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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 世纪初，石伟平、潘懋元等提出了“高职教育是一种

教育类型而非一个层次”，扭转了对“高职是教育层次”的误

解。他们基于经济发展、科技进步、教育发展和民众需求等因

素提出“建立本科职教，形成完整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观

点，本科层次职业教育概念首次进入公众视野。经过多年的发

展，不同学者提出了众多观点。本文认为本科层次职业教育是

职业教育延伸到本科层次的结果，是完全按照职业教育人才培养

模式举办的本科教育，这种教育的本质是实践性的，是深深扎

根于职业实践进行人才培养的教育，其人才培养的逻辑起点是工

作实践的职业能力要求。

1　物流工程人才培养的新需求

一方面是数量需求。工业品物流作为物流需求的主要力

量，全年工业物流人才数量需求稳步增长，其中，战略性新兴产

业物流需求增长8.4%，高端制造业物流需求比上年增长8.8%。物

流业的高质量发展，对物流规划与优化设计、物流系统分析、现

代物流装备运维等岗位的物流工程技术人才需求十分旺盛。另一

方面是质量需求。一是物流行业的协同化、服务化发展对物流工

程人才提出了新要求。客户对物流企业的需求从传统的仓储、运

输、配送等业务服务到能够提供专业化的解决方案和运作模式，

甚至能够提供整个物流系统的优化方案。由此，对物流系统规划

设计和现场优化的人才，需求愈发强烈。二是物流行业的数字化、

智能化发展对物流工程人才提出了新要求。物流企业需要一大批

精通物流信息设计开发，数据处理和系统运行维护的工程师，对

从事现代物流装备运行维护管理的高层次技术技能型人才也十分

渴求。

2　当前物流工程人才供给短板分析

一是物流工程专业人才在“数量”上严重短缺。现代物流

企业对物流人才的物流技术技能需求按顺序排列依次是物流系统

分析及设计技术、物流作业流程设计及优化技术、物流信息管理

技术、物流网络优化技术、运输配送优化技术。据专家预测，到

2025年，我国对物流规划与优化设计、物流系统分析、现代物流

装备运维等岗位的物流工程技术人才需求十分旺盛。我国物流工

程专业人才的需求量将达到28万，而每年专科和本科物流工程相

关专业毕业生不足9000人，物流工程专业人才缺口巨大。二是物

流工程专业人才在“质量”上难以适应。物流产业的发展，对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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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型物流工程技术人才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未来的物流从业人员

必须是熟悉现代物流信息化运作规律，能够应用物联网、云计算、

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辅助决策。目前，普通本科生的技

能水平比较弱，高职专科生的理论水平也还有差距，而企业则越

来越需要大批能够既懂基层业务操作，又能够进行现场布局、改

善、工艺设计、系统规划的技术技能人才。因此，对职业教育本

科物流工程技术人才培养提出了迫切需求。

3　物流工程专业设置内涵

首先是人才培养模式。坚持以就业为导向，以提高学生的

职业能力为目标，构建“校企共育、工学交替、能力递进”

的校企双主体人才培养模式。其次是，课程体系构建。基于物

流工程专业的人才培养目标定位，构建通专融合的“平台+ 模

块”专业课程体系，平台课程由公共基础课、专业基础课、专

业核心课组成，模块课程由专业方向课和专业拓展课两类模块。

平台课程以必修为主，模块课程以选修为主。在学时分配上，职

业教育本科物流工程专业在实践教学学时上占比达到50% 以上，

强化了学生的实践能力培养。在课程资源开发中，及时引入行业

企业的真实项目和案例，动态融入新技术、新方法、新工艺，开

发活页式、手册式教材。此外，是师资队伍建设。选择具有较高

学术造诣和教学水平的高级专业技术职务教师担任专业负责人，

“双师型”教师达到50%以上，专业课教师有三年以上企业工作经

历或近五年累计不低于6个月社会实践工作经历占专业课老师总

数达到50%以上。来自企业的兼职教师占专业教师总数的比例不

少于50%，其中产业教授不少于1人。最后是实训条件。校企共建

产教融合校外实训基地。结合地域与行业特点，构建专业、企业

和行业高度融合的战略联盟，以联盟的协同合作，构建高校与企

业一体化的实践教学体系。建设多元参与、资源共享“四位一体”

的校内实践教学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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