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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业态下提升跨境贸易师资水平对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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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发展，跨境贸易新业态应运而生。只有拥有一批高质

量的跨境贸易师资队伍，才能培养出适应新业态下的跨境贸易所需人才。论文分析了数字贸易、跨境电商的快速发

展等新业态下，对人才需求的变化；分析跨境贸易师资队伍建设中存在知识落后、缺乏实践经验等问题；提出更新

专业知识，增强实践能力和加强评价机制等提升教学师资水平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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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new generation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ies such as the Internet, big data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new forms of cross-border trade have come into being. Only with a group of high-quality cross-border trade 
teachers, can we cultivate the talents needed to adapt to the cross-border trade under the new form of business.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hanges in the demand for talents under the new business forms of digital trade and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cross-border e-commerce, analyzes the problems of backward knowledge and lack of practical experience in the construction 
of cross-border trade teachers, and proposes the countermeasures of updating the professional knowledge, enhancing the 
practical ability and strengthening the evaluation mechan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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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前言

2024 年 7 月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进一

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提出创新发

展数字贸易，推动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建设。数字贸易、跨

境电商及跨境贸易将成为对外贸易发展趋势。跨境贸易与一

般国际贸易相比，通常涉及跨境电商等新型贸易业态，依据

《2023 中国跨境电商市场数据报告》，2023 年中国跨境电

商市场规模达 16.85 万亿元，较 2022 年的 15.7 万亿元同比

增长 7.32%。2023 年中国跨境电商交易额占货物贸易进出

口总值 41.76 万亿元的 40.35%。跨境电商业务的快速发展，

带来了跨境贸易的快速增长，需要加强跨境贸易师资水平，

从而培养急需的跨境贸易人才。

1 新业态下跨境贸易对人才需求的变化

1.1 数字贸易的快速发展，人才缺乏问题凸显
新形势下，国际贸易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变化， 国际贸

易外部环境的变化和数字技术的发展， 改变了传统的商业运

营与管理模式， 对跨境贸易人才的需求也随之发生变化 [1]。

2023 年数据生产总量为 32.85ZB（泽字节），同比增长

22.44% ①。数据跨境流动规模和数据贸易快速增长，跨境贸

易空间不断拓展。WTO 统计数据显示，2022 年全球可数字

化交付的服务出口额达到 4.1 万亿美元，同比增长 3.4%，

占全球服务出口的比重达到 57.1%[2]。2023 年，中国可数

字化交付的服务进出口规模达到 27193.7 亿元，同比增长

8.5% ②。数字贸易对交易产品、交易手段、交易模式和交易

规则等方面产生深远影响，必须认真思考专业人才培养如何

与变化相匹配 [3]，急需加强探索研究如何提升跨境贸易师资

队伍水平。

1.2 跨境电商模式快速发展，对专业人才的需求迫切
随着跨境电商的快速发展，跨境贸易模式也发生了变

化，海关数据显示，2023 年中国跨境电商进出口总额达到

2.38 万亿元，同比增长 15.6%。随着跨境电商发展，外贸业

态转型升级成为发展的必然，许多企业利用多媒体、线上平

台开展业务，调整跨境贸易方式、模式 [4]。由于教师力量的

严重不足，导致跨境电商专业的发展遇到瓶颈，表现在来自

该专业的教师数量少，很多学校的老师来自信息、计算机等

专业，这些教师虽然应用技术高，但对国际贸易等知识掌握

不够，有着实践技能的跨境电商教师奇缺。作为跨境电商专

业的核心发展力量，教师队伍的不足，成为限制跨境电商人

才培养的一大桎梏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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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积极对接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需要熟悉掌握

规则运用的人才
2023 年 11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向第二届全球数字贸易

博览会致贺信中指出，“中国积极对接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

建立健全数字贸易治理体系，促进数字贸易改革创新发展 [2]”。

当前，国际经贸规则正在进行新一轮重塑，如《全面与进步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开放标准高、覆盖范

围广。《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DEPA）就加强人工智

能、金融科技等领域的合作进行了规定。对接国际高标准经

贸规则，离不开人才队伍的建设。高质量教师队伍是对接高

标准经贸规则中不可或缺的力量，人才的培养具有现实性和

迫切性。

2 跨境贸易专业师资队伍建设中存在的问题

2.1 新业态下，跨境贸易师资专业知识落后
新业态背景下，外贸企业面临机遇和挑战，企业纷纷

转型升级，发展新的跨国贸易交易模式 [6]。跨境电商得到迅

速发展，形成具有潜力的外贸新业态 [4]。跨境贸易领域面临

的挑战之一是师资的专业知识落后，师资的专业知识和实践

未能及时跟上行业发展的步伐，影响了高等院校跨境电商教

育的质量和学生的实际工作能力。由于教师专业知识和技能

不能及时更新，授课内容陈旧，授课方式单一，理论与实践

脱节，缺乏创新理念，不能满足新业态发展的要求。

2.2 跨境贸易师资缺乏实践经验
当前，高校的青年教师有理论知识，但实践经验匮乏，

授课课程内容以教材为主，知识陈旧，专业领域最新业态

不能及时传授给学生。年轻教师缺乏相关的企业从业经历，

缺乏主动了解企业的积极性，导致学生所学知识陈旧，不能

开阔学生思维和眼界 [7]。与跨境贸易相关的专业课程，如国

际贸易实务、国际结算、国际金融和跨境电商等实践性强，

对学生的实际操作能力要求较高，要求具有较高的操作能力

和创新创业能力。但目前现有师资一部分是来自传统专业教

师，另一部分是新晋年轻教师，几乎没有接触到实务 [7]，师

资队伍严重缺乏实践经验。

2.3 跨境平台训练有待加强 
跨境电商平台和跨境电商模拟平台，是培养学生实践

能力的重要途径。但部分学校使用的教学软件陈旧，不能适

应新业态下的跨境贸易环境模拟。目前，跨境电商平台众多，

但学校缺乏与电商平台的合作，不能借助电商平台建立实践

课程，学生无法在平台上操作业务，缺少真实体验。即使有

些学校购入了跨境电商模拟平台，实践教学是基于模拟业务

流程，与真实跨境电商运营相比有较大差距 [8]。因此，加强

与电商平台的“产学研”合作，使学生在学校期间就能接触

到真实的跨境电商平台，以便于全面了解跨境电商流程、业

务等，就业后很快适应跨境贸易业务。

3 提升跨境贸易师资水平对策

3.1 培养具有国际化背景和跨境贸易专业知识的教师
跨境贸易师资需要不仅掌握相关专业知识，而且要了

解国际形势，了解国际经济与贸易状况等。学校应积极鼓励

支持教师出国进修或本土国际化，提高教师国际化水平。教

师主动通过各种方式学习了解相关领域前沿，通过组织专业

讨论、参加专业培训、进修学习、学术研讨等方式不断更新

知识，掌握前沿动态。专业教师要主动走出学校，主动走访

外贸企业和跨境电商平台，了解行业发展趋势和最新知识、

技术、模式、政策等动态，不断更新自己的专业知识 [4]。

3.2 增强师资队伍的实践能力，带领学生更好适应

全球贸易变化趋势
目前，高校跨境贸易相关专业教师队伍趋于年轻化，

年轻教师大都缺乏实践经验，需要为年轻教师提供更多实践

场所。一方面，培养实践实训教学师资队伍，设置一定的场

所和实验室，配备相应的实践教学软件和实训软件，供教师

进行专业实践教学。另一方面，建设“双师型”教师队伍，

鼓励专业教师在完成教学、科研任务的同时，获得相关职业

资格证书。三是加强校企合作，推进“产学研”项目建设。

与企业联合进行“产学研”项目，更好进行理论与实践的结

合 [7]。通过以上措施，为教师提供实践教学机会与合作项目，

促进教师实践能力和教学实用性的提高 [9]。

3.3 紧跟跨境贸易发展的步伐，不断更新课程内容

和教学方法
目前，高校的年轻教师优势是理念新、科研能力强，

但缺乏实践经验，理论与实践严重脱节。通过实训和实地培

训，教师可以了解企业国际贸易业务和流程，了解跨境贸易

发生的变化，更好地教授课程，更好指导学生的实习实践。

跨境贸易作为数字经济时代下新型的贸易形式，在贸易增长

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是在跨境贸易高速发展的过

程中，也暴露出了一些问题 [10]，尤其是人才短缺问题。因此，

必须对跨境贸易相关专业教学改革进行研究，及时调整人才

培养方案，更好地满足社会对人才的需求。

3.4 加强评价机制，督促教师不断提升教学水平
有效的考评机制能够鼓励教师提高教学质量，提高教

师队伍整体专业素质，促进跨境贸易相关专业发展。考评内

容可以包括跨境贸易领域前沿知识、实践能力、跨境电商平

台或实训平台运用能力、教学内容是否更新、教学方式是否

多样化，教学效果等内容。通过专业考评，不断提升跨境贸

易相关专业教师队伍专业水平，从而不断推动跨境贸易相关

专业的持续发展和人才培养质量的提升。

4 结语

新业态下跨境贸易方式、内容及模式发生变化，这不

仅给政府和企业带来了诸多挑战，也对高校跨境贸易相关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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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人才的培养提出了新的要求。教师的专业能力和知识更新

将直接影响到跨境贸易人才的质量，从而推动这一领域的高

质量发展。

注释：
①全国数据资源调查工作组 . 全国数据资源调查报告

(2023 年 )[R]，2024.5.

②商务部中国服务贸易指南网，http://tradeinservices.

mofcom.gov.cn/paper/yanjiu/pinglun/202403/16197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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