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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外贸人才培养模式分析 

孙华平 咸越 浙江万里学院商学院 

刘风芹 宁波慈溪市政工程有限公司 

【摘 要】为更好地增强人才培养的前瞻性以及高校社会服务的能力，本课题组围绕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人才培

养规格，进行了浙江省外贸企业的专业人才需求的调查分析。针对浙江省外贸人才的需求特点，提出了基于浙江省

外贸企业的人才培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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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浙江省外贸人才的总体需求论证 

统计数据表明，中国的对外贸易正在经历新一轮快速发展的黄金周期，特别是 2004 年 7 月 1 日起施行的“新外贸法”，允

许个人经营进出口贸易，外贸准入门槛大幅降低，外贸人才需求趋旺。与大幅增长的贸易业务不协调的是，我国外贸专业人才

的供需严重失衡。 

从智联招聘网招聘的职位需求看，贸易人才“仓储”不足。长江三角洲地区是我国开放省份较集中的地区，外贸企业密集，

而高层次的国际贸易人才严重缺乏，培养国际贸易专业人才成为当务之急。浙江省是我国的外贸大省之一，外向型经济发达，

仅宁波市的外向型企业的产值就占宁波市工业总产值的百分之五十，但这些企业中大多数仍停留在靠转手订单维持生产阶段，

无力自行开拓国际市场，这与以外贸作为支柱产业的发展目标极不相称，主要原因是紧缺高层次应用型的国际贸易人才。 

二、浙江省外贸人才的需求特点分析 

浙江省民营经济发达，外商投资企业多。我们在浙江省选取有代表性地区的数家外贸外资企业对外贸人才的需求特点进行

了调研分析。本次调查所涉及的调查范围，选取了杭州、宁波、温州和义乌四个有代表性的地方。问卷共发放 50 份，回收 30

份，问卷有效率 100%。调查结果分析： 

1.人才需求的总量不断上升，人才的层次不断升高 

在调查的 30 家企业中，2006 年平均每家外贸企业需要新增外贸专业的人才为 2.5 人，2007 年每家外贸企业预计需要新增

外贸专业人才 3.5人，比 2006年增加 40%，到 2008年，每家外贸企业预计需要新增外贸专业人才为 4.2人，比上年增加 20%。

由于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过渡期的结束，对外开放程度不断深化，这带来了外贸专业人才需求数量上的上升，但是增加的

速度会逐年降低，趋于平稳。 

在调查的 30家企业中，2006年一共需要外贸专业的人才为 75人，其中研究生学历的人才为 5 人，占 6.6%，本科学历的人

才为 44 人，占需求人才总数的 58.6%。2007 年，这 30 家企业预计人才需求量为 115 人，其中需要研究生学历的人才为 9 人，

占需求的总数量的 8.8%，比上年增加 80%，本科学历的人才为 78 人，占需求总数量的 74.3%，比上年增加 75%。这主要是因为

近几年我国高校的普遍扩招，高校培养的学生数量和学生的学历层次在不断地上升，人才市场上有大量的研究生和本科生的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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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这使得企业人才需求的层次不断上升。 

2.企业对于外贸人才的需求更倾向于有实际经验的人才 

在对 30 家企业解决国际贸易人才的方法进行调查时，其中选择依托社会的人才市场招聘的企业为 13 家，占所调查企业数

量的 86.6%;选择接受高校毕业生的企业为 5家，占所调查企业数量的 30%，通过熟人推荐的企业为 2家，仅占企业总数的 6.6%，

选择自己在工作中培养的企业为 8家，占所调查企业总数的 53.3%。由于人才市场的充分发育，人才流动性的增强，企业更愿意

在人才市场上寻找自己满意的人才，选择自己培养人才的企业为 53.3%，低于企业在人才市场上寻找人才的比例，这说明我省的

很多外贸企业大多是中小企业，不愿意花费时间和资金去培养自己的人才，更倾向于拿来主义。值得关注的是在这 30家外贸企

业中，仅有 30%的企业愿意从高校毕业生中直接招聘人才，这表明现在高校培养的人才还不能直接满足外贸企业的人才需求。 

3.精通外语和计算机是外贸专业人才必备的知识 

外贸专业的人才需求数量不断增加，其中，外贸企业对于精通英语和计算机的外贸人才更是青睐。在对 30家企业进行的调

查中，86%的企业都认为自己所需要的外贸人才要精通外语，尤其是口语要好。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外贸企业对于小语种人才的需

求数量不断上升，上年外贸企业对于小语种的人才需求数量只占总人才数量的 6.2%，今年上升到 15%，比去年增加了 1 倍多，

在众多的小语种中，阿拉伯语、日语、德语排在前三位。这是由于近年来，浙江企业加大了同中东，非洲等地区的贸易往来。

小语种人才更受欢迎是外贸地区多元化的表现。 

外贸企业对于人才的考虑因素中，计算机方面也是重要的原因。76%的被调查企业都认为外贸人才要熟悉常见的计算机软件，

比如 WORD、EXCEL 和 POWERPOINT 等办公软件，值得注意的是企业更加注重应用软件的学习，调查的 30 家企业中只有 3 家企业

表示自己所需的人才要能通过国家计算机二级考试，仅占总企业数量的 10%，这表明我们高校在培养外贸人才方面要更加注重计

算机实用能力的培养。 

三、基于浙江省外贸企业需求的人才培养模式分析 

根据浙江省个体和私营企业发达，外商投资企业多的现状以及现有的办学条件，结合调查数据，我们认为浙江省外贸企业

的人才培养需求的模式应该构建理论课程体系、实践课程体系和素质拓展课程体系三维一体的培养模式。浙江万里学院是国有

高校实行新的管理模式和运行机制的试点单位。在西方经济学的视角里，“公共产品尽可能让私人来提供，最近一些年来已经成

为一种潮流。” 

浙江省悠久的经商历史和全面开放的现状，涵养了学生们较强的商业观念和经营能力。为发挥学生这个特点，根据市场的

需求状况，应设置柔性化专业方向模块，争取让每一个学生都能够扬长避短，成为有用之才。围绕理论课程体系、实践课程体

系和素质拓展课程体系三维一体的培养模式，制定出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相应的教学计划。在课程设置上强化学生必备的专业

基础理论，突出专业核心课程，综合运用外语和计算机两种工具，着重培养学生的动手做贸易和解决贸易实际问题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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