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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物流工程专业“新工科”要求学生能够将专业知识用于解决物流领域的应用问题。而学科竞赛由专业的企业、协会、

政府部门等主办，更贴近生产的需求及发展的需要。在此背景下，物流工程专业的学科竞赛及创新创业教育与日常教

学的结合成为提高学生综合素质和实际能力的重要手段。本文通过对物流工程专业学科竞赛与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的研

究与实践，探讨了相关改革的实施路径与效果，以期为相关教育工作者提供有益的借鉴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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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The "new engineering" of logistics engineering requires students to be able to apply their professional 

knowledge to solve application problems in the field of logistics. The discipline competition is organized 

by professional enterprises, associations, government departments, etc., which is closer to the needs 

of production and development. Under this background, the combination of discipline competition,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and daily teaching of logistics engineering majors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means to improve students' comprehensive quality and practical ability. Through 

the research and practice of the reform of discipline competition and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in logistics engineering,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implementation path and effect of relevant 

reform, in order to provide useful reference for relevant educa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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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物流工程作为一门应用型学科，其培养目标不仅要使学生掌握物流系统的基本理论与技术，还要培养其综合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

能力 [1]。随着物流行业的迅速发展，单一的课堂教学已无法满足市场对人才的需求 [2-3]，学科竞赛与创新创业教育改革应运而生，并逐渐

成为提高学生综合素质的有效途径。有关研究表明，学科竞赛对学生的综合能力有显著的提升作用 [4]。本文将重点分析物流工程专业的

学科竞赛与创新创业教育的实践以及未来的发展方向。

一、物流工程专业学科竞赛与创新创业的现状

（一）学科竞赛的现状

学科竞赛作为一种有效的教学手段，已经在各个领域得到了

广泛应用。学科竞赛通过模拟真实的物流环境和问题，能够帮助

学生将课堂所学的理论知识应用于实践中，培养其创新思维和团

队合作精神。正如张华 [5]所指，竞赛可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增强其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此外，竞赛还为学生提供了与企业

和专家接触的机会，有助于拓宽其视野和职业发展路径。

对于本校物流工程专业学生而言，历届学生曾参加过多项物

流学科竞赛，如《国际供应链建模设计大赛》《全国大学生物流仿

真设计大赛》《全国大学生智慧供应链创新创业挑战赛》《全国大

学生物流设计大赛》《全国大学生智慧物流创新设计与实践创新大

赛》等竞赛。这些竞赛不仅为学生提供了展示才华的舞台，还能

促进其实际操作能力的提升。通过竞赛学生可以把《运筹学》《统

计学》《物流系统规划》《物流装备》等专业课程的理论知识与工

程实际结合起来，并深刻认识到所学知识的使用方法及效果。

（二）创新创业教育的现状

近年来，创新创业教育在高等教育中得到了越来越多的重

视。物流工程专业也逐步将创新创业教育融入课程体系中，设立

了相关的课程和实践项目。根据王晓 [6]的调查，许多高校已经开

设了创业管理、创新设计等课程，以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和创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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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笔者所在学校也把创新创业教育列入了学分计划，学生需

要接受相关的创新创业教育并通过认定后才能获得相应的学分。

今年更是适时开设了“暑期实践小学期”，制定了详细的工作方

案，将学科竞赛与创新创业统筹结合。这种培养模式有利于学生

的综合素质的逐步提高，并取得良好的竞赛成绩。

尽管创新创业教育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仍面临诸多挑战。

首先，课程内容与实际需求之间存在脱节，部分课程过于理论

化，难以满足市场的实际需求。其次，教师的创新创业实践经验

不足，无法有效指导学生的创业实践 [7]。大部分教师均是从高校

毕业后直接留校，前期缺乏在企业的工作的经历，进校以后也

鲜于企业交流合作，不能时刻把握企业的技术需求与业务开展

方式。

二、学科竞赛与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的实践

笔者在《第四届国际供应链建模设计大赛》校园选拔赛过程

中全程指导学生，经过此次比赛，笔者发现该竞赛对提高学生的

相关课程知识运用水平有显著作用。具体的竞赛培训过程如下。

该比赛要求学生实现供应链端到端整体网络优化，具体包

括：（1）同时考虑所有网络节点，包括供应商、工厂、仓库和客

户等，以及所有节点之间的所有运输方式和运输线路涉及的流量

和成本，且网络层级可以任意添加，（2）综合考虑整个网络各环

节的成本，包括采购、生产、装卸、存储、运输等，（3）综合考

虑各种资源约束，如原材料、设施、设备、车辆资源的批量和产

能约束等。

（一）建立相关数学模型

1. 加权距离最小的设施选址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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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i：第 i个设施；I：设施集合；j：第 j个客户；J：客户

集合； disti,j设施 i与客户 j之间的距离；dj：客户 j的需求量；P：

选择的设施数量；Xi：是否使用设施 i；Yi,j：设施 i 是否为客户 j 

服务。

2. 运输成本最小的设施选址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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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束条件同上，cij ：设施 i与客户 j之间的单位重量单位距离

的运输成本；其余符号含义同上。

3.考虑固定成本的最小成本设施选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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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i jtrans ：设施 i 与客户 j 间的单位运输成本； isite ：

设施 i 的固定和可变设施成本，与设施产能有关； icap：设施 i 的

吞吐量；其余符号含义同上。

4. 固定成本随规模变动的设施选址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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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K ：产品集合； k ：特定产品； W  备：选配送中心

集合； w ：特定备选配送中心； ,j kd ：客户 j对产品 k的需求；

, ,i j ktransWC ：将产品 k 从设施 i 运送到客户 j 的单位运输成本；

,i jHSDist ：设施 i 与客户 j 之间服务需求距离； ,i jHSDemand ：设

施 i 到客户 j 的服务水平； ,i wX ：是否建立设施 i ； , ,i j kY ：从设施

i是否将产品 k运送到客户 j；其余符号含义同上。

（二）数据录入及求解

在系统中建立客户表、站点表、产品表、客户订单表、客户

采购规则表、生产规则表等相关数据表格，列举部分表格如下：

 

(a) (b)

 

(c) (d)

 > 图1部分数据录入及求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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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过程分析

分析上面的建模过程可以发现，第一、二个模型属于《运筹

学》课程里面的基础内容，只包含单一的目标函数，约束条件为

两个简单的等式约束，决策变量属于0-1型，该模型的建立难度

与课本内容相当。第三、四个模型难度依次增大，目标函数由两

部分构成，且约束条件变多，并且含有嵌套约束，更接近现实生

产需要，属于教材内容的拓展与提高，属于超纲问题。经过模型

难度的层层递进，参赛队员经过教师指导及自学，不仅巩固了原

有的知识，还在此基础上有很大提升，学会了如何根据实际情况

建立更复杂的数学模型，然后通过相关平台进行求解，并对结果

进行分析，找出其中的特征或者趋势，便于模型的改进。

（四）与创新创业结合

参加本次比赛的学生也有打算参加创新创业的想法，初步构

想关于学生二手市场平台有关的内容。该平台可以从本地各高校

回收书籍与小商品，同时进行售卖。在此过程中通过平台收集客

户提交的数据包括出售商品信息、需求商品信息、库存信息、位

置信息、车辆人员信息等，并根据订单信息对有关车辆和人员进

行调度，在满足客户服务水平的前提下使成本最低。平台后端的

数据分析与处理、车辆的调度运营等就可以利用此次比赛过程中

学到的知识建立模型，这样一来学生不仅巩固了课本的理论知

识，还把学科竞赛学到的知识应用于创新创业和实际生活中，实

现了有的放矢、学以致用。

三、学科竞赛与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的策略

根据笔者的教学实践，认为物流工程专业的学科竞赛应该与

创新创业紧密结合。首先，学生要多参与学科竞赛，从行业协

会、企业等举办的各种竞赛搜集生活生产中的需求。其次，结合

自身的实际情况，通过竞赛弥补专业知识及应用途径的不足。最

后，总结比赛中的有关问题，从中寻找创新点，将其应用于创新

创业大赛中。实际执行层面，需要建立完整的培养体系，具体以

下几方面。

（一）优化学科竞赛体系

为了提升学科竞赛的效果，需要优化竞赛体系，明确竞赛的

目标和评价标准。应根据行业的发展趋势和企业需求设计竞赛内

容，确保竞赛能够真实反映物流行业的实际情况 [8]。此外，还应

鼓励学生跨专业组队，促进不同学科知识的融合和创新。不同学

科、专业之间组队可以达到优势互补的效果。

（二）加强创新创业教育实践

创新创业教育的核心在于实践，必须将创业实践与课程教学

紧密结合。应增加企业实习和创业项目的比重，鼓励学生参与实

际的创业活动 [9-10]。同时，学校应与企业合作，建立创新创业孵

化基地，为学生提供更为丰富的实践机会。

（三）提升教师的实践能力

教师的实践能力直接影响创新创业教育的效果。学校应组织

教师参加行业培训和实践活动，提升其对创新创业的理解和指导

能力。此外，还应鼓励教师与企业合作，参与实际项目，积累实

践经验。

四、结语

通过对本学校物流工程专业学生参与学科竞赛与创新创业实

践的过程，可以看出，学科竞赛与创新创业能够提高学生理论联

系实际的能力，加深对工程应用的认识。建议在未来的教学中，

优化学科竞赛体系，加强创新创业教育实践，提升教师的实践能

力。此外，学校应与企业紧密合作，共同推动教育改革的深入发

展。只有通过不断的探索与实践，才能培养出适应市场需求的高

素质物流工程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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