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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参与高等职业教育人才培养年度报告（2019） 

（物流管理专业） 

 

一、企业概括 

    怡亚通 2017年实现营业收入 685亿元，同比增长 17.5%；年度利润总额为

7.64亿元，较去年同期增长 15.19%；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为 5.95亿元，较去

年同期增长 14.74%。在怡亚通 2017年年报中，目前怡亚通主要的业务版块，以

及各个版块的营收和发展状况。怡亚通从事的主要业务有：生产型供应链服务（包

括广度平台、全球采购平台）、流通消费型供应链服务（包括 380分销平台、连

锁加盟平台）、物流平台业务、宇商金控平台业务、互联网平台业务，一共是五

大版块。 

在所有业务中，广度业务平台营业收入为 142.75亿元，较去年同期下降

10.69%，下降的原因主要是持续优化关停不良业务项目，寻求健康创新发展；全

球采购平台营业收入为 131.14亿元，较去年同期增长 33.86%，主要源于化工业

务的增长；营业收入为 401.2亿元，较去年同期增长 24.35%，原因在于平台在

流通领域整合战略规划中不断布局，扩大各省区合资公司联盟体系。 

另外，物流平台营业收入为 5.40亿元，较去年同期增长 22.36%；宇商金控

营业总收入为 5.51亿元，较去年同期增长 42.69%。从各项业务的营收状况来看，

目前流通消费型供应链服务是怡亚通营收占比最高的业务版块，其次是生产型供

应链服务；物流平台、金融平台的营收额占比较小，但增长幅度较高，发展空间

较大。 

二、参与办学 

公司与常州机电职业技术学院保持了多年的合作，为了更好的参与学校办学，

公司直接派公司中层管理人员参与学院的人才培养模式制定与完善，如图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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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人才培养模式讨论会 

公司与学校合作构建“能力递进，学创联动”人才培养模式，坚持“服务产

业、优化调整”的人才培养理念，对接中国制造 2025，结合江苏制造业为主导

的地区产业特征，围绕制造业服务化进程对物流人才提出的新要求，满足物流作

业管理和智能物流新技术应用人才培养的新需求，强化学生创新创业意识塑造，

对接物流职业资历与职业资格认证，在原“四段递进，学训交互”人才培养模式

基础上，优化形成“能力递进、学创联动”的人才培养模式，如图 2所示。 

在“能力递进，学创联动”人才培养模式下，突出学生“关键能力”的培养，

强化以关键能力为核心的职业行动能力：专业能力、方法能力、社会能力。随着

技术进步和第三产业的蓬勃发展，物流领域职业岗位不断涌现，结合新岗位、新

需求重新构建物流管理专业课程体系，强化新技术应用能力、分析判断与决策能

力、交往合作能力、适应转换能力、心理承受能力等关键能力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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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能力递进，学创联动”人才培养模式 

三、资源投入 

公司旗下子公司益达（广州）教育科技有限公司与学校关于物流智能化考点

进行了深度合作，公司向常州机电职业技术学院捐赠了益达教育在线考试管理软

件，免费提供相关技术服务和相关培训服务。 

公司江苏分公司派出精干部门经理来学校开展专业讲座，指导学生参加智慧

供应链创新创业大赛。随着物流业的不断升级，制定基于物流新业态，新技术的

课程标准，以及将采购与供应链管理国际资格认证（ITC）融入其中，益达（广

州）教育科技有限公司负责物流从业人员职业能力等级认证智能化考试平台的全

面技术支持和推广工作，给学院的课程标准完善和修改提供帮助。 

公司与学校经济管理学院达成共建国际供应链体验中心的合作意向，将在该

中心建设中提供方案设计指导和价值 10 万元的软硬件设备的捐赠。 

    四、参与教学 

（一）参与课程设置 

公司与学校共同讨论形成了“一个平台、四个模块”“专业+”课程体系根据

行业、企业对物流人才的岗位需求的要求，对接“中国制造 2025”，服务“一带一

路”、“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和“互联网+”等发展战略，紧扣智能制造中物流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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岗位的关键技能与职业素养等核心问题，强化学生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培养，满足

学生个性化和职业迁移的发展需要，完善“一个平台，四个模块”课程体系，形成

以公共基础课程、专业基础课程、专业核心课程为平台，以智能制造、信息集成、

国际流通和创新创业等为模块的“专业+”新课程体系。如图 3 所示。学生在入学

的第 1、2、3学期学习基础平台课程，加强对专业基础知识与采购、运输、仓储、

装卸搬运、流通加工、配送等普适性操作及一线管理人才职业基本技能与素质培

养；在第 4、5 学期，主修智能制造课程模块，同时学生结合个人的学习兴趣和

特长，辅修信息集成、国际流通和创新创业等课程模块；第 6 学期，学生在制造

企业、物流信息企业、国际物流企业等不同类型企业开展顶岗实习，对创业学生

进行孵化扶持，培养综合岗位技能与素质培养。根据《常州机电职业技术学院学

分制教学管理办法（试行）》，学生毕业可获得本专业毕业证书，并获得模块课程

学习的结业证书。 

图 3  “一个平台、四个模块”“专业+”课程体系 

（二）指导学生竞赛 

公司与学校的经济管理学院老师共同组成指导教师团队，指导学生参见

2018 年全国商业精英挑战赛，与学生和老师一起讨论创新创业方案，指导学生

的展示与演练，最终在比赛中荣获一等奖，如图 4 所示。 



5 
 

 

图 4 学生比赛获奖照片 

（三）完成教学成果奖申报 

公司与学校的经管学院共同提炼总结了题为“校行企融合，共建电商产教融合人才培养

基地探索与实践”的教学成果，并在 2018 年的评比中被全国物流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

评为“2017 年度物流职业教育教学成果奖一等奖”，如图 5 所示。 

 

图 5 教学成果一等奖 

五、助推企业发展 

近三年共有 20 名学生进入公司各个分公司工作，从仓储管理、运输调度、

市场拓展等工作。各分公司的学生随着职业经验的积累和优秀的专业能力都成为

了业务骨干，起到了示范到头作用。学生专业技术能力扎实，肯专研、肯吃苦，

能快速、准确的对各种问题进行判断和处理，深受客户的好评，提升了企业和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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牌的形象，增大了企业的销售额和效益。 

公司与学院一起针对物流行业提供培训服务，累计完成各类物流管理社会培

训 320 人次。 

六、服务地方 

    合作提供高校师资培训；依托企业资源、依照真实企业业务实践开发培

训资源和培训项目。2018年，公司与学院承办了全国跨境电子商务师培训，共

同承担了江苏省财经商贸类双师型师资培训、湖南青年骨干教师培训跟岗返学研

修、和湖南专业带头人培训，完成培训人才 200 余人，提高了学院专业社会培训

能力和教师专业培训能力。公司通过与学院在专业建设、人才培养、社会培训等

领域的项目合作，有效融入了本地的高校、企业、园区和产业发展，公司服务领

域和服务项目逐步打开，企业和市场资源数量和质量明显加强，年开展校企合作

技术服务项目 2 项，公司的人才培养和社会服务能力有效提升。公司通过与学院

的人才培养合作，有效的服务了本地物流企业的人才需求，同时，孵化了本地一

些物流企业发展。  

七、保障体系 

按照学院《专业教师社会实践管理暂行办法》、《双师素质教师培养与认定办

法》、《兼职教师队伍建设与管理办法》、《优秀兼职教师评选表彰办法》等规定进

行专兼职教师培养，2 位教师持续参加技术培训，聘请公司江苏分公司经理为专

业建设委员会委员，聘请其 3 位公司管理为兼职教师，参与课程开发、课程实施，

参与到人才培养的全过程，助推专业建设发展。2018 年，根据相关协议和制度，

企业通力配合，并主动与学校沟通，在基地建设规划、教学设备和兼职教师的提

供、参与专业建设和教学方面都认真履行了应有的职责。 

八、问题与展望 

未来公司与常州机电职业技术学院的校企合作将从人才培养、教育教学模式

创新、产学合作与社会服务等方面开展更加深入的产教融合，制定产学发展规划

与实施方案；建立企业参与共同管理的学院治理结构；搭建产学研联盟，与常州

及周边区域的企业合作，打通教学培养过程，实现校企联合培养；校企联合开展

创新创业实践项目计划。更加有效和全面服务区域物流管理人才培养和产业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