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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赛时供应链科技有限公司参与高等职业教育人才培
养年度报告（2023）

一、公司概况

（一）公司简介

广州市赛时供应链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 1997年，专注于非洲和中东国家，为非

洲和中东地区客户提供完善的一站式货运服务。经过多年的经营，公司已发展成为一

家跨国经营的专业化国际综合物流企业。赛时总部设立在中国广东广州，在国内下设

义乌、深圳、香港分支机构，在海外设立卢旺达、肯尼亚、乌干达、坦桑尼亚、刚果

（金）、喀麦隆、科特迪瓦、尼日利亚、迪拜等独资分公司。赛时主营业务有海运整

柜、海运拼箱、空运、快递、电商物流、供应链物流、物流金融等服务，公司已与世

界各大知名船公司、航空公司及海外代理结成良好的合作关系，建立了完善的非洲中

东物流网络。公司始终秉承“诚信、尊重、负责、创新、坚毅、奋斗”的企业文化，

公司的使命是为客户提供安全、快捷、专业的物流解决方案，为员工提供学习成长，

可持续发展的平台。

（二）企业治理

经过多年潜心经营和前瞻性战略布局，广州市赛时供应链科技有限公司于 2019

年与阿里巴巴、华为签署合作协议，助力阿里巴巴、华为进军海外市场。

（三）参与职教的条件

自“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一带一路”区域的国际货运业务大幅提升，人

才素质及人才数量均跟不上市场需求，意识到这个问题后广州市赛时供应链科技有限

公司开始贯彻自己的人才战略，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在高校建立校企合作订单班，在

毕业生走出校门之前就先人一步筛选人才并有针对性的进行培养使其能满足自身的

用人标准。

江西旅游商贸职业学院物流管理专业成立于 2003年，专业从成立开始就非常注

重产教融合、校企合作，从 2011年开始就与广州赛时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开展了

“国际物流订单班”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的试点工作，目前已取得了一定的实践成果，

积累了比较丰富的数据资料和管理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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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合作沿革

广州赛时供应链科技有限公司与江西旅游商贸职业学院共同制定适用于“一带一

路”背景下的国际物流人才培养方案，由校企双方共同协调完成教学任务，实现校企

联合共育人才；校企共同设计和开发物流管理专业适用于国际物流人才培养的基本流

程与课程体系，组建“双师”教学团队，实现教学内容与职业标准对接、教学过程与

生产过程对接；

历经八年的深度校企合作，校企双方通过对物流管理专业赛时国际物流订单班项

目的人才培养模式改革过程的研究，根据国际物流订单班人才培养模式改革过程中面

临的各种问题，在结合“产业经济学”钻石理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一带一路”

国际物流人才培养的钻石模型（如下图所示），以期培养适应企业用工需求，具备“一

带一路”国际物流岗位能力的国际化物流人才，提供国际物流人才培育的基本范式，

为其他专业开展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提供借鉴。

图 4-1 “一带一路”国际物流人才培养的钻石模型

以迈克尔波特钻石理论为基础，结合“一带一路”背景下国际物流行业和职业人

才培养的特点，在迈克尔波特钻石理论的架构之上，将国际物流人才竞争力培养要素

与国家竞争力要素进行替换，构建“一带一路”背景下国际物流人才培养的钻石模式。

国际物流人才竞争力培养的四个关键因素分别为“行业（Industry）”、“企业

（Enterprise）”、“职业院校（Colleges）”、“跨境文化（Cross-border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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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是企业生存的土壤和外部环境，代表国际物流职业才人发展的空间和机遇；

“企业”代表国际物流人才的校外培训资源、就业机遇及发展平台；“职业院校”是

国际物流人才学习和成长的摇篮，是职业人才竞争力培养的主要发起者；“跨境文化”

是国际物流人才竞争力的有力体现。

“机会”（opportunity）和“校企合作”（School enterprise cooperation）是国际

物流人才竞争力培养的两个辅助因素。“机会”包含许多类型，比如就业机遇、晋升

机遇、市场机遇、政策性机遇等，属于国际物流人才自身资源和技能之外的不可控因

素；四个关键因素通过“校企合作”发生碰撞、互为补充，“校企合作”提升了国际

物流人才竞争力培养的高度和广度，强化人才的综合素质，决定了人才的成长方向。

二、参与办学情况

校企双方各指派一名老师作为订单班校方和企业方负责人，互派师资和工作人员

对订单班学员开展理论授课和实践指导活动，双方共同开发实训教学资源、共同建设

《国际货运代理》《国际物流单证》《国际贸易实务》等专业课程，编写了校企合作

项目型教材，出台了一系列服务于赛时国际物流订单班项目运行的制度文件，共建“赛

时非洲物流学院”、“赛时货运代理文化长廊”、“国际货运代理实训中心”、“赛

时国际物流实践教学基地”、“赛时国际物流人才培养及项目研发基地”等实训场所，

落实“课程共建、教材共编、师资共用、基地共建、学生共评、文化共融”。

图 4-2 秦明老师被赛时公司评为最佳指导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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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企双方的合作办学确定为六个阶段：企业植入、筹备兴趣小组、组建国际物流

订单班、暑期夏令营集训、返校再训和毕业实习六个阶段。

第一阶段：启动国际物流人才培养项目，植入企业元素，提升学生视野，营造国

际化的文化氛围。

图 4-3 赛时文化长廊插图

图 4-4 国际物流订单班学期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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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5 国际物流订单班合作模式

第二阶段：根据同学们的兴趣和就业意愿筹办国际物流兴趣小组，赛时国际货运

代理有限公司派遣外教赴学校授课与学校一起对兴趣小组成员进行针对性培养及进

度跟踪。公司每年 4、5月份进校招募，学生可前置进班。

图 4-6 国际物流订单班录用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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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7 国际物流订单班合影

图 4-8 国际物流订单班外教课程

第三阶段：大二下学期对兴趣小组成员的成长情况进行考核及筛选，择优组建国

际物流订单班，赛时根据“一带一路”背景下国际物流行业的业务需求及跨境人文特

点派遣外籍教师对订单班学员进行职业化和岗位化培训。职业院校安排订单班学员于

大二暑期赴广州赛时公司开展暑期夏令营活动，职业院校参训教师做好跟踪和指导工

作，合作企业做好接收和培训准备工作。暑假夏令营岗位体验时间计入实习期，发实

习工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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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企业暑期课程安排表

第四阶段：国际物流企业利用暑期时间在校企共建的人才培养基地对订单班成员

开展为期一个月的夏令营活动，通过夏令营的形式强化业务技能，经考核合格后离开

企业人才孵化基地，奔赴夏令营的下一站，接受业务市场的挑战。

学院参训教师把订单班成员分成若干个业务小组，由企业员工带队奔赴国际物流

市场，实地检验国际物流业务开拓与运营能力。企业员工组织业务小组分派工作任务，

对其工作进展进行业务跟踪、现场指导和表现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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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9 赛时人才孵化基地合影

图 4-10 市场业务考核

第五阶段：订单班成员经考核合格后回公司做阶段性总结，从企业返校，理论联

系实践，继续接受大三阶段专业课程和企业课程的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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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1 国际物流订单班暑期集训总结

图 4-12 国际物流订单班暑期集训总结 PPT

第六阶段：学期结束后赴企业直接上岗，进入实习阶段。顶岗实习通常为 6个月，

设立实习学分，后期无约束，学生可自由选择就业或在原实习单位实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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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3 广州赛时公司入职报到通知

三、企业参与教育教学改革情况

（一）面向国际货运需求调整课程标准

学校联合广州赛时供应链科技公司依据货运代理业务推进的流程，模拟国际货运

代理企业真实工作场景，依照《国际货运代理作业规范》（GB/T 22151-2008）、《国

际货运代理服务质量要求》（GB/T 22154-2008），重构课程标准。课程标准与课堂任

务对标真实业务情景，凸显课堂建设、教学实施与业务的紧密链接，有助于人才培养

的标准化、高阶化。

课堂包含 13个工作任务，分别为 1客户获取、2业务洽谈、3客户需求响应、4

客户回访与关怀、5订单受理、6出口货物订舱操作、7出口货物装箱集港、8提单缮

制、9 进口货物换单操作、10进口货物提重还空、11订单状态更新、12账单制作、

13业务单据归档，贯穿业务从发生至归档的全部环节。课堂模拟国际货运代理企业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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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工作场景，课程内容贴近货运代理从业人员工作中须解决的实际问题，提升学生的

货运代理实际工作能力。

图 4-14 校企共建《国际货运代理》课程（截图）

（二）围绕一带一路国际货运代理业务开发、重整课程资源

赛时公司人事总监加入项目团队，提供包括人员、事务安排等一切便利。

1.项目团队前往赛时公司广州总部以及肯尼亚分公司调研，吸纳最前沿的业务资

讯、掌握最新的工作标准，落实课程的校外实习实训基地，搜集课程所需的航司表、

船期表、业务数据等一众业务数据以及适用的“一带一路”区域业务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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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5 赛时公司广州总部调研

图 4-16 赛时公司肯尼亚分公司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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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校企双方将“一带一路”区域货运代理业务特点、业务案例与授课任务相融合，

明确课程导向，体现“一带一路”区域货运代理企业的真实工作任务。

3.校企双方对货运代理竞赛真题进行加工与改造，以技能点为单位对赛题进行任

务拆分，回归于十三个授课任务之中。一方面降低训练强度，令长达十几小时的技能

竞赛适合于课堂教学；另一方面对赛题进行一定程度上的简化与优化，降低训练难度，

使竞赛水准的赛题适配于课堂教学。

4.校企双方共编与课堂设计配套的《国际货运代理》活页式教材。教材分为 13

个工作任务，每个任务均配套教学视频、动画、课件、案例、业务素材、课后作业、

实训任务、习题库、随堂测验等教学资源。共建的《国际货运代理》课程建设至今已

录制 61个教学视频（含动画），发布 82个任务点、172个非视频资源、754题的题

库。

图 4-17 《国际货运代理》活页式校本教材

（三）多措并举，提升学生国际化视角和对外交流技能

1.筹备第二课堂

与广州赛时供应链科技公司共编《国际货代新业务员英语培训项目化教材》，为

学生提供任务清晰、目标明确的货代英语教材。赛时公司选派外籍员工

MUHAMMAD-SADEEQADETUNJI BALOGUN（中山大学博士后）兼任企业教师，



企业参与高等职业教育人才培养年度报告（2023）

— 44 —

利用课余时间开辟第二课堂，以共编教材为纲，训练学生的对外交流技能。

图 4-18 校企共编《国际货代新业务员英语培训项目化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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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9 第二课堂MUHAMMAD-SADEEQADETUNJI BALOGUN授课照片

图 4-20 WILFRED MANGEH MUNKI教师的授课签到表

2.开辟校外课堂

项目团队利用暑期组织学生赴广州赛时供应链科技公司进行为期一个月的企业

历练，校外课堂分为 2周的企业课堂以及 2周的市场课堂。企业课堂的主要教学内容

为《货代产品介绍》，《世界经济地理》、《货代英语》、《磋商技巧》；市场课堂

的教学宗旨为“走四方，说外语，见各国客户，揽各地货运”，方案把学生分成若干

个业务小组，由企业老员工带队，奔赴广州的广元西，下塘西，电子城三个主要市场，

与外国客户就货代业务进行沟通与洽谈，训练外语听说能力，拓展国际化视角，综合

提升货运代理业务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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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21 企业教师授课《世界经济地理》

图 4-22 学生体验业务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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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23 学生体验操作岗位

3.建设实训基地

通过“国际货运代理实训中心”、“非洲物流学院“、“赛时国际物流实践教学

基地”、“赛时国际物流人才培养及项目研发基地”、“货运代理文化长廊”等项目

的投入及使用，为学生的国际化视角提供支撑。

图 4-24 赛时国际物流实践教学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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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25 赛时国际物流人才培养及项目研发基地

图 4-26 赛时非洲物流学院

图 4-27 赛时文化长廊展示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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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企业资源投入情况

广州市赛时供应链科技有限公司人事总监廖兴武 2012年担任赛时校企合作项目

的企业方负责人，参与物流管理专业承担的江西省体改办现代学徒制改革试点工作，

2017年被江西旅游商贸职业学院特聘为客座教授。

图 4-28 广州市赛时供应链科技有限公司人事总监廖兴武讲座授课

2012 年赛时公司参与制定并实施了以校企合作项目负责人制度为核心的现代学

徒项目运行管理机制。任命人事经理担任赛时现代学徒合作项目负责人。

从 2012年开始参与赛时校企合作项目人才培养方案制定，将赛时内部培训课程

与学徒制方案有序衔接，并认真执行。经过多年实践，赛时校企合作项目人才培养方

案已由校企双方进行了四次修订，课程建设及人才培育初现成果。2020年广州市赛时

供应链科技有限公司被我院评为优秀校企合作单位。

图 4-29 优秀校企合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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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现代学徒项目生产性教学资源建设，赛时参与江西旅游商贸职业学院“国际

货运代理实训中心”、“赛时国际物流实践教学基地”、“赛时国际物流人才培养及

项目研发基地”等实训基地建设；与校方共建位于广州的“非洲物流学院”实训基地

建设。为开发现代学徒项目生产性教学资源，赛时公司与校方共同编撰《国际货代新

业务员英语培训项目化教材》。

组建赛时学徒班企业师资团队，选派中高级管理人员、外籍讲师担任企业兼职教

师，选派人事主管担任学徒班企业导师，选拔企业技术能手和业务骨干担任企业教师，

承担学徒班岗位教学任务。

表 4-2 赛时公司兼职企业教师登记表（部分）

提供办赛资金在校内主办赛时杯英语技能大赛，提升校内学习氛围，提升学生业

务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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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30 第五届赛时杯技能大赛合影

全面接收学徒班学员在岗学习、实习就业，为入职员工设计职业发展通道，辅导

学生在企业的职业发展。

图 4-31 赛时国际物流订单班员工职业发展通道示意图

五、学校助推企业发展

（一）保障企业稳定运营

为赛时公司培养投身于“一带一路”事业的货运代理人才数百名，数十名毕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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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赛时公司外派于海外就业，学生工作地点包括阿联酋、沙特、尼日利亚、刚果金、

肯尼亚、喀麦隆、坦桑尼亚、乌干达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

表 4-3 学校学生担任主管及以上岗位名册表

（二）助力企业发展壮大

学院已持续 8年为广州赛时公司输入高质人才，持续、稳定的人才输入为企业发

展和壮大提供人员保障。广州赛时公司近年在海外陆续开辟卢旺达、多哥、加纳等独

资分公司，并于 2019年与阿里、华为签署合作协议，助力阿里、华为进军海外市场，

推进中国与“一带一路”区域国际货运行业发展进程。

（三）学校师资参与企业员工培训，为企业提供技术支持以及社会

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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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32 秦明老师被赛时公司聘为培训经理

六、校企合作中存在的问题

（一）订单班学员数量锐减

近年来随着专升本考试录取率的大幅提升以及广州疫情的影响，学生对于加入赛

时国际物流订单班的热情锐减，订单班成员数量缩编严重。

（二）岗位特点对学徒的吸引力不大

国际物流行业从业人员的收入主要来源于客户的积累，客户的积累是一个辛苦和

漫长的过程，需要学生脚踏实地的工作。基层岗位比较辛苦，个别学徒因为岗位辛苦

难以坚持。

七、校企合作的展望

与赛时公司校企合作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也存在着一些问题，例如：校企联

合培养国际物流订单班过程中双方的协同机制还未建立；订单班学员的日常管理制

度、考核评价体系还需进一步完善；学校教师在订单班培养过程中需发挥更大作用。

下一步计划：积极探索并建立校企合作订单班培养过程中校企双方的协同机制，



企业参与高等职业教育人才培养年度报告（2023）

— 54 —

明确各自的分工与任务，建立顺畅的联系渠道，在教学过程中合理植入企业理论和实

践课程；开展订单班成班前的职业人员性格测试，提高校企合作订单班项目人才的留

存率，对每一位订单班学员都分配一名固定的师傅，同时建立科学合理、校企双方共

同评价的考核体系，适时引入第三方评价机构对学生培养成效进行评价；加强校企合

作深度，双方进一步开展校企合作订单班项目教材或讲义编写、项目咨询、技术服务

等合作，提升学校老师的能力，发挥学校老师在订单班培养过程中更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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