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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港航物流人才培养模式研究》课题简介 

按照下列提纲编写，要求简明扼要，实事求是，不超过 3000字。 

1、本课题研究目的与范围 

（1）研究目的 

本课题以全面提高教育教学质量，培养与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相匹配的港航

物流人才为出发点，力求准确把握我国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尤其是港口与航运业的发

展对港航物流人才的市场需求，掌握市场对港航物流人才知识、能力和素质方面的最新

要求；准确定位西部地区航运管理（港航物流方向）专业办学定位、指导思想及人才培

养目标，深入分析研究具有鲜明内河特色的西部地区航运管理（港航物流方向）专业课

程体系、教学内容和实践教学模式，对重庆交通大学航运管理（港航物流方向）专业现

行的人才培养模式进行深层次的改革与优化，并对新的人才培养模式进行对比分析。 

（2）研究范围 

 本课题研究范围主要包括港航物流人才市场需求、专业办学定位、培养目标、课

程体系、教学内容和实践教学模式改革等。 

 

2、本课题相应学术领域内国内外研究进展及发展趋势情况 

目前，国内外关于一般物流管理人才培养模式的研究较多，但是着眼于港航特色的

物流管理人才培养模式研究的较少，主要有： 

①陈洋在“港口与航运管理专业职业能力标准研究”中，将港口与航运管理专业职

业能力划分为基本能力、港口生产管理能力、航运生产管理能力、货运代理业务管理能

力等 4大模块；②刘冉昕等在“构建高职港口与航运管理专业课程体系的思考”中，提

出了“港口、航运、船代、货代”等 4大知识模块；③袁炎清在“应用型本科航运管理

专业建设探讨”中，指出在加强传统专业知识教育外，还要加强英文、计算机和实际动

手能力的培养。④殷明等在“基于 Internet 的航运管理专业教学质量跟踪调查法研究”



 2 

中，提出了基于 Internet 的航运管理专业教学质量跟踪调查的理论依据及跟踪方法；

⑤张培林等在“交通运输专业虚拟实习平台的建设”中，开发了一套虚拟实习平台软件，

供学生上机操作实习。⑥范晓飚、陈永洪等在“三峡库区航运人才需求分析与对策研究”

一文中，指出三峡库区航运发展需要复合型航运管理人才（包括航运经营管理、航运金

融保险、航运信息管理等），但是当前三峡库区航运人才总体上呈现总量不足、知识结

构单一、学历层次较低、年龄偏大、分布不均、知识更新缓慢等问题，提出了加强港航

人才培养与管理，科学制定人才引进规划，创新人才引进方式等建议；⑦刘元丰在“论

新时期内河航运人才的培养”一文中，分析了当前内河航运人才培养与企业需求不相适

应等问题，提出了发展订单式培养模式、发展远程教育等对策措施。 

上述研究成果对本课题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借鉴价值。 

 

3、研究成果的创新点，取得主要进展及应用价值 

（1）研究成果 

本课题研究主要取得了如下研究成果： 

①通过广泛且深入的市场调研，梳理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尤其是西部地区（重点是

长江中上游和西南沿海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对航运管理（港航物流方向）专业人才的市

场需求，包括需求数量、需求岗位、知识结构和能力素质要求等； 

②认真总结了我校航运管理（港航物流方向）专业发展现状及存在的主要问题，明

确了专业提升方向； 

③在基于港航市场需求和借鉴兄弟院校办学经验的基础上，明确了西部地区航运管

理（港航物流方向）专业办学定位、指导思想及人才培养目标； 

④构建了基于“岗位-能力--知识-课程”的西部地区航运管理（港航物流方向）专

业课程教学体系，更新了教学内容，厘清了课程边界，整合了教学内容； 

⑤利用虚拟现实技术，构建了虚拟认识实习和虚拟生产实习实验教学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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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提出了鼓励学生报考执业资格证书、鼓励攻读双学位、鼓励参加学科竞赛、鼓励

考研等闲暇教育措施； 

⑦通过实践对比，考查毕业生考研率、就业率、获奖人次、获取资格证书人次、实

践教学满意度等指标，验证了改革后人才培养模式的先进性和有效性。 

（2）创新点 

①以国内西部地区唯一的航运管理（港航物流方向）本科专业为依托，首次系统提

出了具有鲜明内河办学特色的西部港航物流人才培养模式； 

②构建了基于“岗位-能力--知识-课程”的西部地区航运管理（港航物流方向）专

业课程教学体系，倡导推行“多证书”和“双学位”的创新人才培养模式； 

③提出和构建了基于虚拟实习基地的实践教学新模式。 

   （3）应用价值 

 本课题研究在内陆地区港航物流人才培养、课程体系设置、实践教学虚拟化等方

面取得了一些创新成果，适应了我国港航事业发展对物流人才的新需求新要求，夯实了

学生的知识结构和能力素养，提升了专业办学实力和水平。本课题研究成果可为我国内

陆地区港口与航运管理专业，或物流管理、物流工程、交通运输等本专科专业人才培养

模式改革与实践提供参考。 

 

4、研究成果的不足，存在问题及今后重点研究方向 

（1）研究成果不足分析 

    本课题研究虽然取得了一些创新成果，实践效果也较好，但是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只

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由于研究的深度和广度还不够，还存在些许不足，主要

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①专业核心课程教学内容的深度开发研究还不够，专业教学资源库尚未有效建立起

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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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综合型、创新型实验项目开设较少，实验教学设备的高效开发利用研究尚不足； 

（2）今后重点研究方向 

针对本课题研究在核心专业课程深度开发、综合性和创新性实验项目开设等方面

的不足开展进一步深入研究，力求有所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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