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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学科交叉融合的物流与供应链人才培养模式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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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疫情的影响，目前我国物流与供应链人才需求暴增，其巨大缺口严重制约了行业的快速发展。本文结合新工

科理念，考虑学科交叉融合，结合市场中物流与供应链人才需求现状，分析物流与供应链人才培养中存在的问题，提出基于学科

交叉融合物流与供应链管理人才培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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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家“一带一路”与“互联网 +”战略背景下，随着互
联网信息技术和智能制造的快速发展，现代物流与供应链业已
经成为集现代科学技术、信息技术和先进的管理理念为一体的
高新技术业。物流供应链已经成为企业提升核心竞争优势的关
键资产，是第四利润的主要来源，高素质的物流供应链综合人
才成为企业的争夺的焦点。在新冠疫情常态化防控背景下，物
流供应链显得至关重要，目前我国高素质物流与供应链人才急
缺且缺口大，严重制约了各行各业行业的快速发展。新工科是
以人工智能、云计算、物联网、区块链、机器人、大数据等的
综合运用，新工科广泛运用于物流与供应链领域，结合新工科
理念，从学科交叉融合角度，研究物流与供应链管理人才培养
模式，为培养出较高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的复合型的物流与供
应链管理人才，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一、物流与供应链人才市场需求状况
（一）国家政策频发助力行业发展，供应链人才需求暴增
中国拥有世界最大的物流市场，供应链一体化的环节贯通

采购 - 生产 - 销售 - 逆向等，能够帮助企业实现数字化转型，
提高企业全渠道下敏捷供应链响应，帮助企业实现供应链高度
协同下的降本增效，提升企业竞争力能力。《关于开展供应链
创新与应用试点的通知》确定的 55 个试点城市和 266 家试点企
业，目的在于培养一批行业的供应链的标杆企业，创新适合我
们国情及企业实际需求的供应链技术与模式，形成产业集聚，
整合产业资源，促进物流供应链行业发展。

物流供应链行业营业收入总体呈增长态势， 2020 年中国
防控新冠疫情成效显著，我国供应链管理营收及净利润高达
4950 亿元，净利润为 94.91 亿元，随着行业发展迅速，物流供
应链人才需求呈增长趋势。随着互联网技术及信息技术发发展，
物流供应链已经成为企业提升核心竞争优势的关键资产，是第
四利润的主要来源，因此懂物流懂供应链的高素质的物流供应
链综合人才成为企业的争夺的焦点。

（二）供应链管理人才缺乏，物流供应链岗位成为市场性
中热门的招聘岗位 

随着现代工业和商贸企业的快速发展，受全球疫情的影响，
企业出现原材料断供，生成物资短缺，生成延迟等问题，物流
供应链成为制约很多企业发展的主要因素，在抗击新冠疫情的
常态化情境下，各行业的物流供应链人才需求暴增，不同类型
企业的物流供应链人才急缺，根据对相关企业的调查访谈显示，
企业供应链人才短缺，且整体专业文化程度不高，专业技能欠缺，
高素质的综合能力强的物流供应链人才急缺是制约我国企业发
展的主要问题。目前，供应链管理职业炙手可热，供应链管理
岗位是市场中的热门招聘岗位，近几年供应链人才招聘需求持
续升温，在市场性岗位中已经排在了招聘前列，且薪资水平较高。

二、物流与供应链人才培养中存在的问题
（一）物流供应链专业毕业生数量严重不足
据人社部调查显示，未来 5 年，我国对物流供应链管理人

才的总需求量将达到 600 万左右。特别是对于高素质的综合性
的复合物流供应链人才急缺，尤其是智能物流供应链领域

的专业人才。日前教育部网站公布了 2019 年度普通高等学
校本科专业备案和审批结果，开设供应链管理专业的院校仅仅
25 所。结合市场需求和高校人才供应，目前物流供应链人才存
量远远不能满足未来企业的需求。

（二）物流与供应链课程特色和设置不明显 
目前开设物流供应链相关专业的高校，在课程设置上有趋

同性，课程体系主要是以物流管理学、供应链管理、采购与供
应管理等相关理论课程为主，而物流供应链的课程对于数据分

析与供应建模要求较高，定量分析较多，但物流与供应链课程
设置对于供应链建模的课程设置较少，且主要采用讲授的方式，
对物流与供应链管理建模的配套实践较少。大数据分析等相关
数据分析课程亦设置较少，没有专业特色。

（三）物流与供应链管理课程交叉性弱，课程设置比较单一，
物流供应链与其他学科知识交叉性强，但是物流与供应链

管理的课程设置亦少体现其交叉性，课程设置比较单一，对于
最新的物联网、物流信息、智能信息技术、区块链、人工智能
结合较少，且相应的教师配备较少，物流与供应链管理的课程
实践主要以课内实验课和课程设计为主，实验课主要是采用情
景模拟，对于制定觉得及决策的模拟效果显示较少，课外企业
实践，和专业课知识联系不够紧密，同学们专业的理论实践能
力锻炼不能得到充分锻炼。学生理论实践运用能力培养效果不
理想。

三、基于专业交叉融合物流与供应链人才培养模式
（一）物流与供应链管理人才培养的知识、能力、素质结

构体系
现代社会对于物流与供应链人才培养的目标是培养具备专

业的采购能力，数据分析能力、供应商管理能力等综合能力，
能够从事供应链规划与设计、运营、分析、管理和咨询等工作
的毕业生。在课程设置上面主要由通识课、基础课程和专业课
程三大块组成，将新工科的理念，依据市场需求现状，结合物
联网、物流信息、智能信息技术、区块链、人工智能等学科知识，
从就业领域、职业定位、职业能力等方面设计物流供应链人才
的知识、能力和素质结构体系。

（二）物流与供应链管理专业课程体系设计
新工科背景下物流与供应链管理专业课程体系以应用能力

和创新能力培养为核心，按照知识、能力、素质协调一致的原则， 
结合物流与供应链的特点，除设置传统专业核心课，物流管理学、
供应链管理概论、采购与供应管理等基础课程外，增加大物联
网技术、数据库技术、商务数据分析技术、物流与供应链信息
技术等特色课程内容，进行跨专业联合培养，依据产业市场人
才需求，进一步优化理论课程和实践课程体系。

（三）专业交叉融合物流与供应链人才联合培养对策
基于利用专业交叉融合、强化校企合作、优化课程内容（专

业学科融合）、创新教学方法（微课、慕课等、线上线下相结合）、
按照“两个结合、三个层次、四年不断线”的原则进行物流与
供应链专业人才培养，构建由学校、企业、政府机构、行业协
会多方参与，校企协同培养为主的方式，多层次人才培养体系。 
“校内实践教学资源与物流与供应链企业实践基地资源相结合，
教学与前言科研成果生产相结合；通识教育实践、专业教育实
践和产学研实践三个层次；“四年不间断”即大学四年不间断
的组织学生参加企业实践或专业赛事实践，全方位联合培养物
流与供应链人才，提升物流与供应链专业人才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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