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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提升国际化办学水平，发挥国家“双高”院校示范引领作用，服务龙江农业走出去，学院与阿里巴巴

(中国)教育科技有限公司、马来西亚马六甲技术大学，共建马来西亚“开物工坊”，聚焦电商产业紧缺

技术技能人才需求，开展境外办学和国际化相关项目合作。本项目围绕“开物工坊建设”“技术技能人

才培养”“专业和课程标准输出”三个关键点进行设计，提升学校国际化办学水平和国际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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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support the “going global” of Heilongjiang’s agriculture, enhance the level of our interna-
tional education, and give full play to the demonstration and leading role of a national “Double-High-
Level” vocational college, our college, together with Alibaba (China) Education Technology Co., Ltd. 
and Universiti Teknikal Malaysia Melaka, jointly established the “Kaiwu Workshop” in Malaysia. 
Focusing on the demand for technical and skilled talents in short supply in the E-commerce industry, 
overseas education and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projects have been carried out. This project is 
designed around three key points: “construction of the Kaiwu Workshop”, “cultivation of technical 
and skilled talents”, and “output of subject and curriculum standards”, aiming to enhance the level 
and influence of our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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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为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全面落实教育对外开放相关政策文件精神和

教育部、黑龙江省人民政府《推进职业教育与产业集群集聚融合服务龙江振兴发展的实施方案》要求，

服务“一带一路”倡议和打造向北开放高地，促进中外职业教育与培训交流合作，学院抢抓国家“双高”

项目建设和部省共建示范区的有利契机，在黑龙江省教育厅、黑龙江省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指导下，携

手电商行业头部企业阿里巴巴(中国)教育科技有限公司与马来西亚马六甲技术大学共同建成了黑龙江省

首个“开物工坊”，在引领打造龙江职教出海品牌和助力大国外交方面做出了有益探索[1] [2]。 

2. 学院基本情况 

学院始建于 1958 年，2002 年晋升为高职院校，隶属于黑龙江省教育厅。学院坐落于黑龙江省牡丹江

市温春镇，始终秉承“立足乡村办学、倾心农业职业教育、零距离服务‘三农’”的办学宗旨，坚守乡村

一线办学 65 年，与周边农业市(县)建立了紧密的产学研合作关系，积淀形成了“学校在农村、课堂在田

间、教研在基地、成果进农家”的办学特色，先后获批国家示范性高等职业院校、国家级优质专科高等

职业院校、国家“双高”项目 A 档专业群建设单位、国家级现代学徒制试点院校、全国职业院校数字校

园实验校、国家级示范性职教集团(联盟)培育单位，入选农业部国家级现代农业技术培训基地、全国首批

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示范基地，入选科技部对俄外向型星火产业科技培训基地、国家级科技特派员创业培

训基地、国家级星创天地，入选人社部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先后荣获全国五四红旗团委、全国

学校艺术教育先进单位等荣誉。 

3. 对外合作交流基础 

学院主动服务“一带一路”倡议，加快推进职业教育深度融入“一带一路”“中蒙俄经济走廊”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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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黑龙江)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获批教育部与联合国儿基会青少年“核心能力提升”项目牵头单位、中

德先进职业教育合作项目首批试点院校、中泰“中文 + 职业技能”项目示范校，入选全国“鲁班工坊”

建设联盟发起单位、东北三省一区“一带一路”职业教育联盟理事单位、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国际合

作交流工作委员会委员单位。主持完成了澳大利亚培训包《农村商业》编译工作，主持开发 4 项非洲冈

比亚国家职业标准通过认证并收到冈比亚教育部感谢信[3]。 
学院致力于打造向北开放的职业教育高地，强化对俄沿边开放合作优势，集聚优质教育资源，建设

高层次职业教育国际交流合作和产能走出去服务平台。学院牵头建设的对俄农业商贸产教联合体入选黑

龙江省首批市域产教联合体培育项目，主体承建了国家级中俄农业高新技术合作示范园区，共建境外(俄
罗斯远东地区)粮食生产服务基地 1 个，建有关务与外贸服务国家级骨干专业和跨境电子商务特色专业，

与俄速通集智科技有限公司合作共建了俄速通跨境贸易产业学院，与阿里巴巴(中国)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共建阿里农村电商学院，2022 年入选黑龙江省首批示范性产业学院培育建设项目，在白俄罗斯共和国宫

美术馆举办了教师个人画展，学院对俄服务典型案例被《中国高等职业教育质量年度报告》收录[4] [5]。 
与瑞士西北应用科学与艺术大学、俄罗斯乌苏里斯克农学院等院校建立了合作交流关系，建立境外

师资培训基地 2 个，开发国际化课程 5 门、种植技术标准 3 个、技术技能培训包 3 个，培养孟加拉国留

学生 23 人。学院联合主办了 2023 EducationPlus 国际职业教育大会暨职业院校“随企出海”境外办学研

讨会，在联合国教科文职教中心组织召开的“中国职教在行动”网络视频会议、北极地区粮食安全会议

上作了交流发言。招收孟加拉国留学生 23 人，合作培养留学生 300 人。 

4. 马来西亚“开物工坊”建设 

4.1. 项目基础 

学院主动对接和服务“走出去”中资企业，联合阿里巴巴(中国)教育科技有限公司与马来西亚马六甲

技术大学共建马来西亚“开物工坊”，共同培养当地紧缺的复合型人才，为阿里巴巴等中国电商企业在

马来西亚的发展提供更好的本土化人才支撑。 

4.1.1. “走出去”的中国电商企业有需求 
随着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在沿线国家的推进，马来西亚对电子商务运营、数字营销专家和商务数

据分析师等职位的需求不断增加。据 Statista 数据显示，马来西亚 2023 年电商市场收入预计将达到 116.5
亿美元，2027 年市场规模将达到 198.4 亿美元，近年来大量的中国企业进入和拓展了马来西亚电商市场，

“开物工坊”能服务更多“走出去”的中国企业。 

4.1.2. 合作企业是全球电商头部企业 
阿里巴巴(中国)教育科技有限公司致力于“教随产出、校企同行”，现有全球认证讲师近 300 名，覆

盖了 133 个国家和地区的千万用户，建成线上线下多元化、系统化、全方位、全球化的电商数字化学习

平台。在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澳大利亚等地开展国际交流培训 300 余场，为国内院校提供国际交

流一站式解决方案，持续打造中国职业教育国际化品牌。 

4.1.3. 电商专业在全国具有引领地位 
电子商务专业为国家“双高”计划 A 档专业群建设项目核心专业，与阿里巴巴深度合作共建了国家

级教师教学创新团队、全国农村电商产教融合共同体、省级示范性产业学院等高水平合作平台。在国际

交流与合作方面示范引领作用强，获批中泰“中文 + 职业技能”项目示范校、“中国–东盟千校携手计

划”项目学校，建成“一带一路”电商谷(牡丹江)中心，拥有国际化课程、教材、标准等教学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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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4. 中马关系友好且稳定 
两国于 1974 年 5 月 31 日正式建立外交关系，2024 年是友好建交 50 周年。中国一直是马来西亚最

大的贸易伙伴，马来西亚是中国的第九大贸易伙伴。两国高层互访和接触频繁，两国签有 10 余项经贸合

作协议。 

4.1.5. 马方院校合作积极性高 
马来西亚马六甲技术大学是马来西亚高等教育部备案的公立高校，坐落于马六甲市，共两个校区，

占地面积 766 公顷。拥有信息与通信技术学院、电子学和计算机工程学院、技术管理和技术创新学院等

七个学院，拥有 12 个博士点、40 个硕士点、42 个本科学科、5 个专科学科，现有在校生 13,361 人(含留

学生 555 人)，其中本科生 12,201 人、研究生 1160 人。设有科技管理专业，开设市场营销、创新等课程，

专业相关度高，合作意愿强。 

4.2. 建设目标 

学院与马来西亚马六甲技术大学在平等自愿、互惠互利、协商一致的基础上，共同建设马来西亚“开

物工坊”，输出电子商务专业标准，促进中国与马来西亚职业教育与培训交流合作，提升电子商务专业

技术技能人才培养质量，共建共享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的经验和成果，培养电商行业发展所需的高素质技

术技能人才，服务中马经济贸易合作与人文交流升级。 

4.3. 项目建设模式实践与探索 

双方按照《关于推动职业院校在海外开展“开物工坊”建设工作的指导意见》《“开物工坊”运营项

目认定标准(试行)》等文件要求，在教育部和黑龙江省教育厅相关文件精神指导下开展工作。双方合作共

建“开物工坊”、开发人才培养方案，开展职业教育与培训、师资培训、教育教学资源开发、职业技能鉴

定、职业技能大赛、技术服务与专业咨询、职业教育研究、国际合作与交流活动。 

4.3.1. 强化统筹管理，完善顶层设计 
受到政治、经济、文化和宗教信仰等因素的影响，在国外办学有很多不确定性因素，要求在办学体

制机制、管理方式和管理制度等方面适应所在国家的特点，确保我国职业教育的教育项目输出。 
优质优先原则。优质的国际化教育资源和技术技能是树立“开物工坊”品牌的重要影响因素。职业

教育资源合作与输出，将优先围绕国际化的优质专业、优质课程、优质教师、优质资源和通用性技术技

能资源，向马来西亚马六甲技术大学推行，扎实实施，保障“开物工坊”的教育质量和品牌。 
强能重技原则。实践训练是职业教育发展的核心，也是“开物工坊”增强吸引力的重要方面，在技

术和实训设备输出的基础上，要坚持将理论与实践训练等优秀的教育教学模式进行不断强化和运用，满

足马来西亚对电子商务技术技能型人才的需求。正是由于完善的顶层设计，使得“开物工坊”建设过程

中，其在发展定位、内涵意义、建设原则、发展模式、保障机制与配套政策都有据可依，有效地提高了

“开物工坊”的规范化、科学化、国际化管理水平。 

4.3.2. 开发国际化专业，提升国际输出能力 
“开物工坊”的建设离不开相关专业建设的支持，高水平国际化的专业是“开物工坊”发展的基础。

按照教育部《关于借鉴国外先进经验开展职业教育部分专业教学标准开发试点工作的通知》(教职成司函

〔2012〕86 号)要求，参照国际先进专业建设标准、课程标准、资格证书标准，完成国际化的电子商务专

业教学标准的开发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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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3. 深化中外合作，完善综合服务体系 
除了需要有国际化的专业教育体系，“开物工坊”的发展还需要有服务体系的支持，管理问题、师

资问题、语言问题、教材本土化问题等都是影响“开物工坊”持续发展的主要因素，因此开发建设完善

的综合服务体系是“开物工坊”发展的关键。 
一是师资培养，采取马来西亚教师在中国或马来西亚集中培训及线上培训三种方式，完成“开物工

坊”指导教师的培训工作，有效地保障了师资水平；二是教材的开发，黑龙江农业经济职业学院、马来

西亚马六甲技术大学、阿里巴巴(中国)教育科技有限公司三方通力合作，从马来西亚职业教育的实际出

发，编制出英文版的相应教材，有效地保障了“开物工坊”的教学顺利实施。 

4.3.4. 强化科研引领，促进“开物工坊”的成果深化与交流推广 
组成的专业研究团队，围绕“开物工坊”的实施与成果推广设立专项课题来强化科研，黑龙江农业

经济职业学院、马来西亚马六甲技术大学、阿里巴巴(中国)教育科技有限公司三方共同开展马来西亚职业

教育领域的研究，开发中马职业教育国际化标准，为中马职业教育国际化专业建设提供决策咨询、推广

和宣传等服务，并通过组织开展中马职业教育学术、教学交流活动等推广先进技术教育，推动中马两国

职业教育的交流与发展。 
伴随世界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入，以及国家“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教育的服务功能日益重要，

为此国家相继出台系列文件，推动我国教育的国际化发展，中办、国办发布《关于做好新时期教育对外

开放工作的若干意见》，教育部发布《推进共建一带一路教育行动》，明确提出要大力提升教育对外开

放治理水平，完善教育对外开放布局，加强与大国、周边国家、发展中国家、多边组织的务实合作，充分

发挥教育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重要作用，形成重点推进、合作共赢的教育对外开放局面。学院发挥

国家“双高”院校示范引领作用，加快推进职业教育国际化，快速提升职业教育国际化水平，为我国职

业教育改革探索可复制、可借鉴、可推广的职业教育国际化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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