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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持续快速的增长、外资的进入、制造业的转移，我国的物流业才有了实质
性的推进，从起步阶段，开始进入到实施发展期，现代物流整体规模扩大，发展速度加快，运行效率
提高，对经济发展的支撑和促进作用更加明显。
我国物流业的快速发展对物流人才提出了迫切需求，物流教育也得到了相应发展，但社会各界对于我
国物流人才需求现状一直缺乏比较统一的认识，因此，教育部联合高校物流类专业教育指导委员会、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和上海海事大学等单位，专门成立了“中国物流发展与人才需求”课题组进行
专项研究。
　　课题组结合全国经济普查工作，分析研究全国物流人才现状，并对全国物流人才2010年和2020年
的人才供求进行动态预测，提出相应的中国物流人才发展对策。
同时，教育部高等教育司组建了编委会，根据课题研究结果编写了《中国物流发展与人才需求研究报
告》，丁俊发、黄有方、任豪祥、余思勤、张丽娟、徐大振、林国龙、祝炳发、梁慎刚、王晓惠、靖
安奇、黄顺泉等人员参与了该报告的撰写。
该研究报告思路清晰、见解独特、论述周密、方法科学、分析准确、数据可信，研究结论具有前瞻性
、创新性和可操作性，开创了我国物流人才需求与物流教育培养相结合进行研究的新模式，标志着我
国物流人才需求与物流人才教育培养研究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该报告出版发行后，必将引起广泛关注，让更多的领导、专家能够更宏观、更全面、更具体地了
解我国物流专业人才社会需求和培养现状，使我国物流人才教育能够更好地适应不断变化的经济社会
需要，从而有利于促进我国物流教育质量的提高，进一步推动我国物流教育事业不断向前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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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现代物流的基本特征：一是以物流资源的估化整合为手段，实现多功能一体化运作；二是以信息网络
技术为支撑，实王见全程信息化；三是第三方物流企业的出现，成为专业化物流服务提供商；四是全
球物流市场的形成，物流业作为生产性服务业已成为全球经济稳定发展的有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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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国物流人才的学校教育与在职培训　四、中国物流人才需求预测　五、中国物流人才发展的对
策分报告一：中国物流产业发展背景　一、中国物流产业概况　二、中国物流产业发展的现状和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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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行业企事业单位物流人才资源现状抽样分析分报告三：中国物流人才的学校教育与在职培训　一、
中国物流人才教育与培训现状　二、中国物流人才教育与培训存在的问题　三、中国物流人才教育与
培训的发展趋势分报告四：中国物流人才需求预测　一、研究的方法　二、中国物流人才需求预测的
影响因素　三、中国物流人才需求的预测模型建立及其说明　四、中国物流人才资源需求预测分析分
报告五：中国物流人才发展的对策研究　一、制定中国物流人才发展的对策的战略构想和原则　二、
促进中国物流人才发展的对策与措施建议　三、充分发挥教学指导委员会的作用，实现物流教育和谐
创新发展分报告六：中国物流发展与人才需求研究报告结论附录一　全国分省按学历、技术职称、技
术等级划分物流人才资源总量与基本结构附录二　全国分区域物流核心行业及相关行业人才资源与基
本结构状况附录三　物流专业人才需求调查表附录四　我国普通高等院校开办物流类专业院校名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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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005年6月28日，教育部办公厅、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办公厅和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联合颁布了中
等职业学校和高等职业院校物流专业教学指导方案，对职业学校物流专业教学和学生培养起到了规范
管理的作用。
同时，高等院校物流管理和物流工程教学指导方案和实验课程建设方案等，也已正在制定过程中。
　　为了加强中等职业学校物流专业建设，推动职业学校更好地实施物流专业紧缺人才培养培训工作
，2005年11月21日，教育部批准成立了全国中等职业教育物流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
　　为了推动物流类专业的健康发展，提高物流人才培养质量，2006年4月，我国高等教育史上第一个
物流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即2006__2010年教育部高等学校物流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正式成立。
高校物流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成立后，将在进一步深化我国物流类高等教育教学改革，提高物流类
高等教育质量，加强教育行政部门对物流类高等学校教学工作的宏观调控，推进物流类高等教育宏观
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充分发挥物流类专家学者对高等教育教学改革与建设的研究和指导等方面起
到积极的意义和作用。
　　2．我国物流专业学校教育现状　　、　　物流人才的培养在学校教育方面推进得较好，已经初
步形成了博士、硕士、本科、大专、中专层次的教育体系。
在北京交通大学、北京科技大学、北京物资学院、对外经贸大学、北京工商大学等设立了物流管理专
业硕士点，在华中科技大学、武汉大学等设立了MBA（物流方向）硕士点、博士点，在北京交通大学
、中山大学设置了物流管理博士点，在中南林业科技大学设置了物流工程博士点，为培养高级物流管
理人才奠定了基础。
　　（1）专业设置。
我国物流高等教育在专业设置上主要采取两种做法如图1所示：一是设立独立的专业，这一做法主要
集中在本科或专科层次，基本上存在两种独立的专业，即物流管理和物流工程；二是在某一专业下面
设立物流管理或物流工程方面的培养方向或者研究方向，这在博士、硕士和本科层次都存在，在专科
层次较少。
在博士和硕士培养阶段主要在管理学门类中的两个一级学科“管理科学与工程”和“工商管理”下面
设立物流管理或者物流工程方面的培养方向或者研究方向，或者在工学门类的一级学科“交通运输”
下面设立物流管理或者物流工程方面的培养方向或者研究方向。
同时，在国家教育部现行的本科专业目录中，在管理学门类的一级学科“工商管理”下的二级学科“
市场营销”中设有“物流管理”方向，所以有部分高校仍然按此设立物流管理专业方向。
除了设立专门的物流专业方向外，许多设有交通、财经、管理类学科或专业的大学现在也普遍在非物
流专业安排讲授物流相关课程。
　　（2）课程设置。
高等院校物流管理专业的课程设置主要侧重培养具备物流管理、规划、设计等较强实务运作能力的高
级现代物流管理人才。
教学计划中设置必修课、选修课、实验和实践环节。
专业必修课一般在第三、四学年开设，有仓储管理、配送与配送中心、供应链与物流管理、物流信息
管理、物流成本管理、企业物流管理等十几门课程；专业选修课包括与物流管理相关的一些课程，有
国际物流、电子商务、国际贸易、物流规划、采购学、企业战略、宏观经济学等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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