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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takes the Logistics Management major (Vocational and Technical Normal Education Direction) of the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of Xianyang Normal University as the research object. By comprehensively using methods such as 
literature research, questionnaire survey, interview and data analysis, it deeply analyz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 adaptation of this 
major setting to the regional industrial structure. Accurately reveal the problems such as the insufficiently close connection between 
professional Settings and industrial demands, weak practical teaching links, and unreasonable structure of the teaching staff. By 
establishing a dynamic adjustment mechanism, deepening the integration of industry and education, and optimizing the structure of 
the teaching staff to build a matching mechanism, the aim is to provide references for promoting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regional economy, as well as for the professional construction of similar institu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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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教育专业设置与区域产业结构适配机制研究——以咸
阳师范学院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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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以咸阳师范学院经管学院物流管理专业（职业技术师范教育方向）为研究对象，综合运用文献研究、问卷调查、访谈
及数据分析等方法，深入剖析该专业设置与区域产业结构适配现状，精准揭示存在专业设置与产业需求对接不够紧密、实
践教学环节薄弱、师资队伍结构不合理等问题，并从建立动态调整机制、深化产教融合、优化师资队伍结构构建适配机
制，旨在为推动职业教育与区域经济协同发展提供参考，也为同类院校专业建设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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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全球经济格局加速重构的当下，区域产业结构的转

型升级已成为推动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动力。与此同

时，地方普通高等院校作为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的重要

阵地，其专业设置与区域产业结构的适配程度及其调整优

化，直接关系到人才供给的质量与效率。然而，当前职业教

育专业设置与区域产业结构之间的脱节现象日益凸显，引发

了社会各界对职业教育专业设置与区域产业结构适配关系

的深刻反思。

已有研究经历了理论框架与初步探索、量化分析与实

证研究、动态调整机制与政策支持研究三个阶段。理论框架

与初步探索阶段，学者指出要改变我国高等教育毕业生总量

和专业结构与经济建设需要不相适应的情况，需要从学院专

业结构现状、学院办学定位、区域经济发展特点、人力资源

现状等认真研究高等职业教育的专业设置 [1-3]。量化分析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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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证研究阶段，部分学者选取某一省份或城市，利用职业教

育专业设置和产业结构数据，分析了职业教育专业设置合理

性，并提出相应的调试方案 [4-5]。动态调整机制与政策支持

研究阶段，部分学者分析专业结构与产业结构适配度，强调

专业动态调整机制的时代诉求 [6-8]

由此可以看出，在区域经济蓬勃发展的当下，职业教

育在人才培养体系中的地位愈发重要 [9]。咸阳师范学院经管

学院物流管理专业（职业技术师范教育方向）作为为区域物

流行业和职业教育领域输送专业人才的重要力量，其专业设

置与区域产业结构的适配程度，直接关乎人才培养质量以及

区域经济发展的动力。通过对该专业进行深入调研与分析，

挖掘其在专业设置、人才培养目标与区域产业需求之间的关

系，构建更为合理的适配机制，对提升学院人才培养质量、

促进区域物流产业升级和职业教育发展意义深远。

2 研究设计

2.1 研究对象选择
咸阳师范学院经管学院物流管理专业（职业技术师范

教育方向）在区域内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其专业发展与区域

物流产业和职业教育紧密相连。选择该专业作为研究对象，

能够全面且深入地探究职业教育专业设置与区域产业结构

的适配关系。

2.2 研究方法
2.2.1 文献研究法

系统收集国内外有关职业教育专业设置与区域产业结

构适配的文献资料，梳理已有研究成果与不足。同时，深入

分析学院物流管理专业的建设规划、教学大纲等内部资料，

为研究提供坚实的理论基础。

2.2.2 问卷调查法
设计涵盖多类人群的问卷，包括物流管理专业在校生、

学生家长、用人单位（物流企业 / 中职学校）以及物流行业

企业专家。问卷内容涉及对专业的了解程度、培养目标与课

程设置的合理性评价、职业发展预期等多个方面。共回收有

效问卷 232 份，其中物流管理专业在校生 164 份、学生家长

52 份、用人单位 9 份、物流行业企业专家 7 份。

2.2.3 访谈法
对学院物流管理专业的教师、管理人员以及部分企业代

表进行访谈，获取丰富的质性资料，深入了解专业设置的背景、

过程以及在实际教学和企业用人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与挑战。

2.2.4 数据分析
运用统计软件对问卷数据进行量化分析，挖掘数据背

后的规律和趋势。同时，对访谈资料进行归纳整理，提炼关

键信息，为研究结论的得出提供有力支持。

3 咸阳师范学院经管学院专业设置与区域产
业结构现状分析

3.1 学院专业设置现状
咸阳师范学院经管学院物流管理专业（职业技术师范

教育方向）旨在培养既具备物流管理专业技能，又能从事职

业教育教学的复合型人才。从课程设置来看，涵盖了物流管

理基础理论课程以及实践教学环节。然而，在对 232 位调查

对象的问卷分析中发现，对于“您对物流管理（职业技术师

范）专业的了解程度”这一问题，仅有 16.38%（38 人）的

受访者表示非常熟悉，34.05%（79 人）表示一般熟悉，还

有 6.9%（16 人）表示不太熟悉，这反映出部分人群对该专

业的认知存在不足，可能暗示专业宣传或教学过程中存在信

息传递不充分的问题。

在课程设置是否全面、系统地覆盖物流工作所需知识

和技能方面，73.71%（171 人）的受访者认为较为覆盖，但

仍有 24.57%（57 人）认为一般，1.72%（4 人）认为覆盖不

足或完全未覆盖，这表明课程设置虽有一定成效，但仍有优

化空间。

3.2 咸阳市区域产业结构现状
咸阳市物流产业近年来发展迅速，传统物流向智慧物

流转型加速，对物流人才的需求呈现多样化、高端化趋势。

不仅需要具备物流操作技能的基础人才，更需要掌握物流系

统规划设计、数据分析、供应链优化等前沿技术和理念的复

合型人才。同时，随着职业教育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日

益凸显，对物流职业教育教师的专业素养和实践经验要求也

越来越高。

4 职业教育专业设置与区域产业结构适配存
在的问题

4.1 专业设置与产业需求对接不够紧密
专业是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的基础载体，而产业结构则

是专业设置的依据和导向 [10]。在调查“下面是我校物流管

理专业（职业技术师范教育方向）的培养目标，根据您的经

验，您认为该培养目标与当前物流行业需求契合吗”时，尽

管 37.93%（88 人）的受访者认为非常契合，34.48%（80 人）

认为较为契合，但仍有 27.59%（64 人）认为一般、不太契

合或完全不契合。进一步分析“根据您的工作经验，您认为

物流管理专业培养目标在哪些方面需要改进”这一多选题，

结果显示 64.66%（150 人）认为理论与实践结合不够紧密，

62.5%（145 人）认为专业技能培养不足（如物流技术应用、

系统操作等），40.52%（94 人）认为跨学科知识融合不够（如

信息技术、管理学、经济学等融合）。这充分表明专业培养

目标在与区域物流产业实际需求的对接上存在差距，未能及

时跟上产业发展的步伐。

4.2 实践教学环节薄弱
有效的实践教学活动，能够让学生在真实世界中解决

实际问题，将学生的直接知识与间接知识结合起来 [11]。问

卷数据显示，在对物流管理专业学生职业发展重要课程的反

馈中（填空题），学生提及较多的是物流技术、数据分析、

供应链管理等具有较强实践性的课程，侧面反映出当前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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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内容的重要性和紧迫性。然而，目前实践教学环节存在

诸多问题，实践教学设施陈旧，难以模拟真实的物流工作场

景，企业参与实践教学的积极性不高，导致学生实践机会有

限，实践能力难以得到有效锻炼，无法满足区域物流企业对

应用型人才的需求。

4.3 师资队伍结构不合理
职业教育的目的是培养高技能人才，因此职业教育的

教师也应该是坚守教师职业道德、具备较高的实践水平的

“双师型”教师 [12]。虽然问卷未直接针对师资队伍结构进

行调查，但结合访谈结果可知，“双师型”教师占比较低，

部分教师缺乏企业实践经验。在教学过程中，难以将行业最

新动态和实际案例融入课堂教学，使得教学内容与实际工作

脱节，影响学生对专业知识的理解和应用，也不利于培养学

生的职业素养和实践能力。

5 职业教育专业设置与区域产业结构适配机
制构建

5.1 建立动态调整机制、深化产教融合、优化师资

队伍结构
依据问卷反馈的信息，成立由学院教师、企业专家和

行业代表组成的专业建设指导委员会。定期收集区域物流

产业发展数据，如产业规模、企业用人需求变化等信息，

根据这些数据及时调整专业设置和课程体系。例如，鉴于

64.66% 的受访者认为理论与实践结合不够紧密，在课程设

置中增加实践课程的比重，引入企业真实项目案例，使学生

在实践中深化对理论知识的理解。同时，根据物流行业对数

据分析、智慧物流技术等方面人才的需求增长趋势，及时开

设相关课程，确保专业设置与区域产业需求的动态匹配。

5.2 深化产教融合
加强与区域内物流企业的深度合作，建立长期稳定的

合作关系。从问卷结果可知，用人单位对学生的实践能力和

综合素养较为关注，因此，学院与企业共建实训基地，开展

订单式人才培养。企业参与学院人才培养方案的制定，根据

企业实际需求调整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例如，企业为学生

提供实习和就业机会，安排经验丰富的员工担任实习导师，

指导学生实践操作。学院教师定期到企业挂职锻炼，了解行

业最新技术和管理模式，将其融入教学中，提升教学质量。

5.3 优化师资队伍结构
加大“双师型”教师的培养力度，制定教师实践培训

计划，鼓励教师到物流企业参与实际项目，获取实践经验。

从企业引进具有丰富实践经验和专业技能的人才，充实师资

队伍。定期组织教师参加物流行业的培训和学术交流活动，

及时更新知识结构，了解行业前沿动态。通过这些措施，打

造一支既具备扎实理论知识，又拥有丰富实践经验的高素质

师资队伍，为提高教学质量和人才培养水平提供保障 [13]。

6 结论与展望

6.1 研究结论
本研究通过对咸阳师范学院经管学院物流管理专业（职

业技术师范教育方向）的调查分析，利用问卷数据揭示了该

专业在设置与区域产业结构适配方面存在的问题，包括专业

设置与产业需求对接不紧密、实践教学环节薄弱以及师资队

伍结构不合理等。同时，基于调查结果构建了适配机制，通

过建立动态调整机制、深化产教融合和优化师资队伍结构，

有望提升专业设置与区域产业结构的适配程度，提高人才培

养质量，满足区域物流产业和职业教育发展的需求。

6.2 研究展望
随着区域物流产业的持续发展和职业教育改革的不断

深入，职业教育专业设置与区域产业结构的适配机制需要持

续优化和完善。未来研究可进一步扩大样本范围，涵盖更多

地区和院校的物流管理专业，对比分析不同区域和院校的适

配情况，为职业教育专业建设提供更具普适性的建议。同时，

关注行业发展的新趋势、新技术，及时调整研究方向和重点，

为职业教育与区域经济协同发展提供更有力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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