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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以重庆市数字化转型为背景,通过综合运用技术接受模型和产教融合理念,提出适应数

字经济的电子商务教育模型。采用多源数据确保研究全面性与准确性,发现高技术接受度的教育机构培

养创新实践能力的学生,资源配置直接影响教学质量,产教融合有利于学生实践经验积累。总结来说,高

校电子商务建设应顺应数字化转型趋势,创新教育理念,加强与行业合作,以适应未来电子商务需求。研

究成果不仅拓展了电子商务教育研究,也为高校提供了经验和实践指导,助力培养新时代电子商务专业

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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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Chongqing, this study proposes an e-commerce education 

model that ADAPTS to the digital economy through the comprehensive application of the technology 

acceptance model and the concept of the integration of industry and education. Using multi-source data to 

ensure the comprehensiveness and accuracy of the research, it is found that educational institutions with high 

technology acceptance cultivate students with innovative practical ability, resource allocation directly affects the 

teaching quality, and the integration of production and education is conducive to the accumulation of students' 

practical experience. In summary, the construction of e-commerce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should conform 

to the trend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innovate educational concepts, and strengthen cooperation with the 

industry to meet the needs of e-commerce in the future. The research results not only expand the e-commerce 

education research, but also provide experience and practical guidance for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o help 

cultivate e-commerce professionals in the new 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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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 

数字经济时代电子商务的迅猛发展带来巨大的就业缺口,

高校电子商务人才培养一方面面对培养人才瓶颈的限制,另一

方面却要面对高端人才不足的现状。总结而言,高校电子商务人

才培养的现状为中间多两头少、传统多创新少、普通多高端少、

就业多创业少等几个问题。 

在全球经济持续增长的推动下,数字经济已成为推动经济

社会发展的新引擎。作为西部地区的重要城市,重庆市积极响应

国家关于数字化发展的号召,根据《重庆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重

庆市数字产业发展“十四五”规划(2021—2025年)的通知》,

要加快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推进转型升级,为经济发展注

入新动力。电子商务作为数字经济的核心组成部分,扮演着至关

重要的角色。重庆市作为中国西部地区直辖市,近年来一直在积

极推动数字化转型,尤其是在政府层面上,制定了一系列政策来

促进数字经济的发展。这些政策旨在通过支持互联网、大数据、

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发展,进一步推动传统产业升级和

新兴产业培育。《重庆市数字经济创新发展报告(2023)》发布,

明确了数字经济发展的方向和重点任务,为企业转型升级提供

了政策支持。 

电子商务在重庆市迅速发展,随着互联网和移动支付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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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推广,正由传统线上零售业务向线上线下融合发展。重庆作为

内陆开放高地,在电子商务领域具有区位优势,但也面临物流成

本高和国际化程度有待提高等挑战。高校电子商务专业建设需

顺应数字化转型,加强与企业合作,更新教学内容和方式,培养

适应数字经济需求的高素质专业人才。本研究为高校提供了在

数字化转型下进行电子商务专业建设的决策参考,促进其标准

化、系统化和国际化发展。 

2 重庆市专业现有的建设和未来的发展趋势 

2.1专业建设现状 

在课程设计与教材编制方面,重庆市内高等院校的电子商

务专业多沿用传统的教学方案,未能充分吸纳电商领域的最新

动态,如跨境电商、移动支付等前沿主题的缺乏师资构成方面,

高校教师团队普遍面临数字化技能提升的需求,与产业的脱节

现象更加明显。虽然产学研合作模式关系已被大多数机构融合

尝试,但大多数合作缺乏长效机制。 

在数字化转型的背景下,重庆市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旨

在指导高等院校与企业的合作。此外,在数字化基础设施方面,

通过建设云计算服务、大数据中心设施等,重庆市为电子商务专

业提供了良好的外部支持。 

2.2未来发展趋势 

电子商务专业的课程与教学方法将更加封闭、注重案例分

析与项目驱动。最新技术如人工智能、大数据将被广泛整合。

在师资队伍建设上,引入行业专家、设立兼职岗位提升实战经验,

并定期进行教师技能培训。实践教学将增加实训平台,加强与地

方电商企业的合作,提供更便利实用的实习与就业机会。产学研

合作将以深度合作为主流,创新模式如校内创业孵化器将适应

数字化转型新要求。重庆市电子商务专业通过深入分析现状和

预测趋势,指导未来专业建设,确保培养既具理论素养又有实战

能力的高素质人才。 

2.3存在的问题 

2.3.1政策导向问题 

在政策方面,国家十四五规划指出要充分利用数字化技术, 

推动各行业的数字化转型。电子商务作为企业数字化转型的重

要形式,也得到了广泛应用。虽然重庆市已出台了一系列促进数

字化转型的政策措施,但在高等教育领域的具体实施细则和落

实框架存在差异。政策在当前进程中的有效性、权限和可操作

性需要识别和剖析政策实施过程中的瓶颈,优化政策环境,更好

地促进电子商务专业的建设和人才培养。 

2.3.2经济支持问题 

地方经济发展与高职院校人才培养之间存在着不可分割的

联系,培养高质量技能型人才是高职院校的使命,对推动地方经

济发展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经济层面上,高校在数字化转型过

程中所需的投入与经济支持不存在匹配。专业建设所需的软硬

件更新换代、实验室建设、教学平台开发等需要相应的资金支

持。除此之外,学校现象与企业之间的合作模式及其产生的结论

也需要深入探讨,以确保资源的有效配置。 

2.3.3教育模式问题  

电子商务专业存在课程与行业需求脱节、教学手段滞后、

教师能力不匹配等问题。课程更新不及时,缺乏与新兴电商模式

及技术的对接。教学方法仍偏向传统知识讲授,缺乏创新模式如

项目导向。教师队伍需要与行业标准相匹配,提升继续教育和实

践经验。 

2.3.4教学资源问题  

资源分配不均、更新滞后,特别是在教学工具和实验设施方

面的不足,影响了教育质量和学生能力培养。需优化现有资源,

引进新技术、新平台,实现教学资源现代化。 

2.3.5校企合作问题  

校企合作中存在企业反馈与高校课程响应时间滞后。需要

建立更严谨、高效的合作机制,实现资源共享、信息互通和人才

共育。 

这些问题揭示了电子商务专业建设与人才培养的实际挑战,

为提出具体改进建议、优化方案和实施路径提供基础。通过系

统分析,旨在推动重庆市电子商务专业在数字化转型中实现质

的飞跃,培养更符合社会发展需要的高素质电商人才。 

3 电子商务专业建设框架 

3.1教育理念更新  

电子商务教育应坚持终身学习理念,培养学生适应数字

经济变化的能力,注重激发创新创业精神,形成全方位人才培

养策略。 

3.2课程整合与优化  

核心课程围绕数字经济核心知识和技能设置,强调实践性,

引入前沿科技和跨学科课程,提供宽广知识视野。 

3.3教学方法改革  

采用翻转课堂、案例教学、项目导向学习等方法,提高学生

学习主动性和实践能力,促进理论与实际操作有机结合。 

3.4实践平台搭建  

投资建设电子商务先进设备,与企业合作建实习基地,创业

孵化平台支持学生理论知识转化为创业实践。 

3.5师资队伍建设  

培养既具专业知识又有实践经验的双师型教师队伍,定期

组织技术培训,通过国际交流项目引进先进教育理念。 

3.6产学研用深度结合  

强化产教融合,与企业合作设计课程和培养方案,鼓励师生

参与学术研究,将研究成果转化为社会服务。 

通过实施这一框架,电子商务专业将更符合数字化时代需

求,提高学生就业竞争力,同时为区域电子商务产业提供人才和

智力支持。 

4 电子商务专业的课程优化 

4.1技术接受模型(TAM)简介 

技术接受模型(TAM)是理解用户如何接受并使用新技术的

理论模型。该模型认为用户的技术接受程度受到两个主要因素

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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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知易用性(Perceived Ease of Use)：用户认为使用某一

项技术将会耗费过多的工作。 

感知有用性(Perceived Usefulity)：用户相信使用特定技

术能够增强其工作效果。 

在电子商务教育领域,TAM 可以用来评估和理解学生和教

师对教育技术的接受程度,以及他们对学习效果的影响。通过构

建理论框架,分析和优化电子商务专业的课程设计、教学方法、

校企合作模式以及技术工具的使用,最终推动专业水平的全面

建设跃升。 

4.2电子商务专业技术接受模型的构建 

4.2.1技术模块(技术接受度) 

指标：教师和学生的技术接受程度、使用意愿、技术使用

频率、技术培训和支持。 

指标：对新兴技术电子商务的易用性和实用性的评估,如平

台、大数据分析工具、云计算等。 

4.2.2资源模块(资源配置) 

变量：人力资源(师资力量、行业专家参与度),物质资源(教

学设施、实验室、图书资源),资源(资金投入和管理)。 

指标：资源配置的合理性、充足性及其对教学质量和学生

学习成果的影响。 

4.2.3教学模块(教学改革) 

标志：课程内容更新,教学方法创新(如拐点课堂、案例教

学),评估体系的改进。 

指标：教学改革的广度和深度、学生的学习成效、劳动就

业率。 

4.2.4产教融合模块 

标志：校企合作的深度和广度,实习实训基地的建设,行业

专家参与教学,共建“教育+产业”平台。 

指标：产教融合活动的数量和质量,以及学生的实践能力和

创新能力的提升。 

4.3课程优化策略  

全面审查现有课程,淘汰或改进不符数字化要求的课程,引

入新课程如电子支付系统、电子商务跨境,并推动跨学科课程开

发,建立课程更新机制,确保内容持续更新与国际接轨。 

4.4教学方法创新策略  

短期鼓励项目导向学习和教学案例,增强实际操作能力；中

期引入VR和AR技术进行教学模拟,提供沉浸式学习；长期使教学

方法创新成为教师评估和职业发展的重要考量。 

4.5师资队伍建设策略  

短期通过定期培训提升教师数字技能和教学方法,引入行

业专家；中期推动教师国际交流,提升教育质量；长期构建以业

绩为激励目标的导向机制,保证教师队伍稳定与专业发展。 

4.6产学研合作深化策略  

短期与企业建立稳定就业渠道,邀请企业参与课程开发；

中期建立产学研联合实验室作为重要研究平台；长期构建校

企联合创新平台,促进技术研究与成果转化,形成可持续人才

培养机制。 

综上所述,通过系统性的战略规划,电子商务建设不仅能

够适应数字化转型的要求,更能在人才培养、教学质量、科研

水平和社会服务等多个层面,发挥引领作用,促进学科专业的

全面发展。 

5 结论 

本研究提出优化课程设置、创新教学方法、师资队伍建设

和产学研合作的策略。这些策略的实施对重庆市提升及中国西

部电子商务地区专业教育水平,必然推动整个电子商务行业的

发展产生积极且必然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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