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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乡村振兴战略是党的十九大提出的一项重大战略，在当前数字经济背景下，高职教育尤其是商贸类专业

助推乡村商贸流通体系的转型升级已经成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重要方式。本文在探究职业教育赋能乡

村振兴的协同机理的基础上，提出了高职商贸类专业赋能乡村振兴的五个实践路径：人才培养与输出、

技术服务与支持、产学研合作、社会服务与公益活动、政策支持与资源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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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is a major strategy proposed at the 19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In the current context of the digital economy, vocational education, 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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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cially in the field of commerce and trade,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way to promote the trans-
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the rural commercial circulation system and comprehensively ad-
vance rural revitalization. On the basis of exploring the collaborative mechanism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empowering rural revitalization, this article proposes five practical paths for vocational 
commerce majors to empower rural revitalization: talent cultivation and output, technical ser-
vices and support, industry-college-institute cooperation, social services and public welfare activ-
ities, policy support and resource integ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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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乡村振兴战略是党的十九大提出的一项重大战略，是关系全面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国家的全局性、历史性任务，是新时代‘三农’工作总抓手”。乡村振兴战略不仅仅是针对农业、

农村、农民这一“三农”问题，更是涉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整体布局。在 2023 年中央 1 号

文件中，乡村振兴战略再次被强调，凸显了全党全社会对解决“三农”问题的坚定决心和行动。这份文

件明确了乡村振兴的核心在于人才振兴，这意味着要集聚全社会的智慧和力量，强化乡村振兴的人才支

撑。高职教育作为国民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肩负着培养技术技能型人才的重要使命。尤其在数字

经济的大背景下，高职教育不仅要培养学生的专业技能，还要引导他们参与到乡村商贸流通体系的转型

升级中。这不仅有助于推动农村消费升级，还能为乡村的高质量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因此，高职教育与

乡村振兴战略紧密相连，共同构成了乡村发展的新篇章。 

2. 职业教育赋能乡村振兴的现状及价值意义 

职业教育是我国现代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截至 2024 年 6 月，全国范围内的高等职业院校总数

达到了 1161 所，招生人数总体稳定增长，中国职业教育规模持续扩大。国家高度重视职业教育的发展，

并且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提高职业教育的质量和适应性。与此同时，教育部印发《高等学校乡村振兴

科技创新行动计划(2018~2022 年)》，提出要发挥高校优势，全面服务乡村五个方面的振兴，助力全面建

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职业教育作为一种重要的类型教育，在服务乡村振兴中越来越具有不可替代性。

在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振兴模式方面各地也进行了积极的探索[1]。比如温州科技职业学院与文成县在积极

响应乡村振兴战略的过程中，探索出一种富有创新性和实践性的“产业 + 创新 + 服务”校地合作农业

综合服务模式，江西工程职业学院基于县域资源，结合当地特色，提出“电商 + 特色农产品”、“电商 
+ 特色乡村旅游”、“电商 + 农村创业协会”等帮扶方式，实现“村庄 + 农户 + 基地 + 专业”共同

成长。有的地方高校还结合自身区域、行业、专业等方面优势与特色，从融入乡村产业发展、扩容乡村

人力资源、促进乡村功能完善三方面服务乡村振兴战略。从职业院校服务乡村振兴的具体路径来看，有

的地区“三创教育”成为探索教育改革的关键点和方法论，通过深化产教融合，打造乡村振兴人才队伍，

同时也有职业院校通过科技成果转化、优秀人才输送、就业创业、融入产业农村产业发展，地方政府和

高校也认识到教育服务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意义，在创新创业、体制机制等方面提出了很多服务乡村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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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的实施对策。 
其实在深入探究职业教育对乡村振兴的独特助力时，不难发现其天然优势源自其深厚的历史底蕴与

广泛的社会联系[2]。统计数据显示，超过七成的职业学校学生拥有农村背景，职业院校的人才储备为

乡村振兴事业培养专业技能人才打下了的坚实基础。职业院校也在国家乡村振兴战略的大背景下，为

“三农”领域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智力支持。2022 年国务院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意见中同时明

确，不仅职业院校需要调整与优化学科专业结构，还需致力于培养本土化的乡土人才，为乡村振兴的人

才队伍建设注入新活力。作为一种区别于普通教育的类型教育，职业教育在推动乡村振兴的多个维度上

都展现出了显著的优势。尤其是在产业带动和人才培训方面，其“向农”的实践操作和技能培养不仅弥

补了农村优质生产力的缺口，更有效地对接了农业产业的优质资源，促进了农村特色产业的持续升级与

迭代[3]。 

3. 职业教育赋能乡村振兴的协同机理 

在乡村振兴的大背景下，县域、高职院校和乡村产业三者之间的协同发展关系显得尤为重要。县域

作为地方经济发展的基本单元，孕育着无限潜力；高职院校作为人才培养和技术创新的重要基地，为地

方输送新鲜血液；而乡村产业，则是推动乡村振兴的核心动力。三者的深度交融、协同发展，是职业教

育质量提升与乡村振兴同频共振的关键。 

3.1. 功能协同 

职业教育在乡村振兴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乡村振兴需要大量熟练的专业人才来支持农业、农

村和农民的全面发展。作为培养技能人才的重要平台，职业教育能够有针对性地提供农村所需的各类技

术培训，帮助农民掌握现代农业技术、经营管理等知识和技能，提升农民的就业竞争力和创业能力。这

不仅可以促进农业产业升级和农村经济发展，还能够推动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推动城乡一体化进程。

这种有针对性的职业教育将为乡村振兴注入更多活力，为乡村经济的蓬勃发展提供坚实的人才支持。 
乡村振兴为职业教育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全面推进，农村经济、社会和文化

都将迎来快速发展，为职业教育提供了丰富的实践场所和教学资源。农村地区的农业资源和生态环境将

成为学生实践能力和创新精神培养的宝贵资源。此外，乡村振兴吸引了更多社会资本和人才投入农村建

设，为职业教育提供更多支持和帮助。乡村振兴与职业教育的结合，不仅促进了乡村经济的发展，也为

学生提供了更广阔的发展空间，推动了农村的教育事业向更高水平迈进[4]。乡村振兴与职业教育的互动

将促进农村的全面发展，为实现乡村振兴目标打下坚实基础。 
职业教育与乡村振兴之间存在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前者为后者提供了重要支持。乡村振兴为职业教

育拓宽了发展路径与资源渠道。两者之间的互动互补，实现了彼此功能实现方面的有机融合，两者存在

功能上的协同关系。 

3.2. 资源协同 

通过建立合作平台和乡村振兴学院等形式，职业院校与地方政府、企业、农户之间实现资源协同共

享，共同推动乡村振兴和职业教育的发展。职业院校立足当地产业布局，充分发挥院校优势，深化产教

融合。结合县域经济资源和农产品特点，挖掘县域非物质文化，协同制定特色产业发展道路，助力现代

化乡村建设。同时，高校也可根据乡村特色产业的发展需求，调整专业设置，利用乡村产业资源建设实

训基地，为农产品销售推广提供帮助，使乡村深度融入职业院校发展。这样的合作将实现教育链、人才

链与产业链的有机衔接，为乡村振兴和职业教育注入新动力[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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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价值协同 

高职院校作为高层次职业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承载着助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增进人民福祉的

重要使命。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高职院校在服务乡村发展中具有独特优势和作用。通过加强人才

培养、技术培训、产业引导和文化传承等方面的措施，高职院校为乡村提供了多元化的人力支持和智力

扶持，进一步融合了城乡职业教育体系，促进了教育链、人才链与产业链、技术链的有机衔接，展现了

高职教育积极主动为国家发展战略服务的责任担当。在推动乡村振兴、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过程

中，高职院校将不断发挥更大的作用，为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和建设美丽乡村作出积极贡献。通过与产

业、地方政府等多方合作，高职院校将成为乡村振兴的重要支撑力量，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贡献自己的

力量。 
乡村振兴是一项综合性工程，需要在产业、文化、生态和组织等多个领域全面发展。在这个过程中，

人才是最宝贵的资源。高职院校致力于培养高素质的技术人才，他们正是乡村振兴急需的“新型职业农

民”。高职院校的专业设置、课程设置和培养模式都与乡村振兴的需求高度契合，可以为乡村振兴提供

稳定的人才支持。通过这种方式，可以有效解决乡村振兴过程中的人才瓶颈问题，充分展现了高职院校

的办学价值。乡村振兴需要各方共同努力，高职院校在培养实用人才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为乡村振兴

注入新的活力。 

4. 高职商贸类专业赋能乡村振兴的实践路径 

4.1. 人才培养与输出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 2022 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意见》中提出实施“数商兴农”工程，

其强调推动电子商务进入乡村，利用数字技术为农村商务发展赋能[6]。在农村产业振兴过程中，人才的

培养至关重要。高等职业教育是高技能人才培养的主要渠道，高职院校需要积极服务农村产业链的升级，

精准对接产业链的发展和需求。针对数字化背景下乡村振兴的实际需求，高职商贸类专业应调整或增设

与乡村经济发展紧密相关的专业方向，如农村电商、农产品营销、直播电商等。通过将专业链建立在产

业链之上，可以促进职业教育人才培养质量与农村产业链之间的匹配度。而积极进行课程体系改革，推

进培养“订单式”乡村振兴人才，是提高学生实践能力和职业素养的有效途径，以确保人才培养与市场

需求的有效对接。此外，产教融合共同体的作用也应得到充分发挥。让企业参与职业院校人才培养过程，

从市场需求出发倒逼人才培养和专业建设。结合乡村振兴具体应用场景需求，精准制定人才培养方案，

提高助农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的针对性和实用性。通过以上措施，可以更好地适应乡村经济发展的需求，

促进农村产业振兴和人才培养的良性互动，为乡村振兴注入新的活力和动力。 

4.2. 技术服务与支持 

在“数商兴农”背景下，数字化转型的力量为农村产业链的发展注入了新动力。近年来，“丝路电

商”行动等项目的推动下，农产品上行渠道得到了极大的拓展，农村网络零售额也在不断增长。据商务

部电子商务研究中心数据显示，2023 年上半年，全国农村网络零售额已达到 1.12 万亿元，同比增长 12.5%。

这一数据的背后，反映了数字化转型对农村经济的积极影响。为了加快农村数字化建设，提升农民的数

字素养水平，高职商贸类专业可以发挥自身优势，帮助乡村企业搭建电商平台，指导农民掌握电商知识，

协助乡村企业进行农产品品牌策划和包装设计，从而提升农产品的品牌形象和附加值。通过网络营销和

推广手段，如直播带货、农产品展销会等活动，可以提高农产品的知名度和销量，拓展农产品的销售渠

道[7]。同时，针对农村“人才荒”现象，可坚持育训并举，开展技术技能培训，培养新型农民，通过打

https://doi.org/10.12677/sd.2024.148240


李玮 
 

 

DOI: 10.12677/sd.2024.148240 2097 可持续发展 
 

造乡村振兴示范区或试点项目，吸引更多农民工返乡就业，实现乡村发展的良性循环。只有加强数字化

建设，提升农民的技术技能水平，才能实现乡村经济的长足发展，让农产品走出乡村，走向全国和全球

市场，实现农村产业链的转型升级。 

4.3. 产学研合作 

乡村振兴的发展不仅需要个别“点”的带动，更需要整个“面”的支撑。“点”的带动是指通过个

别地区或乡村的成功示范引领乡村发展，提供学习榜样，激发更广泛的发展动力。但仅仅是局部范围或

者个别成功案例起示范引领作用是不够的，产学研合作在乡村振兴中就扮演着更为重要的角色，它是整

个“面”的支撑的重要手段。以宁波职业技术学院为例，校地企共建了产教融合示范园区、农产品物流

与电商培训基地、企业营销人才赋能基地，持续推动农村人才的发展。而杭州科技职业技术学院与阿里

巴巴集团的合作，共建全国首个公益性产教融合平台“橙点数字经济产业学院”，通过“九共同”联合

培养大学生人才，也取得了显著成果。重庆市的职业院校已经建立了 56 个乡村振兴学院，成立了 300 多

个乡村振兴服务或培训基地，充分利用教育系统的人才、智力和科技优势，促进了乡村振兴的创新发展。

通过建立乡村振兴学院、乡村产学研示范基地、数字电商直播实训基地等形式，产学研合作实现了资源

共享和优势互补，加速了新技术的研发和应用，提升了农业生产的效率和质量。同时，这种合作也帮助

培养和吸引更多高素质的人才加入到乡村振兴的事业中。 

4.4. 社会服务与公益活动 

为实现乡村振兴目标，可充分利用高职院校技术技能人才资源的优势，为乡村提供社会服务和智力

支持[8]。一方面，可以遴选优秀专业人才到乡村挂职，建立起高校和乡村之间直接的交流渠道，将高校

的教育资源和人才培养与乡村振兴的实际需求紧密结合，为乡村注入新的活力和智力支持。另一方面，

鼓励高职教师开展各种形式的乡村振兴社会服务。例如，可以组建专家团队与合作社合作，与村民建立

起伙伴关系，指导他们开展现代农业经营。商贸类教师则可以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开展电商直播培训，

帮助农民掌握直播技能。另外，还可以动员学生志愿者开展公益支教、科技助农、法制宣传等活动，提

升农村农民的文化素养和水平，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贡献一份力量。 

4.5. 政策支持与资源整合 

乡村振兴的成功离不开政策的支持。国家已经出台了许多相关法律和政策，如《中华人民共和国乡

村振兴促进法》，为乡村振兴提供了有力保障。但除了国家层面的支持，学校和专业层面也应该积极制

定具体化、可操作的细则和内容，以进一步促进乡村振兴。例如，可以制定激励政策，鼓励师生参与乡

村振兴工作，为职业教育在乡村振兴中发挥更大作用提供保障[9]。商贸类专业在乡村振兴中有天然的优

势，通过资源整合，深化政行校企合作，可以为乡村振兴提供更好的支持。建立乡村振兴职业教育合作

交流平台，整合优质资源，加深成员间的合作，助力乡村振兴。例如，济南工程职业技术学院与当地农

业局和农业科技公司合作建设了“乡村振兴学院及农品电商实训基地”，开展乡村振兴学院课程体系建

设、师资培训、农品电商实训等项目，更好地为当地乡村发展提供服务。通过以上措施，职业教育与乡

村振兴将实现资源共享，促进职业院校与行业、企业之间的优势互补。这样的合作模式将为乡村振兴提

供更加稳固的支持，推动乡村经济的发展。 

5. 结束语 

高职教育在乡村振兴和地方区域经济发展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在当前数字经济时代，高职商贸类专

业在农村领域具有巨大潜力。为了更好地满足乡村产业结构优化与升级的需求，高职商贸类专业必须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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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创新教育理念和教育模式，加强校企合作和产学研融合。通过积极参与乡村振兴战略规划和实施，为

乡村振兴注入更多的智慧和力量。因此，高职商贸类专业应当紧跟时代步伐，不断提升自身教育质量，

以推动地方区域经济的发展，助力乡村振兴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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