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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学校概况

1.1 学校简介

表 1 学校办学规模一览表

指标 数值

全日制高职在校生（人） 11421

教职工（人）
总数 579

其中专任教师人数 426

学校建筑面积（m2) 254041.6

教学科研及辅助用房面积（m2) 103100.07

生均投入经费（元/人） 9505

教学经费支出（万元） 7509.81

1.2 指导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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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取得成效

 2021 年 11 月，获得浙江省高校课程思政教学改革系列评选奖项 21 项；

 2021 年 11 月，获得浙江省职业教育信息化建设与应用案例 6项；

 2021 年 11 月，获得联华华商 2021 年度战略合作最具影响力奖；

 2021 年 11 月，马克思主义学院叶紫老师获第九届浙江省高职高专院校思想

政治理论课教师教学技能大赛一等奖；

 2021 年 10 月，《金融产品营销实务（第四版）》获得首届全国教材建设二

等奖；

 2021 年 9 月，《绿色技术创新区际扩散测度及其对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影响研

究》课题获得国家社科基金立项；

 2021 年 8 月，教师获得浙江省高职院校教学能力比赛公共基础课程组二等奖

1项、三等奖 1项；专业课一组旅游大类二等奖 1项；

 2021 年 6 月，学生分别获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高职组“农产品质量安全检

测”赛项团体二等奖、“网络系统管理”赛项个人二等奖；

 2021 年 5 月，学生获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高职组“电子商务技能”赛项团

体二等奖；

 2021 年 5 月，《网络营销策划》立项全国课程思政示范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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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 5 月，国际贸易学院周路老师获浙江省教育系统“最美志愿者”称号；

 2021 年 5 月，“培育人人奋斗精神 创造人人出彩机会——彰显高职教育类

型特征的教育评价改革实践”入选浙江省 2020 年度教育评价改革典型案例，

并推送到教育部；

 2021 年 4 月，学校创新创业教育工作案例“四方联动筑平台 实践育人促双

创”入选教育部高等学校创新创业教育指导委员会典型案例；

 2020 年 12 月，学校 15 部教材入选“十三五”职业教育国家规划教材；

 2020 年 11 月，学生获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改革试点赛网络系统管理赛项

个人二等奖；

 2020 年 10 月，《Java 语言程序设计》《市场调研与数据分析》两门课程入

选 2020 年国家精品在线开放课程；

 2020 年 10 月，应用工程学院叶素丹老师获“浙江财贸工匠”荣誉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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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学生发展

2.1 坚持立德树人导向，构建三全育人格局

图 1 学生目标导航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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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文艺汇演 图 3 学校四十周年校庆文艺晚会

图 4 学校 2021 年“梦想 荣光”元旦晚会 图 5 学校“十佳主持人”大赛

图 6 学校第十七届社团文化节 图 7 学校“早安经贸 不负晨光”主题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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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2020/2021学年学生国家级技能竞赛获奖项目一览表

序号 项目名称 获奖时间 学生姓名 指导教师

1
2020 年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改革

试点赛网络系统管理赛项个人二等奖
202011 陶宇航 赵瑞芬

2
2021 年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高职

组“电子商务技能”赛项团体二等奖
202105

魏树、李长镜、裴

思杰、陈慧珍
傅俊、盘红华

3
2021 年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高职

组“网络系统管理”赛项个人二等奖
202106 宋早亮 石东贤

4

2021 年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高职

组“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赛项团体

二等奖

202106 姚静、钱润燕 赵粼、凌云

表3 学生参与专利项目一览表

序号 专利名称 证书编号 学生姓名 指导教师

1 牙线棒实用专利证书 11759322 号 陈路佳 田美霞、金建伟

2 坐姿矫正器 11602306 号 李嘉哲 田美霞

2.3 优化服务精准指导，提升创业就业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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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就业创业指导服务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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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第十三届浙江省大学生职业生

涯规划大赛
三等奖 202110

复兴“汉＂家文化,“服”我

华夏霓装一我的“制梦”前

行

17
第十三届浙江省大学生职业生

涯规划大赛
三等奖 202110

“链”通梦想一一构建企业

的桥,链通梦想的路

18
“裕农通杯”第四届浙江省大学

生乡村振兴创意大赛决赛
金奖 202111

天目山镇一都村山野之旅—

—农旅体产业链打造

19
“裕农通杯”第四届浙江省大学

生乡村振兴创意大赛决赛
铜奖 202111

基于南山村的“云种养”模

式的新形态云农场的开发与

实施

20
“裕农通杯”第四届浙江省大学

生乡村振兴创意大赛决赛
铜奖 202111

“渔”情画意——嵊泗渔民

画工作坊创意计划书

21
“裕农通杯”第四届浙江省大学

生乡村振兴创意大赛决赛
铜奖 202111

施家岙越剧之源-特色文旅

数字化平台建设

案例 3：“赛、教、学、训、创”五位一体 构建双创竞赛“新生态”

浙江经贸职业技术学院坚持“快乐学业、满意就业、努力创业”理念，践行“创新创业

教育要面向全体学生，融入人才培养全过程”的宗旨，加强创新创业教育改革，提升学生创

新创业能力，培养创新创业意识强、素质高、能力优的技术技能人才。学校将“赛、教、学、

训、创”融为一体，有力促进学生专业实践与创新创业能力的提升。以“互联网+”大学生

创新创业等省级学科竞赛为切入点，把创新创业教育融入到课程教学、专业学习、实训实践、

项目孵化中去。将创新创业通识教育纳入到公共基础课，面向全体学生开设《浙商文化概论》

《大学生职业生涯发展与就业指导》《创业基础》；发挥办学特色和专业优势，积极引导学

生科创探路、文创引领、农创扎根，形成“科创客”、“文创客”、“农创客”创客培育特

色；依据专业人才培养要求，完善竞赛项目与课程互认、学分互换办法，将创新创业竞赛纳

入实践教学课程体系，开展各类技能竞赛讲座、论坛，组织形式多样的创新创业训练营、创

业体验营、创新创业论坛等活动；与企业共建浙茶诚澄众创空间，建设创新创业教育实践基

地，推动创新创业实践和项目孵化。2021 年在疫情防控常态化形势下借助“云竞赛”、“云

课堂”、“云路演”等新兴手段开展“线上+线下”双创指导服务。

2.4 注重内涵打造品牌，增强社会的认可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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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搭建中高本立交桥，完善人才培养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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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2021 年我校在浙江单独考试招生录取情况一览表（四年制高职本科）

科类

名称
专业名称

计划

数

录取

数

最高

分

最低

分

平均

分

最低

分位

次

省控

线

高出

省控

线

药学

类

食品质量与安

全（农产品加工

与质量检测技

术）(本科)

25 25 563 546 552.4 26 257 +289

计算

机类

食品质量与安

全（农产品加工

与质量检测技

术）(本科)

25 25 563 548 550.1 148 215 +333

表 6 2021 年我校在普通高校专升本招生录取情况一览表

报考类别 专业名称
计划

数

录取

数

最高

分

最低

分
平均分 省控线

高出省

控线

经管类 电子商务 40 42 258 231 239.02 138 +93

理工类
计算机科学与技

术
40 47 259 237 243.19 156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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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教学改革

3.1 健全制度完善体系，建设高水平双师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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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4： 数字化考核、分类孵化，打造结构化教师团队

浙江经贸职业技术学院构建二维教师发展质量诊改运行机制，创设“新教师—青年

教师—骨干教师—专业带头人—教学名师”五级递进发展路径，完善四阶段职级晋升标

准。依托教师诊断改进系统，结合年度考核、聘期考ሠ建摸�师诊断 核、聘期

�º�ü

�> �Ó �Ž�Xƒ 6Ž �U 	} 6Ž D% 5�

善四阶 展 、度 系建摸四阶ᐹ阶团、诊 ，聘度 核

四阶善四阶ɘ茀
准。依托—

聘聘期聘 合院字进ᐹ阶
т㈓℀诊聘院， 聘

四阶

善四阶晋

四阶ᐹ阶

晋
诊 度年

善四阶合教准江经ᐹ阶度”

新、，建摸왖建摸,됾嬀量诊期善四阶善四阶合院建摸�四阶
“ 期̀善四阶诊聘

阶准 师行
骨ᐹ阶、 院， 诊诊考善四阶量诊期考“ 构质 阶善四阶

阶教师晋机四阶级递进准 。依托合进系ᐹ阶善四阶教师聘字进级递进，机 考期
̀ጣ‛輀聘 期师、院，

聘 期
构进师
期准。依托善四阶善四阶聘四阶阶度

诊

系院�•� Ll �9 Ll

阶度诊聘 、院量 聘聘晋四阶ᐹ阶教师
教师

阶级递进聘系。依托晋机干教师善四阶度 进合合诊期化善四　教化校教师项
展各类 展各类

载新项
等

展各类Հ展各类人省级骨33
33
才资助ƀ 目 团33
33
展各类校级展各类䐀校级33才名

省级骨

学3

才 33才资助入，各类 展各类

团 技术项 33

项␀教师

展各类ɇഀ

Ԭ됾嬀队Ԟ33
展各类”␄才资助 经䍯 䱒䀀目经䍯考 展各类考 入

展各类考经䍯贸 名 ����

项目经䍯资展各类Ѐ目 展各类 展各类 Ȁ

33

各类各类校级经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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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5：实施“一课三教”立体式教学改革，提升专业群教学质量

浙江经贸职业技术学院电子商务“双高”专业群以校企深度融合机制、项目精细管理机

制创新为抓手，通过开展“一课三教”综合教学改革，以服务全渠道数字化运营及其关键支

撑技术升级的课程体系建设为载体，同步推进相适应的结构化教学团队建设、多元化课程教

材建设及信息化教学方法改革，构建“平台支撑、分层培养、多元评价”的专业群人才培养

模式。

探索实施“五维”融合机制，围绕专业群课程体系建设目标，专业群课程体系实施开发

团队融合建设，实施内容融合设计，开展课程教学标准融合设计，开展课程应用融合设计，

开展案例协作融合开发。通过全体系改革、全员化参与、全过程监控的“三全”机制，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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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专业群教师、教材、教法改革。积极与企业伙伴、兄弟院校共建共享改革成果，并形成

有效推广与辐射。以《Java 语言程序设计》国家在线开放课程为引领的专业群课程资源累

计注册学习用户数逾 50000 人，覆盖深圳职业技术学院、武汉职业技术学院等 800 余家兄弟

院校及企业单位，优质课程资源共享辐射持续扩大。

3.3 持续深化课程改革，打造有效有活力课堂

3.4 强化教材质量管理，建设高质量教学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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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全面落实教法改革，培养高素质技能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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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政策保障

4.1 加大教育教学投入，激发多方办学活力

4.2 完善治理体系建设，切实提升治理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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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6：培育人人奋斗精神 创造人人出彩机会

浙江经贸职业技术学院将立德树人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健全彰显类型教育特征的评价

机制，围绕五类主体，坚持破立结合，重点破解“谁来评”、“评什么”和“怎么评”。改

革学校评价，完善“校社政企”四方参与的评价机制建设，建立“学校自评、主管部门考评、

政府督导、企业行业评价”多维协同的四方合作评价机制；改革教师评价，健全分层分类评

价指标体系，培育人人奋斗精神，破解人才评价“唯帽子”，通过课堂教学质量诊断，提升

教师教学能力；改革学生评价，深入推进目标导航多元发展，创造人人出彩机会。树立“立

德、立学、立能、立身”四立教育目标，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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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打造质量保障体系，推进学校持续发展

图 10 学校教学质量监控体系运行模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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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7：打造大数据治理服务体系，提升校园智治整体水平

面对新时期高校在教育信息化发展中普遍存在的数据治理难题，学校通过加强教育信息

化顶层设计，构筑融合式数据服务中台，建立健全数据治理体系，丰富完善基础服务访问接

口，构建起了统一开放的数据共享与应用生态，实现了全域数据融合和业务信息共享。依托

公共应用支撑平台，强化流程再造和数据驱动，建立起基于大数据分析的一网通办服务大厅、

智慧填表等校园智慧应用生态体系。通过几年来的建设，学校“一网统管”的校园治理能力

和智治水平得到全面提升，较好实现了校园治理模式的智能化、精准化和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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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国际合作

5.1 输出优质教学资源，助力一带一路人才培养

5.2 开展双向文化交流，加强学生创新创业教育

5.3 搭建国际合作平台，多举措提升国际化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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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8：“泰中罗勇丝路学院”服务“走出去”企业成效显著

浙江经贸职业技术学院稳步推进校企抱团出海“两步走”战略，精准助力“走出去”中

资企业健康发展。2018 年 6 月，学校与泰王国东部职教集团（下属 9 所职业院校）、中策

橡胶（泰国）有限公司签订协议，在泰中罗勇工业园区设立了省内首个海外工业园区教学点

——“一带一路”职业与语言培训中心，积极致力于“企业主体、一轴两翼”校企深度融合

的本土化人才培养。项目运行第一年，立项为“中国-东盟儀儀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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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服务贡献

6.1 共建三新服务平台，共育三共农创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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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9：共建“阳光空间” 助力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

通过社区（村）服务“阳光空间”建设，我校将志愿服务、健康教育、科技培训、政文

宣传、技术服务送到基层、到社区、到企业。学校先后在结对帮扶的常山县球川镇东坑等行

政村或社区挂牌设立了 21 个“阳光空间”服务点。一年来，依托“阳光空间”平台，以结

对村科教需求为导向，通过大学生暑期社会实践、文艺下乡、支教、暑期社会服务月等形式，

先后组织师生 50 余人次，深入当地开展健康教育——农民健康专题讲座、香菇生产经营技

术培训班、村网建设、留守儿童辅导、农产品直播带货、墙绘宣传等活动，帮助该村解决了

不少面临的难题。结对的东坑村获评浙江省 AAA 级景区村，年经营性收入从 2018 年 300 元，

增长到 2020 年 32.5 万元，低收入户人均增收超 1.5 万元/年。2021 年 9 月 10 日，《中华

合作时报》以“浙江经贸职业技术学院‘阳光空间’助力偏远山村产业协调发展”为题进行

了报道。

6.3 创新管理机制，实现科创与服务新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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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面临挑战

7.1 机遇与挑战

7.2 对策与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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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计分卡

2020 2021

1 % 97.44 97.96

2 % 91.57 91

3 5208.07 5323.83

4 % 57.45 69.85

5 % 90.53 92.95

6 % 1.11 2.04

7 % 91.15 92.87

8 % 33.79 3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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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 学生反馈表

2020 2021

1

2
1

%

2
%

3

1
%

2
%

3
%

4

1
%

2
%

3
%

5

6 1

2

备注：

序号 社团名称 2020 级人数 2021 级人数 合计数

1 健坤武术协会 38 40 78

2 Colim流行元素轮滑板俱乐部 32 28 60

3 D.K动漫社 121 122 243

4 DF舞蹈协会 102 108 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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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语译编程社 120 120 240

48 浙商文化社 95 85 180

49 职商发展协会 20 30 50

50 足球协会 30 36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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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3 教学资源表

2020 2021

1 —

2 %

3 %

4

5 Mbps

6 Mbps

7 /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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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4 国际影响表

2020 2021

1 16 16 ——

2 532 1500 ——

3 “ ” 720 960 ——

4 384 1212 ——

5 2 2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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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杰、郑胜力、周云浪、吴涛、白勇民，参加亚太合作社联盟黑客松技能大赛，获得优胜奖；

刘萍，参加中英“一带一路”国际青年创新创业大赛，获“优秀学生”；洪晨、王斌伟、汪

晨、杨焱婷、刘萍，参加中英“一带一路”国际青年创新创业大赛学生赛，获三等奖；丁莹

莹、高雪平、沈飚，参加中英“一带一路”国际青年创新创业大赛教师赛，获三等奖。

（5）国际合作科研平台数：中乌经贸丝路学院成立于 2020 年 12 月；浙江经贸-马来西

亚深寨教育集团于 2021 年 4 月签订合作举办科研项目相关协议；中泰校企合作跨境电商人

才培养基地于 2021 年 4 月签署合作框架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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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5 服务贡献表

2020 2021

1

— — —

A :

B :

C :

D :

: 500

2

3

4

5
/ /

/ /

6

7

8

9

10

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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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6 落实政策表

2020 2021

1

2

3

4

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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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真实性责任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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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向技术服务产生的经济效益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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