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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设置申请表

（备案专业适用）

学校名称（盖章）：保定学院

学校主管部门：河北省教育厅

专业名称：物流管理

专业代码：120601

所属学科门类及专业类：管理学，物流管理与工程类

学位授予门类：管理学

修业年限：四年

申请时间：2014年 7月

专业负责人：曲瑞华

联系电话：0312-5972061

教育部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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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普通高等学校增设本科专业基本情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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⒉学校基本情况表

$%¹º 保定学院 $%ûü 保定市七一东路 3027 号

ýþÿ¸ 071000 %Āāü http://www.bdu.edu.cn

$%Q$

,( ¡

□íĂÜ% ă²û<Ü% □ĄQ □ąQ □¨iĆćQ$Ĉĉ

□Ċ$ ă²$Ü □ċČ$Ü

~%()ÌčÏ 7076 *+ĎďWËÌÕÖ 87

£¤*+

$)¥ 

□Đ$ □đĒ$ □√ē$ □√FÁ$ □√Ĕ$ □√ĕĖ$

□√3$ □√ė$ □Ę$ □ę$ □√ì3$ □√Ěě$

*æFG

čÏa8j
6658

*æFG¨ĜF½ÈĝĞ

ğºFGÏÈÛĠġĢ

2528

38%

$%CD5

ĕĖģĤ

a300µĝ`©

ĥĦħĨj

保定学院是一所具有百余年办学历史的学校，创建于 1904年，始称

“保定初级师范学堂”。1910年改称“直隶第二初级师范学堂”，1928年随

省易名为“河北省立第二师范学校”。新中国成立后定名“保定师范学校”。

1978年改建“保定师范专科学校”。2007年 3月升格为本科层次的普通高

校，并更名为“保定学院”。

学院规划用地 1194 亩，现占地 921 亩，另预留 320 亩。现有 26 个本

科专业、24 个专科专业，全日制本专科在校生 15000 余人。共有物理、化

学、生物、资源与环境、现代教育技术、计算机与信息技术、心理、语言

等 8个类别的实验室。图书馆藏有纸质文献 112 万册，数字图书 48 万余册，

期刊 1200 余种。

学院现有教职工 1009 人，其中正高级职称 96 人，副高级职称 253 人；

全国模范教师 2人，全国优秀教师 1人，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 2人，

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 1人，省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

2人，省“三三三”人才工程第一、二层次人选 2人，“双十双百双千人才

工程”第二层次人选 2人，省优秀社科专家 3人，省模范教师 1人，省优

秀教师 7人，省教学名师 1人，省师德标兵 2人，省先进教育工作者 3人。

长期以来，保定学院毕业生就业率一直保持省内同类院校前列。自去

年 12月份以来，学院百余名毕业生扎根西部服务基层的事迹被人民日报、

光明日报等数十家媒体报道、转载，在社会引起强烈反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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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增设专业的理由和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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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学校定位

保定学院是一所具有百余年办学历史、服务地方经济建设的应用型地方本科院

校。2014 年教育部对部分高等院校进行职业教育定位调整方案中，我院也在其列。

因此，满足“服务保定、面向河北、辐射京津”产业发展人才需求的办学思路，明确

了我院在各个专业设置与建设方向上必须以京津冀区域产业发展需求作为前提。

二、物流管理专业人才需求情况

自1999年现代物流业在河北省起步以来，交通系统、商业储运系统、邮政系统、

铁路系统、电子商务系统对物流行业提出了“高速度、大规模、现代化”的发展需求，

物流行业也已经成为河北经济的增长点。2005 年河北省政府决定重点培育五大物流

枢纽城市（石家庄、唐山、廊坊、邯郸、张家口）、十大物流园区，建设三十大专业

物流（配送）项目（其中包含长城汽车、白沟箱包、保定农业生产资料配送等物流项

目），逐步形成“立足内需、融合京津、面向全国、联通国际”的现代物流体系，为

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提供基础支撑。保定物流行业虽然尚处在初级阶段，但

独特的区位、交通和产业优势成了物流企业的强劲发展，近年来的数据显示，保定物

流每年以37%的速度增长，较全国每年30%的增长速度高出7个百分点。蓬勃发展的物

流企业培育了现代物流业发展的市场主体，需要大量的物流管理方面的人才。

然而，受早期物流企业进入门槛低、业务技术简单、经验式管理等特征的影响，

物流行业对从业者的整体专业要求偏低，学历层次以中专、高中、技校为主，对从业

者的专业素质要求更多停留在身强力壮、吃苦耐劳的层面，以至于形成了“搞物流就

是运货的”行业印象。即便是物流企业中、高级管理人员也多来自一线员工提拔而来，

很难适应企业战略规划、信息技术等现代化管理的需要，由此也制约了物流企业向集

约化、集团化管理水平的迈进。

有调查数据显示，在我省物流企业从业人员中，具备研究生学历的仅占1%，本科

�‘�’�?�	�
�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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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物流管理专业筹建情况

（一）具有一定的物流管理专业办学经验。我系自 2005 年设置物流管理三年制

专科专业，经过 8年的努力，我系积累了比较丰富的物流管理专业的教学经验。

（二）师资力量比较雄厚。目前我系现有专职教师 26 人。其中物流管理专业（专

科）有专职教师 9人，拟担任物流管理本科专业课程的专职教师 13 人，其中教授 6

人，副教授 3人，副高以上职称教师占 69%；博士 2 人，硕士 11 人，全部具有硕士

及以上学历。

西方经济学被评为校级精品课程。

（三）具有较好的办学条件

我系于 2013 年初建成的物流管理专业实训室，可满足学生入库、上架、分拣、包装、

出库等实践课程的校内实训；2012 年建成的金蝶综合模拟实验室，可模拟物流企业

的库存管理、供应链管理、运输管理、物流成本管理等，为学生提供了物流企业运营

与管理的实训平台；在校外建立了北京苏宁电器有限公司、隆基泰和宜佳旺商贸有限

公司、保定同美集团、保定长城公司等 9个实习基地，为我校学生的实习和就业提供

了保障；2012 年我系“商科人才教学实践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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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增设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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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具有系统的经济学、管理学基础理论，掌握现代物流与供应链系统分析、设

计、运营、管理的基本理论、方法与技术，熟悉企业生产经营活动中的物流运作，能在企业

从事物流管理工作的复合型应用人才。

二、培养规格

掌握经济学类、工商管理类、物流管理与工程类、管理科学与工程类等相关学科的基本

理论和基本知识及物流管理专业的专业知识，接受供应链设计与管理、物流系统优化与运营

等方面的基本训练，掌握供应链设计与管理、物流系统优化与运营等方面的基本知识。

毕业生就获得以下几方面的知识和能力：

1.具有较全面的人文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外语及计算机等方面的基本知识；

2.掌握经济学类、工商管理类、物流管理与工程类、管理科学与工程类学科的基本理论

和基本知识；

3.掌握供应链设计、物流系统设计的基本方法与技术，了解物流工程的基本方法与技术；

4.具有进行供应链设计、物流系统设计、物流业务运作及物流管理的基本技能，具备较

强的物流管理实际工作能力；

5.具有较宽广的国际视野，熟悉国内外供应链和物流运作所涉及的技术、经济、管理等

方面的标准、惯例、法律、政策等；

6.了解国内外供应链及物流领域理论与实际发展状况和趋势，了解国内外制造企业、流

通企业和物流企业的基本物流动作模式；

7.具有一定的获取知识的能力，包括自主学习能力、表达能力、社交能力、计算机及信

息技术应用能力；

8.具备一定的应用知识能力，包括综合实验能力、专业实践能力、运用专业知识发现、

分析、解决问题的综合能力；

9.具备一定的创新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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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学分，专业课 26 分），选修课 32 学分（含专业选修课 24 学分，公共选修课 8学分）；实

习、毕业论文及其他实践环节 20 个学分。

课程结构与学时分配总表

课程类别 课程性质 学时 占总学时比例（%）

必修课

公共基础课 必修 830 33

77专业基础课 必修 648 26

专业课 必修 468 18

选修课
专业选修课 选修 432 17

23
公共选修课 选修 144 6

毕业论文及社会实

践

认知实习及毕业实习 必修

毕业论文 必修

军政训练 必修

合 计 2522 100%

六、课外活动和主要实践性教学环节

（一）结合教学，组织学生参加社会调查、参观等实践活动。

（二）军事训练与军训理论按学校安排执行。

（三）认知实习 1周，安排在第二学期；毕业实习 12 周，安排在第八学期。

（四）毕业论文安排在第八学期。

七、教学计划总体安排一览表

讲授 实践

课

程

性

质

课

程

类

别

序

号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学时

学时

总数

学分
考核

类型

各学期学时分配

第一

学年

第二

学年

第三

学年

第四

学年
讲授 实践

1 2 3 4 5 6 7 8

必

修

公

共

基

础

课

1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54 54 3 考试 3

2 马克思主义原理 54 54 3 考试 3

3
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54 104 6 考试 3 3

4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36 36 2 考试 2

5 当代世界政治与经济 36 36 2 考试 2

6 大学英语 72 284 16 考试 4 4 4 4

7 信息技术基础 34 34 68 3 考试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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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

程

8 大学体育 36 142 4 考查 2 2 2 2

9 文学艺术教育 34 34 2 考查 2

10 形势与政策 18 18 1 考查 1 1 1

小计 830 42 13 14 12 9 0 1

专

业

基

础

课

程

11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 17 17 1 考查 1

13 高等数学 144 144 8 考试 4 4

14 线性代数 54 54 3 考试 3

15 概率论及数理统计 54 54 3 考试 3

16 管理学 51 51 3 考试 3

17 微观经济学 51 51 3 考试 3

18 宏观经济学 54 54 3 考试 3

19 基础会计学 43 8 51 3 考试 3

20 统计学 46 8 54 3 考试 3

21 运筹学 54 54 3 考试 3

22 管理信息系统 36 18 54 3 考试 3

小计 588 36 8 7 9 9 3 0 0 0

专

业

课

程

23 物流学 54 54 3 考试 3

24 供应链管理 54 18 72 4 考试 4

25 仓储管理 54 18 72 4 考试 4

26 物流配送管理 46 8 54 3 考试 3

27 物流信息管理 46 8 54 3 考试 3

28 物流工程 46 8 54 3 考试 3

29 物流系统分析与设计 26 18 54 3 考试 3

30 国际物流理论与实务 36 18 54 3 考试 3

小计 468 26 0 3 3 3 6 9 0 0

选

修

专

业

选

31 交通运输管理 28 8 36 2 考查 2

32 库存管理 34 34 2 考查 2

33 物流法 28 8 36 2 考查 2

34 物流政策与区域物流规划 36 36 2 考查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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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 修

课

35 采购与供应管理 36 36 2 考查 2

36 企业经营沙盘（ERP） 36 36 2 考查 2

37 商品学 36 36 2 考查 2

38 市场营销学 36 36 2 考查 2

39 电子商务 36 36 2 考查 2

40 国际贸易理论与实务 36 36 2 考查 2

41 财务管理 36 36 2 考查 2

42 项目管理 36 36 2 考查 2

43 物流绩效管理 36 36 2 考查 2

44 文献检索与毕业论文写作 36 36 2 考查 2

45 商务英语 72 72 4 考查 2 2

46 物流设备与设施 36 36 2 考查 2

47 应用文写作 36 36 2 考查 2

48 商务礼仪 36 36 2 考查 2

49 商务谈判 36 36 2 考查 2

小计 每生至少选修 24 学分 720 40

公

共

选

修

课

见全校公共选修课，每生

至少选修 8学分

144 8

集中实

践教学

专业认知实习 1 1 周

社会调查（利用寒暑假） 1

专业综合实习 5 1 周 6周

毕业实习 8 12周

毕业论文（设计） 4 6 周

军事训练与军事理论 1 1 周

小计 20

合计 2522 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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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专业主要带头人简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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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专业主要带头人简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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ǏǙƥœŔ_a¦]éǚ

ŰĪHB09BYJ002

2009WÅŋŌ
ťƘƩ)$,

ƙ¦]

2009-2010 0.1ū ?ƚ8

2
\ƓǆǍûǎǏŒĘ+đ

ǛÖïŗĉǙƥœŔ_aé

ǚŰĪ200902027

2009Wǅĭǆ
Đ$ƘƩ)$

ÕÒœŔ¦]

2009-2010 ?ƚ8

3
\ǜǝĔǞ~Ã·ǟ+Ĕ

Ǟİ'¨2Ǡǡĭ¼_aI

ƥÿŰĪSZ090613

ŋŌťFÁǢ

2009WIƥ
2009-2010 ņǋ?œ8

4
ƓťÓÔƔƕđĒ2ō

Ɩ¢ÕÒ5þƗœŔ

2010WÅŋŌ
ťƘƩ)$,

ƙ¦]

2010-2011 ņL?œ8

]Ŧŧ

Ũ2?

@F$

ėć

ůŰ IJ¹º ½I®Ʋ 8Ï $Í IJĴƳ ½IÍÎ

1 ƼƎđĒ$ đĒì3*+ 166 54 *+,6I

2 ƽƎđĒ$ đĒì3*+ 150 54 *+,6I

F$ì3í

¥ãðäå ´ë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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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专业主要带头人简介（三）

Ŀ

¹
ǣǤǥ

Ĵy Ǧ *+ńěğŅ ĜF½ ņL$ĕ ()

¶ÌWç 1966.7 ŇþğŅ ĥ ňŉ$ĕ
ƹƺœ

ŔÌ

ņL$ĕ5ňŉ$ĕ

Ŋ+ÍÎ¢$%¢*+

()Ī1989W 6çŝŋŌĊ$ŝ$%FÁ*+k
œŔÌĪ2006W 6çŝŋŌĊ$ŝFÁĖ*+k

?@ŐőėćŒ

œŔ<ŕ

F$Ībřǎ¢ǧǨì3¢ǩ¯Ǫì3ŝ

?œ<ŕĪřǎŒǫǬ

(8UVW2?@|Ŗ

~b`iŗ@$ěŘřĞÓ/ŚĔś 1 Ŝŝ ¶Ş*şaŠş#j 1 ík

šF$)œ|Ţţś ¦ŝO¨ĪbcŤ ¦© ťíŤ ¦k

]ŦŧŨF$)œ¦]ś ¦ŝO¨ĪbcŤ¦] ¦©ťíŤ¦] ¦k

UVWũ¤F$)œđŪś 0.3 ūŬ© Wď 0.1 ūŬk

UVWù()Ì½Ia3ŚF$jś $ÍŝŭŮ()Ŋ+'Ñś 8Êk

ňó·/

Ĵ2F$

)œ|Ţ

a4¦ĝ
`j

ůŰ |Ţ¹º #ŤÈ´Óű¼¢ÍÎ (8Ų¹¼Ê

1 ǧǨì3 bcƃǐǋÐƆFöǄǭĊ$¶ŞƘ Ĝ?ÿ

2

3

4

]ŦŧŨ

2?@F

$)œ¦

]a4¦
ĝ`j

ůŰ ¦]¹º ¦]ƏƐ ƑƒÍÎ đŪ (8ŧŨėć

1 ûǮĔǞǯǰǱ2ǅ

ĭ?ǎ8ĔǲǳœŔ

2013Wǅĭǆ
Đ$ƘƩ)$

2013-2014 0.3ū ?ƚ8

2

]ŦŧŨ

2?@F

$ėća5
¥ĝ`j

ůŰ IJ¹º ½I®Ʋ 8Ï $Í IJĴƳ ½IÍÎ

1 ǴŪǵŇǶ$ ǫǬđǛì3 82 54 *+I
2013-2014
$Wņǋ$

Ƿ2 ǆǸǛǹ ǫǬđǛì3 82 54 *+I
2013-2014
$WņL$

Ƿ3 břǎŮŚŒ¬Ņ řǎì3*+ 90 54 *+I
2013-2014
$WņL$

Ƿ4 ǧǨŒız řǎì3*+ 90 54 *+I
2013-2014
$Wņǋ$

Ƿ5

F$ì3í¥

ãðäå
´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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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专业主要带头人简介（四）

Ŀ

¹
JǺ

Ĵy Ń
*+ńěğ

Ņ

ĜF

½
ņL$ĕ ()

¶ÌWç 1967.7 ŇþğŅ ĥ ňŉ$ĕ ()

ņL$ĕ5ňŉ$

ĕŊ+ÍÎ¢$%¢

*+

ņL$ĕĪ1989W 7çŊ+[ŋŌė$Ü ė+ì3ėJ*+

?@ŐőėćŒ

œŔ<ŕ
8ǻƮƐì3

(8UVW2?@ėć|Ŗ

~b`iŗ@$ěŘřĞÓ/ŚĔś 0Ŝŝ¶Ş*şaŠş#j0ík

šF$)œ|Ţţś 0 ¦ŝO¨ĪbcŤ ¦©ťíŤ ¦k

]ŦŧŨF$)œ¦]ś 1 ¦ŝO¨ĪbcŤ¦] 0 ¦©ťíŤ¦] 0 ¦k

UVWũ¤F$)œđŪś 0 ūŬ©Wď ūŬk

UVWù()Ì½Ia3ŚF$jś 162 $ÍŝŭŮ()Ŋ+'Ñś 0 8Êk

ňó·

/Ĵ2

F$)

œ|Ţ

ůŰ |Ţ¹º #ŤÈ´Óű¼¢ÍÎ (8Ų¹¼Ê

1

\The Discussion of
Professional Mode of
Management Majors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_

\2012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Education Reform and Management
Innovation_

1

]Ŧŧ

Ũ2?

@F$

)œ¦

]

ůŰ ¦]¹º ¦]ƏƐ ƑƒÍÎ đŪ (8ŧŨėć

1
\%ǟĆćǱ"#Ǽ

)89:;ÖïŽŔ_

ǅĭ$Ü

F$ƫĤ

œŔ¦]

2012W-2013W 5000 ņL?œ8

2
\ƙƬƭƮƮƐ*+

ǽĆĎǾÈƙƬğ+

ì38œŔ_

ƯŕœŔ

¦]
2012W-2017W ņV?œ8

]Ŧŧ

Ũ2?

@F$

ėć

ůŰ IJ¹º ½I®Ʋ 8Ï $Í IJĴƳ ½IÍÎ

1 8ǻƮƐǿȀì3 11Ť8Ʈ 82 54 *+ȁ»

2 Ċ$Ìğ+ÌȂÕÒ 12Ť8Ʈ 114 54 *+ȁ»

3 ,6ƩÑ$ 12Ť8Ʈ 120 108 *+ȁ»

4
ƙȃȄȅǟ+ÖÆđ

ǛȆȇ
Ý`Ƶ» 326 160 *+Ƶ»

F$ì3í¥

ãðäå
´ë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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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教师基本情况表

ů

Ű
Ŀ¹

Ĵ

y

W

Ȉ

*+ń

ěğŅ

ņL$ĕŊ+$

%¢*+¢$¼

ňŉ$ĕŊ+

$%¢*+¢

$¼

ÃŐő*+ ÆæIJ
*ğ

/ÚğÚ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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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主要课程开设情况一览表

ů

Ű
IJ¹º

IJ

č$Í

IJ

ȩ$Í
½IFG ½I$Ƿ

1 ì3$Ȫ3 54 3 ŀŁł
1

2 ƼƎđĒ$ 54 3 ƶƷƸ 2

3 ƽƎđĒ$ 54 3 ƶƷƸ 3

4 ,6ƩÑ$ 54 3 ǣ Ƹ 3

5 ì3ǿȀÝǝ 54 3 ȗȘș 4

6 řǎǿȀì3 54 3 ȗȘș 6

7 Ã·řǎì3ȔŚ 54 3 ȑȒȓ 2

8 ǩ¯Ǫì3 72 3 ǣǤǥ 3

9 ȣȤì3 72 3 qȡȢ 4

10 řǎȜȝì3 54 3 qƩȚ 5

11 řǎėJ 54 3 J Ǻ 6

12 řǎÝǝxž 54 3 ȕąȖ 5

13 břǎ3ŚŒ¬Ņ 54 3 ȥ Ȧ 6

14 ǝÑ$ 54 3 ȞȟȠ 4

15 ǧį$ 54 3 ȞȟȠ 5

16 ȫ!ǧǨì3 36 2 ȑȒȓ 4

17 ȏȐì3 36 2 ȍŁȎ 4

18 řǎē 36 2 qȡȢ 4

19 ȬȭŒǩ¯ì3 36 2 qƩȚ 5

20 ǟ+đǛȄȅaERPj 36 2 J Ǻ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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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其他办学条件情况表

*+¹º
řǎì3*+ KQđŪ

ÈƏƐ

80ūŬ

lu*+Ĝ"Èĝ

Ğğº(~Ȯ)8Ï
9

O¨õ*+

*ğ~Ȯ8Ï
13

O¨%`

Úğ8Ï

O¨%i

Úğ8Ï

ñòóôKQõ

*+ÛȁĦ2ȯȰ

Ʈ÷

4
ĺZ[õ*+2

F$¬ķ'ô

aȱŬĝĞj

50

aǾ/Sj

č ƌ ƍ

aūŬj
55

ů

Ű
?@F$'ô¹ºan 10¦`j

¡ Ű

Õ Ȳ
Ǿ(S) ȭ ȳ Í Î

1
¬ķȴȵȶ

ȷŎȸȹM6900 50Ǿ 2012

2 ȫȺĈ S5700-24TP-ST 2Ǿ 2012

3
ƭȻȼ

ȽȾ LV-7490 2Ǿ 2012

4 ǆǸǛǹ$F$Ýǝ V1.0 ǭȿɀɁ 1ɂ 2013

5 ŌɃɄɅğ+ÕÒÝǝ V2.2 1ɂ 2013

6 ERPȵɆȄȅÖÆɇS ƙȃ 1ɂ 2012

7 ƙȃė+ǟ+Ȅȅ ƙȃ 1ɂ 2012

8 ƙȃǼ+ǟ+Ȅȅ ƙȃ 1ɂ 2012

9 řǎÖÆ¬ɈɇS ƙȃ 1ɂ 2013

10

ô

ĩ

ĩĪɉǶę$ *+¯ɊęɋȼɌ'ôɍű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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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学校近三年新增专业情况表

$%UVWaɎɏ(WÅj&'*+-.

ů Ű * + · ¸ (/*) * + ¹ º ' Þ W Å

1 050404 () ɐ± 2011W

2 080902 () ɇSėJ 2012W

3 040103 () 8ĔFÁ 2012W

4 130405T () Ȱē$ 2012W

5 030102T () ɑÙƪɒ 2012W

6 80905 () řȷāėJ 2013W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