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电子商务法律》课程标准及规划
课程类别：专业基础课
适用专业：电子商务专业                   
学时：80 学时

1.课程定位与课程设计
1.1 课程性质与作用
1.1.1 课程性质

《电子商务法律》是电子商务专业的一门专业基础课，为建设电子商
务法教材“理论+实践”模式，培养应用型人才进行有益的探索。本课程
包括电子商务法概述、电子商务主体认定的法律制度、电子签名法律制度、
电子支付法律制度、电子商务安全保障与争议解决法律制度，以及其他相
关电子商务法律制度。每章都配有引导性案例、学习目标、自测题、实训
题与小组任务。教学过程中力求达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教与学互动，引
导学生主动思考，强化学生对电子商务法知识的掌握与运用。

1.1.2 课程作用
在本门课程的教学过程中，学生学习掌握电子商务法的基本原理、电

子商务立法概况、数据电文法律制度、电子签名法律制度、电子认证法律
制度、电子合同法律制度、电子信息交易法律制度、电子商务安全问题、
电子商务纠纷等必备知识，培养学生运用电子商务法律分析并解决电子商
务实践中遇到的相关法律问题的能力。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学会独立思考，
积累解决实际问题的经验并学习深入的专业理论知识，主动构建自己的经
验和知识，促进学生职业素养的养成。

遵循就业导向的现代职业教育指导思想，根据电子商务职业岗位（群）
的任职要求，结合课程培养目标开发本课程。教育学生树立终身学习理念，
提高学习能力，学会交流沟通和团队协作，提高实践能力、创造能力、就
业能力和创业能力。

课程内容共 9 个模块，电子商务法的基本原理、电子商务立法概况、
数据电文法律制度、电子签名法律制度、电子认证法律制度、电子合同法
律制度、电子信息交易法律制度、电子商务安全问题、电子商务纠纷的解
决。

课程结构设置依据学生认知特点，职业发展规律。教学过程采用案例



导入，教师讲授、学生讨论、分析案例、学生训练、总结评价的模式。
2.课程目标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了解电子商务法律相关知识，为以后从事

电子商务活动提供法律保障。
2.1 专业能力目标
（1）能掌握电子商务法的基本原理；
（2）能了解电子商务立法概况；
（3）具有运用电子商务法律分析并解决电子商务实践中相关法律问题

的能力：
 数据电文法律问题的解决
 电子签名法律问题的解决
 电子认证法律问题的解决
 电子合同的签订及法律问题的解决
 电子信息交易法律问题的解决
 电子商务安全问题的解决
 电子商务纠纷的解决

2.2 方法能力目标
（1）具有分辨法律问题归属的能力；
（2）具有依据法律问题的性质寻找相关工具书及案例的能力；
（3）具有独立分析和解决电子商务法律问题的能力；
（4）具有自主学习和终身学习的能力。
2.3 社会能力目标
（1）具有诚实守信的职业道德和敬业精神；
（2）具有一定的创新能力和勇于实践的能力；
（3）具有组织协调能力；
（4）具有沟通与交流能力；
（5）具有团队意识和妥善处理人际关系的能力；
（6）具有良好的心理承受能力；
（7）具有适应环境变化的能力。
3.课程内容与要求
3.1 学习内容



学习模块

模块名称 模块要点
单元编号

参考学
时
80

模块 1 认知
电子商务法

1．掌握电子商务法的概念及
特征

2．掌握电子商务法的特征
3．了解电子商务法德性质和

地位
4．掌握电子商务法的调整对

象和体系

单元 1 电子商务法
的概念及
特征

单元 2 电子商务法
的性质和
地位

单元 3 电子商务法
的调整对
象及体系

4

模块 2 电子
商务立法概
况

1．掌握电子商务对传统立法
有哪些方面的挑战

2．了解电子商务法产生的必
然性

3．了解国际组织关于电子商
务法的立法概况

4．了解世界主要国家电子商
务立法概况

5．掌握我国电子商务立法的
现状

6．掌握我国电子商务立法的
指导原则和基本问题

单元 1 电子商务法
的产生
单元 2 国际关于电
子商务法的立法概
况
单元 3 我国电子商
务立法 4

模块 3 数据
电文法律制
度

1．了解数据电文形式问题的
解决方案
2．了解数据电文的确认收讫
规则
3．掌握数据电文的基本含义
4．掌握数据电文的法律效力
5．掌握数据电文发送与接收
的时间和地点

单元 1 数据电文概
述
单元 2 数据电文形
式问题的解决方案 4

模块 4 电子
签名法律制
度

1．掌握电子签名的概念和特
征

2．了解电子签名与传统签名
的异同

3．了解电子签名立法模式

单元 1 电子签名及
数字签名的概念和
特征
单元 2 电子签名立
法模式

4



4．熟悉数字签名的含义
5．掌握电子签名的法律效力

的确定

单元 3 电子签名的
法律效力

模块 5 电子
认证法律制
度

1．掌握电子认证的意义和功
能

2．了解电子认证机构的法律
地位

3．了解认证机构的设立条件
和管理措施

4．掌握认证机构的义务与责
任的法律规定

5．了解电子证书的法律意义
6．掌握认证机构与证书持有

人和证书信赖人之间的法
律关系及基本行为规范

单元 1 电子认证概
述
单元 2 认证机构
单元 3 电子证书

4

模块 6 电子
合同法律制
度

1．了解合同电子化相关法律
问题

2．熟悉电子合同的概念、形
式、特征和效力

3．了解电子合同与合同法的
关系

4．熟悉电子合同的订立过程
5．掌握电子合同的成立和生

效的法律规定

单元 1 合同与电子
合同
单元 2 电子合同的
订立、成立、生效

4

模块 7 电子
信息交易法
律制度

1．掌握电子信息交易的概念
和特征

2．了解信息产品的范围
3．掌握电子信息交易的基本

类型和基本原则
4．熟悉电子信息交易履行的

方式和地点
5．了解电子信息交易中的电

子控制问题

单元 1 信息产品与
电子信息交易
单元 2 电子信息交
易中涉及到的法律
问题及电子控制 4

模块 8 电子
商务安全问
题

1．了解电子商务的风险与安
全问题

2．了解安全电子商务的要求
3．了解电子商务安全保障体

系

单元 1 电子商务的
风险与安全问题
单元 2 电子商务安
全保障体系

4



模块 9 电子
商务纠纷的
解决

1．了解电子商务纠纷管辖的
国际协作内容

2．了解电子商务纠纷的法律
适用的立法规范和司法实
践

3．掌握我国对网络管辖权的
法律规定

单元 1 电子商务纠
纷管辖的国际协作
单元 2 电子商务纠
纷的法律适用的立
法规范和司法实践
单元 3 我国对网络
管辖权的法律规定

4

3.2 学习单元设计

学习模块
模块 1 认知电子商

务法
参考学时 4

知识目标：
1.掌握电子商务法的概念
2.掌握电子商务法的特征
3.了解电子商务法的性质和地位
4.掌握电子商务法的调整对象和体系
5.熟悉电子商务法的基本原则
能力目标：
1.分析归纳、总结交流的能力
2.将原理与电子商务法律现象结合运用的能力

学习目标

社会能力目标：

1.对电子商务中的法律问题具有一定的分析能力，显示出
较高综合素质
2.善于沟通、团结协作、与人为善的处事能力。

单元名称 学习目标 教学
条件

教学方法和
建议 重点 难点

参
考
课
时

单元 1 电子

商务法的概

念及特征

掌握法律基
础知识，了
解掌握电子
商务法的概
念，掌握电
子商务法的
特征

多媒体

1.讲授、实
例、讨论
2.通过案例
介绍法律法
规基础知识
3.充分利用
多媒体资源，
清晰、准确
传授相关基

法律关
系中的
主体、
客体
电子商
务法特
征

电子商
务法特
征

1



础知识，突
出重点难点

单元 2 电子

商务法的性

质和地位

能够掌握物
电子商务法
的性质和地
位

多媒体

1.讲授、实
例、讨论
2.从历史及
现实的角度
深入浅出的
分析电子商
务法产生的
原因及重要
性，了解电
子商务法发
展历程
3．本次内
容需结合国
内外历史、
现实实例完
成

电子商
务法的
性质

电子商
务法的
地位

1

单元 3 电子

商务法的调

整对象和体

系

1. 了解电子

商务法的

调整对象

2. 掌握电子

商务法的

体系

3. 掌握电子

商务法的

基本原则

多媒体

1.讲授、实
例、讨论
2.以实际案

例分析说明

电子商务法

的体系及基

本原则

3.本次内容
需结合国内
外的历史、
现实实例完
成

1 电子
商务法
的调整
对象
2 电子
商务法
的体系

电子商
务法的
基本原
则

2

学习模块
模块 2 电子商务法立

法概况
参考学时 4

学习目标
知识目标：
1. 掌握电子商务对传统立法有哪些方面的挑战
2. 了解电子商务法产生的必然性



3. 了解国际组织及世界主要国家关于电子商务法的立法概
况

4. 掌握我国电子商务立法的现状及指导原则
能力目标：
1.能够采用所学知识进行相关案例的分析
2.具有较强的自学能力、理解能力与表达能力
社会能力目标：
1.培养有条理、细致的工作习惯
2.善于沟通、团结协作、与人为善的处事能力。

单元名称 学习目标 教学
条件

教学方法和
建议 重点 难点

参
考
课
时

单元 1 电子

商务法的产

生

1. 了解电子
商务对传
统立法有
哪些方面
的挑战

2. 了解商务
法产生的
必然性

多媒

体

1.讲授、实
例、自学
2.充分利用

多媒体资源，

清晰、准确、

详细讲述相

关基础知识，

突出重点难

点

3.选取案例
做课堂分析
和讨论，进
一步讲授电
子商务物流
系统的构成

电子商

务法产

生的必

然性

电子商

务对传

统立法

的挑战

1

单元 2 国际

关于电子商

务的立法概

1．国际组织
对于电子
商务的立
法概况

2．世界主要
国家电子

多媒

体

1.讲授、实
例、自学
2.充分利用

多媒体资源，

国际组
织对于
电子商
务的立
法概况

国际组
织对于
电子商
务的立
法概况

2



况 商务立法
概况 清晰、准确、

详细讲述相

关基础知识，

突出重点难

点

3.选取案例
做课堂分析
和讨论，进
一步理解国
际组织及世
界主要国家
的电子商务
立法概况

单元 3 我国

电子商务立

法

1．掌握我国
电子商务
立法现状

2．掌握我国
电子商务
立法指导
原则及存
在基本问
题

多媒

体

1.讲授、实
例、自学
2.充分利用
多媒体资源，
清晰、准确、
详细讲述相
关基础知识，
突出重点难
点
3.选取案例
做课堂分析
和讨论，进
一步理解我
国电子商务
立法的指导
原则

我国电
子商务
立法的
基本原
则

我国电
子商务
立法啊
的基本
原则

1

学习模块
模块 3 数据电文法

律制度
参考学时 4

知识目标：
能够利用数据电文法律知识分析案例

学习目标 能力目标：
1.分析归纳、总结交流的能力
2.具有较强的分析能力，培养缜密、严谨的思维方式



3.具有较强的自学能力、理解能力与表达能力

社会能力目标：
1.培养有条理、细致的工作习惯
2.善于沟通、团结协作、与人为善的处事能力

单元名称 学习目标 教学
条件

教学方法和
建议 重点 难点

参
考
课
时

单元 1 数据

电文概述

1．掌握数据
电文的基
本含义

2．掌握数据
电文的法
律效力

3．掌握数据
电文发送
与接收的
时间和地
点

多媒

体

1.讲授、案
例、自学
2.充分利用

多媒体资源，

清晰、准确、

详细讲述相

关基础知识，

突出重点难

点

3. 选取案例
做课堂分析
和讨论，进
一步理解数
据电文的法
律效力

数据电
文发送
与接收
的时间
地点

数据电
文确认
收讫规
则

2

单元 2 电子

商务物流配

送语

4．能够理解
并运用掌
握数据电
文形式问
题的解决
方案分析
案例

多媒

体

1.讲授、案
例、讨论
2.充分利用

多媒体资源，

清晰、准确、

详细讲述相

关基础知识，

数据电
文形式
问题的
解决方
案

数据电
文形式
问题的
解决方
案

2



突出重点难

点

3. 选取案例
做课堂分析
和讨论，充
分理解数据
电文形式问
题的解决方
案

学习模块
模块 4 电子签名法

律制度
参考学时 4

知识目标：
1．掌握电子签名的概念和特征
2．了解电子签名与传统签名的异同
3．了解电子签名立法模式
4．熟悉数字签名的含义
5．掌握电子签名的法律效力的确定
能力目标：
1.分析归纳、总结交流的能力
2.具有较强的分析能力，培养缜密、严谨的思维方式
3.具有较强的自学能力、理解能力与表达能力
4.能够利用所学到的知识进行案例分析

学习目标

社会能力目标：
1.培养有条理、细致的工作习惯
2.善于沟通、团结协作、与人为善的处事能力

单元名称 学习目标 教学
条件

教学方法和
建议 重点 难点

参
考
课
时

单元 1 电子

签名及数字

签名的概念

1．掌握电子
签名的概
念及特征

2．了解电子
签名与传
统签名的
异同

多媒

体

1.讲授、案
例、自学
2.充分利用

多媒体资源，

1．电
子签名
2．数
字签名

电子签
名与传
统签名
的异同 2



及特征 3．熟悉数字
签名 清晰、准确、

详细讲述相

关基础知识，

突出重点难

点

3. 选取案例
做课堂分析
和讨论，进
一步理解条
码技术的应
用

单元 2 电子

签名立法模

式

了解电子签
名的立法模
式

多媒

体

1.讲授、案
例、自学
2.中分利用
多媒体资源，
清晰、准确、
详细描述相
关基础知识，
突出重点难
点

电子签
名立法
模式

电子签
名立法
模式

1

单元 3 电子

签名的法律

效力

掌握电子签
名的法律效
力问题

多媒

体

1.讲授、案
例、自学
2.中分利用
多媒体资源，
清晰、准确、
详细描述相
关基础知识，
突出重点难
点

电子签
名的法
律效力

1

学习模块
模块 5 电子认证法

律制度
参考学时 8

学习目标

知识目标：
掌握电子认证的意义和功能
了解电子认证机构的法律地位
了解电子认证机构的设立条件和管理措施
掌握认证机构的义务与责任的法律规定



了解电子证书的法律意义
掌握认证机构与证书持有人和证书信赖人之间的法律关系
及基本行为规范
能力目标：
1.分析归纳、总结交流的能力
2.具有较强的分析能力，培养缜密、严谨的思维方式
3.具有较强的自学能力、理解能力与表达能力
社会能力目标：
1.培养有条理、细致的工作习惯
2.善于沟通、团结协作、与人为善的处事能力
3.能够运用认证机构与证书持有人和证书信赖人之间的法
律关系及基本行为规范处理简单问题

单元名称 学习目标 教学
条件

教学方法和
建议 重点 难点

参
考
课
时

单元 1 电子

认证概述
掌握电子认
证的意义和
功能

多媒

体

1.讲授、案
例、自学
2.中分利用
多媒体资源，
清晰、准确、
详细描述相
关基础知识，
突出重点难
点

认证机
构的功
能

1

单元 2 认证

机构

1．了解电子
认证机构
的法律地
位

2．了解认证
机构的设
立条件和
管理措施

3．掌握认证
机构的义
务与责任
的法律规
定

多媒

体

1.讲授、案
例、自学
2.中分利用
多媒体资源，
清晰、准确、
详细描述相
关基础知识，
突出重点难
点

1 认证
机构的
设计条
件
2 认证
机构的
管理措
施
3 认证
机构的
义务和
责任

认证机
构的义
务和责
任

1

单元 3 电子 1 了解电子
证书的法律 多媒 1.讲授、案

例、自学
认证机
构与证

认证机
构与证 2



证书 意义
2 掌握认证
机构与证书
持有人和证
书信赖人之
间的法律关
系及基本行
为规范

体 2.中分利用
多媒体资源，
清晰、准确、
详细描述相
关基础知识，
突出重点难
点 3.对典型
的案例进行
分析，并在
此基础上针
对认证机构
与证书持有
人和证书信
赖人之间的
法律关系及
基本行为规
范进行深入
讲解

书持有
人和证
书信赖
人之间
的法律
关系及
基本行
为规范

书持有
人和证
书信赖
人之间
的法律
关系及
基本行
为规范

学习模块
模块 6 电子合同法

律制度
参考学时 4

知识目标：
1. 了解电子合同与合同法的关系
2. 熟悉电子合同的订立过程
3. 掌握电子合同的成立和生效的法律规定
能力目标：
1.分析归纳、总结交流的能力
2.具有较强的分析能力，培养缜密、严谨的思维方式
3.具有较强的自学能力、理解能力与表达能力
4.能够运用相关知识解读案例

学习目标

社会能力目标：
1.培养有条理、细致的工作习惯
2.善于沟通、团结协作、与人为善的处事能力

单元名称 学习目标 教学
条件

教学方法和
建议 重点 难点

参
考
课
时

单元 1 合同
能够了解合
同电子化相
关法律问题

多媒
1.讲授、案
例、自学

电子合
同的效
力

电子合
同的效
力

2



与电子合同 熟悉电子合
同的概念、
形式、特征
和效力

体 2.充分利用

多媒体资源，

清晰、准确、

详细讲述相

关基础知识，

突出重点难

点

3. 选取案例
做课堂分析
和讨论，进
一步理解供
应链管理的
基础知识

单元 2 电子

合同的订立、

成立、生效

能够利用相

关知识解读

案例

多媒

体

1.讲授、案
例、讨论
2.充分利用

多媒体资源，

清晰、准确、

详细讲述相

关基础知识，

突出重点难

点

3. 选取案例
做课堂分析
和讨论，充
分理解供应
链管理中的
物流运作系
统的作用

电子合
同的订
立、成
立、生
效

电子合
同的订
立、成
立、生
效

2

学习模块 模块 7 电子信息交 参考学时 4



易法律制度

知识目标：
1. 掌握电子信息交易的概念和特征
2. 了解信息产品的范围
3. 掌握电子信息交易的基本类型和基本原则
4. 熟悉电子信息交易履行的方式和地点
5. 了解电子信息交易中的电子控制问题
能力目标：
1.分析归纳、总结交流的能力
2.具有较强的分析能力，培养缜密、严谨的思维方式
3.具有较强的自学能力、理解能力与表达能力
4.能够进行相关案例分析

学习目标

社会能力目标：
1.培养有条理、细致的工作习惯
2.善于沟通、团结协作、与人为善的处事能力
3.进行对电子信息类产品的交易法律问题进到适当合理的
注意

单元名称 学习目标 教学
条件

教学方法和
建议 重点 难点

参
考
课
时

单元 1 信息

产品与电子

信息交易

1 能够对信
息产品进行
分类
2 掌握电子
信息交易的
概念、特征
3 掌握电子
信息交易的
基本类型和
基本原则

多媒

体

1.讲授、案
例、自学
2.充分利用

多媒体资源，

清晰、准确、

详细讲述相

关基础知识，

突出重点难

点

电子信
息交易
的基本
类型和
基本原
则

2



单元 2 电子

信息交易中

涉及到的法

律问题及电

子控制

1 熟悉电子
信息交易履
行的方式和
地点
了解电子信
息交易中的
电子控制问
题

多媒

体

1.讲授、案
例、讨论
2.充分利用

多媒体资源，

清晰、准确、

详细讲述相

关基础知识，

突出重点难

点

电子信
息交易
履行的
方式和
地点

电子控
制问题

2

学习模块
模块 8 电子商务安

全问题
参考学时 4

知识目标：
了解电子商务的风险与安全问题
了解安全电子商务的要求
了解电子商务安全保障体系
能力目标：
1.分析归纳、总结交流的能力
2.具有较强的分析能力，培养缜密、严谨的思维方式
3.具有较强的自学能力、理解能力与表达能力

学习目标

社会能力目标：
1.培养有条理、细致的工作习惯
2.善于沟通、团结协作、与人为善的处事能力
3.在电子商务中能够对相关问题进到注意的责任

单元名称 学习目标 教学
条件

教学方法和
建议 重点 难点

参
考
课
时

单元 1 电子

商务的风险

1 了解电子
商务的风险
与安全问题
2 了解安全

多媒体
1.讲授、案
例、自学
2.充分利用

安全电
子商务
的要求

电子商
务的安
全问题 2



与安全问题 电子商务的
要求 多媒体资源，

清晰、准确、

详细讲述相

关基础知识，

突出重点难

点

单元 2 电子

商务安全保

障体系

了解电子商
务安全保障
体系

多媒体

1.讲授、案
例、讨论
2.充分利用

多媒体资源，

清晰、准确、

详细讲述相

关基础知识，

突出重点难

点

电子商
务安全
保障体
系

电子商
务安全
保障体
系

2

学习模块
模块 9 电子商务纠纷

的解决
参考学时 4

知识目标：
了解电子商务就分管辖的国际协作内容
了解电子商务纠纷的法律适用的立法规范和司法实践
掌握我国对网络管辖权的法律规定
能力目标：
1.分析归纳、总结交流的能力
2.具有较强的分析能力，培养缜密、严谨的思维方式
3.具有较强的自学能力、理解能力与表达能力

学习目标

社会能力目标：



1.培养有条理、细致的工作习惯
2.善于沟通、团结协作、与人为善的处事能力
3.能够利用相关知识进行案例分析

单元名称 学习目标 教学
条件

教学方法和
建议 重点 难点

参
考
课
时

单元 1 电子

商务纠纷管

辖的国际协

作

电子商务纠
纷管辖的国
际协作内容

多媒

体

1.讲授、案
例、自学
2.充分利用

多媒体资源，

清晰、准确、

详细讲述相

关基础知识，

突出重点难

点

电子商
务纠纷
管辖的
国际协
作

电子商
务纠纷
管辖的
国际协
作

1

单元 2 电子

商务纠纷的

法律适用的

立法规范和

司法实践

了解电子商
务纠纷的法
律适用的立
法规范和司
法实践

多媒

体

1.讲授、案
例、讨论
2.充分利用

多媒体资源，

清晰、准确、

详细讲述相

关基础知识，

突出重点难

点

电子商
务纠纷
的法律
适用的
立法规
范和司
法实践

电子商
务纠纷
的法律
适用的
立法规
范和司
法实践

1

单元 3 我国

对网络管辖

能够利用相
关知识分析
案例

多媒

体

1.讲授、案
例、讨论
2.充分利用

我国对
网络管
辖权的
法律规

我国对
网络管
辖权的
法律规

2



权的法律规

定

多媒体资源，

清晰、准确、

详细讲述相

关基础知识，

突出重点难

点

定 定

4.课程实施
4.1 教学条件
4.1.1 实训条件
本课程应具备的基本教学条件是：多媒体教室及设备良好的电子商务

实训室，学生可以上网查阅资料。
4.1.2 师资要求

根据课程性质和课程目标，本课程的主讲教师必须具备扎实的理论知
识，过硬的操作技能，最好为“双师”素质教师，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
能与企业合作共同开发和建设课程，为企业提供服务，到企业去锻炼，积
累工作经验。有很强的执教能力，快速反应能力，能及时、准确地解决学
生遇到的各种问题。要有责任心和使命感，不仅能传授学生知识，更应该
教会学生如何做人。

4.2 教学方法建议
（1）案例教学：教师讲授以课程标准为指南，结合案例和电子素材，

通过讲解、答疑等方式培养学生独立思考、解决问题的能力。
（2）习题教学：习题教学是检验、巩固、应用所学知识的重要手段。

在教学过程中，教师结合教学进度、教学重点和难点，安排适当的习题训
练，并对习题中的问题进行指导。

（3）实践教学：通过课堂讨论、案例分析、课程论文设计、社会调研
等方式进行。在每个模块的教学过程中都给学生进行案例分析和现实问题
课堂讨论，学习可事先上网查寻有关题目和参考资料。

4.3 教材选用建议
《电子商务法律基础》课程教材选用依据本课程标准，注重学生基本



能力的培养，教材选用应突出以下特色：突出能力本位；实践性、应用性；
高层次性、职业性、可衔接性等。

5.教学评价考核要求
本课程期末考试形式为闭卷笔试。期末课程结束，统一出题，统一考

试。
评分标准：满分 100 分，其中平时成绩占 30%；期中成绩占 20%；期

末成绩占 50%。
（1）平时成绩的记载内容包括出勤、课堂表现、作业三项，各占总成

绩的 10%、10%、10%；
（2）期中成绩：期中知识、能力考核，占总成绩 20%。
（3）期末成绩：期末知识、能力考核，占总成绩 50%。
6．课程资源开发与利用建议
本课程网上资源比较丰富，学生充分利用网络以及一些院校的精品课

程资源，以及淘宝大学平台和阿里学院等工学结合资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