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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地域商帮文化的跨境电商人才创业教育机制研究 

——以“宁波帮”精神传承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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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诚信立业、务实进取、开拓创新、团结互助、爱国爱乡”是宁波地域商帮文化的特征。分

析了基于“宁波帮”精神的跨境电商创业人才的素质结构特征,即强烈的创业意识、稳定的创业心理品质、

丰富的创业知识结构和综合的创业能力结构。最后以宁波商帮文化为切入点，探讨了基于三螺旋创新驱

动的跨境电商人才创业教育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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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和信息技术的高

速发展，跨境电子商务这种微型贸易模式在我国

进入爆发式增长期。随之而来的是每年在跨境电

商领域创业的大学生人数迅速增长。然而，创业

是个复杂而又艰苦的活动，对创业者综合素质的

要求很高。当前大学生跨境电商创业能力不足的

问题日益突出。虽然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的时代背景下，创业教育逐渐成为产业经济发展

的强力助推器，但是目前我国地方高校的跨境电

商类人才培养模式仍存在不足，学校培养的跨境

电商人才规格、质量与区域产业经济和社会发展

的需求还存在错位的现象。地域文化是影响当地

创业人才价值观和行为方式的重要力量，吸收地

域商帮文化精神，将之迁移到创业型跨境电商人

才的素质培养上来，发挥地区跨境电商人才成长

的天然优势，不失为人才培养的有效措施。因而，

在此背景下，探讨基于地域商帮文化精神的跨境

电商人才创业教育机制，突破人才培养的短板，

解决区域创新和发展需求的脱节问题，已成为当

前一个重要而又紧迫的任务。 

一、宁波商帮文化及其精神的内涵 

作为国内知名的电子商务城市，宁波先后成

为全国首批跨境电商试点城市及国家级跨境电

商综合试验区。传统的“宁波商帮”指的是籍贯

在旧宁波府所管辖的鄞县、镇海、慈溪、奉化等

六县，而在海内外经商的群体。而今现泛指在经

济、文化等领域奋发有为的宁波籍人士[1]。宁波

这个东海之滨的商业城市，是崇商的浙东文化的

发源地。宁波商人在艰辛的创业奋斗中，发扬了

儒家文化核心的“礼、义、仁、智、信”精神，

传承了“工商皆本”“知行合一”“经世致用”等

浙东文化，以及海滨城市独有的敢于冒险、同舟

共济的海洋文化。宁波商人将三种文化的精髓有

机地融合在一起，巧妙地应用在自己的实际经营

活动中，形成了以“诚信立业、务实进取、开拓

创新、团结互助、爱国爱乡”为特征的宁波商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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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因而，宁波商帮文化的精神是我国传统的

儒家文化、浙东文化与海洋文化的有机结合[1]，

如图 1 所示。 

 

 

图 1 宁波商帮精神的内涵—— 儒家文化、海洋文化与浙东

文化的融合 

 

二、基于宁波商帮精神的跨境电商创业人才

的胜任力结构 

创业型跨境电商人才的成长离不开地域商

帮文化的熏陶。要探究创业型跨境电商人才的培

养，首先要剖析其胜任力结构。我们以 183 位在

宁波跨境电商领域开展创业的大学生为研究对

象，通过扎根研究来提炼基于地域商帮精神的创

业型跨境电商人才的胜任力特征。183 位跨境电

商人才分别来自于宁波大学、浙江大学宁波理工

学院、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等宁波本地高校。

创业者中本科学历占了 43.1%，大专学历占了

56.9%；其所学的专业以国际贸易(商务)、电子商

务、外语、计算机、工商管理类居多，共占了 92%。

他们在跨境电商领域创业的类型涉及跨境网店

运营、培训、咨询、信息服务等。通过扎根研究

发现：跨境电商创业人才胜任力结构是由创业意

识、创业心理品质、创业能力和创业知识结构四

个子系统构成的[2]。由此，基于宁波商帮精神的

跨境电商创业人才胜任力结构如图 2 所示[3]。 

创业者跨境电商领域的创业活动是识别和

把握全球化市场所蕴含的商机、组建创业团队，

协调、掌控和有效配置各种资源，以达成组织绩

效的动态过程，同时也是艰苦的奋斗过程。通过 

 

 

图 2  基于宁波商帮精神的跨境电商创业人才胜任力结构 

 

扎根研究发现：创业者首先具有强烈的创业意

识，他们表现出在跨境电商领域内持续的创新创

业需求、动机、理想、信念等个性心理特征。他

们将跨境电商专业技能和兴趣特长相结合，把创

业作为自己职业的选择，发扬甘冒风险、开拓创

新的精神，力求创造出自己所追求的价值。 

其次，跨境电商创业人才具有稳定的创业心

理品质，含独立性、敢为性、坚韧性、克制性、

适应性、合作性等明显的个体意志特征和情感特

征。他们表现出诚信立业 、务实进取、团结互

助、爱国爱乡等精神。 

另外跨境电商人才具有完善的跨境电商领

域创业的知识结构。主要包括以下方面知识：①

跨境电商专业知识背景，主要涵盖电子商务、国

际贸易等领域的知识，这是跨境电商创业者的必

备基础条件；②创业学及经营管理类知识：主要

体现在研究识别跨境电商领域的商业机会、整合

创业资源、创办和运营企业等方面；③法律法规

类知识：涉及创业政策、法律法规、企业伦理等

方面的知识。 

最后，他们还有突出的创业综合能力，体现

在跨境电商专业能力、职业能力、创业执行能 

力、企业经营管理能力等方面[4]。“具体表现为

一种涵盖了全球化商机识别和把握、跨境电商产

品和服务研发、生产运营管理、网络营销、组织

文化塑造、风险管理等综合的创业资源整合和协

调能力”[4]。 



                                                                                           2020 年第 11 卷第 4 期 

 

164

 

三、基于宁波地域商帮文化的跨境电商人才

创业教育机制探讨 

地域商帮文化是区域创业型跨境电商人才

成长的重要影响力量。利用地缘优势、吸收宁波

商帮文化精神，打造基于人才胜任力特征的创业

教育机制，是创新宁波跨境电商人才培养模式的

重要途径。 

(一) 建立三螺旋创新驱动的人才培养机制 

三螺旋理论是阐述政府、产业和高校这三个

最重要的社会主体如何协同运作，以推动区域创

新、达成绩效的重要的理论[5]。创业型跨境电商

人才的培养也是一项复杂、系统的创新工程，需

要理论教学资源、实践教学资源和相关的政策资

源等。人才培养的参与主体不仅仅局限于高校内

部，而是尽可能引入政府、产业(企业)等外部的

利益相关组织。可借鉴三螺旋理论，建立政产学

创新驱动的协同育人机制。 

政府是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力量，拥有创

业教育所需的相关政策资源。着眼于区域综合竞

争力的提升和社会的和谐稳定，政府可通过政策

引领、人才保障、平台支撑、专项资金支持等措

施，着力改善电商产业发展环境及创业氛围，通

过行政驱动的方式来推动创业型跨境电商人才

的培养。拥有丰富的创业理论教育资源的高校，

则是创业教育开展的最重要主体，也是创业人才

培养的主要阵地。围绕创业型跨境电商人才培

养，高校可在文化建设、科研、课程、师资等方

面予以投入。而产业(企业)拥有丰富的创业实践

教育资源。企业可以通过提供创业项目、创业导

师及资金资助，也投入到创业人才培养的实践教

育中来。 

政产学协同育人机制的核心就是促使人才

培养相关的理论教育资源、实践教育资源和政策

等资源有机融合，三方通过资源共享形成合力，

达成资源的合理配置和有效流动，使之作用于创

业型跨境电商人才培养的过程，进而产生创业教

育的创新协同效应。 

(二) 以地域商帮文化为切入点创新人才培

养模式 

“宁波帮”精神以特定的文化形态和行为特

征，为区域高校跨境电商人才的培养提供了文化

动力、丰富的理论和实践教学资源。政产学协同

的人才培养组织可以以商帮文化为切入点，创新

人才培养模式[6]。 

1. 营造创新创业的文化氛围，驱动创业意识  

创业意识是创业行为发生的内在驱动力。创

新创业的文化氛围则是激发创业意识的“点火

器”[3]。文化涵盖组织理念、组织制度、组织成

员行为和组织形象等层面。围绕创业型跨境电商

人才培养，政产学协同育人组织要通力合作，可

从各个层面入手来打造创新创业的文化氛围。 

首先，要结合宁波区域产业经济特点及地域

优势，宣扬“开拓创新、诚信创业”的宁波商帮

文化理念及宁波大学生创业的典型项目和事迹。

要积极营造鼓励冒险和容忍失败的文化氛围，提

升创业者的形象和地位。其次，政府要完善推动

跨境电商创业及人才培养的相关政策法规，如制

订和实施宁波地区“跨境电子商务产业发展规

划”“扶持大学生网络创业实施意见”“跨境电商

人才队伍建设计划”等措施，营造有利于跨境电

商创业人才成长的政策环境；学校要改革学籍和

教学管理模式，进一步完善大学生创业教育支持

制度；而企业则要完善大学生实习、实训制度。

政产学协同育人组织要完善大学生创业扶持政

策、落实多种形式的大学生创业扶持措施，为大

学生提供创业政策咨询、项目开发和运营指导、

创业场地和设施提供、跟踪扶持等综合的孵化支

持[7]。进而，通过文化的熏陶来激发大学生的创

业意识，推动其跨境电商领域的创业实践。 

2. 制定科学的人才培养目标和计划 

科学的人才培养战略、合理的人才培养目标

和计划是开展创业教育的基础。人才培养项目要

积极融入到国家和地方创新体系建设中，人才培

养的规格和标准要瞄准国家和地方产业经济和

社会发展的需求，同时兼顾学校发展以及学生自

我发展的需求。创业教育的模式要由以鼓励和引

导大学生开展创业活动为导向的人才培养模式

转向培养富含企业家精神的高素质经营管理人

才的模式。要致力于培养出能适应 21 世纪全球

化经济和电商产业发展需要，掌握国际贸易和电

子商务等跨学科知识，具备商业机会识别和把

握、国际文化管理、创业团队建设、国际商务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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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管理、创业执行和运营等综合能力的跨境电商

创业人才。引导学生适应动态变化的市场环境，

通过就业和创业活动，促进区域跨境电商产业经

济和社会的协调发展。 

人才培养目标的实现，有赖于制订和实施多

类型、层次化的培养计划。人才培养计划也是创

业型跨境电商人才培养的核心环节，要结合在校

大学生及毕业生的实际学习及创业情况，制定出

跨境电商相关专业学历教育和非学历教育相结

合的多元的人才培养计划[8]。 

3. 充分挖掘地域文化资源，完善课程体系 

完善的课程体系是落实人才培养计划的重

要保障。要根据国家及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

点，构建完善的具有地方特色的创新创业课程和

教学体系，要涵盖电子商务专业课程、地域商帮

文化概论、电商行业企业介绍、创新和创业等课

程[5]。很重要的一点是要结合区域优势将企业家

精神的培养纳入到人才培养方案，使之贯穿于课

程计划和课程教学内容中。 

跨境电商专业课程模块涉及跨境电商项目

运营、网络营销、网络客服管理、商务数据分析

等内容，涵盖了电子商务和国际贸易等领域。课

程可以以实际运营的跨境电商项目为导向，采用

模块化的任务驱动的教学方式。让学生通过师生

互动式的教学，熟练掌握跨境电商基本的理论知

识和技能，从而提高学生解决在跨境电商领域创

业中遇到的实际问题的能力[9]。 

地域文化和行业课程模块涉及宁波区域经

济和社会发展状况、宁波电商产业发展状况、宁

波商帮文化、地方创业政策等内容。通过案例教

学、开设讲座、项目调研等教学模式，让学生熟

悉网络经济发展的时代背景和当前社会形势，了

解宁波跨境电商领域创业和就业可以掌控的各

种资源。鼓励学生开展跨境电商领域的实践活

动，通过企业的实习、熟悉各岗位职责和创新能

力要求，培养学生严谨的职业操守和岗位创业能

力。同时，引导学生把握地方政府所提供的跨境

电商创业的政策资源，鼓励学生识别和把握商

机，开展跨境电商创业活动。 

创新课程模块涉及技术创新、管理创新、跨

境电商平台创新等内容。通过案例教学、模拟实

训、项目实践等教学模式，引导学生结合全球化

文化及跨境电商产业背景，熟悉创新管理的基本

理论和方法。引导学生开展企业战略和文化创

新、产品和工艺创新、服务和流程创新、管理和

制度创新、市场创新等全面创新管理的实践，

培养创新意识、爱岗敬业、团队协作等职业素

养和丰富的创新知识及扎实的创新技能，从而

培养学生的国际商务创新能力[10]。 

创业课程要涵盖创业学理论、企业家素质、

创业技能和创业实践等模块。通过理论传授、典

型创业案例教学、创业情景模拟训练、跨境电商

项目实践等多元的教学途径结合师生互动的教

学方式，培养学生风险创业的意识和扎实的创业

技能。使学生熟练掌握跨境电商企业创办及持续

运营的理论和方法；掌握商业机会的识别和把

握、商业计划书的撰写、创业团队管理、实际项

目运营和创业风险管理等技能。引导学生通过多

渠道的理论学习和多元的跨境电商创业实践，提

高其综合的创业能力。 

综合以上举措，激发学生的创新创业意识、

增加其知识储备、培养其良好的心理素质、提高

其综合的创新创业技能，使学生成为在跨境电商

领域内能引领产业未来发展的高层次人才。 

4. 创新创业导向的实践教育体系设计 

创业型跨境电商人才的培养除了理论教学

外，必须依靠扎实的实践教育，要构建和完善创

新创业导向的实践教育体系。实践教育有助于学

生认识社会和产业经济发展状况，明确自身定位

及职业发展的轨道，培养扎实的操作技能，从而

促进自身综合的创新创业能力发展[11]。 

要构建起包括课程与毕业设计、学科竞赛和

创新创业训练计划、企业岗位实践、跨境电商项

目运营、创业实战等多元化的实践教学体系，将

实践教育贯穿于整个人才培养的过程中，以培养

学生在跨境电商领域的就业和创新创业实践  

能力[12]。 

通过创新创业导向的实践教育，让学生熟悉

和掌握电商创业网络平台的设计和具体应用；让

学生学会把握全球客户的需求，能对企业现有的

销售中的产品进行生产工艺和服务流程的改进

和优化，甚至能开发出新的产品和服务。让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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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会根据新创企业的发展需求，开展战略、组织、

文化、制度等方面的管理创新，以及基于客户需

求的变化适时对市场营销、顾客服务等商业模式

进行创新[13]。非常重要的一点的是要培养学生的

团队管理能力，使他们擅长引导和鼓励组织成员

提出创新思想和建议，建设全员创新的渠道，形

成群体创新的氛围[14]。 

总之，区域跨境电商相关产业经济和社会的

发展，关键在于建设一批具有创新创业能力、擅

长在创新创业活动中产出实际成果，进而推动生

产力提高的高素质人才队伍[15]。结合地域文化，

组建由高校教师、政府专家、企业高级管理者及

技术专家等组成的人才培养委员会，结合国家和

区域发展的要求，总体把握人才培养模式。确定

培养目标和方案、完善课程体系建设、搭建实习

实训平台以及开展创新创业等教育。紧密结合跨

境电商产业需求，构建“创新创业教育”与“专

业教育”融合的人才培养模式，从而有效缓解跨

境电商人才培养和地方发展需求错位的问题[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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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first expounds the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of Ningbo business group which includes 

several elements such as “building a career in integrity, pragmatic and enterprising, pioneering and 

innovation, unity and mutual assistance, love for country and hometown” and so on. On the basis of thi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quality structure of cross-border e-commerce entrepreneurial talents are revealed which 

contain four elements such as strong entrepreneurial consciousness, stable entrepreneurial psychological 

quality, rich entrepreneurial knowledge structure and comprehensive entrepreneurial ability structure as well. 

Finally, taking Ningbo business group culture as the starting point, the paper discusses the educational 

mechanism of cross-border e-commerce entrepreneurs, such as the three-spiral innovation-driven talent 

training mechanism, which is needed to improve the cross-border e-commerce talents training mode. 

Key Words: the culture of regional business group; Ningbo business group; cross-border e-commerce; the 

mechanism of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talent training m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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