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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的
物流管理专业群建设探索

—以武汉交通职业学院为例

代湘荣，石 畅
（武汉交通职业学院，湖北 武汉 430000）

[摘 要]分析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对物流人才的需求规格，结合学校办学实力，对接物流产业链需求，以服务
区域经济为出发点，提出以物流管理专业为核心组建的物流管理专业群建设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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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truction of Logistics Management Specialty Group Based on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Development
Strategy: Taking Wuhan Technical College of Communications as Example

Dai Xiangrong, Shi Chang

(Wuhan Technical College of Communication, Wuhan 430000, China)

Abstract: In this paper, we analyzed the specification of the demand for logistics talents according to the development strategy of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and then in light of the strength and resources of Wuhan Technical College of Communication, and for the

purpose to meet the demand of the logistics industry chain and serve regional economy, put forward the logistics management specialty group

framework with the logistics management specialty as the c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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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的实施为长江流域物流业

注入了极大活力，更为地处长江经济带中游，链接东

西的湖北省物流产业发展造就了新要求、新机遇、新

挑战的“三新”形势，为高职院校物流管理专业升级

布局提供了契机。

武汉交通职业学院物流管理专业是湖北省省级

品牌专业，拥有国家级教学团队。顺应长江经济带

发展战略造就的物流发展机遇，致力于专业内涵建

设提升，利用“承西启东”地理优势，将物流管理专业

人才培养定位为“立足湖北省，面向长江经济带，辐

射全国”，主动对接企业以服务区域物流产业链发展

为出发点，培养高质量物流人才，积极开启物流管理

专业群建设探索。

2 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对物流人才的客
观需求
2.1 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对物流业的要求

培育世界级产业集群是长江经济带战略的一个

重点，而产业集群区必定是物流集聚区，必然对区域

物流业发展提出特定要求。正如国家发改委综合运

输研究所所长王鸣指出：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对物

流业的要求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增强干线的

航运能力，改善支流的通航条件，并在此基础上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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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口功能，进而围绕港口完善运输体系。第二，在建

设安全便捷、绿色低碳的综合立体交通走廊，增强对

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支撑的过程中，物流业要发挥

战略性和先导性产业作用。此外，物流专家们同时

也指出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中要求物流业急需先要

解决的问题主要有三个：要强化物流枢纽节点建设；

发展多式联运；统筹打造辐射能力强大的物流服务

系统建设。

围绕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湖北省提出“一芯、

两带、三区”高质量发展战略。明确大力发展现代物

流业：武汉市将初步建成武汉长江中游航运中心、建

成辐射中部地区乃至全国的战略物资集散中心、全

国内陆地区主要的多式联运中心、商贸流通和中转

分拨中心、中部地区物流信息中心等全国重要的现

代物流基地。同时加快智能物流、大数据、云计算等

技术在物流领域等应用，不断提高物流产业现代化

水平。

2.2 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对物流人才要求
高素质的物流人才是现代物流基石，是推动物

流业发展的保障。长江经济带物流始终围绕“长江”

黄金水域，依托长江沿线港口优势，以为区域内丰富

的农林牧渔业和发达的汽车、钢铁、电子、石化、装备

制造等产业服务为出发点。由此基于长江经济带物

流业的高素质物流人才必须契合长江经济带发展战

略要求，匹配长江经济带物流需求，胜任运输管理、

物流调度、仓储配送、冷链管理、国际货运、国际报

关、生产物流等岗位需求。同时顺应现代物流“云物

大智区”即满足云计算、物联网、智能物流、大数据时

代、区块链特征。由此，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要求新

时代物流人才具备扎实的现代物流知识和供应链思

想理念，能够在供应链物流、电商物流、信息技术处

理等诸多方面展示出综合素质高、成长性好特质。

3 基于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的物流专业
群建设
3.1 基于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的物流专业群
建设思路

现代物流行业涵盖管理学、经济学、信息技术等

诸多领域，是一个学科交叉、知识融合、技术集成的

服务性行业。随着新一代信息技术与传统物流产业

链融合创新，客户的物流服务需求质量要求越来越

高，不断催生出物流领域新兴业态，物流行业显示出

的职业跨界性越来越明显，基于长江经济带战略的

物流专业人才要满足物流产业集群发展对技术技能

人才素质和能力提出的新要求。

遵从“立足湖北省，面向长江经济带，辐射全国”

物流人才培养目标。武汉交通职业学院物流专业群

建设的总体思路是：从“三个实际”出发，落实“三个

确保”。即：一是从行业对物流服务人才需求具有层

次性和差异性的实际情况出发，确定培养目标，确保

学生在就业层面上都能有明确的职业定位；二是从

物流职业岗位群对物流人才作业能力的实际要求出

发，确定培养规格，确保学生在职业层面上具备相应

的职业素质；三是从学校自身的优势条件、专业特长

的实际状况出发，确定培养特色，确保学生在竞争层

面上具有独特的优势，从而为社会塑造、提供具有

“整体人才”概念的新时代物流职业人才，是适应性

强的物流人，是具备发展潜质的物流人。

3.2 基于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的物流专业群
建设内涵

以物流管理专业为龙头建设“物流管理”专业

群，直接促进资源整合集聚，不仅使办学资源效益更

大化，更使得物流人才厚基础、宽平台、更具成长

性。其内涵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1）职业性塑造。职业性是职业人才培养的核

心。围绕长江经济带区域发展的物流需求，发挥物

流管理专业群中相关专业协同育人作用机制，充分

利用专业群内各个跨专业的优势：共同发力新时期

高级应用型物流人才职业性培养，不仅涵盖物流行

业作业环节操作技能和基层作业管理能力，更应具

备满足现代物流所期待的通用职业能力和专业职业

能力。

（2）复合型人才能力打造。复合型人才是指多

功能人才。复合型人才包括知识复合、能力复合、思

维复合等多方面。基于“云物大智区”背景下的长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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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带物流人才，必须掌握现代

物流管理理论、信息系统的手段、

方法，熟悉物流相关法律法规，还

具备牢固的服务理念和物流管

理、规划、设计等较强实务运作能

力。同时还善于发挥其具备的沟

通谈判能力，协调配合关联部门，

妥善处理物流业务，保障物流运

营系统的科学性、合理性。

（3）发展性人格培养。物流

管理专业群规划的物流人才的职业通道是“学生--

职业人--发展人”，由此要为学生赋能，着眼于发展

性人格培养，使之成为可持续发展人才。在常规的

“社会能力、方法能力、专业能力”职业培养过程中，

引导学生关注物流行业发展趋势，善于累积物流行

业相关知识和技能，不断拓展知识领域开阔眼界，养

成发展性人格，真正做到与时俱进。

3.3 基于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的物流专业群

框架构建

物流专业群的框架构建对应于人才培养目标物

流产业链需求。武汉交通职业学院以现代服务业为

依托，凸显长江黄金航运特点，将物流专业群定格为

“港口物流专业群”。首先确定物流管理专业为龙头

专业，将港口与航运管理、报关与国际货运纳入专业

群，形成“一体两翼”主导格局，其次依据长江经济带

物流业精细化、专业化、综合化发展方向，将物流管

理专业相邻专业如冷链物流、快递运营管理纳入专

业群。最后，对接区域产业链要求，进行专业群拓

展，将对物流影响因素大、涉及岗位贯通的，匹配学

校办学条件的相关专业融入物流专业群，具体如电

子商务、市场营销、商务英语等专业。至此，构成了

围绕物流管理这核心专业，突出长江航运特色而带

动相关专业共同集的“港口物流专业群”。专业群可

以较为完整地实现整个物流供应链中：订单管理、采

购管理、生产管理、储配管理、运输调度、货运代理到

最终的物流客户服务功能。港口物流专业群结构如

图1所示。

当然，一个专业群的协同运作还依赖于专业群

内课程体系的构建。港口物流专业群的课程体系是

突出实训教学环节，围绕物流业典型环节，构建以核

心职业能力培养为主线，“基础通用、模块组合、各具

特色”工学结合的专业群课程体系，如图2所示。

通过各专业融同和整合、优化。将港口物流专

业群课程体系梳理成由素质养成课、公共基础课、专

业共享课专业方向课、专业拓展课构成。其中，专业

方向课突出专业技能培养由专业群中各专业教学团

队承担教学任务。素质养成课、公共基础课、专业共

享课则在专业群内打破界限实现各专业师资力量协

同教学，课程体系中专业拓展课也有专业群共同设

计开发，以利于最大限度地利用资源。同时从职业

技能培养角度出发，专业群课程体系突出实训教学

环节，设定实践教学环节与理论教学环节为1:1。

4 结束语

专业群的建设是一项较为复杂的系统工程，基

于长江经济带的港口物流专业群建设仍然在实践探

索中，专业的建设服务于区域经济，根植于行业需

求，符合社会发展方向，能集合各关联专业优势人才

共育必能获得优质职业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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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156页）打破传统单一知识点的考核方式。

削弱客观题，强化主观题，涉及更多的综合知识的应

用，真正做到基于OBE模式的港口物流管理专业的

人才培养目标一致；其次，改革考试成绩的评定方

式，平时成绩的构成更加科学合理。基于OBE模式

下的《国际贸易实务》课程对考试成绩的评定方式做

了一些调整，增大平时成绩到60%，并且平时成绩包

含出勤、平时作业、课堂提问、社会热点话题讨论以

及分小组模拟合同谈判，逐步推进“过程化考核模

式”，这样多样化考核方式更科学、合理，更能展示学

生的预期成果。通过对《国际贸易实务》课程的教学

内容、教学方式、考核方式等方面进行改革，以预期

成果输出为目标，让学生有目标的学习，提高用人单

位的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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