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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前 言 

本文件参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南宁职业技术大学提出并宣贯。 

本文件由广西标准化协会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南宁职业技术大学、柳州第二职业技术学校、广西职业技术学院、老挝沙湾拿吉

大学、越南北江职业技术学院、广西国际商务职业技术学院、广西物流职业技术学院、北海职业学院、

广西生态工程职业技术学院、成都纺织高等专科学校、东莞职业技术学院、广西城市职业大学、泰国翁

查瓦里功大学、泰国宣素那他皇家大学、越南商业职业学院、马来西亚拉曼大学、泰国泰中教育交流中

心、印尼图托拉威尔环球教育集团、广西京东信成供应链科技有限公司、广西圆通速递有限公司、荆州

理工职业学院、广西苏宁物流有限公司、广西南宁中诺思信息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昆明冶金高等专科学

校、广西物资学校。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陆柏、杨清、彭敏、彭程、陆惠叶、覃浩飞、韦嘉嘉、刘冬梅、尤宝庆、吴立

鸿、钟飞、李艳华、罗燕、杨波、伍玉凤、黄维、毛远林、农惠、周斯斯、陈淑棅、奚达子、吴汶珊、

Khonesavanh（老挝）、Mingle（越南）、丁晓虹、朱秉彦（马来西亚）、林日甜（马来西亚）、魏光磊、

田佛君（印度尼西亚）、黄本权、安轲、王东、黎聪、王灏成、戴航、唐臣、刘长英、王永富、Atit Tiwasasit
（泰国）、Chattrarat Hotrawaisaya（泰国）、阮克俊（越南）、吴小恒、杜彬、高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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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东盟物流产业学院人才培养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面向东盟物流产业学院人才培养的基本要求、办学模式、培养目标、培养体系、培养

主体、教育管理、师资队伍、设施设备以及评价与改进的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面向东盟物流产业学院人才的培养。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文件没有规范性引用文件。 

3 术语和定义 

本文件没有需要界定的术语和定义。 

4 基本要求 

4.1 构建院校、企业及行业协会协同育人的工作机制。 

4.2 加强与东盟国家的人才培养交流合作，开发面向东盟物流通用的课程体系，培养国际化技术技能

人才。 

4.3 精准对接面向东盟的人才需求，强化实践教学，鼓励校企联合研发，构建面向东盟物流人才培养

体系。 

5 办学模式 

实行校企行合作模式。由院校、企业、行业协会互相密切关联的主体协同组建，包括中国-东盟院

校、中国-东盟企业以及相关行业协会。 

6 培养目标 

按照产业学院人才培养规格、物流管理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以及“1+X”供应链数据分析职业技能等

级证书、“1+X”物流管理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等相关技能等级证书要求，培养具有科学文化水平、职业

道德和创新意识、就业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具备跨境商务通关、跨境供应链管理、跨境运输、海外

仓储等专业能力的面向东盟物流技术技能人才。 

7 培养体系 

如图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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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面向东盟物流产业学院人才培养体系 

8 培养主体 

8.1 院校 

8.1.1 在国家教育主管部门备案，具有全日制学历学生招生资格。 

8.1.2 具备培养面向东盟的职业技术技能人才的条件。 

8.1.3 具备面向东盟国家对外交流与合作的基础及平台。 

8.1.4 开设物流类职业教育专业。 

8.1.5 根据面向东盟物流产业制定学院发展规划，包括但不限于： 

—— 与企业共同制定面向东盟物流产业学院人才培养方案，确定课程体系和教学安排； 

—— 配备与面向东盟物流产业学院人才培养所需的软硬件资源； 

—— 按照面向东盟物流产业学院人才培养方案中课程体系培养学生的专业知识、技能及可持续发展

能力，培养学生在职业发展和社会生活中的责任感、职业素养。 

8.1.6 设立面向东盟物流产业学院理事会，与企业共同组建试点班或未来发展需组建的机构。 

8.1.7 与企业、学生订立面向东盟物流产业学院三方培养协议，规定三方在培养过程的责任、权利和

利益。 

8.2 企业 

8.2.1 主要牵头合作企业应符合区域内龙头企业认定标准。 

8.2.2 应具备开展面向东盟的物流业务基础。 

8.2.3 应与院校、学生订立面向东盟物流产业学院三方培养协议，规定三方在培养过程的责任、权利

和利益，制定面向东盟物流产业学院人才培养方案，包括但不限于： 

—— 按照企业和院校培养学生所设定的目标，为学生培养提供优良的软、硬件资源和管理服务，并

加强学生职业规划指导； 

面向东盟物流产业学院理事会 

面向东盟物流产业学院建设协同中心 

院校           企业         行业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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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备产业导师，与院校共同开发人才培养课程，制定人才培养质量评价方案、监督管理制度及

培养质量定期反馈机制。 

8.3 行业协会 

8.3.1 依托自身优势，协助院校吸引和选择东盟合作企业，协助双方签定战略合作协议，提升校企合

作质量。 

8.3.2 为面向东盟物流产业学院人才培养提供专业教学指导，提升人才培养质量。 

8.3.3 作为独立第三方，协助院校与企业量化合作的考评评价标准，构建物流行业的产教融合质量评

价体系。 

9 教育管理 

9.1 教育计划 

9.1.1 院校 

9.1.1.1 课程设置 

9.1.1.1.1 公共基础课程模块 10～15门，针对国内学生，结合《教育部关于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制定的

指导意见》开设相关课程；针对东盟国家学生，结合生源特点，还应增设语言类课程。 

9.1.1.1.2 专业基础课程模块 6～8门，围绕物流行业、东盟物流企业运营、东盟国家物流产业发展认

知开设相关课程。 

9.1.1.1.3 专业核心课程模块 6～8门，围绕智慧仓储、运输、配送等物流行业核心岗位能力开设相关

课程。 

9.1.1.1.4 专业拓展课程模块围绕语言应用、东盟区域文化认知能力开设相关课程。 

9.1.1.2 形式 

采取班级授课形式对学生进行公共基础课程、专业基础课程、专业核心课程和专业拓展课程理论及

部分实践内容的教学。 

9.1.1.3 课时 

总共2
 
000～2

 
200学时，其中公共基础课程830～870学时，专业基础课程680～730学时，专业核心

课程300～360学时，专业拓展课程190～240学时。 

9.1.2 企业 

9.1.2.1 课程设置 

物流产业学院合作企业认知、东盟物流项目运营管理、东盟物流市场调查与分析、东盟企业文化、

东盟国家物流数据分析、东盟跨境运输管理、东盟企业采购与供应链管理等课程的实践教学；物流产业

学院企业岗位实习。 

9.1.2.2 形式 

采用分组轮换培调，并采用轮岗培训的方式进行培养。 

9.1.2.3 课时 

总共500～600学时，占面向东盟物流产业学院人才培养方案总课时的25％以上。 

9.2 教育实施 

9.2.1 制定日常管理制度，包括招生、教学、实习、就业等，接受上级教育主管部门、行业协会的管

理、指导及评价。 

9.2.2 形成面向东盟物流产业学院办学特色，在培养质量、培养规格等方面加以明确。 

9.2.3 企业在学生轮岗培训之后根据岗位和学生的匹配性，组织学生与部门进行定岗分配的双向选择。 

9.2.4 根据面向东盟物流产业学院人才培养方案和教学进度安排，学生分别在院校、企业部门之间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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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周期性、阶段性轮换学习和培训。 

10 师资队伍 

10.1 院校教师 

负责课程开发和教学实施，负责培养学生的专业知识、基本职业技能以及人文素养，宜具备但不限

于以下资质和能力： 

—— 累积两年及以上企业实践经历，每年到产业学院合作企业开展企业实践不低于 1个月，具有企

业项目实操能力,达到相应技术技能水平； 

—— 讲师(或工程师、实验师)及以上技术职称； 

—— 物流师、物流服务师、供应链管理师、建模工程师、现场工程师等中级及以上相关职业等级证

书； 

—— 教师资格证书； 

—— 了解东盟国家物流产业发展现状，对东盟国家国情具有一定了解； 

—— 大学英语四级及以上； 

—— 具备东盟国家语言能力； 

—— 熟悉企业涉及的专业技术岗位任务，掌握岗位的生产、服务流程和技术标准； 

—— 能够根据岗位任务开发教学内容，制定教学计划，根据生产、服务流程设计完整的教学过程； 

—— 能够灵活运用多种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 

—— 所教专业内容匹配的科学文化与专业知识； 

—— 良好的职业道德和职业操守。 

10.2 产业导师 

承担学生技能教学工作，参与院校物流专业建设、课程建设，参与“双师型”名师工作室建设、校

本研修、产学研合作研究等，宜具备但不限于以下资质和能力： 

—— 大专及以上学历； 

—— 3年以上物流相关行业工作经验，在企业具有 1年以上一线工龄； 

—— 对应职业资格证； 

—— 了解东盟国家物流产业发展现状，对东盟国家国情具有一定了解； 

—— 良好的职业道德和职业操守。 

11 设施设备 

11.1 院校 

11.1.1 应按照《高等职业学校专业教学标准（物流类）》和《高等职业学校物流信息技术专业实训教

学条件建设标准》和《高等职业学校物流管理专业实训教学条件建设标准》要求配置。 

11.1.2 国家教育主管部门检查应为合格以上。 

11.1.3 宜联合企业建设面向东盟面向东盟物流产业学院人才培养实训基地，建立虚拟仿真实验室，开

展智慧物流全流程教学实训。 

11.1.4 宜与企业、行业协会协同引入企业真实性生产基地，开展智慧物流云仓业务。 

11.2 企业 

11.2.1 应搭建具备技术开发、研创功能的产学研服务平台。 

11.2.2 应提供符合《职业学校学生实习管理规定》要求的实习（实践）教学设施条件。 

11.2.3 应加强消防、急救等安全教育和应急演练设施，提供物流管理软件、数据分析工具等信息技术

设备。 

 

 

http://www.moe.gov.cn/s78/A07/zcs_ztzl/2017_zt06/17zt06_bznr/bznr_zxyqsbzbgf/201906/P020190611412830944668.pdf
http://www.moe.gov.cn/s78/A07/zcs_ztzl/2017_zt06/17zt06_bznr/bznr_zxyqsbzbgf/201906/P020190611412830944668.pdf
http://www.moe.gov.cn/s78/A07/zcs_ztzl/2017_zt06/17zt06_bznr/bznr_zxyqsbzbgf/201906/P02019061141258465414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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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评价与改进 

12.1 评价 

12.1.1 评价方式 

院校评价和企业评价结合，宜开展第三方评价。 

12.1.2 评价实施 

12.1.2.1 院校对学生在校学习期间的表现给予评价，实行学生学习过程的持续跟踪评价，以及毕业后

的跟踪调查，了解毕业生的职业发展情况。 

12.1.2.2 企业对学生岗位轮训期间的表现给予评价。 

12.1.2.3 第三方评价组织由上级教育主管部门、行业协会等组成，配备有熟悉面向东盟物流产业学院

人才培养要求的专业人员，能够熟练地对面向东盟物流产业学院人才培养工作开展评价。 

12.1.2.4 评价遵循独立、公正、科学的原则，宜结合实施成效进行优化完善。 

12.2 改进 

院校组织相关方定期开展研讨、评价等持续改进活动。根据各方评价结果及时总结，提出并落实改

进措施和解决办法，不断改进与完善面向东盟物流产业学院人才培养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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