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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OBE 的应用技术型商贸物流人才需求调查 

——以武汉商学院物流管理专业为例 

吴兆喆 谢美娥
1
 

(武汉商学院,湖北 武汉 430056) 

【摘 要】：近年来,OBE 教育理念在各高校逐步推行,武汉商学院物流管理专业的特色是培养应用技术型商贸物

流人才,随着“互联网+”和大数据技术的广泛应用,传统的物流管理专业课程体系已不适应社会需求,在此两者的

推动下,本校的物流管理专业人才培养体系亟待优化,因此武汉商学院物流管理专业在湖北地区进行了基于大数据

和 OBE 的应用技术型商贸物流人才需求调查。本文主要分析了 OBE 教育理念下的人才培养体系构建流程,介绍了需

求调查的过程,对数据进行了统计处理,并根据处理后的数据全面分析了总体情况,最后得出结论探讨新的商贸物流

人才培养体系的人才培养目标及该体系的形成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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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OBE 教育理念在各高校逐步推行,这一理念实际上是一种逆向思维的体现,即以所期望达到的学生就业能力这一结果

倒推出人才培养目标,从而进一步倒推出教育流程,即课程设置体系、实践教学体系、教学质量考核评价体系等,最终形成完整的

人才培养模式和人才培养方案。另外,根据 OBE 理念,就业能力又分解成三个方面:“能力导向”“目标导向”“需求导向”,最

终形成基于 OBE的人才培养体系流程图,如图 1所示。基于这一思路,以武汉商学院物流管理专业为例进行研究。 

 

图 1基于 OBE的人才培养体系流程图 

1 调查研究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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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调查问卷设计思路 

首先,我校是应用技术型本科院校,本专业毕业生就业范围则主要集中在存在物流运营的企业,即应考虑企业性质,因此对企

业性质做了几个分类:商贸流通企业、物流企业、生产型企业、餐饮等服务型企业、物流信息技术公司。除了企业性质,也设置

了其他组织机构。 

其次,必须通过调查明确适合商贸物流人才的岗位,从而倒推出合适的课程设置体系,因此在调查问卷中列出了相应的岗位

清单:采购员、仓库管理员、车间主任、销售员、经理助理、运输调度及其他,并将这一题设置为多选题。 

第三,由于“互联网+”和大数据的迅速发展,科技化物流设施设备如自动化仓库、无人机越来越被广泛地使用和普及,新兴

电商物流模式如新零售、全渠道、线上线下融合等也在不断地探索和应用,传统的物流课程体系和实践教学体系已培养不出适应

这些发展的物流人才,那么能适应这些发展的物流人才需要上什么课程?相应的能力需达到什么程度?因此我们通过咨询专家并

结合电子商务专业和本专业的课程体系,选择了与“互联网+”和大数据相关的技术性能力,这些能力有“管理信息系统操

作”“数据分析方法”,并赋予相应的能力要求比如“非常必要、必要、无所谓、不必要”;我们另外还选择了几门与互联网和

大数据相关的课程以便调查对象选择,这几门课程分别为“云计算技术与应用”“物联网技术与应用”“电子商务”,并赋予相

应的认知程度要求比如“了解即可,会应用、掌握及其他”;最后在专业课程则重点突出了供应链知识及认知程度。这部分调查

的结果将对本专业的人才培养目标的确定、课程设置体系和实践教学体系的优化带来有力的支持。 

1.2调查对象的确定 

调查对象一定是具有五年以上工作经验的人群,因为这类人群对毕业生的就业能力已经有深刻地体会和感悟,而且具有这个

经验值的人一般在职位上能达到至少是基层管理人员,甚至是高层管理人员。武汉商学院的人才培养定位是服务地方经济,因此

我们调查的地区范围以湖北为主。最后调查对象确定范围为:年龄为 31-40岁或 40岁以;学历为本科,研究生及以上;目前职位为

基层管理人员、中层管理人员、高层管理人员;地区为湖北。 

1.3调查方式及实施 

本次调查委托“问卷星”发放并收集问卷,共收到 229 份有效问卷,并使用 Excel 数据分析功能对数据进行处理,最后根据

“能力导向”“目标导向”“需求导向”作出数据分析结果。 

2 数据结果分析 

2.1调查对象基本情况分析 

229 份有效问卷中,商贸流通企业占比 25.33%,物流企业占比 13.54%,生产型企业占比 18.34,物流信息技术公司占比 6.55%,

餐饮等服务型企业占比 2.18%,其他组织机构占比 34.46%。 

2.2按照能力导向、目标导向、需求导向对数据进行归类(表 1) 

表 1能力导向、目标导向、需求导向数据归类统计表 

 
目标导 商贸物流人才适合的岗位 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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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 采购员 65.5% 

仓库管理员 60.26% 

车间主任 23.58% 

销售员 41.05% 

经理助理 42.79% 

运输调度 75.55% 

其他 6.11% 

就业能

力 

能力导

向 

技术性能

力 

— 能力程度 

管理信息系统

操作 

非常必要

58.52% 
必要 39.74% 无所谓 1.31% 

不必要

0.44% 

数据分析方法 
非常必要

60.26% 
必要 38.86% 无所谓 0.87% 不必要 0 

  

理论性能

力 

— 认知程度 

供应链知识 
侃侃而谈

41.05% 

大概知道

31.44% 

不必全面,熟知一方面也可

24.89% 
其他 2.62% 

 

需求导

向 

互联网和大数据相关课程 认知程度 

云计算技术与应用 掌握 40.61% 会应用 47.16% 了解即可 11.35% 其他 0.87% 

物联网技术与应用 掌握 50.66% 会应用 43.23% 了解即可 5.24% 其他 0.87% 

电子商务 掌握 51.97% 会应用 39.74% 了解即可 7.42% 其他 0.87% 

 

2.3总体情况分析 

首先,以目标为导向的商贸物流人才适合的就业岗位基本贯穿整个供应链环节,毕业生的就业可能性大,物流管理专业的就

业前景还是很乐观的。因此,本校物流管理专业的目标岗位可以设置为采购员、仓库管理员、车间主任、销售员、经理助理、运

输调度,随之课程设置体系上可保留传统的专业课程如“采购管理”“库存控制与仓储管理”“物流运输管理”“供应链管

理”“国际物流”“配送中心规划与管理”“第三方物流”“物流运作管理”“生产企业物流管理”等。我们还可以进一步在

专业的招聘网站上收集到各个岗位的具体要求,将其转化到各门专业课的教学目标和教学效果上,也可以成为教学质量考核评价

体系的定性指标以及定量指标的参考。 

其次,以能力为导向分为两个方面:一个是技术性能力;另一个是理论性能力。第一个技术性能力中“管理信息系统操作”能

力和“数据分析方法”这两个能力的要求非常突出,“管理信息系统操作”能力要求在“必要和非常必要”达到 98.26%,“数据

分析方法”能力要求在“必要和非常必要”达到 99.12%,几乎百分之百要求掌握。因此课程设置体系上“物流信息管理”“物流

系统分析”“物流成本管理”这三门课在理论课时教学时应强化两项能力,实践教学课时则应选择合适的案例提升这两项能力;

同时,这三门课在教学目标和教学效果的考核量化指标上需要设置较高权重。第二个理论性能力重点突出的是供应链知识,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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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数据可知要求毕业生对供应链知识的系统性和完整性很高,从这里可以看出专业课程的教学目标和教学效果应以系统性认知

为主,考核方式可考虑面试和笔试相结合,面试和笔试权重各占 50%,而且笔试考核中系统性考题分值比例较大。另外,实践教学体

系需要进行优化来强化这一认知,比如各门专业课程的实践教学环节直接使用企业用 ERP 软件系统而不是模拟软件,并且该 ERP

软件的使用应贯穿所有专业课程而不是仅仅只用在供应链管理这一门课上面,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让学生理解透彻供应链管理的

理念,才能做到以上调查中对供应链知识“侃侃而谈”或者即使不全面也能熟知其中一方面的结果。 

最后,以需求为导向的课程设置上与互联网和大数据相关的课程如“云计算技术与应用”“物联网技术与应用”和“电子

商务”需求很高,这三门课程从认知程度上要求“会应用和掌握”分别达到 87.77%、93.89%和 91.71%。因此,物流管理专业的课

程设置体系里面需要增加这三门课程,而且“云计算技术与应用”“物联网技术与应用”应该放在物流管理基础模块,在理论课

时和实践课时的设置上应该是各占 50%的比例,“电子商务”这门课则作为商贸物流人才特色课程放在商贸物流特色课程模块里

面,同样在理论课时和实践课时的设置上应该是各占 50%的比例。 

3 结论 

根据以上分析结果,基于 OBE 的大数据发展背景下应用技术型商贸物流人才培养体系的构建就很清晰了。首先,人才培养目

标可以确定为具备供应链管理、采购管理、运输管理、库存控制与仓储管理、物流信息管理、物流成本管理等较宽领域的技术

基础和坚实的专业基础,能在供应链设计与管理、物流运作、物流系统分析优化、物流过程控制等领域从事采购、仓库管理、车

间管理、销售、运输调度以及企业管理等方面工作的高级商贸物流人才。其次,对课程设置体系进行重构,删减部分不符合商贸

物流人才培养的专业课程,新增“云计算技术与应用”“物联网技术与应用”和“电子商务”三门课程,并对理论课时和实践课

时进行优化,符合人才培养方案总课时标准。第三,对实践教学体系进行优化,引进企业用 ERP软件并贯穿所有专业课程实践教学

环节。第四,对教学质量评价体系进行优化,设置合理的考核方式和考核指标,以及每门课的指标权重,达到以上调查结果显示的

能力要求和认知程度。最后,形成完整的人才培养模式和人才培养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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