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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教融合背景下民办高校智慧物流课程群实践

教学体系建设研究
李　健

西南交通大学希望学院　四川成都　610000

摘　要：本研究针对民办高校智慧物流人才供需矛盾，构建以“基础 - 专业 - 创新 - 发展”四维能力为核心的岗位能力矩

阵。基于京东、顺丰等企业产教融合实践，建立校企资源协同的“双螺旋”机制，形成模块化课程群与虚实融合教学场景（如

数字孪生仿真、路径优化实训）。以西南交通大学希望学院为例，重构递进式课程体系，搭建校企双导师动态评价系统。

未来需完善数据共享机制与双师型教师激励机制，依托“学分银行”整合资源，形成可复制的智慧物流人才培养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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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数字经济加速演进的背景下，物流产业正经历

以人工智能、物联网和大数据为核心的深度变革。据行业数

据显示，2023 年中国智慧物流市场规模达 7903 亿元，同比

增长 12.98%，预计 2024 年将突破 8500 亿元，其中智能仓储、

无人配送、物流软件等细分领域增速显著，如智能仓储市场

规模 CAGR 达 14.8%，无人配送技术驱动的末端自动化市场

2025 年或达 170 亿元。AI 调度算法、数字孪生仓储、区块

链溯源等技术已全面渗透供应链全场景，但产业升级与人才

供给的结构性矛盾日益凸显：全国物流人才缺口达 500 万，

高端管理及技术岗位缺口年增 15%，89.35% 的企业亟需具

备算法优化、智能设备运维等跨领域技能的复合型人才，而

当前仅 35% 的从业者符合要求。民办高校作为应用型人才

培养主体，既面临传统课程与智能物流产业脱节的挑战，又

迎来国家产教融合试点城市扩容至 21 个的政策机遇，亟待

通过教育模式创新破解“供需错配”难题。

民办高校面临产教融合双重挑战：传统课程与智能物流

脱节，实训设备迭代滞后导致学生难以掌握数字孪生仿真、

AGV 动态调度等核心技能。虽借德国双元制、MOOC+SPOC

模式推进改革，仍存在课程模块碎片化（如智能仓储规划与

区块链供应链课程缺乏整合）、虚拟实训场景不足等痛点。

1. 智慧物流人才需求特征分析

1.1 岗位能力矩阵构建

1.1.1 技术维度

智慧物流技术能力以新兴技术应用为核心，涵盖物联

网、大数据分析、云计算等基础技能，掌握区块链供应链追

溯与 AI 路径优化能力。典型场景包括：基于 RFID 和 AGV

的智能仓储运维，依托分布式数据库与 API 的物流平台开发，

以及 5G 实时传输、数字孪生等前沿技术应用。高阶能力要

求跨系统整合，如 ERP 与物流设备的数据互通，实现全链

路自动化决策。

1.1.2 管理维度

管理能力聚焦资源协同与流程优化，需掌握供应链全周

期管理（含需求预测、库存调控及多式联运调度），并具备

智能设备运维能力，例如运用物联网传感器监控运输环境，

或通过 TMS 系统优化配送路线。风险管控涵盖实时数据预

警机制与突发事件应急响应预案。高阶管理需具备数字化转

型战略规划能力，如物流节点智能化改造的投入产出分析及

组织架构适配性重构。

1.1.3 创新维度

创新能力体现在技术融合与模式突破两个层面。技术

层面要求人才能够将边缘计算、AR 导航等新兴技术嵌入传

统物流环节，例如菜鸟网络的 AR 智慧物流系统通过视觉识

别提升分拣效率。模式创新则涉及商业生态重构，如基于共

享经济理念的云仓储资源池建设，或通过区块链实现供应链

金融信用穿透。此外，创新维度需关注行业痛点的解决方案

设计能力，例如针对农村物流“最后一公里”问题，开发无

人机配送与社区驿站联动的末端服务网络。创新能力的培养

需结合行业趋势预判，如低碳物流技术研发或跨境供应链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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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提升。

1.2 典型企业调研发现

1.2.1 京东：技术与教育协同创新

京东构建覆盖全链条的智慧物流体系，自主研发 WMS/

WCS 系统实现仓储全流程自动化，应用无人机、无人车及

磁悬浮技术提升末端效率。产教融合中，联合高校建立智能

供应链产业学院，引入企业级设备和真实场景（如“亚洲一

号”实训基地），通过“订单班”和“双 11”顶岗实习，

让学生参与智能分拣、路径优化等核心业务，打通产学壁垒。

1.2.2 顺丰：技术反哺教育生态

顺丰依托物联网与数字孪生技术，构建动态感知体系，

“慧眼神瞳”系统实现全网标准化管理，数字孪生技术优化

物流策略。联合高校打造物流中转场数字孪生基地，学生

通过虚实结合实训掌握智能调度能力；与浙大合办“创 π-

智慧物流大赛”，以真实需求驱动学生解决技术难题，推动

教育向实战转型。

1.2.3 菜鸟：数据驱动产教融合

菜鸟基于大数据与云计算构建物流数据平台，电子面

单和四级地址库实现 90% 以上预测准确率。以“智慧校园

驿站”为载体，将包裹管理、路径优化等业务融入实训，并

推出“鸿鹄班”现代学徒制，校企联合开发课程，通过“师

资互聘 + 创业孵化”形成“教学 - 实践 - 创新”闭环，培

养数字化运营能力。

2. 实践教学体系构建模型

2.1 “双螺旋”协同机制设计

“双螺旋”协同机制以校企资源互补为核心，通过产

业链与教育链的深度耦合，构建动态平衡的育人生态。企业

侧以真实项目库建设为抓手，引入脱敏处理的商业数据与行

业案例，如提供的仓储调度数据，使学生直面产业痛点。项

目库需建立动态更新机制，结合企业技术升级需求，确保教

学素材的时效性与实战价值。学校侧则聚焦模块化课程集群

开发，打破学科壁垒，围绕智慧物流技术链重组课程模块，

如将物联网、运筹学、机器人技术等整合为“智能仓储优化”

课程包，形成“基础 - 应用 - 创新”的递进式课程体系。

双螺旋机制通过校企共建实验室、师资互聘等路径，实现生

产要素与教学资源的双向流动，推动人才培养与产业需求精

准对接。

2.2 四维能力培养框架

通过分层递进的能力塑造，着力解决传统物流教育“重

理论轻实践”的教学痛点。基础技能层侧重 WMS/TMS 系统

操作训练，依托虚拟仿真平台强化学生对仓储与运输管理流

程的标准化认知。专业应用层以运筹优化建模为核心，引入

智能算法解决路径规划、库存控制等实际问题，培养学生数

据驱动决策能力。创新实践层通过物流相关赛事驱动技术攻

关，如竞赛要求参赛团队完成货物分拣、动态路径规划等任

务，激发学生的跨学科创新思维。职业发展层以 1+X（“1”

代表学历证书“X”为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证书融通为纽带，

将“物流大数据分析”“智能设备运维”等 X 证书标准嵌

入课程，实现学历教育与职业资格认证的有机衔接。四维框

架通过能力分层与产教协同，构建复合型人才培养闭环。

2.3 虚实融合教学场景

通过技术赋能破解实训资源受限难题。数字孪生仓储

实验室遵循 GB/T 43441.1-2023《信息技术 数字孪生》标准，

构建高保真虚拟仓库模型，支持库存仿真、设备故障诊断等

教学场景，使学生通过孪生系统预演真实作业流程。AR/VR

技术在运输路径教学中实现沉浸式学习，如 UPS 采用 VR 模

拟复杂路况训练驾驶员应急响应能力，学生可自主调整参数

观察路径优化效果。企业直播课堂采用双向互动技术方案，

通过实时问答、案例研讨等设计，使企业专家远程指导项目

实训，学生参与度明显提升。虚实融合场景通过“模拟 - 验证 -

实战”的教学闭环，显著提升学生的技术应用与问题解决能力。

3. 实践改革案例：以西南交通大学希望学院物流工程

专业为例

3.1 课程群重构路径

基于数字化、智能化背景，西南交通大学希望学院物

流工程专业以产业需求为导向，构建了“基础 - 新增 - 融合”

三位一体的课程群体系。传统课程升级方面，将《物流概论》

升级为《智慧物流导论》，引入智能仓储、无人配送等前沿

技术模块，强化学生对物流 4.0 技术框架的认知。新增课程

层面，开设《区块链供应链》课程，依托 LIC 区块链物流实

训平台，模拟供应链数据上链与智能合约应用场景，同时新

增《绿色物流》课程，结合碳足迹核算与逆向物流设计，呼

应“双碳”战略目标。跨学科融合以“物流 + 大数据分析”

为突破口，在《物流系统仿真》等课程中嵌入 Python 数据处理、

SPSS 统计分析工具应用，依托智慧物流实验平台开展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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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测、路径优化等综合实训，实现工程思维、物流场景与数

据分析技术的深度耦合。课程群重构突破了传统学科壁垒，

形成了“技术认知 - 系统设计 - 产业应用”的递进式能力

培养路径。

3.2 典型实践项目设计

专业实践教学以产教融合为核心，设计三大典型实训

项目。智能仓仿真实训依托数字孪生仓储技术，构建物流展

示平台，学生可通过自主设计完成仓储设备布局规划，并采

用仿真模拟技术分析设备运行状态与动线效率，实训内容覆

盖 AGV 路径优化与自动化分拣系统调试。城市共同配送路

径优化实训则引入多车型、多中心选址 - 路径模型，要求

学生运用运筹学理论解决带软时间窗的配送任务，重点训练

其对交通拥堵成本与碳排放约束的平衡能力。物流沙盘模拟

实训基于 Flexsim 软件构建动态仿真系统，设置供应链中断、

需求波动等突发情境，通过角色扮演完成从战略规划到运营

执行的决策链训练。

3.3 质量评价体系创新

学院建立了“四维一体”的评价机制。过程性评价采

用五星（目标 / 准备 / 示范 / 训练 / 评价）教学法，其中校

内指导老师评分占 70%，在学生的实践学习中设置实践准

备（30%）、过程执行（40%）、成果答辩（30%）的阶梯

式考核，嵌入 37 项能力指标雷达图分析。企业导师评分权

重达 30%，邀请京东物流等合作企业制定符合行业标准的

评价指标，从设备操作规范性（40%）、问题解决效率（30%）、

团队协作能力（30%）三个维度实施量化评估。学校通过年

度学习成效跟踪调查，以此获得包含岗位晋升速度、技术认

证获取、项目主导数量等 12 个毕业生职业发展重要参数，

动态反馈至课程调整。实践效果评价采用 360 度评估法，企

业从技术适配性（40%）、创新贡献度（30%）、职业素养

（30%）进行反馈，检验教学设计与企业需求的匹配度。

4. 实施成效与改进方向

4.1 阶段性成果

西南交通大学希望学院在智慧物流实践教学体系建设

中，通过“以赛促学”模式显著提升了学生的创新能力和工

程实践水平。近三年，学生团队在全国大学生物流设计大赛、

供应链优化大赛等国家级赛事中累计获得奖项 12 项，此类

竞赛不仅强化了学生对智能仓储规划、运输路径优化等核心

技能的掌握，更通过企业级案例的实战演练，促进了产教知

识融合。通过“订单班”“顶岗实习”等校企协同机制，显

著提升了企业用人满意度。依托产教融合平台，推动教师科

研与产业需求深度对接。不仅提升了教学案例的前沿性，更

通过技术分红机制反哺实验室建设，形成“科研—教学—产

业”良性循环。

4.2 现存挑战与对策

针对校企合作中的核心难题，需系统构建安全、高效、

可持续的产教融合机制。在校企数据共享方面，应建立分级

分类管理制度，运用动态脱敏与区块链技术平衡数据安全与

教学实效，化解信息泄露与产权界定风险。对于双师型教师

发展，可借鉴德国“双轨制”模式，通过企业导师库建设与

“学术 + 企业”双导师制，重构教师考核体系，将企业实

践学时纳入职称评定标准，缓解教学与实践矛盾。智慧物流

实训可通过数字孪生技术构建 3D 仿真平台，结合云端资源

共享联盟，降低硬件投入，依托教育部“学分银行”试点政

策，构建跨校实训学分互认体系。例如，与兄弟院校共建“智

慧物流实训联盟”，制定《虚拟仿真实验学分转换细则》，

实现 AGV 调度、路径优化等实训模块的学分跨校累积，破

解民办高校设备投入不足困局。政策层面需完善校企合作法

规，设立专项基金支持技术研发，同时建设符合国际标准的

数据安全监测体系，形成“制度保障 - 资源优化 - 技术支撑”

三位一体的解决方案。

5. 结论

本研究针对民办高校智慧物流人才培养的产教融合困

境，构建了以“基础 - 专业 - 创新 - 发展”四维能力为核

心的课程群实践教学体系。基于京东、顺丰等企业的产教融

合经验，提出“双螺旋”协同机制，通过校企共建真实项目

库与模块化课程群，实现资源互通与精准对接。应用数字孪

生仿真平台与虚实融合教学场景提升实训效率，提高企业用

人满意度。未来需完善数据分级共享机制，强化双师型教师

实践激励，依托“学分银行”推动跨校资源协同，构建“政

策 - 技术 - 生态”协同发展路径，为民办高校智慧物流教

育提供可复制的实践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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