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津商职院教字〔2018〕5 号 

 
 

关于印发《天津商务职业学院“十三五” 

专业建设发展规划（2016-2020 年）（修订）》

的通知 

 

各教学单位： 

根据《天津商务职业学院“十三五”规划》（津商职院字〔2016〕

33 号），结合学校事业和社会经济发展趋势，学校组织修订了“十

三五”期间学校专业建设发展规划，经多方征求意见，提交学校

学术委员会讨论通过，校长办公会议审议通过，现正式发布，请

各教学单位按照规划要求深入开展专业建设，提升人才培养质量。 

 

 

 

天津商务职业学院 

2018 年 7月 5 日 
  抄送: 驻市商务委纪检监察组                                     

  天津商务职业学院                         2018年 7月 9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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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商务职业学院 

“十三五”专业建设发展规划（修订） 

（2016-2020年） 

为主动适应高职教育发展的新形势，根据国家《中长期教育

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国务院批复的《天津市城

市总体规划》以及《天津商务职业学院“十三五”教育事业发展

规划》，结合学校办学定位与办学条件，特制定我校“十三五”

专业建设发展规划。 

一、“十二五”专业建设情况分析 

（一）专业现状 

“十二五”期间，学校由原来的五大专业组群，发展为应用

外语、经济贸易、国际物流、工商管理、旅游管理、财务金融、

服务外包 7 大专业组群，专业体量增加至 31 个高职三年制专业

和 5 个高职三二分段专业，有中央财政支持专业 2 个、中央财政

支持实训基地 2个，市财政支持重点建设专业 6个，中外合作办

学专业 2 个，国际化专业 1 个。截至 2015 年底，高职在校生规

模 7936 人（其中，新批复的 1 个三年制专业和 1 个高职三二分

段专业未招生），平均每个专业在校生人数为 233.41 人。学校逐

步构建了以重点专业为龙头，优先发展专业、特色专业和常规专

业协调发展、专业结构合理的现代服务业特色专业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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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分布在交通运输、电子信息、财经商贸、旅游、教育与

体育、公安与司法六个专业大类，专业之间互补性较强，与天津

市重点发展现代服务业的区域社会经济发展规划高度契合，专业

服务产业能力较强。“十二五”学校专业情况如表 1 所示： 

表 1：“十二五”学校专业情况一览表 
序

号 

专业

组群 

序

号 
专业名称 

专业 

大类 
专业类 

专业 

代码 

“十二五”

末学生规模 

1 
应用 

外语 

1 商务英语 

教育与

体育大

类 

语言类 

670202 373 

2 商务英语（三二分段） 670202 62 

3 应用德语 670211 76 

4 应用法语 670210 90 

5 应用日语 670206 101 

6 应用韩语 670208 129 

2 
经济 

贸易 

7 国际贸易实务 

财经商

贸大类 

经济贸

易类 

630501 517 

8 
国际贸易实务（三二分

段） 
630501 124 

9 国际商务 630503 354 

10 商务经纪与代理 630507 105 

11 
商务经纪与代理（房产代

理方向） 
630507 47 

3 
国际 

物流 

12 物流管理 

财经商

贸大类 

物流类 

630903 482 

13 物流管理（三二分段） 630903 0 

14 
物流管理（速递服务与管

理方向） 
630903 90 

15 报关与国际货运 
经济贸

易类 
630506 449 

16 商检技术（报检方向） 
工商管

理类 
630603 139 

17 港口与航运管理 
交通运

输大类 

水上运

输类 
600308 92 

4 
工商 

管理 

18 市场营销 财经商

贸大类 

市场营

销类 

630701 319 

19 市场营销（三二分段） 630701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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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专业

组群 

序

号 
专业名称 

专业 

大类 
专业类 

专业 

代码 

“十二五”

末学生规模 

20 市场营销（网络营销方向） 630701 100 

21 电子商务 
电子商

务类 
630801 93 

22 文秘 

教育与

体育大

类 

文秘类 670301 112 

23 法律文秘 

公安与

司法大

类 

法律实

务类 
680502 93 

5 
旅游 

管理 

24 旅游管理 
旅游大

类 

旅游类 
640101 253 

25 酒店管理 640105 200 

26 会展策划与管理 会展类 640301 183 

27 旅游英语 

教育与

体育大

类 

语言类 670204 0 

6 
财务 

金融 

28 
会计 

财经商

贸大类 

财务会

计类 

630302 1733 

会计（中外合作） 630302H 23 

29 会计（三二分段） 630302 215 

30 
审计 

（审计助理方向） 
630303 217 

31 税务（税务代理方向） 
财政税

务类 
630102 203 

32 国际金融 
金融类 

630202 307 

33 投资与理财 630206 130 

7 
服务 

外包 

34 

软件技术 

（欧美软件外包方向） 

电子信

息大类 

计算机

类 

610205 207 

软件技术（中外合作） 610205H 12 

35 
软件技术 

（欧美软件测试方向） 
610205 73 

36 移动互联应用技术 
电子信

息类 
610115 174 

学生规模合计 7936 

（二）存在的问题和不足 

1．要进一步适应新的专业管理办法和专业目录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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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现有专业体系与新颁布的专业管理办法和新的专业目

录出现了一些不太适应的地方，主要表现在：一是部分专业调整

了所属专业大类，如报关与国际货运专业由原来的交通运输大类

调整至财经商贸大类；二是随着部分专业的细化，学校需要调整

相关专业，如新的专业目录中除设置移动互联应用技术专业外，

新增了移动应用开发专业，根据最新版专业简介及学校专业定位

和培养目标，应撤销移动互联应用技术专业、新增移动应用开发

专业；三是个别专业方向的设置不符合管理规定，如新的专业目

录中单独设置了网络营销专业，按照专业方向名称不能与专业目

录中已有专业名称相同的规定，市场营销（网络营销方向）已不

能在专业管理平台中备案，需要撤销。 

2．要进一步增强专业建设的前瞻性。 

“十二五”期间，学校在专业建设方面紧紧抓住服务区域经

济，特别是服务滨海新区开发开放，对学校原有专业，如国际贸

易实务、旅游管理、商务英语等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重新确

定专业定位，更好地服务区域经济；积极申办新专业，如会展策

划与管理、商检技术（报检方向）、软件技术（欧美软件外包方

向）等，增强了专业服务产业发展的能力。但值得注意的是，随

着环渤海区域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以及

消费方式的变化，市场对现代服务业人才提出了更高要求，学校

应时刻关注需求变化，提前着手，对老专业进行改造让其发挥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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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活力，更好地为区域经济服务。 

3．要进一步完善专业组群建设。 

“十二五”期间，学校逐渐形成了七个专业组群，完成了所

有专业的工学结合课程体系改革。但是，部分专业设置与市场需

求特别是区域经济发展不协调，行业特色与背景不突出，部分专

业缺少全国或行业知名的领军人才，教学内容与企业需要还不能

完全对接等；各专业组群间在校生规模差异较大，个别专业在校

生规模过大，要着手逐步平衡各专业发展规模，将专业总体人数

控制在合理范围内，避免专业过大或过小。 

4．要进一步加大校企合作办专业的力度。 

“十二五”期间，学校的校企合作办专业方面有了较大突破，

除继续与企业开办订单班外，报关与国际货运专业与津通报关行

合作成功进行了现代学徒制试点，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但专业普

及面还很窄，学生受益面与整体规模数相比还很不足。学校要充

分发挥天津商务职业教育集团、天津市商务行业职业教育教学指

导委员会等组织和机构的作用，加大专业与行业企业合作的广度

和深度。 

5．要进一步提升专业国际化水平。 

“十二五”期间，学校建设了软件技术专业国际化教学标准，

建设了会计和软件技术两个中外合作专业并实现招生，学校专业

国际化水平有所提升，但与天津市职业教育改革创新示范区和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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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在天津市高职院校的整体地位不相符，专业国际化办学水平亟

待进一步提升。 

二、“十三五”专业建设发展思路 

进一步提升专业建设水平，突出发展优势，形成标志性建设

成果，努力建成专业结构合理、具有鲜明商务特色的应用文科专

业体系。 

基本思路是：在保持现有六个专业大类基础上，根据社会经

济发展需求，增设艺术大类相关专业；保持现有七大专业组群规

模，有计划地调整部分现有专业，不断优化专业结构。 

三、“十三五”专业建设发展目标 

1．专业整体规模调整到 36 个左右（含三二分段专业），专

业组群进一步完善，在校生规模达到 8000-9000人。 

2．建设 2个国内顶尖水平专业、3 个国内一流水平专业、4

个市级重点专业和 4 个校级特色专业。 

3．新增 1-2 个天津市国际化专业教学标准，新增 1-2 个中

外合作专业并实现招生。 

4．建设 3个国家级现代学徒制试点专业。 

四、“十三五”专业建设规划 

（一）专业布局调整规划 

“十三五”末，学校专业整体规模调整至 36 个左右（含三

二分段），按专业大类的专业发展基本规划如表 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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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专业发展基本规划表 
专业 

大类 
专业类 现有专业名称 

专业 

代码 

序

号 

拟调整 

或新增专业 

财经商贸

大类 

经济贸

易类 

国际贸易实务 630501 1  

国际贸易实务（三二分段） 630501 2  

国际商务 630503 3  

商务经纪与代理 630507 4  

商务经纪与代理 

（房产代理方向） 
630507  拟撤销：2017年 

报关与国际货运 630506 5  

  6 

拟新增：国际商务（跨境电

子商务方向）（630503，2017

年） 

  7 
拟新增：国际关务管理（目

录外，2019年） 

物流类 

物流管理 630903 8  

物流管理（三二分段） 630903 9  

物流管理 

（速递服务与管理方向） 
630903  拟撤销：2017年 

工商管

理类 

商检技术（报检方向） 630603 10  

  11 
拟新增：中小企业创业与经

营（630607，2020年） 

市场营

销类 

市场营销 630701 12  

市场营销（三二分段） 630701 13  

市场营销（网络营销方向） 630701  拟撤销：2017年 

电子商

务类 
电子商务 630801 14  

财务会

计类 

会计 630302 
15 

 

会计（中外合作办学） 630302H  

会计（三二分段） 630302 16  

审计（审计助理方向） 630303 17  

财政税

务类 
税务（税务代理方向） 630102 18  

金融类 
国际金融 630202 19  

投资与理财 630206 20  

教育与体

育大类 
语言类 

商务英语 670202 21  

商务英语（三二分段） 670202 22  

应用德语 670211 23  

应用法语 670210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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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 

大类 
专业类 现有专业名称 

专业 

代码 

序

号 

拟调整 

或新增专业 

应用日语 670206 25  

应用韩语 670208 26  

旅游英语 670204 27  

文秘类 文秘 670301 28  

体育类   29 
拟新增：电子竞技运动与管

理（670411，2018年） 

电子信息

大类 

计算机

类 

软件技术 

（欧美软件外包方向） 
610205 

30 
 

软件技术（中外合作办学） 610205H  

软件技术 

（欧美软件测试方向） 
610205 31  

  32 
拟新增：移动应用开发

（610212，2017年） 

  33 
拟新增：大数据技术与应用

（610215，2019年） 

电子信

息类 
移动互联应用技术 610115  拟撤销：2017年 

旅游大类 
旅游类 

旅游管理 640101 34  

酒店管理 640105 35  

  36 
拟新增：导游（国际导游方

向）（640102，2018年） 

会展类 会展策划与管理 640301 37  

交通运输

大类 

水上运

输类 
港口与航运管理 600308 38  

邮政类   39 
拟新增：快递运营管理

（600702，2017年） 

公安与司

法大类 

法律实

务类 
法律文秘 680502 40  

文化艺术

大类 

艺术设

计类 

  41 
拟新增：广告设计与制作

（650103，2018） 

  42 
拟新增：数字媒体艺术设计

（650104，2019年） 

  43 
拟新增：摄影与摄像艺术

（650124，2020年） 

说明：启动专业预警与专业退出机制后，将根据当年专业核定数和拟新增专业数，经学术委员会

审议、校长办公会同意，在“十三五”期间再撤销 3-7个专业。 

（二）具体建设内容 

1．调整专业教学学院设置和专业归属。以专业组群为依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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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现有六个专业教学学院逐步调整增加至七个，在保持目前专业

大格局基本稳定的基础上，根据专业大类、专业组群相关性，调

整现有专业归属。 

2. 实行专业分级管理，打造品牌专业。结合“十三五”提

升办学能力建设项目和学校专业发展目标，对专业进行分级管理，

实行国内顶尖水平专业、国内一流水平专业、市级重点专业、校

级特色专业、常规专业五级专业管理体系。学校对不同级别专业

实行不同的政策，加大对顶尖、一流、重点、特色专业在招生计

划、经费预算、资源配置等方面的倾斜力度。 

3．控制专业和班级规模。通过合理分配招生计划、合理配

置教学资源，使专业结构更趋合理，专业规模更趋平衡。原则上

每个专业教学学院在校生规模控制在 900-1400 人之间。各专业

每年级最少开设 2 个平行班，尽量减少开设 1个班的专业，也不

要开设超过 8 个班的专业。中外合作办学专业班级规模保持在

30 人左右，外语类专业班级规模保持在 35人左右，其他专业班

级规模保持在 45人左右，报到数不足 60 人的专业原则上只开设

一个平行班。 

4．建立专业退出机制。“十三五”期间，学校要建立专业分

析、专业预警和专业退出机制，重点考查专业近三年招生计划完

成情况、在校生规模、就业率排名、专业教学团队建设等指标。

学校对专业分析排名靠后的 1-3个专业发出预警；由学术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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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预警专业退出或进行为期两年的整改；整改仍不合格则停止

招生或申请撤销。 

5．科学配置专业资源。逐步实现按专业教学学院学生数分

配资金预算，配置各级职称职数，配备部门管理人员队伍；按专

业学生数确定专任教师数，多措并举，使顶尖专业生师比逐步达

到 25:1，其他专业生师比得到较大优化。切实将学校的资源向

优秀专业倾斜，不断提升专业建设水平，提高学校办学综合实力。 

6. 深化课程体系改革。大力推进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与创新，

以提高质量为核心，以合作办学、合作育人、合作就业、合作发

展为主线，做到全过程贯穿校企合作、全方位实施工学结合、全

面落实顶岗实习、全力推动订单培养，形成具有全国一流水平的

人才培养方案和课程标准。 

7．推动专业发展国际化。进一步推动软件技术（欧美软件

外包方向）国际化专业教学标准的开发与应用，另外遴选 1-2个

专业进行国际化专业教学标准开发；做好软件技术和会计两个中

外合作办学专业的招生工作，新建 1-2个中外合作办学专业；遴

选 1-2个专业进行海外实训基地建设，遴选 1-2个专业进行海外

师资培训，提升专业国际化水平和学校的国际化办学水平。 

8．深化产教融合。一是抓住世界先进水平高职校建设契机，

在国际贸易实务、报关与国际货运、软件技术（欧美软件外包方

向）3 个专业中开展国家级现代学徒制试点。二是下大力气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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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企业梳理，提升合作紧密度，学校各专业要与天津市顶尖企

业、全国知名大型企业进行高水平的合作。 

9．重点打造跨境电商专业群。在市教委领导下，完成国家

现代职业教育改革创新示范区跨境电商专业群建设任务，以带动

京津冀及中西部省份跨境电商人才培养为目标，以“产业、行业、

企业、职业、专业”五业联动为核心，集合天津市优质资源，凸

显天津市区域经济特色，以跨境电子商务全产业链业务为主线，

依托国内知名跨境电商平台企业，建设一批示范性优质资源，建

成一个服务天津高职院校、辐射京津冀、援建中西部、师生共用、

能教辅学的跨境电商专业群优质教学资源库。 

五、对策和措施 

（一）提升专业教学改革水平，加强课程与教学资源建设 

1．坚持专业协调发展的思路，全面提升各专业办学水平。

主要任务包括：制定并完善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完成所有专业课

程体系改造；培养专业教学团队、组织实施教学设计、改革教学

方法与手段、整合实践教学资源、积极开发校本教材、建立健全

课程评价体系等，逐步形成以职业能力为本位、工作过程为导向、

学生为主体、理论与实践一体、校内学习与实际工作一致的课程

教学新体系。 

2. 加大课程建设力度。圆满完成百门课程上网计划和国家

级、市级精品在线开放课程建设任务，并在教学中广泛加以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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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行在线学习和学生互动相结合的“混合式”教学模式，使学校

精品在线开放课程建设的数量和质量居全国同类院校一流水平。

同时，在报关与国际货运专业建设国家级高等职业教育专业教学

资源库。 

3. 加大选修课程比重，强化通识教育。进一步优化课程结

构，压缩课程门数和学时，为学生提供更多自主学习时间。自

2018级起，所有专业总学时调整至 2800学时以下，原则上，顶

尖、一流、中外合作办学、小语种专业调整至 2700-2800 学时，

重点、特色专业调整至 2600-2700 学时，常规专业调整至

2500-2600 学时。提高任意选修课和专业选修课比重，满足学生

个性化发展需要。深化公共基础课程改革，大力强化通识教育，

切实提高学生综合素质。 

4．加强生产性实习实训。在国际贸易实务、软件技术、物

流管理等专业建设“校企共建的校内示范性生产性实训基地”，

在国际贸易实务等专业建设职业能力培养虚拟仿真实训中心。全

面落实学生半年顶岗实习，全面使用天津市顶岗实习管理平台，

实现“岗位全方位推荐、过程全方位管理、绩效全方位考核”的

顶岗实习管理模式，提高实习质量。 

5．推动交互型试题库建设。加大考核方式改革力度，完成

试题库平台，推行人机交互型考试考查模式，“十三五”内，完

成 100门课程的交互型试题库建设，实现无纸化考试，建立考试



14 

 

管理中心，切实提高考试的质量和效果。 

（二）加快专兼职教师队伍建设 

全面提高教师队伍整体素质和水平是提高教学质量的重要

保证。“十三五”期间，教师队伍建设的重点主要包括以下四个

方面： 

1．推进“优秀教学团队”建设。围绕建设精品在线开放课

程、教学成果、高质量教育科研成果，组织团队承担任务，在工

作实践中形成团队意识、团队协作、团队精神及成果。 

2．强化专业教师的“双师”素质培养。采取积极措施，有

计划、有步骤地分批组织专业教师到企业、实训基地参加技能培

训或岗位挂职培训。五年内力争将现任重点专业和特色专业的骨

干教师轮训一遍。完成新一轮“双师”素质教师的认定工作，提

升师资队伍整体水平。同时，在报关与国际货运专业建设“双师

型”教师培养培训基地。 

3．完善专业技术资格（职务）考评和聘任管理工作。积极

鼓励专任教师尤其是专业教师取得职业资格及技能证书，鼓励教

职员工接受继续教育，鼓励教职工根据岗位需要申报更高一级专

业技术职务。 

（三）加强校企合作体制机制创新 

积极探索校企合作的办学实践是创建高水平高职院校的有

效途径。“十三五”期间，在校企合作体制机制方面将重点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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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三个方面工作： 

1．通过建立健全校企合作的组织机构、制度设计和安排，

理顺校企双方关系，与相关企业共同走出一条合作办学、合作育

人、合作就业、合作发展的“双赢”新路，充分发挥天津商务职

业教育集团的作用，力争将其建设成为国家骨干职业教育集团。 

2．充分发挥行业优势，发挥天津商务职业教育集团及天津

市商务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作用，创新校企合作模式，共建

生产性实训基地，有效形成利益驱动、利益分享的体制机制。与

企业合作，建设以市场为导向的应用技术协同创新中心。 

3．积极探索中外合作办学，引进“外脑”，提升专业的国际

化水平。 

（四）进一步提升教学管理水平，增加教学投入 

1. 进一步完善教学管理规章制度与体制建设。完成新一轮

教学管理规章制度修订，建成严格的课程教学质量标准，高水平

完成教学诊断与改进工作；推行扁平化管理，降低沟通成本，提

高工作效率。 

2. 加快教学管理信息化建设。完成教务管理系统升级，实

现教师工作量的自动核算；顶岗实习管理系统和毕业设计（论文）

管理系统全面投入使用；建设课程管理中心，发挥课程管理平台

作用，为实现翻转课堂和建成高水平慕课化课程创造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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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为师资队伍建设、校内外实训基地建设、数字化校园、

专业共享资源库建设等提供资金支持，保证顶尖、一流、重点和

特色专业、精品在线开放课程、校本教材以及教改项目建设所需

经费。教学支出在学校总支出中应占合理比例，优先保证，并力

争逐年提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