以“虚拟融合”“软性整合”为主，部分资

源之间的整合出现简单堆砌的情况，导致资源无法有效形

成集聚合力和充分发挥规模效应。

（三）产教融合深度不足

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是职业教育的基本类型表征，同样

也是高水平专业群建设的基本要求。各高职院校不仅要在

专业群组群的起点环节重视对产业的适应性，强调专业群

建设规划与产业链发展的融合，也需要在专业建设过程提

升行业、企业的参与度，以保证专业群建设的质量。但受制

于当前产教融合激励机制的不完善、企业深度参与职业教

育办学的制度不健全、职业教育自身吸引力的不足，行业企

业无法深度参与到专业群建设过程中，导致人才培养与产

业需求脱节、专业群建设与产业发展脱节。此外，在专业群

建设成效评价环节，多由教育主管部门组织高职领域内专

家进行评价，缺少行业企业评价和第三方机构评价，反映

出产教融合深度不足的问题。

（四）内涵建设精度不准

推进专业群建设是提升职业教育人才培养质量的方法

表征，本质目的是更好地深化专业群内涵建设，提升职业教

育人才培养质量，基本抓手是深入推进“三教”（教师、教

材、教法）改革。因专业群组群复杂度高、涉及面广，尤其是

课程体系的重构使得教材的开发设计、师资团队的组建都

面临新的挑战。当前，高职院校在进行“三教”改革的过程

中，对于专业群内在逻辑需求的重视度不足，抛开专业群整

体发展要求，多立足某一专业教研室或者局限某一课程团

队开展“三教”改革，导致群内课程改革的协同度、教师创

新团队建设的融合度、教材编写的互补度、教法改革的整体

度均显不足。未能从专业群建设的整体需求出发，精准识别

专业群建设发展要求，系统设计推进整个专业群的“三教”

改革。

三、高水平专业群建设的实践路径

改革开放以来，职业教育在专业建设上经历了三次范

式转变，从最初的知识存储导向的单一学科专业建设，向知

识应用导向的单一岗位专业建设转变，再向职业能力相近

的知识应用型专业建设的转变，最终向职业能力同类的知

识应用型专业建设的转变[10]。因此，在专业建设范式三次转

变的影响下，学科知识应用转化、同类职业能力培养是当前

高职院校专业群建设的应有之义。结合浙江金融职业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国家高水平专业群建设的探索与实践，提出

高职院校高水平专业群建设应以顶层设计为统领、以资源

整合为保障、以模式创新为动力、以“三教”改革为核心、以

科学研究为辅助、以服务社会为宗旨的实践路径。

（一）以顶层设计为统领：总体谋划，精准定位

在对接产业发展、岗位变迁、技术革新，并结合专业发

展现状的基础上，高水平专业群建设首先应针对人才培养定

位、专业课程体系以及总体发展目标等核心要素开展顶层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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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服务本专业群高起点发展。

1.确定“覆盖跨境电商B2B和B2C全业务链”的专业群

人才培养定位

由国际经济与贸易、国际商务、跨境电子商务和商务英

语四个专业组成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群，面向现代服务业，

对应《国民经济行业分类》第三产业的F门类行业（批发业

和零售业），立足国际贸易产业高端（数字国际贸易），定位

于数字国际货物贸易（跨境电子商务），面向跨境电商企业，

培养具有“国际化视野、创新型思维、职业化标准”的复合

型跨境电商技术技能人才。

其中，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面向跨境电商B2B企业培养

运营专员、销售专员、营销专员；国际商务专业面向跨境电商

B2C企业培养采购专员和物流专员；跨境电子商务专业面向

跨境电商B2C企业培养运营专员和营销专员；商务英语专业

面向跨境电商B2B、B2C企业培养客服专员和商务助理。专

业群面向的岗位群覆盖了跨境电商B2B和B2C全业务链。国

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培养跨境电商B2B前端和中端业务人才，

国际商务和跨境电子商务专业培养跨境电商B2C前端和中

端业务人才，商务英语专业培养跨境电商B2B和B2C后端业

务人才。专业群人才培养定位见图1。

   
图1  专业群人才培养定位

2.坚持“底层共享、中层分立、高层互选”原则构建专

业课程体系

根据人才培养定位，按照“底层专业基础课程共享、中

层专业核心课程分立、高层专业拓展课程互选”原则构建专

业课程体系。专业基础课程包括《国际商务礼仪》《国际贸

易基础》《跨境电商基础》等8门；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核

心课程包括《跨境电商B2B运营》《跨境电商B2B销售》等6

门，国际商务专业核心课程包括《跨境电商采购管理》《跨

境电商物流》等6门，跨境电子商务专业核心课程包括《跨

境电商B2C运营》《跨境电商B2C营销》等6门，商务英语专

业核心课程包括《跨境电商客服》《跨境电商文案策划与撰

写》等6门。各专业为群内其他专业提供专业拓展课程包，

学生自主选择专业方向。

3.设计专业群中期与长期的总体发展目标

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群总体发展目标为：坚持服务浙

江跨境电商发展、国家外贸转型升级和“一带一路”建设，

对接数字国际贸易产业高端，以产教深度融合和校企紧密

合作为主线，以“双元育人 书证融通”复合型技术技能人才

培养模式改革和“1+X”证书制度试点为突破口，以“阿里巴

巴数字贸易学院”产业二级学院和跨境电商协同创新中心

为载体，建设“双元双优”高水平、结构化教师教学创新团

队、高水平职业教育实践教学基地和双语在线精品培养培

训课程，开展“互联网+”教材教法改革、高质量社会服务、

全方位国际交流与合作，构建基于专业诊断与改进和商科

认证的专业群可持续发展保障机制，打造引领改革、支撑发

展、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国际经济与贸易高水平专业群，

引领高职国际贸易类专业实现高质量发展。具体来讲：到

2023年，把专业群建设成为全国高职国际贸易类专业教育

教学标准的制订者、全国跨境电商技术技能创新服务的领

航者、全球跨境电商复合型技术技能人才培养培训的佼佼

者。到2035年，专业群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成为国际贸易产

业转型和行业发展的骨干力量，为世界数字国际贸易类职

业教育发展提供中国方案。

（二）以资源整合为保障：校政行企，多元融合

专业群建设还应充分整合政府资源、行业资源、企业

资源、学校资源和群内资源，服务本专业群可持续发展。

1.整合政府资源，服务精准施策

依托捷克研究中心，整合研究资源，聚焦浙江“一带一

路”系列境外站建设、中欧班列大通道建设等重点研究领

域，开展应用对策研究。重点参与长三角一体化视野下浙

江省中欧班列发展对策研究，中捷、中塞跨境电商物流园区

发展规划研究，“一带一路”捷克站发展对策研究，提交浙

江与“一带一路”国家的跨境电商、跨境物流发展研究报

告、“一带一路”系列境外站点发展研究报告等系列研究成

果，每年以中、捷、英三语发布《“一带一路”框架下浙江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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捷克经贸合作发展报告》，为浙江省推动跨境电商发展精准

施策提供咨询服务与智力支持。

2.整合行业资源，服务标准开发

依托中国国际贸易学会，开发跨境电商B2B运营专员、

销售专员和营销专员岗位标准；依托中国商业贸促会标准委

员会，开发《跨境电子商务从业人员岗位划分及职业能力要

求》标准；依托全国外经贸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开发

国际经济与贸易国家专业教学标准；依托杭州市跨境电商

协会，开发《杭州市跨境电商物流从业人员岗位能力要求》

标准。

3.整合企业资源，服务技术研发

依托杭州峰澜Goog le出海体验中心、杭州易赛诺

Facebook品牌出海促进中心等，通过跨境电商大数据分析、

开发独立站、研发数字营销方案和品牌运营，为中小微企业

提供数字化转型整体解决方案。与企业协同开展保税仓、

海外仓等一站式物流集成服务创新，提高跨境物流行业服

务运作效率。为中小跨境电商物流企业提供物流设施、商品

包装的标准化解决方案。

4.整合学校资源，服务共同发展

依托主持的职业教育国际贸易专业国家教学资源库项

目及升级改进项目，整合深圳职业技术学院、山东商业职业

技术学院、江苏经贸职业技术学院、海南经贸职业技术学

院、山东外贸职业学院等全国一流外贸高职院校资源，按照

“能学、辅教”功能定位，遵循“一体化设计、结构化课程、

颗粒化资源”的建构逻辑，共建专业级资源中心、课程级资

源中心、素材级资源中心，实现教学资源共享、教学模式共

享和教学服务共享，提升全国国际贸易类专业教师的教育

教学水平和人才培养质量。

5.整合群内资源，服务集聚发展

依托国际经济与贸易国家高水平专业群建设项目，以

“优势互补、协同发展”为原则，整合群内各专业的合作企

业、用人单位、校内实训基地、校外实习基地、专业课程、专

任教师和校外兼职教师等教学资源，实现专业群资源共享

最大公约数，降低专业群管理成本，提高专业群管理绩效，

服务专业群集聚发展。

（三）以模式创新为动力：人财物事，全面创新

专业群建设还应以人才培养模式、师资队伍建设模

式、实践基地建设模式“三创新”为动力，服务本专业群特

色发展。

1.创新“双元育人 书证融通”专业群人才培养模式 

对接跨境电商岗位标准确定人才培养目标，对接跨境

电商职业技能等级标准开发教学内容，依托“阿里巴巴数字

贸易学院双元双优”教学创新团队共同开发岗位标准、专业

教学标准、课程标准，共同备课、共同授课、共同命题、共

同指导学生实践，推进“学历证书+跨境电商职业技能等级

证书”融通培养，实现学生优质就业与可持续发展。“双元

育人 书证融通”复合型技术技能人才培养模式运行机制见

图2。

          
图2 “双元育人 书证融通”复合型技术技能人才培养模式运行机制

2.创新“双元双优、兼职兼薪”师资队伍建设模式 

引进行业大师、行业专家、行业骨干，与校内专业、课

程负责人、骨干教师，组成“双专业带头人”“双课程负责

人”“双导师育人团队”，形成一支高水平、结构化“双元双

优”教师教学创新团队。“双元双优”教师教学创新团队共

同开发岗位标准、专业标准、课程标准，共编教材、共同备

课、共同授课、共同指导学生实践，全程参与人才培养。针

对校内专业和课程负责人，开展顶层设计、资源整合等六

项领导能力培养。针对校内骨干教师，开展课程设计、国际

交流等六项核心能力培养。教学创新团队分别主讲各自“精

专”的项目模块，实施分工协作的模块化教学。

3.创新“四位一体”基地建设模式 

依托浙江省跨境电商综合服务产教融合人才培养示范

基地，面向跨境电商技术技能人才紧缺领域，建设集实战教

学、行业培训、技能鉴定、创新创业等功能为一体的高水平

职业教育实践教学基地。建设基于能力提升和职业素质养

成的跨境电商B2B实践基地、跨境电商大数据分析中心、跨

境电商达人素质养成空间、数字国际贸易博览馆等9个实践

教学基地，打造跨境电商综合实践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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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以“三教”改革为核心：课程教学，积极引领

专业群建设积极开展课程建设、教材编写和教学方法

等教学方面的持续改革创新，引领本专业群高质量发展。

1.开发精品在线开放课程

依据单证员岗位标准，开发课程标准，设计课程体系；

分解单证员应掌握的知识点和能力点，构建知识/技能树；

以知识点和能力点为教学粒度，开发每个知识点和能力点

的微课、课件、习题等颗粒化资源；以单证员工作过程为线

索，搭建由审证和改证业务操作、制作商业发票和装箱单操

作等11个工作任务构成的《外贸单证操作》结构化MOOC课

程。注重学习者体验，如安排外贸工作现场拍摄视频；采用

外贸实景和动画合成手法制作“皮皮出口旅行记”视频，形

象展示业务流程；教师采用“请你”等口吻向学习者提问，

犹如“面对面”教学等。

2.编写新形态一体化教材

以学生为中心，以能力为本位，以业务流程为主线、以

数字资源为支撑，校企双元开发《外贸单证操作》《进出口

业务操作》等4本新形态一体化教材，实现其与在线精品课

程的“互联网+”式互动，使资源既能开放共享，又能深度应

用。以知识点和技能点为颗粒度，精选具有典型性、实用性

的微课、动画、漫画、沙画、视频、图表等类型丰富的高级别

数字化教学资源，在教材中进行标注，并将优质资源以二

维码形式凸显出来。学习者扫描二维码，即可进入在线精品

课程学习平台，及时、便捷、灵活地使用课程资源。通过专

业群教材改革，展示在线精品课程开发成果，提供专业群教

学资源整合应用新方案。

3.开展线上线下混合教学

依托国家精品在线开放课程开展学生中心、能力本位、

任务驱动、项目导向、教学做一体的项目教学和线上线下混

合教学模式，实现线上线下结合和课内课外联动，激发学

生学习兴趣，变被动学习为主动学习，提高教与学的效率，

培养学生的外贸单证操作能力、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

力，帮助学生养成良好的自主学习习惯。在课前，指导学生

用手机/平板电脑等开展知识/技能点的自主学习和测试，实

现时时能学和处处能学；教师对论坛问题进行答疑，学生

开展讨论，实现师生、生生互动。在课中，依据学生课前自

学的个性化数据分析，教师采用一键签到、头脑风暴、在线

讨论、分组竞赛、实训操作等方式开展精准化教学，使学生

成为课堂的中心。在课后，帮助学生查漏补缺，巩固所学知

识，预习下一课内容。

（五）以科学研究为辅助：理论应用，双管齐下

专业群建设应率先垂范，积极开展职业教育理论与专

业应用实践等方面的研究，带领本专业群创新发展。

1.开展职业教育理论研究

在开展人才培养模式、师资队伍建设模式、实践基地

建设模式、精品在线开放课程、新形态一体化教材、线上线

下混合教学等教育教学创新实践基础上，依托国家示范重

点专业建设、国家教学资源库建设、国家高水平专业群建设

等重大项目，带领专业群团队积极开展职业教育研究，形成

人才培养模式研究专著、国家专业教学标准、国家教学资源

库专业核心课程标准、“三教”改革等系列研究成果，获得

国家和省教学成果奖。

2.开展专业应用实践研究

专业群研究团队充分利用捷克研究中心、跨境电商协

同创新中心、国家“万人计划”教学名师工作室等研究平

台，聚焦“一带一路”建设和数字贸易领域，撰写系列政府

咨询报告，为政府决策提供咨询服务；每年以中、捷、英三

语发布《“一带一路”框架下浙江与捷克经贸合作发展报

告》，为浙江省推动跨境电商发展精准施策提供咨询服务与

智力支持；通过跨境电商大数据分析、开发独立站、研发数

字营销方案和品牌运营，为中小微企业提供数字化转型整

体解决方案。

（六）以服务社会为宗旨：育训结合，回馈社会

专业群建设应开疆拓土，积极开展产教融合和服务发

展，将培训作为培养同等重要的职能，积极服务社会。

1.与行业龙头企业开展深度合作，打造数字贸易产教融

合典范

牢牢把握我国当前国际贸易数字化发展大趋势，与全

球数字贸易龙头企业阿里巴巴（中国）网络技术有限公司共

建阿里巴巴数字贸易学院，立足产教深度融合、校企紧密合

作主线，发挥阿里巴巴国际站强大的平台资源整合优势，共

同开发岗位标准、专业教学标准、课程标准，共同备课、授

课、命题、指导学生实践，开展复合型数字贸易技术技能人

才的“学历证书+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融通培养，倾力打造引

领改革、支撑发展、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数字贸易学院。

2.开展线上线下跨境电商培训，打造跨境电商社会服务

知名品牌

依托资源库，面向中小微外贸企业，与省商务厅合作开

展线上线下跨境电商培训，助推行业数字化转型；面向全

国同类专业，开展跨境电商师资培训，助推专业升级；面向

校友，开展“回炉”培训，提升其持续发展能力。依托职教

MOOC平台，面向在校生和社会学习者，开设跨境电商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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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nal Logic, Practical Problems and Practical Paths of the Construction of High-level Specialty Groups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Zhang Anping, Liang Shuai, Mi Gaolei

Abstract  As the main reform and development task of  the“double-high plan”, the construction of high-level specialty groups  is an 
important support  for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Group logic, policy  logic,  type  logic and action  logic 
constitute the internal logic of building high-level specialty groups. At present, there are still some problem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high-
level specialty groups, such as the false logic of the groups, the insufficient scope of resources integration, the insufficient depth of industry-
education  integration, and the  inaccurate connotation construction. Based on the exploration and practice of  the construction of high-
level specialty groups in international economy and trade, the future construction of specialty groups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should be 
guided by top-level design, driven by resource integration, based on model innovation, centered on personnel training, assisted by scientific 
research and aimed at serving the society.

Key words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high-level specialty groups, internal logic, practical problems; practical paths

Author  Zhang Anping, professor of Zhejiang Financial College (Hangzhou 310018); Liang Shuai, assistant researcher of Zhejiang Financial 
College; Mi Gaolei, Zhejiang Financial College

课程，服务学习型社会建设。依托高水平实践教学基地，面

向校内外开展跨境电商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培训和鉴定；面向

青海、新疆等巩固脱贫成果，开展教育扶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