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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江西省现代物流大赛为契机，建立高职院校物流人才质量评价指标体系，并在此基础上运用层次分

析法对高职物流人才进行评价。研究思路：经过查阅大量的文献资料以及招聛网络企业对物流人才的需求，确定初

始的高职物流人才评价指标体系，在此基础上，以江西省物流大赛为契机，通过对大赛参与的企业家以及权威物流

专家的问卷及访谈确定最终的物流人才评价指标体系。最后运用层次分析法，借助参与江西省物流大赛的企业家和

权威学术专家调查问卷结果，对高职物流人才质量进行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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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绪论 

进人 21世纪以来，我国物流行业得到快速发展，尤其是物流业务量以爆炸式的速度增长着。这对我国物流人才的供给提出

了巨大的挑战，然而由于我国物流行业起步也比较晚，物流教育起步也比较晚，虽然近年来各个高职院校培养的物流毕业学生

较多，但还是难以满足物流企业对物流人才的需求，高职院校培养的物流人才质量难以满足物流企业的需求。基于此本研究以

江西省现代物流大赛为契机，建立高职院校物流人才质量评价指标体系，并在此基础上运用层次分析法对高职物流人才进行评

价。更好的从物流企业家，从物流权威学术专家的两者结合的角度提出对高职物流人才的需求，给高职院校如何培养高质量的

物流人才具有一定的理论指导意义。 

2 构建高职物流人才评价指标体系 

2.1构建高职物流人才初始评价指标体系 

在构建初始高职院校物流人才评价指标体系时，本研究的构建思路来源两个方面，第一，通过查阅相关的文献资料，在前

面学者的相关研究成果基础上，结合高职院校物流人才具体情况进行适当的调整;第二，通过各大求职网站发布的招聘信息进行

收集，由于本研究是针对高职物流人才的评价指标体系，所以有针对性的结合了求职网站发布的对大专学历的物流人才的需求

特点来确定相关的评价指标体系。在此思路的基础上，对所收集的资料进行整理，得到的初始高职物流人才评价指标体系如表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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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高职物流人才初始评价指标体系 

物流企业所需髙职物流人才 

知识能力 工作能力 德育能力 

法律 
信息 

管理 

物流 

管理 

组织 

领导 

计划 

决策 

沟通 

协调 

诚信 

精神 

奉献 

精神 

吃苦 

精神 

2.2构建高职物流人才评价指标体系 

在确定的初始评价指标体系的基础上，以江西省现代物流大赛为契机，对参与到江西省现代物流大赛的企业代表的物流企

业家，以及参与大赛的物流权威学术专家进行访谈。从专家学者及物流企业的角度对初始高职物流人才评价指标体系进行调整，

得到最终的高职物流人才评价指标体系如表 2所示。 

表 2高职物流人才评价指标体系 

物流企业所需高职物流人才 

知识能力 工作能力 德育能力 

物流 

基础 

现代 

技术 

法律 

法规 

主动 

性 
执行 

沟通 

协调 

吃苦 

耐劳 

服务 

意识 

团结 

协作 

3 基于层次分析法高职物流人才质量评价研究 

3.1层次分析法 

对于人才评价的科学方法有很多种，考虑到各种评价方法的特点以及结合江西省物流大赛的特点，本研究选择了层次分析

法对上诉所建立的高职物流人才评价指标体系进行评价，层次分析法运用的具体步骤有:第一，建立层次分析法的评价指标体系，

本研究通过查阅文献资料确定初始评价指标体系，再与参与大赛的物流企业家和权威学者进行访谈确定最终的评价指标体系，

如表 2 所示。第二，确定评价指标体系的各个指标的权重，本研究运用调查问卷的方法，将设计好的调查问卷发放到参与物流

大赛的物流企业家、物流权威专家以及参赛各个院校的物流教师代表，通过被调查对象给出的评价指标体系中同一层级的指标

进行两两比较，得出的判断矩阵，再根据判断矩阵计算出层次分析法中指标体系中各个指标的权重。在计算权重时，为了得出

的结果尽可能科学，本研究对 15份有效的调查问卷的结果进行处理，采取的方法是先根据每位被调查者给出的结果算出指标体

系中各个指标的权重，然后对 15个结果求平均数作为研究的本研究的结果。第三，高职物流人才质量评价研究，在得出高职物

流人才评价指标各个指标权重后，以江西省现代物流大赛为契机，对参赛的高职院校的物流学生进行评价，具体的评价的过程

同样借助物流企业家和物流权威专家对各个高职院校的物流学生的各个指标进行打分，通过这样的方法可以了解到哪个高职院

校的物流人才培养质量是比较高的，哪些高职院校培养的物流人才存在不足，以及具体的不足之处，从而为提高高职院校物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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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质量提供一定的借鉴意义。 

3.2高职物流人才质量评价研究 

本研究在对高职物流人才质量进行评价时，运用层次分析法进行评价，在确定评价指标体系时主要是通过对物流企业人员、

物流权威专家、物流教师代表进行问卷调查，问卷在设计的内容主要是让被调查问卷者对高职物流人才评价指标体系进行两两

比较，采用九级量克表法给出每一位调查者的判断矩阵，在根据各个被调查者给出的判断矩阵的结果。由于本研究篇幅有限，

在此以其中一份调查问卷的结果的其中一部分为例进行计算，其具体的求解过程如下所示。 

运用九级量克表法对准则层指标进行两两比较的结果如表 3所示。 

表 3九级量克表法对准则层指标进行两两比较 

物流企业所需高职物流人才 知识能力 工作能力 德育能力 

知识能力 1 1/5 1/3 

工作能力 5 1 3 

德育能力 3 1/3 1 

根据表 3 的判断矩阵，可以求出准则层的特征向量  =(0.103,0.606,0.291)T即准则层知识能力、工作能力、德育能力三个

指标对于目标层的相对权重为 0.103,0.606,0.291。 

对调查问卷的结果进行一次性检验，由于准则层由三个指标组成，所以检验是 RI的取值为 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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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此调查问卷给出的判断矩阵的一次性检验是满足的。同理，分别求出高职物流人才评价指标体系的各指标的权重，最

后再求平均值作为本研究的高职物流人才质量评价指标体系各个指标权重的结果，如表 4所示。 

表 4高职物流人才评价指标体系权重 

物流企业所需髙职物流人才 

0.213 0.453 0.334 

0.138 0.554 0.308 0.406 0.418 0.176 0.286 0.403 0.311 

在得到表 4的各个指标权重后，再用子准则层指标的权重乘以准则层的权重，得到子准则层对于目标层的权重如表 5所示；

由于本研究篇幅有限，所以只以其中三个学生为例进行评价，具体的评价方法是，物流企业家和物流权威专家对高职物流人员

P1、P2、P3 三高职物流人才的各个子准则层指标给出得分，运用指标得分乘以指标权重，在进行累加，就可以得出高职物流人

员的综合得分，从而完成了对高职物流人才进行评价，具体见表 5。 

表 5高职物流人才质量评价 

评价 

指标 

物流 

基础 

现代 

技术 

法律 

法规 

主动 

性 
执行 

沟通 

协调 

吃苦 

耐劳 

服务 

意识 

团结 

协作 
合计 

权重 0.029 0.118 0.066 0.184 0.189 0.080 0.096 0.135 0.103 1 

P1 88.7 89.6 90.6 90.4 80.8 92.3 85.4 86.3 89.1 87.44 

P2 92.3 88.9 84.5 93.4 85.6 86.7 88.1 84.6 90.2 88.21 

P3 87.6 93.6 93.2 86.8 88.2 84.3 90.2 91.3 85.2 88.88 

表中结果显示:高职物流人才 P1、P2、P3 三位人员的得分分别为：87.44、88.21、88.88,即三位高职物流人才的质量是 P3

优于 P2优于 P1。 

同理可以用同样的方法对高职院校培养的高职物流人才进行评价，从而可以发现高职物流人才培养存在的不足之处，在哪

些指标得分是比较低的，从而有针对性的加强这方面能力的培养，提高高职物流人才培养质量。 

4 总结 

本研究以江西省现代物流大赛为契机，借助江西现代物流大赛参与的物流企业家、物流权威专业、物流教师对高职物流人

才进行评价。在评价的具体过程中主要分两个部分:一是建立高职院校物流人才评价指标体系，在建立物流人才评价指标体系时

主要是通过查阅大量的参考文献确定了初级评价指标体系，再通过与物流企业家及物流权威专家进行访谈确定最终的评价指标

体系;二是基于层次分析法对高职物流人才进行评价，以调查问卷的形式确定高职物流人才评价指标体系各个指标的权重，在结

合参赛学生的实际情况进行评价。通过对高职物流人才进行评价，可以发现高职物流人才存在的问题，从而为提升高职物流人

才质量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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