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 年
第 39 卷

第 5 期
总第 275 期

物流工程与管理
LOGISTICS ENGINEEＲING AND MANAGEMENT 教育研究

doi:10． 3969 / j． issn． 1674 －4993． 2017． 05． 064

中国与新加坡的物流管理专业校企

合作驱动因素比较*

□ 周艳红

( 湖南信息学院，湖南 长沙 410151)

【收稿日期】2017 － 03 － 21
* 基金项目: 湖南省教育厅 2015 年科学研究项目( 中国与新加坡物流管理专业校企合作的比较研究，编号 15C0976)
【作者简介】周艳红( 1979— ) ，汉族，广西桂林人，湖南信息学院教师，讲师，硕士，研究方向: 物流管理。

【摘 要】文中对比分析中国和新加坡两国物流管理专业校企合作的驱动因素，从社会环境、政府、企业、学校、教
师、学生等六方面总结两国校企合作驱动力的差异，为我国物流管理专业校企合作发展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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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is paper，it comparative analysis driving factors of School － enterprise cooperation about logistics
management between Chinese and Singapore． Summed up the differences in the driving force of the school enterprise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From the social environment，government，enterprises，schools，teachers，students． It provides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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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校企合作在物流管理专业人才培养机制中，拥有举足轻

重的地位，关系到学校培养的学生是否符合企业的用人需求。
物流管理专业的校企合作通常包括以下几种基本模式: 校企

双向交流互动模式、项目合同模式、学生顶岗实习模式、企业

委托订单培养模式、集团化办学模式、“校中厂、厂中校”模式。
新加坡物流管理专业的职业教育成绩斐然，与成功的校

企合作密不可分。而中国物流管理专业的校企合作却迟滞不

前，发展缓慢。所以，我们有必要对比分析中国和新加坡两国

物流管理专业校企合作的驱动因素，总结两国校企合作驱动

力的差异，为我国校企合作发展提供参考。
综合物流管理专业人才培养过程中校企合作的实际操作

与运营，其运作驱动因素有六个，包括社会环境、政府、企业、
学校、教师、学生。
2 两国物流专业校企合作驱动因素比较

2． 1 社会环境

2016 年，新加坡 GDP 为 2969． 757 亿美元，其中物流业产

值约占 8%，有大约 11． 5 万人受雇于物流行业，为全国总劳动

人口的 7%。新加坡职业教育发展水平较高，社会对职业教育

的认可度较高，学术教育与职业教育之间学历互认，学历和技

工等级证相互认可，在企业工作时考取的技工等级证等同于

学历证书。而企业以学历为薪酬依据，所以，职业教育毕业生

与学术教育毕业生的待遇不相上下，人们的就业观念对职业

教育态度端正。
2016 年，中国 GDP74． 4 万亿元，其中，全国社会物流总额

229． 7 万亿元，社会物流总费用 11． 1 万亿元。从事物流活动

的企业法人单位数超 30 万家，物流岗位吸纳的从业人员总数

超过 3000 万人，从业人数逼近 9000 万人，是增长最快的实体

行业之一，中国已成为名副其实的物流大国。
中国的职业教育发展水平较弱，社会对职业教育的认可

度较低，职业教育的毕业生待遇普遍大幅度低于学术教育。
社会大众的就业观念对职业教育毕业生有歧视。
2． 2 政府

同处连接太平洋与印度洋之间交通要道———马六甲海

峡———两岸的城市众多，为何单单只有新加坡在物流领域一

枝独秀? 新加坡以物流效率高而著称，吸引了近半数世界 500
强企业在新加坡设置亚洲物流总部。这与新加坡政府对物流

行业的全方位扶持密不可分，其中一项扶持方式是通过各种

渠道为物流行业提供优质的人力资源。新加坡政府通过财政

资金扶持在校物流教育和在职物流培训，提升物流人力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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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使物流从业人员创造价值的能力得到提升。
中国政府逐渐认识到物流活动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性，

近些年也着手改善物流环境，但主要侧重从硬件方面进行完

善，对于物流人力资源的重视程度明显不足。没有针对物流

企业与学校之间的校企合作出台相关法律法规进行政策性引

导和激励。
2． 3 企业

驱动新加坡物流企业对校企合作产生需求的原因最主要

的是利益，大致包含以下几个原因: 物流企业科研能力和科研

经费较为欠缺，而学校老师的科研能力较强，学生素质高，与

学校合作办学可以充分利用学校充沛的科研能力和科研经

费; 新加坡劳动力供不应求，物流企业人手短缺，可以用实习

学生弥补劳动力欠缺; 仓储和物流信息类的物流企业将办公

场所放在学校，有利于节约企业的场地租金成本; 物流企业深

入学校与学校共同培养学生，一方面可以确保学校培养质量

符合自己的要求; 另一方面，可以提升企业的知名度和美誉

度，为日后招揽人才和业务时，铺垫基础。
由于中国劳动力供大于求，中国的物流企业可以轻易从

市场上招聘到有经验的从业人员。所以，校企合作的需求较

弱。少量接受校企合作的物流企业驱动力有以下几种: 教师

或领导的私人关系，不得不接受校企合作; 利用学校充沛的人

力资源和低廉的人力成本; 利用学校免费或低价提供的办公

场所; 在学生培养中植入物流企业的品牌知名度; 树立企业支

持教育的美誉度。
2． 4 学校

新加坡的学校在物流管理专业校企合作中，充分发挥主

观能动性，将教学工厂理念发挥得淋漓精致，把学校的日常教

学融入到企业经营中，不仅将学生的上课地点放到企业，还将

企业的优秀员工请进校园承担课程教学。学校每年安排 35%
的教师不上课，专门从事校企合作工作，并且确保教师收入不

降低。
而国内学校在推进校企合作时，由于“学校热、企业冷”的

格局持续，推进工作困难。但教育行政部门在考核学校的教

育配套资源和培养模式时，校企合作是必不可少的环节。所

以，很多学校为了应付教育行政部门的检查，往往会在形式上

与很多企业签订了校企合作的协议，大张旗鼓地挂牌，而实际

上，却没有实质性的深入合作。
2． 5 教师

新加坡的物流管理专业教师通常都具有至少 3 年的物流

相关岗位工作经历。他们有足够的能力应对校企合作中企业

的工作需求。他们也愿意经常到物流企业获知最新的信息来

满足教学的需求。所以，在确保收入不降低的前提下，新加坡

的教师愿意去企业承担校企合作项目，并且有能力去企业承

担相关工作。

中国的物流管理专业教育发展较晚，大量专业课教师不

是转专业而来就是应届硕士毕业生，他们普遍缺乏物流企业

实战的工作经历，所以，很难独当一面真正承担校企合作项目

工作。
另一方面，目前国内教师薪酬体系中，课时费是物流管理

专业教师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校企合作工作从初步接触到

洽谈成功，再到落实校企合作协议，需要花费教师大量的时间

和精力，但工作量却无法恰当计算成劳动报酬，挫伤教师参与

校企合作的积极性。当校企合作项目需要教师完全脱离学校

教学岗位时，课时费收入为零。曾经有某位物流管理专业教

师承担校企合作工作，带领 50 名学生常驻上海某物流企业进

行顶岗实习。由于没有教学课时费收入，该教师每月仅能领

取基 本 工 资 2500 元，扣 除 五 险 一 金 费 用 后 到 账 工 资 仅

1950 元。
2． 6 学生

由于新加坡的学生大部分都是根据兴趣爱好来选择学习

物流管理专业，所以，对物流管理专业的热爱程度较高。社会

观念对职业技能工作没有偏见，所以，学生乐于获得提高专业

实践能力的机会，他们往往会由衷的主动适应企业的需求。
而中国多数学生在选择专业时，就业是第一被考虑的，兴

趣爱好很容易被忽视。所以，当学校安排其参与校企合作项

目时，对于辛苦程度比较低的参观企业或听企业员工专题讲

座等项目方面，接受程度较高。但是对于顶岗实习这种需要

长时间较辛苦地适应企业需要，从学生转变成员工时，学生的

接受程度较低。往往在实习前期因为好奇而感兴趣，后期却

因为不能适应而消极怠工。曾经某快递公司与某学校物流管

理专业合作，安排该专业的学生在双十一期间到快递公司轮

岗实习一周，虽然企业给付的实习补贴不低，车接车送还提供

工作餐。但是多数学生在实习中后期消极怠工，时常借机偷

懒。导致该企业对该学校学生的整体印象非常不好，将该校

列入校企合作黑名单。
3 结论

为了提升学校的人才培养质量，使培养的学生更加符合

物流企业的需求，校企合作非常重要。而校企合作涉及多重

主体的利益，所以，各个主体的驱动因素也不尽相同。新加坡

物流管理专业的这六个驱动因素相互交错，相辅相成，必须均

衡发力，相得益彰，使校企合作成效凸显。而国内的物流管理

专业校企合作的驱动因素驱动力不均衡，所以效果较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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