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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  写  说  明 
 

1．填写本《项目任务书》要以《广东省高职教育一类品牌专业指导性基本要求》为指导，以本专业建设方案为基础。 

2．本《项目任务书》相关内容起止时间为：2016 年 9 月 1 日至 2020 年 8 月 31 日。 

3．本《项目任务书》中涉及的人员，除特别说明外，均指人事关系隶属本单位的在岗人员，兼职人员不计在内。涉

及的成果（论文、专著、专利、科研奖项、教学成果等）均指建设期内，本专业人员署名本单位，并标注“广东省一流

高职院校建设计划”成果。 

4．文字部分请用小四或五号宋体，栏高或行数不够的栏目可酌情增加栏高或行数。用 A3 纸正反打印，装订整齐，

本《项目任务书》封面之上不需另加其它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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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总体目标 

（一）

指导性

基本任

务与预

期标志

性成果 

1.专业定位： 

本专业以服务中山火炬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中山市和广东省经济社会发展为宗旨，面向外贸企业、外运公司等企事业单位，培养在生产、服

务、管理、建设第一线能从事业务、外贸单证、外贸跟单、报关、报检等工作，具备国际贸易业务操作能力、英语应用能力、网络贸易能力的复合

型技能人才。通过四年的建设，使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综合实力得到显著提升，人才培养质量优、社会认可度高，形成高水平、全省乃至全国一流

的国家高职教育骨干专业。 

2.总体目标： 

⑴综合实力：力争经过四年的建设，打造一支专兼结合、在省内具有一定影响力的教师团队；不断完善专业教学实训条件，使实习实训教学条

件达到省内领先水平；多方共建技术平台，提升社会服务能力和专业社会影响力，在全省高职院校同类专业中名列前茅，在全省乃至全国具有一定

影响力和竞争力，力争在第三方机构专业排名中显著前移，建成省内一流水平专业。 

⑵人才培养质量：不断提高人才培训质量，毕业生的教学满意度≧90%，毕业生初次就业率达到 95%以上，毕业生对母校的满意度≧95%，毕业

生工作与专业相关度≧80%，毕业生工作与职业期待吻合度≧55%，毕业生对基本工作能力总体满足度≧90%，毕业生对核心知识的总体满足度≧

90%，毕业生的就业现状满意度≧80%，就业质量稳步提升。 

⑶社会认可度：通过提高综合实力和提高人才培训质量，从而提高本专业的综合社会认可度，本专业新生第一志愿投档录取率达到 95%。普通

高考统考招生录取中，第一志愿投档线超过所在录取招生批次分数线与立项前相比显著提高。新生报到率达到 92%以上，生源质量稳步提升。毕业

生对母校的满意度和推荐度较高。 

3.预期标志性成果 

⑴国家级标志性成果：◆IEET 技术教育（TAC）认证；◆国家规划教材或软件著作权；◆教研教改项目；◆微课大赛；◆技能大赛。 

⑵省级标志性成果：◆广东省品牌专业；◆省级实训基地；◆大学生校外实践基地；◆优秀教学团队；◆信息化教学大赛获奖；◆精品资源共

享课；◆教研教改项目；◆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千百十”工程人才培养对象或专业领军人物；◆高层次技能型兼职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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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度 任务 分项任务 标志性成果 
级别 

Ⅰ Ⅱ Ⅲ Ⅳ 

（二）

针对性

细化项

目任务

与实施

要点 

2016-2017

学年 

教育教学

改革 

人才培养机制 高职院校教育教学改革与实践项目    √ 

教学改革 
1、高职教育教学改革与实践项目； 

2、精品资源共享课。 
  

 

√ 

√ 

 

创新创业教育 
1、创新创业课程； 

2、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 
  

 

√ 

√ 

 

学生成长与发展 高职院校学生技能大赛  √   

质量保证 
专业学生学习成果评价和毕业生跟踪调查分析

机制； 
   √ 

教师发展 

激励和约束机制 专业兼职教师培训与管理办法    √ 

专业带头人 高校青年骨干教师国内访问学者   √  

教学团队 
1、“教师下企业”项目； 

2、“双岗互聘制度”。 
   

√ 

√ 

教学条件 

优质教学资源 
《全国国际商务单证员考试》和《全国外贸跟

单员考试》网络培训包 
   √ 

校内实践教学基地 省级实训基地   √  

校外实践教学基地 5 个校外实践教学基地    √ 

社会服务 社会服务 

1、岗位技术培训服务平台; 

2、国际贸易职业资格证书的培训和考试; 

3、成人学历教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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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交流

与合作 

国际视野人才培养 
1、组织专任教师赴境外参加培训学习； 

2、组织学生赴境外交流学习。 
   √ 

国内合作交流 
1、专任教师去兄弟院校交流； 

2、与国内示范高职院校建立合作关系。 
   √ 

2017-2018

学年 

教育教学

改革 

人才培养机制 
1、高职院校教育教学改革与实践项目； 

2、高职院校教育教学改革与实践项目。 
  

√ 

 

 

√ 

教学改革 高职教育专业教学标准研制项目    √ 

创新创业教育 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  √   

学生成长与发展 高职院校外贸技能大赛获奖  √   

质量保证 

1、专业学生学习成果评价和毕业生跟踪调查分

析机制； 

2、“院园融合”专业自我诊断与改进机制。 

   √ 

教师发展 

激励和约束机制 二级学院教研室建设与管理改革办法    √ 

专业带头人 
1、“千百十”工程人才培养对象； 

2、二级学院专业带头人培育培养办法。 
  

√ 

 

 

√ 

教学团队 高职教育教学改革与实践项目    √ 

教学条件 

优质教学资源 20 个微课    √ 

校内实践教学基地 国际商务单证与结算中心   √  

校外实践教学基地 5 个校外实践教学基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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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服务 社会服务 
1、国际贸易职业资格证书的培训和考试； 

2、成人学历教育。 
   √ 

对外交流

与合作 

国际视野人才培养 

1、与境外大学建立合作关系，引进或共同开发

教学资源； 

2、组织学生去境外交流； 

3、组织专任教师赴境外交流。 

   √ 

国内合作交流 

1、加强与国内兄弟院校的合作； 

2、组织师生与兄弟院校交流； 

3、开展中高本衔接教育。 

   √ 

2018-2019

学年 

教育教学

改革 

人才培养机制 学分制和弹性学制实施    √ 

教学改革 
省级教研教改项目 

高职院校教师信息化教学大赛获奖 
  √  

创新创业教育 大学生创新创业竞赛   √  

学生成长与发展 学生技能大赛获奖  √   

质量保证 

1、学习成果评价和毕业生跟踪调查分析机制； 

2、建立“院园融合”专业自我诊断与改进机

制； 

   √ 

教师发展 

激励和约束机制 二级学院教师绩效考核办法    √ 

专业带头人 国际贸易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   √  

教学团队 专兼 1:1 的教师队伍    √ 

教学条件 优质教学资源 校企合作开发教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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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内实践教学基地 商务礼仪实训室    √ 

校外实践教学基地 5 个校外实践教学基地    √ 

社会服务 社会服务 

1、企业员工的培训和业务指导； 

2、国际贸易职业资格证书的培训和考试； 

3、成人学历教育。 

   √ 

对外交流

与合作 

国际视野人才培养 

1、引进或与境外大学共同开发优质教学资源； 

2、师生赴境外交流学习； 

3、境外教师来校任教； 

4、境外学生来校交流； 

   √ 

国内合作交流 

1、与兄弟学校共同开发教学资源； 

2、开展中高本衔接教育； 

3、师生与兄弟院校交流。 

   √ 

2019-2020

学年 

教育教学

改革 

人才培养机制 校企合作共建专业机制项目研究  √   

教学改革 

1、教学成果奖； 

2、微课大赛获奖； 

3、教研教改项目； 

4、国家规划教材； 

5、校企合作开发教材。 

 

 

 

√ 

√ 

 

√ 

√ 

 

 

 

 

 

 

 

√ 

创新创业教育 创新创业课程    √ 

学生成长与发展 高职院校学生技能大赛获奖   √  

质量保证 
1、“院园融合”专业自我诊断与改进机制； 

2、技术教育（TAC）认证。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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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师发展 

激励和约束机制 高职教育教学改革与实践项目   √ 
 

 

专业带头人 专业领军人物   √  

教学团队 

1、信息化教学大赛、微课大赛获奖； 

2、优秀教学团队； 

3、高层次技能型兼职教师项目。 

  

√ 

√ 

√ 

 

教学条件 

优质教学资源 国家级规划教材  √   

校内实践教学基地    √  

校外实践教学基地 5 个大学生校外实践教学基地    √ 

社会服务 社会服务 

1、国际贸易职业资格证书的培训和考试； 

2、成人学历教育； 

3、与企业的技术服务合作项目。 

   √ 

对外交流

与合作 

国际视野人才培养 
1、部分课程双语教学； 

2、师生赴境外学习交流。 
   √ 

国内合作交流 

1、参加国内专业研讨会； 

2、中高本衔接教育； 

3、师生与兄弟院校交流。 

   √ 

备注：Ⅰ代表国际通用标准；Ⅱ代表国家级；Ⅲ代表省级；Ⅳ代表校级，请在相应处打“√”。若是独创性成果，级别

各栏，不用打“√”，在标志性成果后面括号标明“独创”两字。 

  



9 

  任务 分项任务 基础 目标 说明（指标定义等） 

（三）

分项任

务量化

指标 

教育教

学改革 

人才培养机制 学院重点专业 
⑴建成省级高水平专业； 

⑵建成网络贸易工作室。 
以省教育厅相关文件为准 

教学改革 

⑴已经开展中高本衔接的研究； 

⑵省级教学成果培育项目一项； 

⑶省级教研教改项目 9 项； 

⑷出版教材 10 部。 

⑴探索专业核心课小班教学； 

⑵实施专任教师与兼职教师同授一门课试点; 

⑶国际贸易专业中高本衔接专业教学标准与课程

标准； 

⑷继续开展自主招生，完成分层分类教学； 

⑸开发国家级规划教材 1 部和新增校企合作开发

教材 2 部； 

⑹国家级微课竞赛获奖； 

⑺省级教师信息化教学大赛获奖； 

⑻开发国家级教研教改项目，省级教研教改项目； 

⑼建设省级精品开放课程。 

以立项文件、获奖证书等为

依据 

创新创业教育 学院建有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基地 

⑴校企合作共同开展创新创业教育； 

⑵开设创新创业课程； 

⑶学生参加创新创业大赛获奖。 

以相关文件和课程资料及相

关证书为依据 

学生成长与发

展 

⑴毕业生技能证书获取率 100%，就

业率为 99.2%； 

⑵在全国外贸技能大赛中多次获

奖。 

⑴毕业生取得国家、国际职业资格证书的学生达

到 100%，获取高级以上证书的获取率≧40%； 

⑵毕业生就业率≧99%，毕业生工作与专业相关

度≧75%，毕业生工作与职业期待吻合度≧60%，

毕业生的就业现状满意度≧80%； 

⑶参加国家、省级大学生技能竞赛获奖； 

⑷参加省、校级大学生创新创业竞赛获奖； 

以第三方评价、获奖证书、

职业资格证书为依据 

质量保证 

⑴本专业开展了教师“青蓝计划”； 

⑵建立了教师教学质量督导评定及

学生，同行评定制度。 

⑴专业学生学习成果评价和毕业生跟踪调查分析

机制； 

⑵“院园融合”专业自我诊断与改进机制； 

⑴以第三方评估为依据 

⑵以二级学院文件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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⑶建成校企合作的系统化综合实践项目库以及评

价考核体系； 

⑷技术教育（TAC）认证。 

教师发

展 

激励和约束机

制 

仅有学院层面的文件《中山火炬职

业学院教师工作量计算办法》、《中

山火炬职业技术学院实践工作量计

算办法》，尚未形成二级学院对于绩

效考核的相关办法。 

⑴二级学院教研室建设与管理改革办法； 

⑵二级学院教师绩效考核办法； 

⑶高职教育教学改革与实践项目（省级）。 

⑴以二级学院文件为依据 

⑵以二级学院文件为依据 

⑶以立项文件为依据 

专业带头人 
专业带头人目前的行业及专业影响

力尚不足 

⑴“千百十”工程人才培养对象，专业领军人物； 

⑵专业带头人担任省级国际贸易专业指导委员会

委员。 

⑴以立项文件为依据 

⑵以聘书为依据 

教学团队 

⑴专业专任教师高级职称比例为

37.5%； 

⑵专任教师人均年企业实践时间≦

20 天； 

⑶具有 3 年以上行业企业工作经历

专业专任教师比例≦30%； 

⑷学年参加专业培训的专任教师占

专业专任教师的比例≦40%； 

⑸专任教师多于兼职教师。 

⑴专业专任教师高级职称比例≥40%； 

⑵专任教师人均年企业实践时间≥30 天； 

⑶具有 3 年以上行业企业工作经历专业专任教师

比例≥30%； 

⑷学年参加专业培训的专任教师占专业专任教师

的比例≥80%； 

⑸专兼 1:1 的教师队伍。 

 

教学条

件 
优质教学资源 

⑴2 门院级网络课程； 

⑵1 个微课； 

⑶3 本高职高专规划教材； 

⑷申报了1门省级精品资源共享课。 

⑴1 门省级精品在线开放课程； 

⑵20 个微课； 

⑶资源库使用率每年 5000 人次以上； 

⑷使用国家规划教材、省级重点教材和校企合作

开放教材的比例≥80%； 

⑸新增校企合作开发教材 2 本，国家级规划教材

1 本； 

⑴以省精品资源共享课验收

结果为依据； 

⑵以教材立项文件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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⑹《全国国际商务单证员考试》培训包 1 个和《全

国外贸跟单员考试》培训包 1 个。 

校内实践教学

基地 

⑴申报了 1 个省级实训基地建设项

目； 

⑵1 个国际贸易实训室； 

⑶1 个商务英语实训室。 

⑴完成省级实训基地建设； 

⑵完成网上外贸工作室建设； 

⑶完成国际商务礼仪实训室建设。 

以省级实训基地验收结果为

依据 

校外实践教学

基地 

10 个校外实训基地，为学生的就业.

创业打下良好的基础 

⑴新增校外实践基地 20 个； 

⑵申报并完成省级大学生校外实践教学基地建

设。 

⑴以挂牌校外实训基地为依

据； 

⑵以省教育厅文件为依据 

社会服

务 
社会服务 

⑴累计考证培训学员 1200 人以上； 

⑵累计培养成人教育学历学生 500

人以上。 

⑴对企业专业技术人员进行技能培训 300 人天； 

⑵新增考证培训学员 600 人以上； 

⑶新增培养成人教育学历学生 300 人以上； 

⑷师生生均学年为社会、行业企业技术服务收入

≧169 元/生等。 

1.以服务企业提供的证明为

依据； 

⑵以培训考试学员花名册为

依据； 

⑶以成人继续教育学院提供

的学生名册为依据。 

对外交

流与合

作 

国际视野人才

培养 

⑴与境外大学建立合作关系； 

⑵学生赴香港、台湾、新加坡等国家

和地区进行交流学习； 

⑶教师赴香港、台湾、新加坡、德国

等国家或地区进行交流学习。 

⑴加强与境外大学的合作，引进或共同开发教学

资源，对部分课程实行双语教学； 

⑵继续派出学生到境外交流学习； 

⑶加强专任教师赴境外培训力度，力争专业核心

课专任教师境外培训比例达 50%左右； 

⑷吸引境外优秀教师来校任教。 

⑴以与境外大学的合作协议

为依据； 

⑵以聘用境外教师的合同为

依据。 

国内合作交流 

⑴与山东外贸、江苏商贸、天津商

务、浙江金融等职业技术学院进行

合作； 

⑵派出国内访问学者 2 人 

⑴加强与国内兄弟院校的合作，共同开发教学资

源； 

⑵与中国国际贸易学会、阿里巴巴速卖通合作开

展认证培训； 

⑶与中职、本科院校合作，开展中高本衔接教育； 

⑷组织师生到兄弟院校交流学习。 

⑴以本专业和中国国际贸易

学会、阿里巴巴合作协议为

依据； 

⑵以学院和国内院校的合作

证明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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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建设任务 

（一）教育教学改革 

1．“教育教学改革”项目的目标任务与预期标志性成果 

指导性

基本项

目任务

与预期

标志性

成果及

完成时

间 

1.1 人才培养机制 

预期标志性成果： 

⑴建成省级高水平专业，完成时间：2020 年 8 月； 

⑵省级高职院校教研教改项目，完成时间：2017 年 12 月。 

1.2 教学改革 

预期标志性成果： 

⑴开发国家级规划教材，完成时间：2018 年 8 月； 

⑵省级教育教学与改革课题，完成时间：2019 年 8 月； 

⑶高职院校教师信息化教学大赛获奖，完成时间：2019 年 12 月； 

⑷国家级教研教改项目，完成时间：2020 年 08 月； 

⑸国家级微课竞赛获奖，完成时间：2020 年 8 月； 

1.3 创新创业教育 

预期标志性成果： 

⑴创新创业课程，完成时间：2019 年 8 月； 

⑵学生创新创业大赛省级获奖，完成时间：2019 年 12 月。 

1.4 学生成长与发展 

预期标志性成果： 

⑴高职院校技能大赛获奖，完成时间：2017 年 12 月。 

1.5 质量保证 

预期标志性成果： 

⑴技术教育（TAC）认证，完成时间：2020 年 8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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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性

细化项

目任务

与实施

要点 

1.1 人才培养机制 

1.1.1 探索实施弹性学制。 

实施要点：⑴制定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学分制改革实施方案；⑵学分制人才培养方案；⑶高职教育弹性学制与学分制相结合的探索与实践； 

1.2 教学改革 

1.2.1 构建校企双主体“4331”人才培养模式。 

实施要点：⑴全国外经贸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中国国际贸易学会和广东英德尔实业发展有限公司等合作企业共同组建产学研用指导委

员会和协作委员会；⑵通过“岗课融合、证课融合、赛课融合”实现“岗、证、赛、课”四位一体，从而提高国际贸易专业教育的质量与效率。 

1.2.2 专业课程（或专业核心课程）小班化教学。 

实施要点：⑴人才培养方案中确定专业核心课程小班教学；⑵制定小班教学相关课程课教学程标准；⑶制定小班教学课程考核方案 

1.2.3 分层分类教学改革。 

实施要点：⑴制定分层分类教学实施方案；⑵实施入学前英语能力测试，按测试结果分班；⑶按学生英语基础不同，实施分层教学； 

1.2.4 专业教学标准和课程标准研制。 

实施要点：⑴与行业产业、参与中高本的各院校等单位共同组建的中高本衔接一体化人才培养校企合作指导委员会，共同研制教学标准；

⑵将中职的实用性、操作性，高职的技术性、创造性，本科学科体系，进行目标优化整合，以国家职业资格标准为基础，设置课程标准； 

1.2.5 杰出技术技能人才培养。 

实施要点：⑴省级“千百十”工程人才培养对象；⑵学院教学名师； 

1.2.6 专任教师与兼职教师同授一门课。 

实施要点：⑴专业核心课程实行两名校内教师，一名兼职教师共任一门课；⑵制定校内专任教师与兼职教师一对指导方案； 

1.2.7 实施“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手段与教学方法改革。 

实施要点：⑴核心课开展“工作过程+微课+翻转课堂”的教学模式；⑵以任务为导向开展教学；⑶开展说课、微课及信息化教学大赛评

比。 

1.2.8 研制中高本一体化的国际贸易专业课程标准。 

实施要点：⑴制定中职学段和高职学段（二年）一体化的专业标准；⑵研制中高本一体化的专业课程标准；⑶教育教学改革与实践项目报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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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9 实习实训管理与考核评价改革。 

实施要点：⑴建立实习实训管理档案；⑵建立并应用实习实训管理系统。 

1.2.10 教育教学研究与改革。 

实施要点：⑴组织教师主持及参加省级、国家级教研教改项目；⑵组织省级规划教材及国家级规划教材编写；⑶开发建设院级及省级精品

资源共享课程；⑷专业教学教研教改论文发表及教研教改研究。 

1.3 创新创业教育 

1.3.1 创新创业教育体系建设。 

实施要点：⑴以学生能力素质提升为根本，以课程改革为载体，促进教研教改项目的申报与立项；⑶指导学生参加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帮

助学生开展相关创新创业项目。 

1.3.2 开发并建设创新创业专门课程。 

实施要点：⑴大一阶段开设创新创业的基础知识课程，由创业导师系统讲授创新创业教育课程；⑵大二阶段培养创新创业意识，提升创新创

业能力；⑶遴选优秀创业项目进行创业实践。 

1.3.3 创新创业活动及成果的学分认定。 

实施要点：⑴制定大学生创新创业活动及成果的学分认定标准；⑵配合学院制定大学生创新创业实践活动学分认定管理办法； 

1.3.4 基于专业的创新创业教育平台建设。 

实施要点：⑴充分整合学校、企业、行业和政府等各方资源，共建以校企合作为主轴，校企行政四方联动的协同创新机制；⑵与行业协会、

阿里学院、园区企业联合建立网络贸易工作室。 

1.4学生成长与发展 

1.4.1 开发基于专业的学生素质培养标准并执行。 

实施要点：推行“三证书”毕业制度； 

1.4.2 开展大学生技能竞赛。 

实施要点：⑴实施“赛证结合”、“赛训结合”，以赛促学、以赛促训；⑵提高学生的职业技能，力争在高职院校技能大赛中获奖；⑶积极组织

学生参加各级职业技能大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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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 开展学生创新创业竞赛。 

实施要点：⑴构建创业教育课程体系,促进专业教育与创新创业教育的有机融合；⑵参加创业大赛；⑶利用网络贸易工作室开展创业项目。 

1.4.4 开展第二课堂活动。 

实施要点：⑴组建各类学生社团开展社团活动；⑵组建国际贸易协会，开展学生调研与相关活动； 

1.5 质量保证 

1.5.1 建立专业自我诊断与改进机制。 

实施要点：⑴建立完善的教学检查制度、督学监督和指导机制、教辅管理和实习管理系统；⑵与第三方合作机构共同进行毕业生质量跟踪调

查；⑶建成校企合作的系统化综合实践项目库以及评价考核体系。 

量化 

指标 

1.国家级规划教材 1 门、校企合作开发教材 2 门； 

2.国家级教研教改课题 1 项、省级教研教改课题 1-2 项； 

3.国家级技能大赛获奖 1-2 项、省级技能大赛获奖 1-2 项、省级创新创业大赛获奖 1-2 项； 

4.国家级微课大赛获奖 1-2 项； 

5.省级优质课程（精品资源共享课和在线课程）1-2 门； 

6.省级教师信息化教学大赛获奖 1-2 项。 

7.毕业生取得国家、国际职业资格证书的学生达到 100%；毕业生就业率≧99%，毕业生工作与专业相关度≧75%，毕业生工作与职业期待吻

合度≧60%，毕业生的就业现状满意度≧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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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教育教学改革”项目 

序号 
项目名

称 
项目内容 起讫时间 预期成果 

项目经费预算（万元） 
责任人 

2016 年 2017 年 2018 年 2019 年 2020 年 

1★ 
1.1 人才

培养机制 

1.1.1 探索实施弹

性学制 
2016.09-2020.08 

1.1.1-1 学分制实施细则 

1.1.1-2 学分制实施过程材料 
0 2 2 5 5 

丁世勋 

 

2★ 
1.2 教学

改革 

1.2.1 构建创新校

企双主体“4331”

人才培养模式 

2016.09-2020.08 

1.2.1-1 构建校企双主体

“4331”的人才培养模式 

1.2.1-2 获得国际贸易专业创新

人才培养模式研究课题 

0 1 3 3 3 马莉 

3★ 
1.2 教学

改革 

1.2.2 专业课程

（或专业核心课

程）小班化教学 

2016.09-2020.08 
1.2.2-1 专业课程授课小班化率

达到 100% 
0 1 3 3 3 丁世勋 

4★ 
1.2 教学

改革 

1.2.3 分层分类教

学改革 
2016.09-2020.08 

1.2.3-1 招生制度改革：按专业大

类招生 

1.2.3-2 专业拓展程实行分层教

学 

1.2.3-3 开展国际贸易专业商务

英语方向试点 

0 2 2 3 3 丁世勋 

5★ 
1.2 教学

改革 

1.2.4 专业教学标

准和课程标准研制 
2016.09-2020.08 

1.2.4-1 制定专业教学标准 

1.2.4-2 制定校企合作课程标准 
0 4 4 6 6 马莉 

6★ 
1.2 教学

改革 

1.2.5 杰出技术技

能人才培养 
2016.09-2020.08 1.2.5-1 杰出技术技能人才材料 0 1 1 2 1 丁世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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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1.2 教学

改革 

1.2.6 专任教师与

兼职教师同授一门

课 

2016.09-2020.08 
1.2.6-1 专任教师与兼职教师同

授一门课实施过程材料 
0 1 1 2 1 李福艳 

8★ 
1.2 教学

改革 

1.2.7 实施“以学生

为中心”的教学手

段与教学方法改革

（含翻转课堂教学

和混合式课堂教学

改革、课程考核改

革） 

2016.09-2020.08 

1.2.7-1 教师信息化教学大赛获

奖 

1.2.7-2 教师教学设计、微课大赛

获奖 

0 4 6 4 6 李福艳 

9 
1.2 教学

改革 

1.2.8 研制中高本

一体化的国际贸易

专业课程标准。 

2016.09-2020.08 
1.2.8-1 国际贸易中高本衔接课

程体系改革研究课题。 
0 2 2 3 3 马莉 

10 
1.2 教学

改革 

1.2.9 实习实训管

理与考核评价改革 
2016.09-2020.08 1.2.9-1 实习管理系统 0 2 2 3 3 曾凡静 

11★ 
1.2 教学

改革 

1.2.10 教育教学研

究与改革 
2016.09-2020.08 

1.2.10-1 专业教研教改论文 

1.2.10-2 专业教研教改报告 
0 4 4 6 6 马莉 

12★ 
1.3 创新

创业教育 

1.3.1 创新创业教

育体系建设 
2016.09-2020.08 

1.3.1-1 校企共建协同育人平台

协议 

1.3.1-2 校企合作的系统化综合

实践项目 

2 4 4 5 5 林园 

13★ 
1.3 创新

创业教育 

1.3.2 开发并建设

创新创业专门课程 
2016.09-2020.08 1.3.2-1 创新创业专门课程材料 0 2 2 2 2 林园 



18 

14★ 
1.3 创新

创业教育 

1.3.3 创新创业活

动及成果的学分认

定 

2016.09-2020.08 1.3.3-1 学生创新创业成果 0 2 2 2 2 林园 

15★ 
1.3 创新

创业教育 

1.3.4 基于专业的

创新创业教育平台

建设 

2016.09-2020.08 1.3.4-1 网上外贸工作室 2 4 6 8 10 马莉 

16 

1.4 学生

成长与发

展 

1.4.1 开发基于专

业的学生素质培养

标准并执行 

2016.09-2020.08 1.4.4-1 学生技能证+素拓证 0 2 2 3 3 曾凡静 

17★ 

1.4 学生

成长与发

展 

1.4.2 开展大学生

技能竞赛 
2016.09-2020.08 

1.4.2-1 大学生技能竞赛获奖证

书 
0 5 5 5 5 林园 

18★ 

1.4 学生

成长与发

展 

1.4.3 开展大学生

创新创业竞赛 
2016.09-2020.08 

1.4.3-1 大学生创业创新竞赛获

奖证书 
0 2 2 3 3 马莉 

19★ 

1.4 学生

成长与发

展 

1.4.4 开展第二课

堂活动 
2016.09-2020.08 1.4.4-1 第二课堂活动材料 0 2 2 3 3 王丽莹 

20★ 
1.5 质量

保证 

1.5.1 建立专业自

我诊断与改进机制 
2016.09-2020.08 

1.5.1-1 国际贸易专业自我诊断

与改进报告 

1.5.1-2 麦可思数据（成都）有

限公司毕业生质量跟踪调查报

告 

0 2 2 3 3 王丽莹 

21 
1.5 质量

保证 

1.5.2 实施技术教

育（TAC）认证规

范 

2016.09-2020.08 通过 TAC 认证 0 2 2 3 3 丁世勋 

合  计 4 51 59 77 79 270 

注：“项目经费预算”指本项目所有建设经费（下同），项目经费预算时间为自然年（下同）。 



19 

（二）教师发展 

1．“教师发展”项目的目标任务与预期标志性成果 

指导性

基本项

目任务

与预期

标志性

成果及

完成时

间 

2.1 激励和约束机制 

预期标志性成果： 

⑴专业兼职教师培训与管理办法，完成时间：2017 年 8 月； 

⑵二级学院教研室建设与管理改革办法，完成时间：2018 年 8 月； 

⑶二级学院教师绩效考核办法，完成时间：2019 年 08 月； 

⑷省级高职教育教学改革与实践项目，完成时间：2020 年 08 月。 

2.2 专业带头人 

预期标志性成果： 

⑴高校青年骨干教师国内访问学者，完成时间：2017 年 8 年； 

⑵千百十”工程人才培养对象，完成时间：2018 年 8 年； 

⑶二级学院专业带头人培育培养办法，完成时间：2018 年 8 年； 

⑷省级国际贸易专业指导委员会委员，完成时间：2019 年 8 年； 

⑸专业领军人物，完成时间：2020 年 8 年。 

2.3 教学团队 

预期标志性成果： 

⑴“教师下企业”项目，完成时间：2017 年 8 月； 

⑵“双岗互聘”制度，完成时间：2017 年 8 月； 

⑶院级高职教育教学改革与实践项目，完成时间：2018 年 8 月； 

⑷专兼 1:1 的教师队伍；完成时间：2019 年 8 月； 

⑸信息化教学大赛、微课大赛获奖，完成时间：2020 年 8 月； 

⑹省级优秀教学团队，完成时间：2020 年 8 月； 

⑺省级高层次技能型兼职教师项目，完成时间：2020 年 8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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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性

细化项

目任务

与实施

要点 

2.1 激励和约束机制 

2.1.1 专业兼职教师的培训与管理办法。 

实施要点：⑴实施“专兼一对一”项目，由一名专任教师与一名兼职教师组队，由专任教师对兼职教师教学方法、教学实施等方面的指导。

⑵专兼职教师对当前的教育教学情况进行分析探讨，共同申报高职教育教学改革与实践项目。⑶制定并实施兼职教师培训与管理办法，对兼职教

师提升教学水平，参与教学改革进行有效的激励。 

2.1.2 二级学院教研室建设与管理改革办法。 

实施要点：⑴制定教师发展计划，完善教研室管理；⑵实施“青蓝对接计划”；⑶出台二级学院教研室建设与管理改革办法；⑷定期开展有

效的教研室研讨活动和座谈活动，如教学方法研讨会、专业与课程建设研讨会、科研申报研讨会、教学团队与企业专业座谈会等相关活动。 

2.1.3 二级学院教师绩效考核办法。 

实施要点：将专业建设、课程改革、担任学生导师、企业实践锻炼、社会服务等纳入教师绩效考核项目中，支持普通教师开展课堂教学改革、

提高课堂教学质量，支持专业骨干教师积累企业工作经历、提高实践教学能力，鼓励教师担任学生导师和参与社会服务。 

2.1.4 省级高职教育教学改革与实践项目。 

实施要点：鼓励普通教师和兼职教师申报高职教育教学改革与实践项目。 

2.2 专业带头人 

2.2.1 实施“专业带头人培育培养工程”。 

实施要点：⑴制定专业带头人培育培养办法；⑵专业带头人到企业进行挂职锻炼；⑶专业带头人到国内外进行交流培训 3-5 次；⑷主持教研

教改项目 1-2 项，撰写科研论文 2-3 篇；⑸主持精品在线开放课程 1 门；⑹申报省级专业领军人才。 

2.3 教学团队 

2.3.1 建设跨界“教练型”双师专业教学团队。 

实施要点：⑴骨干教师根据教学需要下企业进行“教师下企业”项目；⑵每年选派专任教师赴国内外高校、专业培训机构进行专业进修培训、

专题调研、交流学习；⑶建立并实施“双岗互聘”制度，根据教学需要选派专任教师和企业业务人员进行岗位互换。 

2.3.2 培育或引进教学名师、教学带头人或教育管理专家。 

实施要点：培育或引进教学名师、教学带头人或教育管理专家 1-2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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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3 实施兼职教师实践课程负责制。 

实施要点：⑴鼓励兼职教师将企业的真实任务带到实践课堂，独立完成有效的实践课堂教学；⑵制定并实施兼职教师培训与管理办法，帮助

和鼓励兼职教师对实践课程的教学进行研究，并进行省级教育教学改革与实践项目的申报。 

量化 

指标 

1.专任教师申报省级教研教改项目 1-2 项； 

2.专兼职教师共同申报省级高职教育教学改革与实践项目 1-2 项； 

3.“千百十”工程人才培养对象 1 名； 

4.获国家级、省级信息化教学大赛、微课大赛奖项 1-2 项； 

5.建成省级优秀教学团队； 

6.培育或引进教学名师、教学带头人或教育管理专家 1-2 名； 

7.专业专任教师生师比≦20；专业专任教师高级职称比例≥30%，“双师素质”专业专任教师比例为 100%；青年教师中具备研究生学历或硕

士.博士学位的比例≥60%；专任教师人均年企业实践时间≥30 天；具有 3 年以上行业企业工作经历专业专任教师比例≥30%； 

8.学年参加专业培训的专任教师占专业专任教师的比例≥80%； 

9.专兼 1:1 的教师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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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教师发展”项目 

序

号 
项目名称 项目内容 起讫时间 预期成果 

项目经费预算（万元） 
责任人 

2016 年 2017 年 2018 年 2019 年 2020 年 

1★ 
2.1 激励和

约束机制 

2.1.1 建立教师激

励和约束长效机

制 

2016.09-2020.08 

2.1.1-1 二级学院教师绩效考核办法 

2.1.1-2 省级高职教育教学改革与实

践项目 

0.5 1 2.5 1.5 0.5 丁世勋 

2★ 
2.1 激励和

约束机制 

2.1.2 兼职教师的

培训与管理 
2016.09-2017.08 

2.1.2-1 专业兼职教师培训与管理办

法 
0.5 2 0.5 0.5 0.5 丁世勋 

3★ 
2.1 激励和

约束机制 

2.1.3 基层教学组

织创新建设与管

理改革 

2017.09-2019.08 
2.1.3-1 二级学院教研室建设与管理

改革办法 
0.5 0.5 1 1 0.5 丁世勋 

4★ 
2.2 专业带

头人 

2.2.1 实施“专业

带头人培育培养

工程” 

2016.09-2020.08 

2.2.1-1 高校青年骨干教师国内访问

学者 

2.2.1-2 二级学院专业带头人培育培

养办法 

2.2.1-3 省级国际贸易专业指导委员

会委员 

2.2.1-4 专业领军人物 

3 6.5 6.5 7 3 马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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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项目名称 项目内容 起讫时间 预期成果 

项目经费预算（万元） 
责任人 

2016 年 2017 年 2018 年 2019 年 2020 年 

5 
2.3 教学团

队 

2.3.1 建设跨界

“教练型”双师专

业教学团队 

2016.09-2020.08 

2.3.1-1“教师下企业”项目 

2.3.1-2“双岗互聘制度” 

2.3.1-3 高职教研教改项目 1-2 项 

2.3.1-4 专兼 1:1 的教师队伍 

2.3.1-5 信息化教学大赛、微课大赛

获奖 

2.3.1-6 省级优秀教学团队 

2.3.1-7 高层次技能型兼职教师项目 

5 14 14 15 4 

 

马莉 

 

6★ 
2.3 教学团

队 

2.3.2 培育或引进

教学名师、教学

带头人或教育管

理专家 

2016.09-2020.08 
2.3.2-1 培育或引进教学名师、教学

带头人或教育管理专家 1-2 名 
0 3 3 3 1 丁世勋 

7★ 
2.3 教学团

队 

2.3.3 实施兼职教

师实践课程负责

制 

2016.09-2020.08 

2.3.3-1 实施兼职教师实践课程负责

制的管理文件 

2.3.3-2 兼职教师担任实践课程数

量、课时比例≥50% 

2.3.3-3 专兼职教师共同申报高职教

育教学改革与实践项目 

0.5 3 2.5 2 0.5 丁世勋 

合  计 10 30 30 30 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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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学条件 

1．“教学条件”项目的目标任务与预期标志性成果 

指导性

基本项

目任务

与预期

标志性

成果及

完成时

间 

3.1 优质教学资源 

预期标志性成果： 

⑴省级精品在线开放课程，完成时间：2018 年 8 月； 

⑵微课，完成时间：2018 年 8 月； 

⑶资源库使用率每年 5000 人次以上，完成时间：2020 年 8 月； 

⑷使用国家规划教材、省级重点教材和校企合作开发放教材的比例≥80%，完成时间：2017 年 8 月； 

⑸新增校企合作开发教材 2 本，国家级规划教材 1 本，完成时间：2020 年 8 月； 

⑹《全国国际商务单证员考试》和《全国外贸跟单员考试》培训包，完成时间：2017 年 8 月。 

3.2 校内教学实践基地 

预期标志性成果： 

⑴省级实训基地，完成时间：2017 年 8 月； 

⑵国际商务单证与结算实训中心，完成时间：2018 年 8 月； 

⑶网上外贸工作室，完成时间：2019 年 8 月； 

⑷商务礼仪实训室，完成时间：2019 年 8 月。 

3.3 校外教学实践基地 

预期标志性成果： 

⑴每年 5 家校外实践教学基地，完成时间：2020 年 8 月； 

⑵省级大学生校外实践教学基地，完成时间：2020 年 8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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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性

细化项

目任务

与实施

要点 

3.1 优质教学资源 

3.1.1 专业教学资源库建设。 

实施要点：⑴完成 20 个微课的制作；⑵完成国际贸易实务省级精品资源共享课建设；⑶完成国际贸易专业资源库建设，资源库使用率每年

5000 人次以上。 

3.1.2 教材建设。 

实施要点：⑴使用国家规划教材、省级重点教材和校企合作开放教材的比例≥80%；⑵新增 2 本校企合作开发教材《外贸跟单实务》、《外贸

单证实务》，1 本国家级规划教材《国际贸易实务》。 

3.1.3 考证培训包。 

实施要点：⑴整合全国际商务单证员考试资源，形成《全国际商务单证员考试》培训包；⑵整合全国外贸跟单员考试资源，形成《全国际外

贸跟单员考试》培训包。 

3.2 校内教学实践基地 

3.2.1 国际贸易生产性实训基地。 

实施要点：⑴制定校内实践教学基地的建设计划；⑵与中山高璐美数码科技有限公司等共建生产性实训基地，探索“校中厂”校企组合新模

式；⑶建成省级实训基地。 

3.2.2 商务礼仪实训室。 

实施要点：与企业共建商务礼仪实训室 

3.2.3 网上外贸工作室。 

实施要点：⑴与香港安柏贸易有限公司等共建网上外贸工作室；⑵优秀的国际贸易与商务英语专业学生组成网上跨境销售团队；⑶专任老师

和企业导师进行指导建设店铺；⑷企业为工作室学生提供业务培训和业务资源；⑸学生组成的工作团队将直接参与公司业务的操作。 

3.3 校外教学实践基地 

3.3.1 国际贸易校外实践基地。 

实施要点：⑴加强与外贸企业合作，每年新增 5 家校外实践教学基地；⑵省级大学生校外实践教学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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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化 

指标 

1.微课 20 个； 

2.省级精品资源共享课 1 门； 

3.校企合作开发教材 2 本，国家级规划教材 1 本； 

4.《全国际商务单证员考试》培训包 1 个； 

5.《全国际外贸跟单员考试》培训包 1 个； 

6.省级实训基地 1 个； 

7.网上外贸工作室 1 个； 

8.国际商务单证与结算实训中心； 

9.商务礼仪实训室； 

10.每年新增校外实践教学基地 5 家； 

11.省级大学生校外实践教学基地 1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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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教学条件”项目 

序

号 
项目名称 项目内容 起讫时间 预期成果 

项目经费预算（万元） 

责任人 2016 年 
2017 年 2018 年 2019 年 

2020

年 

1★ 
3.1 优质教

学资源 

3.1.1 专业教学

资源库建设 
2016.09-2020.08 

3.1.1-1 省级精品在线开放课程 

3.1.1-220 个微课 

3.1.1-3 使用率每年 5000 人次以上 

0 15 15 15 5 马莉 

2★ 
3.1 优质教

学资源 
3.1.2 教材建设 2016.09-2020.08 

3.1.2-1 国家规划教材、省级重点教

材和校企开发教材的比例≥80% 

3.1.2-2 新增校企合作开发教材 2本，

国家级规划教材 1 本 

0 5 5 5 5 李福艳 

3 
3.1 优质教

学资源 

3.1.3 考证培训

包 
2016.09-2017.08 

3.1.4-1《全国际商务单证员考试》和

《全国外贸跟单员考试》培训包； 
0 10 0 0 0 林园 

4 
3.2 校内教

学实践基地 

3.2.1 国际贸易

生产性实训基地 
2016.09-2017.08 3.2.1-1 省级实训基地 0 120 0 0 0 丁世勋 

5 
3.2 校内教

学实践基地 
3.2.2 实训室 2019.09-2020.08 

3.2.2-1 商务礼仪实训室 

3.2.2-2 国际商务单证与结算实训中

心 

0 30 20 0 0 丁世勋 

6 
3.2 校内教

学实践基地 
3.2.3 工作室 2018.09-2019.08 3.2.3-1 网上外贸工作室 0 0 25 10 0 马莉 

7 
3.2 校内教

学实践基地 
3.2.4 实训软件 2016.09-2020.08 3.2.4-1 实训软件 0 20 20 20 20 曾凡静 

8 
3.3 校外教

学实践基地 

3.3.1 国际贸易

校外实践基地 
2016.09-2020.08 

3.3.1-1 年增 5 家校外实践教学基地 

3.3.1-2 省级校外实践教学基地 
5 5 5 5 5 王丽莹 

合  计 10 155 105 60 2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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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社会服务 

1．“社会服务”项目的目标任务与预期标志性成果 

指导性

基本项

目任务

与预期

标志性

成果及

完成时

间 

1.1 技术服务推广平台 

预期标志性结果： 

⑴岗位技术培训服务平台，完成时间：2016 年 9 月-2017 年 8 月。 

1.2 重点科研项目 

预期标志性结果： 

⑴与企业的技术服务合作项目，完成时间：2019 年 9 月-2020 年 8 月。 

1.3 职业技能培训 

预期标志性结果： 

⑴国际贸易新技术、新知识企业员工培训和学历提升的成人教育，完成时间：2018 年 9 月-2019 年 8 月。 

⑵国际贸易职业资格证书的培训和考试，完成时间：2016 年 9 月-2017 年 8 月，2017 年 9 月-2018 年 8 月，2018 年 9 月-2019 年 8 月，2019 年

9 月-2020 年 8 月。 

针对性

细化项

目任务

与实施

要点 

1.1 技术服务推广平台 

1.1.1 岗位技术培训服务平台。 

实施要点：完善“学训一体化”岗位技术培训服务平台，包括国际贸易综合实训室、商务英语实训室、国际商务单证与结算实训中心、网上外

贸实训中心和国际会展实训中心的教学实践中心的建设； 

1.2 重点科研项目 

1.2.1 与企业的技术服务合作项目。 

实施要点：⑴与企业签订技术服务合作项目协议；⑵与企业共同进行项目的研究，形成研究报告。 

1.3 职业技能培训 

1.3.1 国际贸易新技术、新知识企业员工的培训和学历提升的成人教育。 

实施要点：⑴以协同育人平台为依托，为企业员工开展新技能、新知识培训、技能鉴定和业务指导；⑵以成人继续教育学院为依托，对社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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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进行国际贸易专业专升本学历提升的授课。 

1.3.2 国际贸易职业资格证书的培训和考试。 

实施要点：每年组织国际贸易单证员和跟单员职业资格证书的培训和考试工作。 

量化指

标 

1.“学训一体化”岗位技术培训服务平台 1 个； 

2.对企业专业技术人员进行技能培训 300 人天； 

3.每年组织 150 人参加国际贸易单证员和跟单员职业资格证书的培训和考试工作，累计完成 600 人以上； 

4.新增培养成人教育学历学生 300 人以上； 

5.与企业开展技术服务合作项目 1 项； 

6.师生生均学年为社会、行业企业技术服务收入≧169 元/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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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社会服务”项目 

序

号 
项目名称 项目内容 起讫时间 预期成果 

项目经费预算（万元） 
责任人 

2016 年 2017 年 2018 年 2019 年 2020 年 

1★ 
4.1 技术服

务推广平台 

4.1.1 岗位技术培

训服务平台 
2016.09-2017.08 

4.1.1-1“学训一体化”培训服务平

台，包括国际贸易综合实训室、

商务英语实训室、国际商务单证

与结算实训中心、网上外贸实训

中心和国际会展实训中心的建设

和完善。 

0 5 0 0 0 
丁世勋 

马莉 

2★ 
4.2 重点科

研项目 

4.2.1 与企业的技

术服务合作项目 
2019.09-2020.08 

4.2.1-1 与企业共同进行技术服务

项目的研究，形成研究报告。 
0 0 0 10 6 

王丽莹 

李福艳 

3 
4.3 职业技

能培训 

4.3.1 开展职业技

能培训服务和业务

指导 

2016.09-2020.08 

4.3.1-1 企业员工的国际贸易新技

术、新知识的培训和业务指导及

国际贸易、商务英语专业成人学

历教育； 

4.3.1-2 国际贸易单证员和跟单员

职业资格证书的培训和考试工

作。 

0 2 2 8 7 
林园 

曾凡静 

合  计 0 8 5 16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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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对外交流与合作 

1．“对外交流与合作”项目的目标任务与预期标志性成果 

指导性

基本项

目任务

与预期

标志性

成果及

完成时

间 

5.1 国际视野人才培养 

主动服务国家“一带一路”发展战略，全面加强与职业教育发达国家和地区的交流与合作，开展境外师生交流。与境外大学建立合作关系，共

同开发优质教育教学资源，吸引优秀教师来校任教，培养具有国际视野的高素质高技能人才。 

预期标志性成果： 

⑴赴境外参加培训的专业核心课专任教师所占比例 50%，完成时间：2020 年 8 月； 

⑵吸引优秀教师来校任教，完成时间：2018 年 8 月 

⑶与境外大学建立合作关系，引进或共同开发优质教育资源，完成时间：2020 年 8 月 

5.2 国内合作交流 

与国内高职院校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互派师生交流学习，实现师生跨区域的培养合作；与中职、本科院校合作，开展中高本衔接教育。 

预期标志性成果： 

⑴与中职、本科院校合作，开展中高本衔接教育，完成时间：2020 年 8 月； 

⑵与国内高职院校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加大专业内涵建设，互派教师和学生交流学习，实现学生跨区域的培养合作，完成时间：2020 年 08

月。 

⑶与行业企业开展认证培训，完成时间：2020 年 8 月； 

针对性

细化项

目任务

与实施

要点 

5.1 国际视野人才培养 

5.1.1 开展境外教师交流活动。 

实施要点：⑴每年组织教师赴境外相关院校进行交流；⑵共同探索教育新理念、教学新方法；⑶部分课程实行双语教学。 

5.1.2 开展境外学生交流活动。 

实施要点：⑴每年组织学生赴境外相关院校进行交流学习；⑵学习专业课程、新知识、新技能、新工艺等；⑶双方对文化进行交流。 

5.1.3 与境外大学建立合作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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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要点：⑴深化国际交流与合作；⑵探索国际合作育人机制；⑶培养具有国际视野的高素质技能人才。 

5.1.4 引进境外优质教育资源。 

实施要点：⑴引进境外专业课程标准；⑵制定与国际接轨的课程体系建设方案；⑶与境外合作院校共同开发教材。 

5.1.5 实施“走出去”战略。 

实施要点：⑴吸引境外学生来校学习；⑵向境外输出优质职业教育资源； 

5.2 国内合作交流。 

5.2.1 与中国国际贸易学会、阿里巴巴速卖通合作开展认证培训。 

实施要点：⑴与行业企业开展认证培训；⑵开展岗位技能培训 200 人次/每年 

5.2.2 与山东外贸、江苏商贸、天津商务、浙江金融等职业技术学院建立良好合作关系。 

实施要点：⑴搭建合作建设平台，实现师生跨区域的培养合作；⑵互派学生交流学习，实现学生跨区域的培养合作；⑶申报国内访问学项目，

促进专业带头人提升学术水平及科研能力。 

5.2.3 与中职、本科院校合作，开展中高本衔接教育。 

实施要点：对中职、本科等院校的国贸类专业调研，开展中高本衔接教育。 

量化 

指标 

1.境外学生交流年均 1-2 名； 

2.专业核心课专任教师境外培训率达 50%； 

3.学生校际交流累计派出 40 人； 

4.国内访问学者项目 2 项； 

5.与中职、本科院校合作，开展中高本衔接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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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对外交流与合作”项目 

序

号 
项目名称 项目内容 起讫时间 预期成果 

项目经费预算（万元） 
责任人 

2016 年 2017 年 2018 年 2019 年 2020 年 

1 
5.1 国际视野

人才培养 

5.1.1 开展境外教师

交流活动 
2016.09-2020.08 

赴境外交流培训的教师

比例达 50% 
0 12 12 12 12 丁世勋 

2 
5.1 国际视野

人才培养 

5.1.2 开展境外学生

交流活动 
2016.09-2020.08 

累计派出 5 人以上学生

赴境外交流学习 
0 3 3 3 3 马莉 

3★ 
5.1 国际视野

人才培养 

5.1.3 与境外大学建

立良好合作关系 
2017.09-2020.08 

5.1.3-1 签署与境外高水

平院校合作的相关协议 

5.1.3-2 制定与国际接轨

的课程体系建设方案 

0 2 2 0 0 丁世勋 

4★ 
5.1 国际视野

人才培养 

5.1.4 引进境外优质

教育资源 
2018.09-2020.08 

5.1.4-1 吸引境外优秀教

师来校任教 

5.1.4-2 境外教材体系建

设 

0 0 2 2 0 李福艳 

5★ 
5.1 国际视野

人才培养 

5.1.5 实施“走出

去”战略 
2018.09-2020.08 

5.1.5-1 吸引境外学生来

校学习 

5.1.5-2 向境外输出优质

职业教育资源 

0 2 2 2 2 丁世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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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项目名称 项目内容 起讫时间 预期成果 

项目经费预算（万元） 
责任人 

2016 年 2017 年 2018 年 2019 年 2020 年 

6 
5.2 国内合作

交流 

5.2.1 与中国国际贸

易学会、阿里巴巴速

卖通合作开展认证培

训 

2017.09-2020.08 
与行业企业开展认证培

训 
1 1 1 1 1 林园 

7★ 
5.2 国内合作

交流 

5.2.2 与山东外贸等

职业技术学院示范

（骨干）高校建立良

好合作关系 

2016.09-2020.08 

5.2.2-1 与国家示范高职

院校合作，加大专业内涵

建设 

5.2.2-2 制定国内访问学

者项目，派出访问学者 2-

3 人 

3 3 3 3 3 曾凡静 

8 
5.2 国内合作

交流 

5.2.3 与中职、本科

院校合作，开展中高

本衔接教育 

2017.09-2020.08 

5.2.3-1 对中职、本科等院

校的国贸类专业调研 

5.2.3-2 与中职、本科院校

合作，开展中高本衔接教

育 

0 1 1 1 1 马莉 

合  计 4 24 26 24 2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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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经费预算表 

2016～2020 年广东省一流高职院校高水平专业资金来源预算表(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资金来源 

总计 
省财政投入：422 举办方投入：488 行业企业投入：0 其他投入：0 合计：910 

1.教育教学改革 

2016年 0 4 0 0 4 

270 

2017年 25 26 0 0 51 

2018年 29 30 0 0 59 

2019年 37 40 0 0 77 

2020年 39 40 0 0 79 

2.教师发展 

2016年 0 10 0 0 10 

110 

2017年 14 16 0 0 30 

2018年 13.5 16.5 0 0 30 

2019年 14.5 15.5 0 0 30 

2020年 4 6 0 0 10 

3.教学条件 

2016年 0 5 0 0 5 

390 

2017年 100 105 0 0 205 

2018年 40 50 0 0 90 

2019年 25 30 0 0 55 

2020年 15 20 0 0 35 

4.社会服务 

2016年 0 0 0 0 0 

40 

2017年 5 2 0 0 7 

2018年 1 1 0 0 2 

2019年 9 9 0 0 18 

2020年 7 6 0 0 13 

5 对外交流与合作 

2016年 0 4 0 0 4 

100 

2017年 11 13 0 0 24 

2018年 12 14 0 0 26 

2019年 11 13 0 0 24 

2020年 10 12 0 0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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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2020 年广东省一流高职院校高水平专业支出预算表 
                                                                                      金额单位：万元 

序号 设备名称／支出项目 型号规格／支出用途概述 
实施周期

（年） 
单位 数量 

预计金额

（万） 
经费来源 

 项目合计 — — — — 910 
省 财 政 专 项 投 入

422.5 万，举办方投

入 487.5 万 

一、 教育教学改革 — — — — —  

1-1 人才培养机制 探索实施弹性学制 4 项 1 14 省财政+举办方 

1-2 教学改革 构建创新“4331”人才培养模式 4 项 1 10 省财政+举办方 

1-3 教学改革 小班化教学 4 项 1 10 省财政+举办方 

1-4 教学改革 分层分类教学改革 4 项 1 10 省财政+举办方 

1-5 教学改革 专业教学标准和课程标准研制 4 项 1 20 省财政+举办方 

1-6 教学改革 杰出技术技能人才培养 4 项 1 5 省财政+举办方 

1-7 教学改革 专任教师与兼职教师同授一门课 4 项 1 5 省财政+举办方 

1-8 教学改革 
实施“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手段

与教学方法改革 
4 项 1 20 省财政+举办方 

1-9 教学改革 
中高本一体化的国际贸易专业课程

标准 
4 项 1 10 省财政+举办方 

1-10 教学改革 实习实训管理与考核评价改革 4 项 1 10 省财政+举办方 

1-11 教学改革 教育教学研究与改革 4 项 1 20 省财政+举办方 

1-12 教学改革 实习实训管理与考核评价改革 4 项 1 10 省财政+举办方 

1-13 教学改革 教育教学研究与改革 4 项 1 20 省财政+举办方 

1-14 创新创业教育 创新创业教育体系建设 5 次 1 20 省财政+举办方 

1-15 创新创业教育 开发并建设创新创业专门课程 4 门 1 8 省财政+举办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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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设备名称／支出项目 型号规格／支出用途概述 
实施周期

（年） 
单位 数量 

预计金额

（万） 
经费来源 

1-16 创新创业教育 创新创业活动及成果学分认定 4 次 1 8 省财政+举办方 

1-17 创新创业教育 专业的创新创业教育平台建设 5 个 1 30 省财政+举办方 

1-18 学生成长与发展 
开发基于专业的学生素质培养标准

并执行 
4 次 1 10 省财政+举办方 

1-19 学生成长与发展 参加国家、省级技能竞赛 4 次 5 20 省财政+举办方 

1-20 学生成长与发展 参加国家、省级创新创业竞赛 4 次 4 10 省财政+举办方 

1-21 学生成长与发展 开展第二课堂活动 4 次 4 10 省财政+举办方 

1-22 质量保证 建立专业自我诊断与改进机制 4 次 1 10 省财政+举办方 

1-23 质量保证 技术教育（TAC）认证规范 4 次 1 10 省财政+举办方 

二、 教师发展 — — — — —  

2-1 激励和约束机制 兼职教师培训与管理办法 4 项 1 4 省财政+举办方 

2-2 激励和约束机制 
二级学院教研室建设与管理改革办

法 
4 

项 
1 3.5 省财政+举办方 

2-3 激励和约束机制 二级学院教师绩效考核办法 4 项 1 2 省财政+举办方 

2-4 激励和约束机制 省级高职教育教学改革与实践项目 2 项 1-2 4 省财政+举办方 

2-5 专业带头人 二级学院专业带头人培育培养办法 4 项 1 2 省财政+举办方 

2-6 专业带头人 高校青年骨干教师国内访问学者 1 项 1 4 省财政+举办方 

2-7 专业带头人 “千百十”工程人才培养对象 3 项 1 5 省财政+举办方 

2-8 专业带头人 专业带头人境内外进修及企业实践 4 次 2-5 8 省财政+举办方 

2-9 专业带头人 
专业带头人担任省级国际贸易专业

指导委员会委员 
3 

项 
1 2 省财政+举办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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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设备名称／支出项目 型号规格／支出用途概述 
实施周期

（年） 
单位 数量 

预计金额

（万） 
经费来源 

2-10 专业带头人 专业领军人物 4 项 1 5 省财政+举办方 

2-11 教学团队 “教师下企业”项目 4 人次 3-5 11 省财政+举办方 

2-12 教学团队 专任教师进修培训、调研 4 人次 6-10 11 省财政+举办方 

2-13 教学团队 教研教改项目 4 项 1-2 6 省财政+举办方 

2-14 教学团队 信息化教学大赛、微课大赛 3 项 1-2 9 省财政+举办方 

2-15 教学团队 双岗互聘制度 3 项 1-2 3 省财政+举办方 

2-16 教学团队 省级优秀教学团队 4 项 1 12 省财政+举办方 

2-17 教学团队 
培育或引进教学名师、教学带头人

或教育管理专家 
3 名 1-2 10 省财政+举办方 

2-18 教学团队 
兼职教师实践课程负责制的管理文

件 
4 项 1 1.5 省财政+举办方 

2-19 教学团队 兼职教师培训 4 人次 3-5 4 省财政+举办方 

2-20 教学团队 
专兼职教师共同申报高职教育教学

改革与实践项目 
3 项 1-2 3 省财政+举办方 

三、 教学条件 — — — — —  

3-1 优质教学资源 省级精品在线开放课程 2 门 1－2 10 省财政+举办方 

3-2 优质教学资源 20 个微课 2 个 20 20 省财政+举办方 

3-3 优质教学资源 精品资源库 4 个 1 20 省财政+举办方 

3-4 优质教学资源 校企合作开发教材 5 本 2 10 省财政+举办方 

3-5 优质教学资源 国家级规划教材 4 本 1 10 省财政+举办方 

3-6 优质教学资源 
《全国际商务单证员考试》和《全

国外贸跟单员考试》培训包 
2 个 2 10 省财政+举办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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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设备名称／支出项目 型号规格／支出用途概述 
实施周期

（年） 
单位 数量 

预计金额

（万） 
经费来源 

3-7 校内教学实践基地 省级实训基地 4 个 1 120 省财政+举办方 

3-8 校内教学实践基地 商务礼仪实训室 2 个 1 50 省财政+举办方 

3-9 校内教学实践基地 网上外贸工作室 2 个 1 35 省财政+举办方 

3-11 校内教学实践基地 国际贸易实训软件 4 个 4 80 省财政+举办方 

3-12 校外教学实践基地 校外实践教学基地 4 个 15 10 省财政+举办方 

3-13 校外教学实践基地 省级大学生校外实践教学基地 3 个 1 15 省财政+举办方 

四、 社会服务 — — — — —  

4-1 技术服务推广平台 技术服务推广平台 1 个 5 5 省财政+举办方 

4-2 重点科研项目 重点科研项目 
2 项 1 16 省财政+举办方 

4-3 职业技能培训 职业技能培训 4 次 5 19 省财政+举办方 

五、 对外交流与合作 — — — — 100  

5-1 国际视野人才培养 开展境外教师交流活动 4 次 4 48 省财政+举办方 

5-2 国际视野人才培养 开展境外学生交流活动 4 次 4 12 省财政+举办方 

5-3 国际视野人才培养 与境外大学建立合作关系 2 次 2 4 省财政+举办方 

5-4 国际视野人才培养 引进境外优质教育资源 2 次 1 4 省财政+举办方 

5-5 国际视野人才培养 实施“走出去”战略 4 次 1 8 省财政+举办方 

5-6 国内合作交流 与行业合作开展认证培训 5 次 1 5 省财政+举办方 

5-7 国内合作交流 与国内高校建立合作关系 5 次 5 15 省财政+举办方 

5-8 国内合作交流 开展中高本衔接教育 4 次 1 4 省财政+举办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