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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疫情背景下高校食品类专业加强《食品物流学》 

课程开设的必要性 

易兰花，邓丽莉，曾凯芳 
（西南大学 食品科学学院，重庆 400715） 

摘要：目的 为促进食品行业国内国际“双循环”发展，需加快食品物流建设，而食品物流建设以人才为

基础，为高校加强食品物流人才培养提供参考和依据。方法 综述新冠肺炎疫情之下食品物流面临的问

题、食品物流行业的发展对策，简要说明《食品物流学》课程相关内容，高校食品专业《食品物流学》

课程开设现状。结果 食品物流的问题包括供应链不畅、物流成本高、冷链物流不足、食品物流人才紧

缺等方面。目前，我国高校食品专业学习了《食品物流学》课程的学生比例整体较低，一部分原因是有

较多高校未开设该课程，另一部分原因是有的高校开设该课程的时间太晚，选修学生少。结论 培养食

品物流人才、发展现代食品物流业，是实现国家伟大复兴、促进社会和食品行业发展的迫切需要，因此，

建议高校食品类专业开设《食品物流学》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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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Necessity of Strengthening the Course of Food Logistics for Food Major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Post COVID-19 

YI Lan-hua, DENG Li-li, ZENG Kai-fang 

(College of Food Science, Southwest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715, China) 

ABSTRACT: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double cycle" development of the food industry, it is 
necessary to speed up the construction of food logistics, which is based on talents. This paper provides reference and basis 
for universities to strengthen the training of food logistics talents. Problems of food logistics and development strate-
gies of food logistics industry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COVID-19 are summarized. The relevant contents of food lo-
gistics course and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offering this course in universities are simply illustrated. Problems of food 
logistics include poor supply chain, high logistics cost, insufficient cold-chain logistics and lacking food logistics tal-
ents, etc. Currently, the proportion of students studied food logistics in universities is relatively low. One reason is that 
many universities do not offer this course, another reason is that the time of offering the course for some universities is 
too late which resulted in few elective students. Cultivating food logistics talents and developing modern food logistics 
are urgent needs to realize the national rejuvenation, as well as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society and food industry. 
Therefore, it is suggested that food logistics should be offered for food major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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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初，新冠肺炎疫情暴发，食品行业作为

关系公众切身需求与经济社会稳定的民生行业，受到

疫情的影响无疑是巨大的。受开工延迟、物流不畅等

影响，疫情期间我国农副食品加工业、食品制造业、

线下零售业纷纷受到重创，且第三产业中的餐饮行业

受到的影响最大，有的甚至倒闭。大健康相关食品、

方便食品、线上食品等的销售呈现增长[1-2]。在全社

会共同努力下，虽然当前我国疫情防控已取得阶段性

成效，但受国外疫情因素的影响，预计在未来一段时

期内，我国都会处于“外防输入、内防反弹”的常态化

疫情防控阶段。在此次疫情暴发以来，类似于制造行

业中的芯片、航空器等高端制造业，食品行业中物流

业的薄弱也暴露出来。食品物流的基础设施薄弱、体

系不健全、应急能力差，冷链物流更是严重不足，企

业运营缺乏相关标准法规的指导。食品物流是食品行

业的血液，是保障整个行业有效运作的基石。在疫情

防控常态化背景下，如何应对挑战，强筑食品物流业，

进而促进行业发展，是当前面临的现实问题。食品物

流人才是食品物流业建设的基础，高校是培养人才最

直接有效的基地，因此，文中从后疫情背景下食品物

流行业问题、食品物流行业的发展对策、《食品物流

学》课程相关内容、高校食品专业《食品物流学》课

程开设现状和掌握食品物流知识的必要性等几个方

面论述高校食品类学科加强《食品物流学》课程开设

的必要性。 

1  后疫情背景下食品物流行业的问题 

1.1  食品安全问题 

1.1.1  进口食品安全问题 

虽然新冠病毒本身不属于食品安全问题，但与食

品安全息息相关[3]。2020 年秋冬季节，进口冷链食品

频繁“中招”，多次从外包装中检测出新冠病毒核酸阳

性，涉及的食品包括阿根廷进口冷冻牛肉、俄罗斯进

口冷冻鳕鱼、厄瓜多尔进口冷冻南美白虾、越南进口

冷冻巴沙鱼片等，发生地区包括陕西、天津、辽宁、

黑龙江、山西、湖北、浙江、山东、安徽、河南等多

个省份。后疫情背景下，进口生鲜食品安全问题成为

消费者关心的重点问题[4]。我国当前疫情防控的重点

是严防境外输入，而进口生鲜冷链食品是防控境外病

毒输入的关键之一[5]。 
另一个涉及进口食品安全的是食品数量安全，主

要为粮食。粮食问题历来被作为战略博弈的重要筹

码。对于全球化的今天，如果粮食过度依赖进口就会

让国家战略受制于人。此次新冠肺炎疫情使得多个粮

食出口国采取了保护性出口禁令，给全球粮食供应链

带来冲击，2020 年全球至少 1.55 亿人陷入粮食不安

全境地。近年来，我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稳步提升，

连续 6 年粮食总产量达到 1.3 万亿斤/年，人均粮食占

有量超过国际粮食安全标准线。我国小麦和大米实现

了基本自给，储备库存充裕，但玉米和大豆供需缺口

逐渐扩大[6]。2020 年，我国粮食进口超过 1.4 亿 t，
其中大豆进口超过了 1 亿 t，玉米和大豆进口占比

达 78.27%，进口量同比分别增长了 135.7%和 13.3%，

成为我国粮食安全的主要风险点[7]。我国粮食进口大

部分都在饲料用粮方面，未来粮食进口需关注粮价上

涨，保持“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 

1.1.2  电商平台食品安全保障问题 

疫情期间，由于交通受阻和“宅家”模式，食品从

传统线下零售模式转向线上销售，如网络食品零售、

网络餐饮服务。销售食品的电商平台包括美团、饿了

么、淘宝、京东、拼多多等。由此可见，疫情的发生

促进了电商平台食品经济的加速发展。后疫情背景

下，线下+线上食品销售模式已为常态。我国食品传

统经营模式为线下经营，食品安全治理也极度依赖于

线下监管[8]。例如，食品生产经营许可证发放、日常

检查，基本上都是通过监管人员线下实地核查进行。

与线下相比，电商平台食品销售的涉及面更加复杂。

为更好地保障食品安全，作为第三方的电商平台应当

做好质量管控，包括商家入驻管理、入库验收、第三

方抽检、仓储食品安全管控等。从原材料到配送的各

个环节，如何保障线上食品的安全是当前行业面临的

问题，也是消费者关注的重点。 

1.2  供应链不畅，物流成本高 

1.2.1  国际物流 

当前，虽然国内疫情得到了很好控制，但国际疫

情形势仍然严峻，直接给跨境物流造成了巨大压力，

导致供应链不畅。究其原因，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疫情之下，各国纷纷提高了进口检验检疫标准和通关

门槛，严格的海关检验检疫让商品通关时间更长；各

国对交通的管制使得物流效率降低，尤其是遇上临时

“封国、封城”政策时，大量商品被滞留；为防止人员

聚集，大量的物流工作人员无法到岗，致使物流工作

人员短缺，从而导致货物积压[9]。 
一直以来，与国内贸易相比，国际贸易的物流成

本较高，例如跨境电商物流费用占到总交易额的

20%～30%。国际海运是国际贸易中最重要的运输方

式，其货物运输量占国际贸易总量的三分之二以上。

受疫情影响，很多船只被扣留在港口，导致港口大堵，

港口运行效率持续下降，集装箱周转不畅、货箱积  
压[10]。货流持续发展之下，物流跟不上，运力供不应

求。2020 年下半年开始，国际集装箱运输市场运价

呈现出“魔幻式”持续飙升，多航线爆舱。2021 年 9
月底从上海向洛杉矶运送一个 40 GP 标准集装箱的

运费已达到约 6.7 万人民币，比去年同期上涨超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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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即便如此，集装箱仍然一箱难求。目前全球

海运价格平均涨幅高达 7 倍。一段时间内，海运价格

仍将处于高位。 

1.2.2  国内物流 

目前，我国铁路、公路、水路等货运量排名世界

第一，但是，物流业规模虽大，却是大而不强、粗放

式发展，物流成本高、质量效益低。疫情期间，食

品物流的诸多弱点暴露出来，尤其是在农产品物流

方面。农产品物流是连接农产品供应链每个环节的

桥梁，其通畅与否决定着农产品产销能否实现有效

对接[11]。我国虽然是农业大国，但机械化程度低，以

个体“小农生产”为主，生产经营非常分散。农产品的

组织呈现多级供应结构，如农产品收购涉及多级收购

商。供应链中信息整合与共享难度大，很难将供需协

调到最佳[12]。同时，我国生鲜农产品在流通中的损耗

率高达 20%～30%，远高于发达国家 2%～5%的损耗

率[13]，因此，疫情期间交通受阻后出现的城市农产品

供不应求、价格飞涨与农村供过于求、价格低廉的矛

盾也是必然结果。 

1.3  冷链物流不足 

生鲜农产品主要包括蔬菜、水果、肉、水产品、

乳、蛋等生鲜初级产品，具有易腐烂、不耐贮运等特

点[14]，对时效、流转效率要求极高。我国生鲜农产品

损耗率一直居高不下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冷链物

流严重不足。欧美日等发达国家生鲜食品的冷链率达

到 90%以上，而我国约为 30%[15]，缺口巨大。另外，

某些加工食品（如糕点、熟食、速冻、冷饮等）也需

要始终维持冷链。无论线上还是线下渠道，冷链物流

都是生鲜产品质量的首要保障。目前我国冷链物流面

临着设施建设不完善、现有设施陈旧、冷链设备严重

不足、冷链技术落后、物流信息化程度低、专业人员

较少、运作成本高等多个问题。 

1.4  食品物流人才缺乏 

人才是第一动力，也是第一资源，无论是哪个行

业的竞争，最终都是人才的竞争，而当前食品物流人

才非常短缺。食品物流人才的匮乏尤其表现在以下几

个领域：冷链物流人才，根据《2018 年中国冷链物

流行业报告》显示，行业既有理论基础又具备实操能

力的冷链物流高级管理人才不足 2 000 人；国际食品

物流人才，对于国际物流从业者，除了具备专业的食

品物流知识外，还需要具备一定的语言技能、法律知

识和熟悉国外市场风土人情；农村食品物流人才，农

村农产品经营者缺乏现代农业知识，习惯用过往经验

去解决问题，物流人才匮乏一直是农村电商发展的瓶

颈。食品物流是食品行业有效运转的血液，食品供应

链想要高质量稳定发展，就必须解决食品物流人才短

缺问题。 

2  食品物流行业的发展对策 

2.1  加快食品物流业建设 

在现代工业体系里，产业链环环相扣，其中任何

一个环节受阻，上下游企业都会受到影响。从经济学

的角度来讲，从原料生产、半成品加工到成品销售，

归根到底，其实是需求与供给关系的问题。食品行业

供需关系的平衡决定了物流和资金流，进而决定了生

产成本和销售价格。在整个社会体系里，没有哪个行

业能够独善其身而不受到大经济环境的影响，食品行

业作为基础的民生行业之一，更是如此。 
新冠疫情蔓延对全球经济造成了重大冲击，生产

停滞、供应链中断、产业链结构发生改变、国际贸易

整体萎缩[16]。部分国家思考自身在全球生产链、供应

链中的地位和风险时，进一步加重了贸易保护主义，

我国出口企业面临的挑战加剧。后疫情背景下，全球

供应链的收缩、不确定性和不安全性对我国产业供应

链的稳定运营造成了重大威胁。我国的贸易结构、贸

易主体和贸易伙伴也悄然地在不断发生变化。为了更

好地应对全球经济萎缩对我国经济的冲击，党中央在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

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中提出，要

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

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即“双循环”新发展格局[17]。对食

品行业来说，食品物流是保障行业经济循环畅通无阻

的命脉。在国内外经济大环境之下，要发展食品行业

经济就必须加快食品物流业的建设。 

2.2  加强冷链物流建设 

我国生鲜食品冷链流通率与需求之间存在巨大

缺口，无冷链下每年仅果蔬采后流通期间腐烂造成的

经济损失就超过 500 亿元，因此，为了减少生鲜食品

损失，有效促进食品产业的快速健康发展，迫切需要

建设并逐步完善冷链物流产业链[18]。2014 年以来，

政府对冷链物流的关注度有了大幅度的提升。国务院

《物流业发展中长期规划（2014—2020 年）》（2014
年）、商务部办公厅和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办公室

《关于开展农产品冷链流通标准化示范工作的通知》

（2016 年）、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发展冷链物流

保障食品安全促进消费升级的意见》（2017 年）、发

改委和交通运输部《关于进一步降低物流成本的实施

意见》（2020 年）中提出加强完善冷链物流装备、基

础设施建设，着力构建“全链条、规模化、集约化、

组织化、网络化、严标准、可追溯、新模式、高效率”
的现代化冷链物流体系，并降低冷链物流成本。通过

系统性保障冷链物流的规范发展，从而满足居民消费

升级需要，并且促进农民增收、保障食品消费安全。

为响应国家政策加快发展冷链物流，各地方政府也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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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了对应政策。近几年，我国冷链物流每年保持着 2
位数的增长率快速发展。 

2.3  提高配送服务 

在后疫情时代和新零售背景下，消费者在线上购

买食品产品上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对末端配送的便捷

性和安全性需求增强。我国现有的末端配送模式包括

有企业自营物流配送（如京东生鲜）、第三方物流配

送、众包物流配送、前置仓到店自提、智能生鲜柜自

提等[19]。然而，现有的这些配送模式还存在配送成本

高、及时性差、货损率高、配送服务品质较低等一系

列问题。为了提高消费者的购物体验，促进线上食品

发展和保障食品安全，提高配送服务是行业发展的必

然趋势。国务院《关于深化改革加强食品安全工作的

意见》（2019 年）中指出建立覆盖基地贮藏、物流配

送、市场批发、销售终端全链条的冷链配送系统，以

全面保障食品安全。随着信息技术和人工智能的发

展，现已涌现出无人仓、无人智能柜、无人机、无人

车、机器人等多种新型配送实体。有些技术尚未成熟，

但随着国家物联网和智慧物流的发展，将会加速传统

配送向智能配送的跨越，以提高配送服务水平。 

2.4  加速食品智慧物流建设 

国务院《关于积极推进供应链创新与应用的指导

意见》（2017 年）明确了供应链已经发展到与互联网、

物联网深度融合的智慧供应链新阶段，提出大力发展

智慧物流。智慧物流是指通过现代信息技术为支撑的

智慧化技术手段，实现物流各环节可视化、自动化、

可控化、智能化、信息化和网络化，从而精确地推动

物流的整个生命周期，提升物流运作效率[20]。疫情暴

发期间，对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的物流信息需求

更为突显。建设智慧物流，就需要推广以 AI、大数

据、无人技术等为核心的智能设备的应用，融合 5G
技术，实现物流智能仓储管理，在分拣、派送等各环

节实现自动化、智能化，提高运行效率，减少人力依

赖[21]，从而提高食品的安全性和降低物流成本。 

2.5  加强人才培养 

食品物流人才缺口很大，从业者应当掌握的基本

知识和技能包括：食品贮藏与保鲜知识、食品微生物

知识、食品化学知识、食品工艺知识、仓储管理知识、

运输和配送知识、设施设备的认知与使用、物流信息

技术使用、客户管理与沟通技能等。近年来，随着新

零售、电商物流、冷链物流、智慧物流的快速发展，

物流结构不断发生变化，行业对物流人才能力的需求

也越来越多样化，例如智慧物流从业者还要对人工智

能、区块链、物联网和大数据等技术有一定认知。我

国食品产业链结构复杂，人才的培养也需要多层次发 

展，例如，对于广袤的农村地区，培养一批具有“现
代物流技能+管理”型人才；对于国际物流从业者，培

养一批具有“专业技能+语言+国际化”型人才。除了知

识技能之外，职业素养的培养也至关重要，包括终身

学习能力、团结协作能力、创新精神、责任担当精神、

吃苦耐劳精神、敬业奉献精神等。可通过职业院校、

高等学校、企业培训、专家讲座、出国考察学习等多

种途径培养多层次复合型人才。 

3  《食品物流学》课程相关内容 

3.1  《食品物流学》授课内容 

《食品物流学》是食品科学与工程本科专业的专

业选修课程，是食品科学的一个分支，也是物流学的

一个分支，属于综合应用学科。其授课内容与工商管

理类专业的《物流管理学》具有一定交叉性，也具有

一定独特性，更偏重食品相关物质的流通规律研究。

该课程主要涵盖了食品物流系统、现代食品物流的功

能要素、环境对食品物流的影响、物流组织与控制、

企业物流管理、物流企业与第三方物流、供应链管理、

国际物流等方面的内容。现代食品物流的功能要素是

重要的基础知识，包括包装、装卸搬运、运输、保藏、

流通加工、配送和物流信息，该 7 大功能要素中的

食品保藏对应工商管理类专业的仓储管理。食品不

同于其他商品，其安全性要求极高，对仓储环境的

温度、湿度、气体等条件要求严格，尤其是生鲜食

品。不同类型食品也不能混放，防止串味。食品贮

藏期短，尤其是水果蔬菜等生鲜农产品，为保持其

鲜活状态，仓储期间更侧重通过系列保藏技术来维

持产品新鲜品质，如防止腐烂损失、失水萎蔫、绿

叶蔬菜黄化等。 

3.2  《食品物流学》课程目标 

通过《食品物流学》课程的学习，旨在：掌握物

流、食品物流、食品物流系统的基本概念和基本理论；

掌握物流各功能要素的技术管理要点，包括包装、装

卸搬运、运输、保藏、流通加工、配送和物流信息，

能够利用所学知识识别和解决食品物流活动中的问

题；掌握食品物流系统各组成要素的特点，针对某一

物流活动，通过食品物流相关资料的检索、阅读、整

理概括，能够利用最新的研究方法、技术和手段，创

造性地进行物流系统的规划和设计，以达到提高服务

质量和降低物流成本的目的；掌握企业物流管理组成

要素，了解现代企业物流的特点，能够应用现代化的

物流管理思维方式管理企业供应物流、生产物流、销

售物流和回收物流活动，使得资源得到合理配置、减

少环境污染；掌握供应链的基本概念，供应链管理的 
思想、方法、原则和关键点，了解电子商务模式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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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应链管理，能够灵活应用所学知识进行食品物流活

动的经营和管理；掌握冷链物流的概念、要点、途径

和冷库管理的原则，能够针对不同类型食品灵活采取

相应的冷链技术手段；通过对现代物流企业、第三方

物流、国际物流相关知识的学习，让学生意识到物流

是食品业一个新兴发展的方向，未来具有广阔的发展

潜力和前景，只有通过不断的自主学习和终身学习，

才能够更好地适应社会和推动社会的发展；了解我国

食品物流目前的发展阶段和未来发展方向，以及我国

和发达国家的差距，结合个人未来职业取向，立足国

家需求，提高对国家和社会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自觉

努力加强自身食品物流知识储备和分析解决物流管

理实际问题的能力。 

3.3  《食品物流学》课程教学方法 

该课程教学的难点在于涵盖面极广，其内容不断

发展变化，教学中的信息量大、信息变化速度快，同

时，其应用性和实践性又很强。该课程除了食品科学

相关知识，还包括物流学和管理学方面的知识，食品

质量与安全专业的学生通常具有一定的管理知识背

景，但缺乏物流知识背景，而食品科学与工程专业的

学生通常同时缺乏管理学和物流学知识背景，因此，

课堂教学中可采用文字、图片、视频等多种形式组合，

结合案例分析和思考讨论，使课程内容更加生动易

懂。同时，利用“互联网+”，深度挖掘慕课、学习通、

钉钉、雨课堂、微信公众号等新兴网络媒体资源，通

过翻转课堂，提高学生学习主动性，锻炼学生分析运

用信息并创造出新信息的综合能力。为了使学生与社

会需求更好的对接，通过校企合作，把企业师傅“请
进来”，带来企业新技术、新工艺、新规范，设置学

生实践课程，去企业学习行业新技术，达到理论知识

和技能的深度融合。通过产教融合、协同育人模式，

培养出兼具理论知识和实践技能的高水平、高质量的

复合型食品物流人才。 

4  高校食品专业《食品物流学》课程

开设现状 

统计 225 所开设食品专业的高校，其中 102 所高

校官方公开了培养方案。根据培养方案显示，102 所

高校中只有 27 所高校开设了《食品物流学》课程（表

1），所占比例仅为 26.5%。各高校《食品物流学》课

程的开设时间为第 4—8 学期，开设在第 6—7 学期的

居多。该课程的学分通常为 1～2 学分，课时为 16～
36 学时，以 24 学时或 32 学时居多。在开设专业方

面，食品科学与工程专业开设该课程多于食品质量与

安全专业。另外 75 所高校未开设《食品物流学》，但

是其中有 18 所高校开设了与《食品物流学》紧密相

关的课程，如：合肥工业大学《食品物流工程》、中

南林业科技大学《食品物流工程》、湖北工业大学《食

品物流工程》、闽南师范大学《食品物流管理》、韶关

学院《食品物流管理》、东北农业大学《食品保藏与

物流》、沈阳农业大学《食品流通学》、长春大学《食

品流通学》、集美大学《水产品保鲜与冷链物流》、

河南科技大学《现代食品物流》、青岛农业大学《物

流管理》、沈阳师范大学《物流管理》、临沂大学《物

流管理》、重庆文理学院《食品营销与物流管理》、

湖北文理学院《食品包装与物流学》、常熟理工学院

《食品物流与营销学》、鲁东大学《食品冷链物流》、

北京农学院《果蔬物流基础》。102 所高校中，未开

设任何食品物流相关课程的高校所占比例高达

55.9%。 
由此可见，目前仍有较多高校食品科学与工程、

食品质量与安全专业未开设《食品物流学》课程。

另外，已开设《食品物流学》相关课程的学校中，

一部分学校开设时间为第 7 学期或者第 8 学期，也

就是大学四年级。学生在大学四年级时往往忙于考

研、考公务员、毕业实习、找工作等，故选择在前 3
年尽量把学分修满，因此导致很少学生在大四选修

该课程。将《食品物流学》开设在第 5 学期或第 6
学期的高校，学生选修该课程的概率更高，但作为

选修课，仍然难以避免只有部分学生选修该课程。

以西南大学 2017 级食品质量与安全专业学生为例，

《食品物流学》开设在第 6 学期，该学期选修该课

程的学生人数约占专业总人数的 32.6%。总体而言，

高校食品类专业学生中学习了《食品物流学》课程

的学生比例整体较低。 

5  掌握食品物流知识的必要性 

5.1  掌握食品物流知识是实现国家伟大复

兴的迫切需要 

有关部门统计，我国每年有总值不低于 750 亿元

的食品在传统运送过程中腐烂变质[22]。食品物流业是

一个直接关系“国计民生”的产业，发展现代食品物流

业、限制不规范食品的流动，是提升全国食品质量与

安全的重要保障。随着新冠疫情暴发，食品物流的诸

多问题更是暴露无遗。后疫情背景下，为了加快现代

食品物流的发展、满足人们对安全和健康食品的需

求，需要一流的教育作为强力支撑，需要高水平、高

质量地发展食品物流高等教育，大力培育食品物流的

专门人才。在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时期，为我

国高质量发展培养食品物流匠人，助力中国梦，实现

祖国伟大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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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高校已开设《食品物流学》课程情况 
Tab.1 Information of the course of Food Logistics offered by universities 

学校 专业 开课学期 课时数 学分 

上海交大大学 食品科学与工程 6 32 2 

西南大学 食品质量与安全、包装工程 6—7 36 2 

南京农业大学 食品质量与安全 7 — 2 

中国农业大学 
食品科学与工程、食品质量与安全、生物工程、 

葡萄与葡萄酒工程 
7 16 1 

南昌大学 食品科学与工程、食品质量与安全 6 24 1.5 

华中农业大学 食品科学与工程、食品质量与安全 8 24 1.5 

大连工业大学 食品科学与工程 6 16 1 

中国海洋大学 食品科学与工程 4 16 1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食品科学与工程 6 16 1 

吉林大学 食品科学与工程 6 24 1.5 

浙江工商大学 食品科学与工程、食品质量与安全 6—7 32 2 

吉林农业大学 食品质量与安全 7 24 1.5 

武汉轻工大学 食品科学与工程 7 32 2 

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 食品科学与工程 7 30 1.5 

河南农业大学 食品科学与工程 7 24 1.5 

西南科技大学 食品科学与工程 — 32 2 

上海大学 食品科学与工程 — — 2 

贵州大学 食品科学与工程 — 36 2 

浙江海洋大学 食品科学与工程 6 32 2 

山东理工大学 食品科学与工程 7 32 2 

聊城大学 食品科学与工程 6 18 1 

大连海洋大学 食品科学与工程、食品质量与安全 6 16 1 

山西农业大学 食品科学与工程、食品质量与安全 7 24～32 1.5～2 

浙江万里学院 食品科学与工程 — — 2 

内蒙古民族大学 食品质量与安全 — — — 

仲恺农业工程学院 食品科学与工程、食品质量与安全 7 24 1.5 

陕西学前师范学院 食品科学与工程 5 16 1 

 
5.2  掌握食品物流知识是社会发展的必然

需求 

目前，人力资源市场存在一个悖论：大学生找不

到工作，职场也找不到称职的人才。这一现象的主要

根源之一在于教育发展远远滞后于社会的发展，以及

与产业的严重脱节。随着 5G、大数据、云计算、物

联网、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的蓬勃发展[23]，在后疫情

背景下，物流业正朝着自动化、智能化、无人化发展，

我国物流业也正处于智慧物流建设阶段。与欧美等发

达国家相比，我国物流业发展历史短、水平低，冷链

物流严重缺乏。相对于国内物流的整体水平，食品物

流行业更处于建立、探索和发展阶段。随着社会不断

发展，在新技术、新手段不断更新变化下，只有在掌

握了最基本的食品物流学知识基础上，才能够进一步

利用新技术手段推动食品物流行业未来发展，为我国

食品物流在全球化竞争中提供强有力的竞争保障。高

校作为人才培养的主干力量，在食品物流学知识体系

构建中起着必不可少的作用。通过《食品物流学》基

础知识的学习，了解最新物流技术，从而实现社会发



·176· 包 装 工 程 2022 年 4 月 

 

展需求的有效衔接。 

5.3  掌握食品物流知识是食品行业发展的

迫切需要 

现代物流人才是我国 12 类紧缺人才之一，随着

我国智慧物流体系的建设以及新零售的迅速发展，在

未来 10 年内，我国都将持续处于物流人才的高峰需

求阶段[23]。对于食品行业，物流专业培养的人才缺乏

食品科学知识背景，例如，生鲜农产品冷链物流从业

者应当具备农产品成熟衰老、贮藏特性、微生物安全

等背景知识，因此，食品物流需要同时具有食品科学

知识背景和物流知识背景的人才，其缺口更大。我国

高校食品专业开设《食品物流学》课程不足，培养的

食品物流人才数量远远不能满足市场需求量[24]，人才

数量的缺口亟待解决。食品物流是食品行业有效运转

和健康发展的血液，而掌握食品物流知识的人才的培

养是构建食品物流体系的先决条件。高校应当通过普

及《食品物流学》课程、将课程教学时间提前到第 4
—6 学期、增加学时数等方式加强食品物流人才的培

养，以满足产业发展的迫切需要。 

6  结语 

在当前和未来，食品物流业是保障食品行业畅通

运转的命脉，是一个直接关系“国计民生”的产业。后

疫情背景下，风险防范将变得越来越重要，为防止或

减缓经济、政治和突发事件等不确定因素对食品供应

链的影响，构造坚实、高效、智慧的现代化食品物流

体系至关重要。食品物流人才是食品物流体系构建、

维持和发展的前提保障，需要同时具备食品科学和物

流学知识体系。当前我国食品物流人才极度紧缺，未

来 10 年人才需求量都将处于高位。当前高校食品类

专业开设《食品物流学》课程情况不容乐观，一部分

高校未开设此课程，另一部分高校开设时间过晚，选

修学生少。掌握食品物流知识不仅是食品行业发展和

社会发展的迫切需要，也是国家建设的迫切需要，高

校应当加强《食品物流学》课程的开设，以培养更多

能够从事食品物流业的综合型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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