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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数字贸易通过互联网等信息技术使国际贸易相关产品及服务的类型得到扩展，并改变着国际贸易的运作

方式，高职商务英语专业在新时代背景下应顺势而为，将培养市场紧需人才作为首要任务。通过对数字贸易英语技能

型人才需求特征的分析，探讨分层分类高职商务英语专业人才培养目标，构建一体、三核、四轮驱动的数字贸易英语

技能型人才培养模式，精准定位数字贸易发展中的人才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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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igital trade expands the types of international trade-related products and services through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changes the way of international trade. The Business English major of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should take the opportunity in

the market in the new era, and regard cultivating telents who are in short supply in the jobmarket.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demand

characteristics of English skilled talents in digital trade industry, the paper discusses the stratified and classified training objectives for

business English professionals, and builds a training model, which combines an organic whole, three core elements and four-wheel

drive, for English skilled talents to accurately locate the talent demand in the development of digital tra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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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的十三五规划纲要提出要全面促进大数据

发展，助力产业转型升级，完善大数据与传统产业

协同发展的新业态，加快完善大数据产业链。同

时，十九大报告指出实体经济发展要和互联网、大

数据、人工智能深度融合。

自从“互联网+”战略提出以来，传统的贸易

模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产生了“互联网+外贸”

的贸易模式，跨境电商蓬勃发展，这使全球的贸易

格局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世界各国的经济联系

更加紧密。根据艾瑞咨询的报告，目前我国跨境电

商交易总额已占全国进出口贸易总额的约 1/4，并

且比重有望继续提高。作为浙江省一号工程的数字

经济在“互联网+”战略和“一带一路”倡议的推

动下，将给产业带来前所未有的新动能。

一、何为数字贸易

（一）数字贸易

数字贸易是在经济全球化和数字经济共同催化下

产生的。以互联网为基础，以数字技术为支撑，在全

球信息化和产业转型升级的共同驱动下，数字贸易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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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信息处理和数字交换，减少了流通渠道，直接面对

用户，改变着商业并重塑了新的商务运作方式。

夏杰长（2018）指出，数字贸易是基于互联网

和互联网技术的国内商业和国际贸易活动。其中，

互联网技术在生产或者传递产品、服务方面起着举

足轻重的作用。数字技术正在改变着国际贸易的运

营方式，网络基础设施的扩建促成了大量设备、云

服务和数据分析资源的创建。利用云设施和云服务

相对便宜且强大的处理能力，在机器学习 （ML）
和数据分析上取得的进步为传统贸易节约了成本。

尤其是通过数据分析，企业可以更准确地进行产品

开发和营销，满足客户的个性化需求。

（二）数字贸易的发展

数字贸易的发展源于数字经济，是跨境电子商

务的数字化延伸和发展。数字贸易和跨境电子商务

两者一脉相承，具有许多类似的特征，如无形性、

即时性、全球性。马述忠（2017）介绍，跨境电商

是数字贸易的典型代表，以互联网为基础，打破了

国家间的障碍，促使国际贸易向无国界贸易转变，

能有效突破贸易壁垒。

跨境电商与数字贸易在实际应用中的最大区别

在于应用的环节发生变化。跨境电子商务主要依靠

跨境电子商务平台实现线上商品流通、商品交易和

网上支付。然而，数字贸易除了要实现货物的线上

流通外，更加需要考虑增加有针对性的优质服务，

注重满足用户的服务需求，着力提高语言本土化水

平，以及质量保障、售后服务等服务力度。

二、适应数字贸易的英语人才需求分析

跨境电商的兴起给传统的外贸企业拓展海外市场

提供了新的途径，数字贸易作为数字经济的重要组成

部分，它的发展势必会推动传统代工厂、外贸企业融

入这波浪潮，成就新的利润增长点。中小企业可顺势

而为调整贸易战略，实现从消费互联网向产业互联网

的转变，以享受数字贸易的红利。新产业在发展的同

时面临着人才瓶颈。

（一）数字贸易英语技能型人才瓶颈愈发凸显

在数字经济蓬勃发展的同时，数字经济领域人

才紧缺之瓶颈却不断凸显，而面向产业应用的数字

经济技术技能人才尤为匮乏。根据商务部的预测，

到2020年我国跨境电子商务贸易额将占进出口总额

的 1/3。数字经济作为浙江省的一号工程，其跨境

电商的产业集聚基本形成，覆盖物流、金融等服务

的产业链逐渐完善。

跨境贸易，语言优先。数字贸易的蓬勃发展与

巨大潜力给高职商务英语专业的转型与改革提供了

新的挑战与机遇。传统商务英语专业人才的培养目

标是培养具有扎实的英语语言技能与跨文化交际能

力并且能熟练掌握商务与外贸流程的高技能人才，

其就业方向主要是传统的外贸公司及工厂。然而数

字贸易背景下，传统的外贸公司寻求转型升级，纷

纷涉足数字贸易领域，就业岗位发生变化，尤其是

该领域的精准营销和售后服务方面需要大量的既懂

数字贸易，又有扎实的英语语言技能与跨文化交际

能力的人才。这为商务英语专业人才的培养提供了

新的思路与方向。

（二）数字贸易英语技能型人才需求特征分析

1.数字贸易英语技能型人才的岗位需求

在传统的国际贸易中，中小企业参与国际贸易面

临着很高的国际贸易壁垒，而在数字贸易中，贸易壁

垒程度大大降低，企业可以直接面对全球的企业和消

费者。企业有更多的精力与时间开发产品与塑造品牌，

使产品与服务能更好地满足消费者需求。公司使用包

含人工智能（AI）技术的“聊天机器人”来回答客户提

出的各种问题，使客服人员能够专注于更复杂的问题，

以提高客户服务效率。亚马逊和eBay等跨境电子商务

购物平台也集成了各种设备的服务，有效地提供有针

对性的零售服务。

从就业角度看，跨境电子商务的岗位群主要包

括跨境营销与策划、客户服务、产品管理、仓储物

流、管理采购、质量管理、出口通关、跨境营销与

服务、跨境信用与服务等。其中涉及在数字贸易中

的英语技能岗位可以概括为为跨境数字化平台运营

管理、互联网国际营销与策划、国际客户管理与沟

通、跨境社交平台运营与营销。

2.数字贸易英语技能型人才的专业能力要求

数字贸易是电子商务、传统贸易、跨境电商发

表1 数字贸易与其他贸易的区别

类 型

传统外贸

跨境电商

数字贸易

特 征

大宗商品交易；线下交易；交易流程长；交
易环节多；形式上走信息流

大宗及零售交易；线上交易；交易流程简
单；交易环节少；形式上走商品流

商品和服务捆绑销售；交易流程简单；交易
环节少；形式上走数据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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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的新阶段，其专业内容将涵盖语言、跨文化交

际、贸易、电子商务、营销等知识和技能。基于大

数据，从产品的设计、产品的生产、产品的交易、

营销推广、质量保障等业务环节实现数字化。数字

贸易毫无疑问将加快贸易速度，缩短企业与客户间

的距离，还可以对顾客消费习惯和未来购买倾向进

行分析，以实施精准营销。基于此，在数字贸易背

景下，商务英语专业的部分就业岗位也将会发生相

应的变化，从事数字贸易的英语技能型人才的职业

能力可以归纳为：①数据分析能力。除了掌握最基

本的听、说、读、写、译等英语技能外，还需要掌

握相应的数据分析能力。如，能够利用像 Google
trends、Observatory of Economic Complexity等市场数

据工具，了解不同国家的客户购买偏好，探知客户

的价值观，开发细分市场，通过数据分析，打通行

业上下游、市场上下游，拓宽产品线，挖掘老客户

的新需求，开发新的客户群体。②国际市场调研能

力。利用数据分析软件对国外目标市场的市场规

模、经济概况、当地互联网水平、客户购买行为、

产品的主要市场、主要流量来源、热卖产品参考、

社交推广、同行分析等进行数据化分析，从而实现

广告的精准投放。③国际社交平台信息编辑能力。

运用国际社交平台，如 Instagram、Twitter、Face⁃
book、Linkin等平台进行英语内容的信息编辑及英

语软文撰写的能力。④客户服务与维护的能力。熟

悉不同国家人群的偏好，掌握跨文化交际的能力，

精准及个性化得做好客户的服务与维护。

综上所述，新时代性下数字贸易英语技能型人

才的需求具有以下特点：首先，需要掌握扎实的英

语听、说、读、写、译技能，拓展第二外语，以便

满足“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客户个性化服务需求。

其次，需要具备熟悉数字贸易规则及平台运营与管

理的能力；三是需要具备利用数据分析软件进行目

的国的市场调研，进行精准营销的能力；四是需要

掌握国际文化、法律，法规、知识产权等跨文化

知识。

三、数字贸易英语技能型人才的培养途径

高职院校商务英语专业及其他语言类专业，在产

教融合、服务地方产业等方面显得有点力不从心。高

职商务英语专业在人才的培养目标上还是主要注重听、

说、读、写、译等语言技能的培养，辅以培养熟悉国

际贸易流程、熟练操作国际贸易单证等商务技能。而

且，传统的外贸企业以工学结合的形式招收的人数有

限，使得高职商务英语专业在安排学生进行实际顶岗

实践方面也困难重重。同时，商务英语专任教师欠缺

数字贸易实战经验，很少有教师接受过系统的跨境电

商及相关数字经济方面的专业训练。由此培养的学生

在职业化方面，尤其是在服务地方产业等方面专业性

不强，不能适应数字贸易岗位的需求。

然而，商务英语专业的学生在语言基础方面具

有相对的优势且在跨文化交际等方面进行过专业的

训练，因此，该专业能更加灵活地根据当地产业需

求作出相应的专业结构调整。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

给数字贸易英语技能型人才的培养提供了新机会并

提出了新要求。

（一）分层分类商务英语专业人才培养目标

为实现个性化培养，精准定位数字贸易发展需

要，突破传统商务英语专业人才培养模式。以浙江

工贸职业技术学院的商务英语专业为例，改变原来

国际贸易方向和商务助理方向的人才培养目标，新

增数字贸易方向的人才培养目标，精准化地对数字

贸易岗位开设技能型课程，实现高素质技能型英语

人才的精准定位。在课程体系设置方面可设置为理

论、实务和综合等课程系列，学生根据兴趣、能力

选择合适的方向，通过必修+选修（方向课程）、第

一课堂+第二课堂（方向课程）等课程设置来实现

学生个性培养，实现从单一层次人才培养向“商务

助理型”“国际贸易应用型”以及“数字贸易技能

型”的分层分类人才培养目标的转变。

（二）探索一体、三核、四轮驱动的数字贸易

技能型人才培养模式

结合上述数字贸易技能型英语人才的培养目

标，探索一体、三核、四轮驱动的人才培养模式

（图1）。
一体是指扎实的英语语言基础技能，并为适应“一

带一路”倡议下语言需求，辅以法语第二外语的拓展

课程学习，实现外语+专业+产业的课程改革。

三核是指三项核心能力，包括跨境电商平台运

营、数字贸易技能以及跨文化语用能力。在数字经

济背景下，大多数的贸易将在跨境电商平台实现，

以创新项目为纽带组成“创业小组”进入跨境电商

工作室，在 aliexpress、DHgate.com、Wish、Amazon

朱杨琼：数字经济背景下高职数字贸易英语人才的培养机制研究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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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跨境电商平台上，校内专任教师和行业企业导师

共同指导，学生学习实战中的专业技能，巩固跨境

电子商务运营能力。

依托国家级数字经济实训基地，探寻大数据技

术、人工智能技术和数据化运营技能等领域之间的

技术互补性来培养数字经济环境下的具备数字贸易

技能的新时代技能型人才。跨文化语用能力是要求

学生能对语言进行跨文化应用，学生在掌握最基本

的语言基础知识的同时能够熟悉语言使用的规则，

如根据当地文化使用礼貌原则、合作原则等保证交

谈的顺利进行。

四轮是指实践教学、国际合作、多元学习空间

和产教融合。四轮驱动共同支撑“外语+专业+产
业”的课程体系及对学生的三项核心能力的培养。

传统的贸易环境下，企业无法大批量接收商务英语

专业学生实习。在数字贸易环境下，可充分发挥数

字技术的优势，实现无纸化经营，降低校企合作的

实习成本，改变传统的学生走出去实习的模式，将

企业引进来，实现深度产教融合。

商务英语专业学生具有相对的语言优势，可加

强和扩大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学校交流和合

作，采用联合培养、合作办学等方式，我们学生走

出去，他们学生走进来，利用国际合作，互访互

学，使学生熟悉和了解不同国家的民族特色，培养

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提高他们的专业素养。

适当打破院校、学科、专业之间的壁垒，成立

数字经济专业群，允许学生在总学分一致的情况

下，跨专业选修课程，以充分发挥各专业师资及教

学资源优势，搭建复合型人才知识结构培养平台。

利用网络教学平台，校企共建教学资源库等多元学

习空间，校企共享优质资源，以更好地实现对数字

贸易技能人才的培养。

（三）依托政府和社会，构建数字贸易人才协

同培养机制

构建政府、企业、行业、高校共同参与的数字

贸易人才培养机制，形成协同培养的校企合作氛

围。首先，政府统筹管理，整合资源，推动建设数

字贸易产教融合实训基地，实现企业与高校之间的

无缝对接。其次，依托政府职能部门和行业组织的

力量，搭建数字贸易网络平台，提供行业前沿的教

学资源，使数字贸易人才接受线上培训，建立数字

贸易技能培训的长效机制。最后，政府、企业可利

用相关项目资助学生考取数字贸易相关的职业资格

证书，如数字化管理师、跨境电子商务运营师等，

加强对数字贸易紧缺岗位的人才培养。

图1 一体、三核、四轮驱动的人才培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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