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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物流管理专业群现代产业学院建设创新与实践
——以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为例

邱　云　赵虹玉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重庆 401331）

摘要：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坚持主动服务西部陆海新通道、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等国家战略，融入重庆市内陆开放高地和现代服

务业高质量发展新任务，契合商贸流通领域数字化、智能化创新发展新趋势，以职业教育“五金”新基建建设为牵引，以现代物流管理

专业群重庆市级高水平专业建设为契机，组建现代物流管理现代产业学院，打造产教联动平台、创设校企双元交互融合育人场域、构建“四

维驱动”育人策略，创新“一平台、双交互、四驱动”的“124”产业学院建设与运行机制，为成渝地区商贸流通领域职业教育探索“一

体两翼五重点”提供生动实践样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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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实践探索背景

二十大报告指出，推进职普融通、产教融合、科教融汇，优

化职业教育类型定位。产教融合是现代职业教育的基本特征和根

本优势，更是推动专业内涵建设的重要抓手。现代物流管理专业

群主动服务国家和区域重要战略，牵头组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

商贸流通职教集团，立足“成渝两地”，跨界融合“政校企行企”

四方资源，打造现代物流管理现代产业学院，蓄积市域产教联合

体建设“活水源”，打造产教联动平台；依托产业学院，与龙头

企业共建校内外产教融合基地、双基地和产业学院等，创设“校

和厂”两个实境场域，校企双元交互融合；深化产业学院运行机

制，构建“四维驱动”策略，推进和创新产教融合、校企合作、

工学结合模式，有效破解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区域跨界联动性不足、

校企双元融合度不深、育人实效性不高等问题，校企合作水平和

育人实效不断提升。

二、主要创新与举措

（一）打造产教联动平台，形成“两翼并进”格局，促进区

域产教协同

一是主动服务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国家战略。发起成立成渝

地区双城经济圈商贸流通职教集团，立足“成渝两地”，创新“两

地三方”联席会议制度，汇集 151 余家“政校行企”资源，打造

区域产教联动平台，申报立项重庆市现代物流管理产业学院，蓄

积市域产教联合体建设“活水源”，促进资源集成和共享，加强

成渝地区和政校企行产教联动。

二是融入西部陆海新通道等国家战略。在全国物流行指委等

单位指导下，依托产业学院，联合西永海关、重庆市国际物流枢

纽园区、中新跨境电商产业园等国家级产业园区，顺丰速运、长

安民生物流等 500 强龙头企业、成渝两地中高本院校，构建“政

行企校”四方合作机制，打造西部陆海新通道国际物流产教联合

体和财税数字化服务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构建开放共享型跨界

融合产教联动平台，形成“两翼并进”格局，推动区域产教资源

在专业建设、人才培养、园区服务、乡村振兴、职工培训等方面

实体化运行，为成渝地区商贸流通领域职业教育探索“一体两翼

五重点”提供生动实践样态。

（二）打造产教融合实践中心、校厂双交互融合，构建校企

交互格局

一是依托现代物流产业学院，坚持一专一名企、一企一基地、

一群一学院等“三个一”原则，与顺丰速运、永辉超市、航天信息、

飞玛智能等行业龙头企业合作，引企入校、移校入企、校企一体，

引进行企投入资金设备，共建“校中厂”“厂中校”交互格局。

二是产业学院牵头企业顺丰投入资金申报 540 余万元，共建

智慧物流生产性全流程产教融合实训基地、职业教育“双基地”、

职工培训基地、产学研基地、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和顺丰速运产

业学院等。打造集实践教学、社会培训、真实生产和技术服务“四

位一体”的开放型区域产教融合实践中心。开发商贸流通领域校

企合作典型生产实践项目，全面推广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模式，

实现校厂双交互融合，实岗育人，推动专业群以教促产、以产助教、

产教融合、产学合作水平再上新台阶。

（三）实施“四维驱动”策略，提升校企合作系统性实效性

一是标准驱动。引进顺丰等龙头企业营运站点经理、运维工

程师等关键岗位标准，融合商贸流通领域出现的新业态、新技术、

新模式、新职业，校企共同研制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合作开发模

块化课程，优化重构专业群课程体系，提升人才培养的适应性。

二是大师驱动。实施“大师名匠领航工程”，组建全国劳模（大

师）工作室，聘请杨李等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李欢等

全国技术能手、全国金牌店长等大师名匠、企业高管担任产业导师、

德育导师和兼职教授，6 名教师入选重庆市校企合作“双千双师”

互聘交流培养计划，提升教学团队双师水平，共同开展项目建设、

资源打造、三教改革、团队建设，领航校企合作，育人取得实效。

三是认证驱动。依托典型企业岗位标准，校企共同研制物流

领域物流服务师、供应链管理师、国际货运师等技能等级标准、

新职业标准和职业认证标准。与企业共建职工培训基地、高技能

人才培训基地，合作开发国家职业技能培训规划教材和资源，面

向企业职工、行业从业人员等开展岗位培训、继续教育，共同开

展物流服务师、连锁经营管理师等高技能人才认证和鉴定，支撑

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培养和培训，服务行业企业技术改造、工艺

改进、产品升级，为行业高质量发展提供稳定的人力资源支撑。

四是文化驱动。依托校企合作项目，共建党建德育基地、劳

模讲堂等，打造校企文化融合载体，融入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和

工匠精神，将企业的管理理念、企业精神、行为准则等融入校园、

植入专业、走入课堂，实现产教深度融合、校企紧密合作，提升

学校校企协同合作育人水平。

三、实 践探索成果成效

（一）产教融合平台效应彰显

以现代物流产业学院为基础，组建的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商

贸流通职教集团入选重庆市第三批示范性职教集团，牵头组建西

部陆海新通道国际物流产教联合体获首批教育部参评推荐；数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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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科产教融合基地获批全国工商联产教融合示范基地；发起成立

全国财税数字化服务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当选 6 个全国商贸流

通领域产教融合共同体副理事长单位。

依托产业学院，共建现代物流国家级应用技术推广中心，建

成重庆市职业教育“双基地”、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获批重庆

市现代物流产业学院、示范性职工培训基地、绿色物流重点实验室、

全国物流产学研基地，专业群产教融合、科教融汇等内涵建设水

平显著提升，服务国家战略和重庆市国际物流高质量发展成效显

著，平台效应彰显。

（二）校企协同育人成效显著

校企共建智慧物流全流程生产性实训基地、智慧零售生产性

产教融合“双基地”、利耀国际物流“双基地”、重庆市邮政行

业人才培养基地、重庆市示范性职工培训基地等双元育人基地 5

个，研制学徒制人才方案和标准制度 5 套，开发教材讲义 18 本，

组建特色学徒制班 19 个，校企双元育人 1005 余名，获批市级现

代学徒制试点项目和市级现场工程师项目，在校生、毕业生、用

人单位平均满意度 99.32%，毕业生在就业、创业、服务基层、服

务乡村等领域典型涌现，获国家级省部级奖励、荣誉 15 项，育人

成效显著。

四、特色创新与经验

（一）机制创新，四方联动，为物流职教领域探索“一体两

翼五重点”提供生动实践样态

“一体两翼五重点”是深化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的主

线，学校以“双高”建设为契机，创新“政行企校”四方合作与

联动机制，扎根园区、携手名企、联手本科、整合资源，打造国

际物流产教联合体和产教融合共同体，在产业学院建设、重点实

验室建设、应用技术推广、职工培训、学徒制培养等方面积极探

索并取得系列成果，促进资源共享、产教联动、共育人才，为现

代物流职业教育领域深化产教融合、职普融通、科技融汇提供生

动实践样态。

（二）模式创新，双元交互，为物流职教领域构建“双向奔赴”

校企共生合作模式提供实践样板

依托产业学院平台，与顺丰等龙头企业合作，引入 AI+ 技术，

建成商贸物流人才大数据中心，汇集 20 万条人才需求数据，绘制

产教对接谱系图，构建岗位群能力图谱，洞察行企需求和精准育

人目标，校企共绘岗位群能力图谱；采取引企入校等形式，打造

“校中厂”“厂中校”，校厂交互，创设真实情境、真实岗位、

真实项目于一体的“三真实双交互”育人场域，共建集实践教学、

社会培训、真实生产和技术服务“四位一体”的开放型区域产教

融合实践中心，开发商贸流通全链路典型生产实践项目，实岗育

人；全面推广“六维一体”学徒制育人机制，创新 3 天在岗学习、

2 天在校学习的“3+2”工学交替实岗育人模式，实现岗位成才，

提升育人精准度和适应性。

（三）服务发展，在支撑国家战略、区域支柱产业中贡献新

作为

依托产业学院，主动服务西部陆海新通道国家战略，与国际

物流枢纽园区牵头成立市域产教联合体，与重庆交通大学、长安

物流共建重庆市绿色物流重点实验室，服务产教融合、科教融汇

和重庆市新能源汽车等“33618”现代制造业体系建设。形成《重

庆自贸试验区金融开放对接 RCEP 等国际经贸规则的对策研究》

等技术成果 16 项，示范引领西部国际物流高质量发展。服务成渝

地区双城经济圈现代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牵头成立成渝地区双城

经济圈商贸流通职教集团和产教融合共同体，集聚 151 家“政行

企校”资源，为企业开展技术服务 8 项、横向课题 77 项，培训新

职业、高技能人才 3079 人次，服务川渝两地商贸物流中小企业提

质增效。

五、推广应用与展望

一是依托平台，在区域和全国推广示范。依托我校牵头组建

的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商贸流通职教集团、西部陆海新通道国际

物流产教联合体在成渝地区和西部陆海新通道“13+2”沿线省份

形成推广；依托全国物流行指委及其专委会平台和全国物流与供

应链等 6 个产教融合共同体，利用网站、会议、论坛等形式形成

推广；二是“教随产出”，输出校企合作的中国标准，服务国际

产能合作。将校企合作、产教融合、工学结合等经验制度形成标准，

依托我校牵头组建的“一带一路”职业教育发展人文交流研究院、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澜湄区域职业教育合作联盟、“熊猫学院”

等国际交流与合作平台，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输出校企合作

的重庆范式和中国方案，实现“职教出海”，促进国际产能合作，

形成海外推广示范，打造现代物流国际职教品牌。

在推广中一要注意合作伙伴的选择，特别是校企合作伙伴，

要选择既有品牌知名度、又有产教融合属性的企业，特别选择具

有教育情怀的企业；二是引企入校，共建生产性实训基地中，要

明确权利义务，更要做到产权清晰，要让利企业，做到合作利益

和公益的平衡；四是要以学生为本，要设计让人人成才、个个出

彩的育人机制和目标，改革要让学生有获得感，增强就业能力、

特别是可持续发展能力培养，要打造大国工匠等“学生名片”，

营造技能成才氛围，提升职教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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