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攀西地区电商职业教育精准扶贫路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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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工贸职业技术学院,四川 成都 610001) 

【摘 要】：电商人才短缺掣肘着电商扶贫在攀西地区的成效。面对攀西地区职业教育现有的条件与制度、布局

与认知的障碍,充分发挥职业教育在就业培训和创业指导上的功能优势,探索通过改善办学条件、建立扶贫长效机

制、提升高校服务能力等路径实施电子商务职业教育,提升攀西地区电商精准扶贫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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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准扶贫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前提,是党和国家打赢脱贫攻坚战的重大战略举措。电商扶贫作为实施精准扶贫的重要

举措于 2014年正式被国务院扶贫办纳入扶贫的政策体系,次年,其作为“精准扶贫十大工程”之一实施。由于电子商务的发展能

够让贫困地区的产业与外部的大市场直接对接,使得贫困地区的更多农产品可以通过电商平台销售出去,促进就业,从而实现精

准脱贫。2018年,全国贫困县在阿里平台的电商销售即达 630亿,扶贫的效果较为明显。 

根据人类脱贫发展的相关经验,治贫先治愚、扶贫必扶智。职业教育作为提升农村贫困人口素质和就业能力的直接手段,应

当在农村的脱贫攻坚中起到十分关键的作用。作为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职业教育强调社会性、普惠性和公益性,更适合于

培养社会需发展和产业升级所需的技能人才。对于贫困农村地区,对贫困人群及其子女系统开展电子商务职业教育,可以促进贫

困地区农民了解电子商务的运营技巧、更多的接触外部的市场和获得参与外部市场竞争和学习交流的机会,有利于提升贫困人口

素质能力提升,甚至能够主动参与到农村电商的经营中,从而变“输血”为“造血”,达到真正的拔出穷根。 

1 攀西地区电子商务职业教育精准扶贫的现实意义 

四川省的贫困人口主要集中在攀西大小凉山彝区、川西北高原藏区、川北秦巴山区、川南乌蒙山区等四大连片贫困区,尤其

是以攀西地区(包括攀枝花市和凉山州)的大小凉山彝区的连片特困地区地域跨度大,基础设施条件差,信息不畅,且多为少数民

族聚集、贫困程度深。但攀西高原,生态环境优越,特色农产品丰富,开展电子商务能有效的克服交通制约因素,降低交易成本,提

高农民的经济收入。由于长期受到地理排斥、信息排斥和金融排斥等,本地的经济无法与广阔的外部大市场进行对接,缺乏有效

的突破路径,导致发展受到极大限制,电商人才短缺更是影响其电商扶贫效能发挥的瓶颈因素。因此,攀西地区电子商务人才的发

掘与能力提升成了该地区发展农村电商的关键性问题。 

2 攀西地区电子商务职业教育精准扶贫的实际困难 

2.1攀西地区职业教育的发展条件与制度支撑受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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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攀西地区发展职业教育首先受限于其贫瘠的经济条件。该地区贫困面广,贫困程度深,教育发展水平滞后,客观条件限制了

职业教育发展。据教育部发布的《2018年全国教育经费执行情况统计表》公布的数据,通过将攀西地区所在省市中等职业学校生

均预算教育事业费跟全国平均水平比较发现:在 2017 至 2018 年,四川省中职学校生均一般公共预算教育经费、教育事业经费、

公共经费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职业教育经费投入在逐年增加(表 1)。 

表 1四川省中职生教育经费执行情况与全国中职生教育经费执行情况对比 

项目 区域 2017年 2018年 增长率 

生均一般公共预算教育经费 

四川省 11402.2 12402 8.77 

全国 15112.35 16305.94 7.9 

生均一般公共预算教育事业经费 

四川省 10636.98 11406.43 7.23 

全国 13272.66 14200.66 6.99 

生均一般公共预算公用经费 

四川省 3972.25 4232.59 6.55 

全国 4908.3 5205.53 6.06 

 

2.2职业教育的区域发展失衡与专业设置不当 

攀西地区的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同样影响着职业教育的发展。就地域分布而言,四川省共有 111所院校开设高等职业教育专

业,凉山市与攀枝花市合计只有 6所(表 2)占比不足 6%。 

表 2攀西地区高职专业数及分布情况 

序号 学校名称 主管部门 所在地 开设高职专业数 办学层次 备注 

1 西昌学院 四川省 凉山彝族自治州 14 本科 
 

2 攀枝花学院 四川省 攀枝花市 13 本科 
 

3 四川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四川省 攀枝花市 40 专科 
 

4 四川应用技术职业学院 四川省教育厅 凉山彝族自治州 20 专科 民办 

5 西昌民族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四川省 凉山彝族自治州 11 专科 
 

6 攀枝花攀西职业学院 四川省教育厅 攀枝花市 11 专科 民办 

 

从专业结构来看,现有职业院校所开设的专业普遍存在着结构不合理、专业与产业对接不紧密等问题。以教育部公布的高职

高专指导性专业目录为标准,对现有 6 所开设高等职业教育专业的高校进行专业情况分析,结果显示,6 所院校总共开设的 109 个

高职专业,专业的结构不合理,门类较为分散(表 3)。对于电商职业教育而言,目前仅有四川机电职业技术学院、四川应用技术职

业学院 2所院校开始了电子商务专业,通过调研目前攀西地区高职电子商务专业总在校生人数不足 800人。电商职业教育人才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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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不足。 

表 3攀西地区高职专业数及分布情况 

专业大类 专业类 个数 小计 专业大类 专业类 个数 小计 

财经商贸大类 

财务会计类 6 

13 

农林牧渔大类 

畜牧业类 1 

4 电子商务类 2 林业类 1 

工商管理类 1 农业类 2 

市场营销类 3 生物与化工大类 化工技术类 1 1 

物流类 1 食品药品与粮食大类 食品药品管理类 1 1 

电子信息大类 

电子信息类 2 

6 

土木建筑大类 

城乡规划与管理类 1 

7 

计算机类 4 建设工程管理类 3 

公共管理与服务大类 

公共服务类 3 

5 

建筑设备类 1 

公共管理类 2 土建施工类 2 

交通运输大类 

道路运输类 2 

7 

文化艺术大类 艺术设计类 6 6 

轨道交通类 1 

医药卫生大类 

护理类 3 

8 

航空运输类 1 健康管理与促进类 2 

铁道运输类 3 康复治疗类 1 

教育与体育大类 

教育类 16 

17 

临床医学类 1 

语言类 1 医学技术类 1 

旅游大类 旅游类 6 6 

装备制造大类 

航空装备类 1 

22 能源动力与材料大类 

电力技术类 1 

3 

机电设备类 3 

黑色金属材料类 1 机械设计制造类 7 

有色金属材料类 1 汽车制造类 5 

资源环境与安全大类 

测绘地理信息类 1 

2 

自动化类 6 

环境保护类 1 公安与司法大类 法律实务类 1 1 

 

3 攀西地区电子商务职业教育精准扶贫的路径 

3.1加大资金投入,改善攀西地区电商人才培养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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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级政府要把实施职业教育作为教育扶贫的重点措施,瞄准基础设施建设和实习实训基地建设这两大痛点,在财政投入、多

渠道资本引入、多方式自筹增补资金基础上,充分依托国家支持教育扶贫的政策导向,积极争取地方政府在职业院校建设用地需

求上的优先保障,对职业院校基础设施建设规费施行减免优惠政策。贯彻“校际帮扶、校企共建”,构建依托工业园区、个体企

业、职教集团的实习、实训载体,通过优势互补,改善攀西地区电商职业教育实习、实训条件不足的现状。 

在改进教学资源,提升教学软件条件方面,一方面,应畅通外部借力渠道,通过区域间的校际帮扶、专业帮扶、行业帮扶,从外

部找助力,积极对接现有优秀教学资源,提升电商教学资源的构建速度;另一方面,应推进内部发力机制,通过讲座培训、以赛促教

等形式,督促教学技术、教学手段的信息化升级,从内部生动力,逐步实现电商数字教学资源全覆盖,提升电商教学资源构建深度。 

3.2提高资助力度、精准识别、精准施策,建立职业教育精准扶贫长效机制 

加大职业教育资助力度,支持攀西地区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就学,大力推进职业教育精准扶贫战略。职业院校可从学校收入中

和企业赞助中拿出资金通过增设奖助学金等方式资助学生,保证不让每一个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因贫困而失学。 

对建档立卡家庭学生进行精准精细化培养。职业院校可以在行政班之外,再开设扶贫励志班。开展以讲座,班会实践,心理辅

导等为主要形式的第 2课堂励志教育活动,实现扶贫扶志。 

实行结对帮扶。每个贫困学生对应一个指导教师。教师及时了解贫困学生的学习及生活困难。引导和帮助学生完成学习任

务。通过“教好一人、脱贫一户、带动一村”,提高人口素质,助力攀西地区学生成才,实现扶贫从“输血式”向“造血式”转变,

阻断“贫二代”。 

3.3开展对外服务,职业院校助力攀西地区电商扶贫 

职业院校师生利用业余或寒暑假时间前往攀西贫困村进行单次或短期电子商务知识培训,通过科技下乡等形式开展送教上

门。攀西地区农民大部分的思想意识比较落后,对电商缺乏认知,通过开展培训能够提升攀西地区农民开展电子商务的参与意识,

促使他们意识到发展电子商务的重要性,提高农产品质量意识,提升服务质量。帮助贫困农户以更快的速度实现发家致富。帮助

部分青年农民掌握电子商务实践运营技能,帮助他们尽快成长为农村电商从业者。 

政校合作、设立电子商务技术服务咨询中心,职业院校选派电子商务专业教师及优秀学生在咨询中心长期开展咨询服务,为

贫困地区电商创业人员提供电子商务技术支持,手把手教农户解决电商运营等实际问题。 

政校企合作,推进项目合作。政府积极引入优质电商企业落地攀西地区,政校企三方合作申请电子商务精准扶贫专项项目。

职业院校组织师生开展走访调研和技术帮扶带动当地村民开展电商创业,实施扶贫工作。 

4 结论 

电商人才短缺掣肘电商扶贫在攀西地区的成效,需要职业教育发挥就业培训和创业指导上的功能优势,探索通过加改善办学

条件、建立扶贫长效机制、提升高校服务能力等路径实施电子商务职业教育,提升攀西地区电商精准扶贫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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