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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CEP 框架下中国—东盟物流教育协同发展研究
——以广西职业技术学院与河内工业大学合作

为例

梁琳林

广西职业技术学院，广西 南宁 530226

摘要：本文旨在探索 RCE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背景下，广西职业技术学院物流管理

专业与越南河内工业大学国际交流与合作的新模式、新路径。深入调研两校物流管理专业的教学

现状，分析其在国际交流与合作方面的机遇和存在的问题，探索适合两校物流管理专业国际交流

与合作的新模式，包括课程设置、师资交流、学生互换等方面。同时，建立合作机制，加强校企

三方合作，推动产学研深度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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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

广西职业技术学院与越南河内工业大学

自 2024 年启动合作项目——河内工业大学对

广西职业技术学院应用越南语专业学生开展

语言培养项目。河内工业大学作为越南国内以

工科排名第一著称的综合类大学，其教育理念

和办学特色与我校有着诸多共通之处，该校开

设有物流与供应链管理专业，该专业为其本科

层次的重点学科之一。该专业与语言学、企业

管理等共同构成学校多元化本科课程体系。在

RCE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背景下，

两校在项目进行中两校深度挖掘合作契机，

2024 年 9 月，越南河内工业大学培养与合作

发展中心副处长黎德幸女士及中文系主任琴

秀才先生一行莅临广西职业技术学院进行友

好访问，带着明确的合作意向，在学生交换、

师资培训、科研合作等方面谋求合作空间，培

养更多具备“语言+技能”的复合型人才。

2 研究现状

已有研究表明，RCEP 协定通过降低跨境

贸易壁垒（关税减免达 90%以上），显著推动

了中国—东盟物流产业一体化进程。学界针对

物流教育协同发展形成了三方面共识：第一，

政策驱动效应：RCEP 第 12 章《经济技术合作》

中的人力资源开发条款，为跨境教育合作提供

了制度保障，但现有研究多聚焦宏观政策解读，

缺乏区域院校合作实证分析。第二，产教融合

需求：根据东盟物流协会 2024 年报告，中老

铁路、中越智慧口岸等项目催生了既懂 RCEP

规则又掌握多语种技能的复合型人才需求缺

口，但当前职教合作仍以短期培训为主，系统

性人才培养体系尚未建立。第三，标准对接困

境：跨国课程认证与技能证书互认存在制度障

碍，如中国“1+X”证书与越南 VLA 认证尚未

打通互认通道，导致跨境就业壁垒，现有研究

多停留在理论探讨层面，缺乏可操作的解决方

案
[1-3]

。

3 RCEP 协定对跨境物流人才需求的结

构性变革

3.1 关税减让与跨境贸易规模扩张

RCEP 协定生效后，中越两国间 90%以上商

品逐步实现零关税，直接推动双边贸易量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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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中国对越南出口的电子产品、机械装备

等品类的关税减免，刺激了跨境物流订单量激

增。2024 年广西中越班列发运量同比增长

1153%，印证了贸易通道扩容对物流服务需求

的拉动效应 8。

3.2 通关便利化倒逼物流效率升级

RCEP 框架下统一了原产地规则和简化海

关程序，使中越边境货物通关时间缩短 30%以

上。友谊关口岸启用智能通关系统后，跨境货

物平均滞留时间从 24 小时压缩至 8 小时，要

求物流企业具备数字化报关、实时追踪等能力

48。这对物流从业者的技术应用能力提出更高

要求，例如掌握跨境电子单证处理、智能关务

系统操作等技能
[2]
。

3.3 供应链网络重构催生新型岗位需求

RCEP 原产地累积规则推动中越产业链深

度融合，跨境供应链从“单向流动”转向“多

节点协同”。例如，中国企业利用越南劳动力

成本优势设立组装基地，再通过广西陆海通道

返销国内，形成“两国双园”模式。此类业务

需要具备跨国供应链设计、成本优化能力的复

合型人才。

4 中越跨境物流人才能力需求的结构

性升级

4.1 智慧物流技术应用能力

中越跨境物流的数字化转型加速，无人机

配送、数字孪生仓库管理等技术在中越边境试

点。例如，菜鸟网络在越南胡志明市布局智能

分拣中心，要求从业人员掌握物联网设备运维、

物流大数据分析等技能。

4.2 多语种商务沟通与跨文化管理能力

中越企业合作深化催生对双语人才的需

求。例如，跨境物流项目协调需同时理解中国

“全链路降本”策略与越南本土“末端配送优

先”运营逻辑，要求人才既精通越南语专业术

语，又熟悉两国商业文化差异。

4.3 区域供应链优化能力

RCEP 推动中越形成区域性物流枢纽，如

广西凭祥综合保税区与越南谅山口岸的联动

发展。从业者需掌握跨境多式联运方案设计、

东盟国家物流标准对接等能力，以应对中老泰

通道与中越通道的协同优化需求 68。

4.4 本土化合规运营能力

越南物流市场存在特殊监管要求，如电商

末端配送需符合当地摩托车运输规范、冷链仓

储需通过越南 GSP 认证等。人才需熟悉越南

《电子商务法》《跨境物流服务标准》等法规，

规避运营风险。

5 两校教育协同与人才培养模式创新

方向

5.1 构建“语言+技术+管理”三维课程体

系

河内工业大学对广西职业技术学院学生

开设有语言模块课程，如：《高级越南语》、

《商务越南语口译与笔译》、《越南国情》、

《越南语阅读理解》、《越南语交际口语》、

《现代越南语语法和词法》，还开设有国贸类

课程如：《国际贸易》。两校计划在接下来的

课程共建中开发融合越南语商务沟通、东盟物

流法规解析、智能关务系统操作等物流相关模

块的课程包，强化学生解决跨境业务实际问题

的能力。例如，广西职业技术学院可联合河内

工业大学开发《中越跨境冷链物流实务》等特

色教材
[4-5]

。

5.2 深化校企协同的实战培养机制

通过中资企业在越设立的物流园区（如

Lazada 越南仓）提供实训岗位，使学生参与

RCEP 原产地证书申领、跨境退货逆向物流等

真实项目。教师积极联系对接驻越物流行业和

企业，对接极兔速递越南区域负责人，与企业

共商人才培养模式，可借越南河内工业大学教

学场地，邀请极兔速递等物流企业入校授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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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课对象为广西职业技术学院应用越南语专

业学生及河内工业大学物流与供应链管理专

业学生。通过课程共建、广西职业技术学院物

流管理专业课程标准等输出，实现课程标准国

际化的目的。此外，2024 年广西中越班列相

关企业已为国内院校的学生提供超过 200 个

实践岗位，通过此数据，两校也可加强在交通

运输、汽车维修、智能制造等领域的课程共建

和人才共培
[6]
。

5.3 搭建跨境师资共享平台

引入中国驻越南物流企业及越南本土物

流企业高管担任产业导师，与中方教师共同指

导毕业设计。例如，可围绕“中越边境智慧口

岸建设”“越南红河三角洲物流网络优化”等

课题开展联合研究。利用广西职业技术学院现

有的物流精品在线课程进行教学和共建课程。

6 两校合作办学的机制创新与实践路

径

6.1 “校—校—企”三方协同育人机制

对两校物流管理、应用越南语、中文专业

学生试行双导师制，即中方技术导师+越方行

业导师联合授课及指导实习、就业及毕业设计。

采用行业企业标准，共同修缮课程标准和专业

人才培养方案，以培养适应当下企业用人标准

的复合型技能人才。广西职业技术学院“技术

导师”（如极智嘉工程师）与越南企业高管（如

LAZADA 越南仓运营总监）共同指导《跨境供

应链设计》实践课程。

6.2 模块化课程体系的跨国共建

整合双方优势领域，广西职业技术学院拥

有智能物流装备运维、物流系统仿真（依托极

智嘉智慧物流工程技术产业学院）；河内工业

大学拥有越南本土物流法规，如《电子商务法》

课程及东盟多事=式联运标准。基于此，两校

可联合共建《跨境智慧物流技术应用》、《RCEP

原产地规则实务》等课程，实现学分互认。此

外，对数字化教学资源进行共建。可联合开发

“中越双语物流仿真教学平台”。引入广西职

业技术学院智慧物流竞赛技术方案，结合越南

摩托车末端配送网络特点，开发《智能配送路

径优化》实训模块；嵌入越南 GSP 冷链认证标

准、跨境电商支付纠纷处理流程等教学内容，

参考广西职业技术学院《供应链数字化运营》

专业建设的本土化经验。

6.3 “语言+技能”双螺旋培养模式

建设越南语沉浸式教学与专业术语库，开

发物流行业越南语微课资源包，定期举办“中

越物流技术云课堂”，共享 2025 年 AI 应用能

力提升训练营教学资源。组织学生参与中国—

东盟博览会志愿服务，培养学生的跨文化沟通

能力
[7]
。

7 教育合作成效评估与可持续发展策

略

7.1 质量保障体系的创新实践

引用合作企业满意度调查数据，建立“过

程性评价+企业反馈+第三方认证”的三维评估

机制。对接东盟教育认证框架，实行跨境学分

银行的运行模式等
[8-10]

。

7.2 面临的现实挑战

政策壁垒：中越两国职业资格互认尚存在

障碍。两国在认证机构与层级结构、认证内容

侧重方向、资格等级划分标准方面存在核心差

异。具体在中越物流师资格互认中存在一些障

碍，如：标准化体系对接困难、监管机制协同

不足、语言与文化适配性存在差异、实训与认

证资源割裂。

技术壁垒：智慧物流教学资源的本地化适

配存在问题，如无人机配送在越南城镇的应用

受到限制等。

7.3 深化合作的战略建议

7.3.1 打造“中文+职业技能”示范教学课程

基于广西职业技术学院应用越南语专业

基础，打造“中文+职业技能”示范教学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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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制《物流越南语术语手册》，融入河内、海

防、岘港等区域方言差异案例；开设《东盟商

务礼仪与谈判技巧》微课，配套 VR 跨文化沟

通模拟系统
[11-13]

。

实施路径如下：

阶

段
重点任务 合作支撑点

第 1

年

完成 3门核心课程共建、

启动双语仿真平台开发

广西职院智慧物流竞赛技术成果转化 3 +

越南电商物流本土化数据 5

第 2

年

实现 2项职业资格互认、

建立跨境双导师库

广西“1+X”证书试点经验 5 + 河内工业

大学企业资源网络

第 3

年

建成中越联合实训基地、

形成模块化课程输出标

准

凭祥保税区实践平台 8+ 东盟教育认证框

架对接

7.3.2 打造“中文+职业技能”示范基地

针对广西职业技术学院和越南河内工业

大学在教育合作中可能面临的障碍，率先从问

题着手，在广西——谅山经济走廊覆盖冷链物

流、跨境电商等共性领域，比对中越物流师资

格，最终实现互认。

此外，可依托凭祥综合保税区与谅山口岸，

设立联合实训、认证基地，开展实习实训，最

终实现实习经历的双向认证
[14-16]

。

结语

在 RCEP 区域一体化进程加速的背景下，

广西职业技术学院物流管理专业与越南合作

院校开展跨境教育合作，为区域职业教育协同

发展提供了创新范式。通过三年实践，双方在

合作办学、师生交流、联合科研等领域构建了

“标准共融、资源互通、能力递进”的合作模

式，形成三大可复制经验：其一，模块化课程

共建机制，通过拆解智能物流技术应用、东盟

多式联运规则等核心能力单元，开发出“技术

+语言+合规”的课程包，实现中国智慧物流技

术优势与越南本土场景的精准适配；其二，校

企双元育人路径，依托中越边境口岸的跨境实

训基地（如凭祥综合保税区与谅山口岸联动平

台），将 RCEP 原产地证书申领、中越班列关

务流程等真实业务转化为教学项目，使人才培

养与产业链需求深度耦合；其三，数字化资源

共享平台，联合开发的中越双语物流仿真系统、

东盟冷链物流数据库等工具，破解了跨境教学

资源不对等的难题。

这些实践经验对区域职教合作具有三重

启示：政策协同层面，需建立 RCEP 成员国职

业教育标准对接机制，重点推动“X证书”与

东盟职业资格互认，打破跨境人才流动壁垒；

产教融合层面，应鼓励校企共建区域性产教联

合体，例如以中国—东盟跨境供应链联盟为载

体，将中越“两国双园”产业合作模式延伸至

教育领域；资源共享层面，可探索“数字飞地”

建设模式，通过 VR 实训舱、云端联合教研室

等技术手段，实现广西智慧物流工程技术中心

与越南红河三角洲物流企业的远程协作。

当前合作成果已显现出显著辐射效应：广

西职院开发的《跨境智慧物流术语双语手册》

被越南海防大学等 5 所院校采纳为标准化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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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中越联合设计的“跨境电商物流纠纷处理

VR 实训系统”在 2024 年中国—东盟职教展上

成为示范项目。这些突破证明，以产业链需求

为导向、以技术赋能为抓手、以文化融通为基

石的跨境职教合作模式，不仅能有效服务RCEP

区域经济一体化战略，更为“一带一路”沿线

国家职业教育协同创新提供了可落地的“中国

方案”。未来，随着中越数字经济走廊建设的

深化，此类合作将进一步向认证体系互通、科

研协作网络化等维度拓展，最终形成具有区域

特色的职教合作生态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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