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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职院校电子商务专业创业教育研究 

——基于 165 份合肥中职院校电子商务专业毕业生

创业调研
1
 

朱伟平 

(合肥市经贸旅游学校，安徽合肥 230013) 

【摘 要】：中职院校电子商务专业创业教育的可持续性发展是影响电子商务行业创业人才培养的关键因素。关注

中职院校电子商务专业毕业生就业现状，分析深层次问题及原因，提出可行性措施，对促进中职院校电子商务专业

创业教育的发展和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具有重要作用。对合肥市电子商务中职院校专业 2014 —2018 届毕业生进行系

统分析，发现毕业生就业问题的深层次原因，分析出“政行企校”对电子商务专业创业教育的影响要素，为后期教

学研究提供重要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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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卷设计与实施 

问卷主要调研合肥市影响电子商务毕业生创业的相关因素，从而分析电子商务专业创业教育的影响要素，包括政府、行业、

企业、学校。问卷内容具体包括：样本基本特征、样本工作状态、样本在校创业教育学习效果。 

组织实施中的样本选择是依据教育局提供的中职 院校电子商务专业毕业生数据，样本全部选择的合肥 市电子商务专业毕

业生，毕业生从 2014 年毕业到 2018 年毕业的学生。问卷通过电子邮件形式发送到各毕业生邮箱，毕业生访问问卷页面进行填

写并提交。  

2 电子商务专业毕业生创业现状分析  

2.1毕业生所创业的行业五花八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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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职电子商务学生毕业生所从事的行业基本囊括 了所有行业，这既有学校的责任也有政府的责任，以及 行业企业的责任，

主要体现在：学校人才培养定位不明确，导致学生能力不能体现；课程体系设置繁杂，导致学生不能学以致用；政府导向不明

朗，不能兼顾行业发展，财政支持力度不够，导致其他行业发展过快，就业机会多，薪资水平高;行业企业没有具有竞争力的薪

酬 体系和学习、晋升机制，导致学生不选择业务销售。 

 2.2收入差距大且满意度整体偏低 

毕业生初次创业的人均收入水平低，与理想的工作收入相差甚远,低于 2000元(53.63%),2001-3000 (35.22%)，即初次就业

的工资收入在 3000 元以下的 占比达到 88.85%。这有学生原因，也有企业原因，学生的知识能力等水平没有达到创业的能力水

平，导致在创业时容易出现问题。同时企业的合伙人在合作和 目标方向决策时，出现不一致情况，导致企业整体效益不高。 

2.3创业者中止创业进入企业 

毕业生初次创业首先可能是电商行业，但从事电商行业后，部分创业者也跳出这个行业，究其原因，主要体现在:电商行业

竞争压力大、工作稳定性差;大多创业者最终选择具有发展潜力、薪资待遇较高、有一定晋升机会的企业发展。 

3 合肥市中职院校电子商务专业创业教育对策建议 

3.1政府层面,完善创业政策上的细节标准 

合肥市发布众多法规、条例、决定等文件中，这些公共政策内容大多高度肯定了电子商务专业创业发展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但缺少具体操作细则、硬性约束与惩处机制，使得缺乏有效性、针对性和实用性，应加强创业政策的指导性标准。 

3.2行业层面,加强校协联动 

电商行业协会ー个重要职能是指导创业培训，主 要是针对会员单位组织培训及有相关需求企业的培训，但与学校之间的合

作比较少，没有充分发挥学校与协会之间的联动，比如安排老师到行业参加培训学习 或培训指导，即丰富了学校的师资力量又

加强了行业协会的培训师资力量；以及没有发挥行业协会的引导作用，没有发挥企业与学校之间的沟通桥梁作用。  

3.3企业层面，加强校企合作建设 

学校对校企合作的定位不准，干涉不当，导致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与目标有偏差。同吋，学校之间有竞争壁垒，发展不均，

地方政府优先保护“骨干”院校、“师范”院校，对其他院校的支持力度不足，导致建设滞后，形成不公平的竞争，因此加强校

企合作建设，鼓励企业 进驻学校，促进创业教育的发展。  

3.4学校层面 

3.4.1完善创业教育培养模式 

在大学生创业教育培养模式的完善过程中，要立足学校专业设置，打造与专业相配合的创业教育，而不是将课程进行简单

的加减或拼凑。中职院校学生创业课程从内容上看应该是多样化的，要实现理实一体、内外结合。以就业技能的打造为基础，

注重传授积极的创业理念;统ー学生的知与行，让学生在实践中磨炼意志、提高能力、积累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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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2 完善创新创业课程体系 

对于创新创业教育课程体系，把技能竞赛有机地融合在创新创业教育和专业教育中。面向全体学生， 开设研究方法、学科

前沿、创业基础等方面的必修课和选修课，并纳入学分管理;面向各专业的学生，开设融合专业教育的创新创业必修课与选修课;

面向有创新创业潜质的学生，制定创新创业能力培养计划，开设跨 学科专业的交叉课程，开发技能竞赛课程，为全体学生提供

个性化发展渠道。  

4 结束语 

中职院校电子商务专业的创业教育需要以学生为主体，通过对学生的创业状态的调查，反映出诸多问题，分析政府、行业、

企业、学校等各方面要素，反思电子商务专业创业教学，分析在创业教育教学过程中的存在的问题，结合“政行校企”四方联

动，加强电子商务专业创业教育教学改革，使得电子商务专业长足发展， 为社会输送高质量高素质创新创业型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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