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6年9月18日，对于邮政业而言是具有特殊意义的一天。这一天，中断多年的邮政高等人才教育工作重启；这一天，全国第一个现代邮政学院——北京邮电大学现代邮政学
院首批本科新生开学典礼隆重举行；这一天，30名2015级“邮政快递实验班”同学和150名2016级本科新生，迎来了自己人生的新阶段。

“最初报考现代邮政学院，就是看中了邮政快递业的前途和发展。让我们把握机遇，一起成为邮政快递业的时代弄潮儿！”仪式上，2016级物流工程（邮政快递智能工程）专业学
生唐心怡，用真挚的演讲道出了现代邮政学院2015、2016级学生的心声。

“快递进校园难”是困扰高校和快

递双方的顽疾，而解题的，或许还是学

生自己。日前，由圆通速递发起的“大

学生快递联盟”在北京成立，这是快递

业首个面向大学生开放的创业就业平

台。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近 20

所在京高校的 100 多名大学生成为首

批参与者，他们将通过在校园内承包快

递网点、做快递小时工和暑期工、从事

校园快递网站推广等工作，让高校快递

使用更便捷、体验更良好。圆通速递相

关负责人表示，快递在服务大学生的同

时，还为他们提供创业就业的机会，这

将可能成为解决高校快递围城之困的

突破口。

随着网购在大学生群体中的普及，

高校学生已成为快递服务的重要群

体。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全国普通高

校学生有2547.7万人，而淘宝网发布的

《大学生群体网购行为分析》报告显示，

综合类院校学生每人每年购物频次为

100-150件，而文艺类院校则为165-190

件。北京市海淀区学清路圆通网点总

经理洪浩飞介绍，他所服务的区域覆盖

北大、清华、中国地质大学、北京科技大

学等 8 所高校，每天派件近 6000 件，占

该区域快递业务总量的一半。

在高校快递业务日益火热的同时，

快递进校园难仍旧是一大痛点。2016

年 1 月，中国高校传媒联盟对全国 100

所高校的大学生进行问卷调查，结果显

示25.84%的学生需在校园外领取快递，

鲜有快递能够“送货上门”。不少快递

员不得不在校门口摆起地摊，而大学生

们则必须趁下课时排起长龙领快件。

为破解快递围城之困，很多地方都

做出了有益的尝试。以位于江苏无锡

的江南大学为例，2013年5月，无锡市邮

政管理局指导建立了校园“快递超市”，

由江南大学青蓝物业负责快递超市第

三方平台的运营，并作为社会实践基地

向学生提供勤工俭学岗位。随着业务

量的增长，2016年4月，江南大学快递超

市又引入了智慧物流模式，与菜鸟网络

联手将快递超市升级为校园驿站，师生

只需到驿站扫描二维码，两分钟内便可

取走包裹。

学生需要方便快捷的快递服务，也

需要快递这个广阔的平台来施展拳脚，

不少高校已就此进行了尝试，其具体操

作主要分为两步，一是高校与地方邮政

管理部门、快递协会等共同制定相关制

度，设置准入门槛，统一监督管理；二是

校方牵头，由有创业意向的学生等成立

第三方代理公司，申请快递经营许可，

与各快递公司合作，引入智慧物流模

式，集中收派校园快件。

高校与快递，是被服务与提供服务

的关系，完全可以用恰当的方法协调服

务路径，使供需双方满意。从校外摆地

摊到高校快递超市，再到大学生快递联

盟，围城之困正在慢慢瓦解。期待更多

高校与快递企业携手，找到相互之间的

平衡点，实现合作双赢。

从“大学生快递联盟”说起……
□记者 李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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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责编：李平 视觉设计：张俊峰 电话：010-83323262 邮箱：CPEN2013@126.com
2016年9月21日 星期三专题

Special

北京印刷学院新设物流工程专业

面向邮政快递培养专业人才
□记者 李平

做邮政快递业的时代弄潮儿
——记北京邮电大学现代邮政学院首批本科新生开学典礼

□记者 王颖

诚如仪式主持人、北邮副校长郭

军开场所言，这是一场非同寻常的开

学典礼。

这个不寻常，最突出的一点就体

现在出席仪式的嘉宾规格上。原邮

电部、信息产业部部长吴基传，中国

工程院院士、原邮电部副部长朱高

峰，原邮电部副部长刘平源，原邮电

部副部长、国家邮政局首任局长刘立

清以及盛名环、刘阳生、葛镭、武士雄

等一大批老领导到场，国家邮政局党

组书记、局长马军胜专门出席会议并

致辞，“东道主”北京邮电大学校领导

班子齐聚，南京邮电大学、西安邮电

大学、重庆邮电大学等兄弟院校也都

派出了领导参会。

仪式上，马军胜发表了热情洋溢

的致辞。他说：“在座的各位老师、各

位同学既是现代邮政学院的见证者、

受益者，更是现代邮政学院的开拓者、

实践者，你们是现代邮政学院的‘黄埔

一期’，是现代邮政的未来！”同时，他

提出三点希望，勉励同学们勤奋学习，

努力实践，真正成为邮政快递领域的

行家里手。

看到邮政快递高等教育工作有了

重大突破，已逾古稀之年的刘立清老

部长拉着记者的手激动地说：“今天，

我非常高兴、非常激动！当前邮政业

发展很快，但人才仍是制约行业发展

上水平的短板，通过建立现代邮政学

院，面向现代科技和现代市场开展高

等人才培养，邮政大有希望！”

另一个不同寻常的就是北邮现代

邮政学院的办学模式。

现代邮政学院的“邮政快递实验

班”以及物流工程（邮政快递智能工

程）和工商管理（邮政快递管理工程）

两个专业都将“复合型”作为培养方

向，使学生掌握现代信息技术、智慧

物流、智能制造和管理科学深度交叉

融合的知识体系，并计划探索“订单

式”人才培养模式，依托政产学研合

作平台开辟行业实践教育基地，建立

全方位的战略合作，深度开展人才培

养工作。

“复合型”“订单式”人才培养离不

开企业“搭台”。在开学典礼上，北邮

现代邮政学院与圆通速递签署了战略

合作协议。作为快递企业家代表，圆

通速递董事长喻渭蛟还亲自到现场招

揽贤才。

喻渭蛟回顾了自己十几岁就出门

打工和曲折创立圆通的历程，鼓励同

学们“勤奋赢得尊重，梦想确立目标，

智慧和胆略成就事业”。为此，他在

现场表示，圆通将每年提供 100万元

的助学金，计划拿出 1000万元创业基

金为同学们提供在圆通四大板块实

习甚至是“走出国门”的机会，并号召

大家勇于创新，将自己的创意和创造

转化为应用和产品，创造亿元级的产

值。他提出的这三项举措，每一次都

赢得了现场学生的热烈掌声，也道出

了中国快递企业集体的心声。在他

演讲结束后，出席仪式的中邮速递总

经理方志鹏向着老喻伸出了大拇指，

为他点赞。

随后登场的现代邮政学院执行院

长刘晓平，则用“大喜的日子”“令人激

动的时刻”形容此次开学典礼。作为

学院的具体负责人，他最能体会学院

筹建的种种不易。他首先向国家邮政

局、教育部以及相关单位致以敬意，并

特别提及，当社会对现代邮政学院不

甚了解、学生和家长犹豫不决时，八大

快递公司老总联手向学子发出了“我

在中国快递等你”的召唤，起到了很好

的促进作用，也让他增强了办好学院

的信心。

“办好现代邮政学院，归根结底是

守护和创新！”北京邮电大学校长乔建

永的讲话掷地有声。他借由“哥尼斯

堡七桥问题”和“邮递员行程问题”，引

申到运筹学、规划论、博弈论、大数据、

物联网等现代邮政业必须面对的高科

技问题，鼓励同学们成为善于集成创

新的复合型人才和具有深厚基础科学

功底的高科技人才。这番讲话引发在

场老中青三代邮电人的强烈共鸣。

“我们很幸运，赶上了现代邮政学

院的第一班列车。新的开始会有忐忑

和迷茫，但更多的是新的梦想和新的

希望。”作为“邮政快递实验班”的一

员，2015级学生史沛轩对即将开始的

邮政快递专业课学习和企业实习实训

内容充满了期待。

面对崭新的学习生活，唐心怡则

为自己和全体 2016级新生提出了应

该时刻思考的三个问题：我来北邮做

什么？我要成为怎样的人？我今天

做得怎么样？她说：“作为现代邮政

学院的学生，我感到骄傲和自豪。随

之而来的，是作为邮政业生力军的责

任感和使命感。我们要坚定理想信

念、锻造过硬本领、刻苦学习专业知

识，努力成为发展中国邮政快递业的

中坚力量。”

浪潮之巅，大有可为。在这个收

获的秋天，新的征程已经起航，未来的

CEO已经在路上。

高高高 起点

人才培养“多点开花”

多多多 渠道

学用相长企业“搭台”

新新新 希望

未来CEO已在路上

▲ 开学典礼现场

▲ 现代邮政学院志愿者解答新生疑问

陈士燕 供图

9月初，来自河南三门峡市卢氏县朱阳关村

的95后女生陈斐迈入北京印刷学院的大门，进入

该校首次开设的物流工程本科专业学习。这一

专业在国内并不鲜见，但与其他高校不同，该校

物流工程专业将面向邮政快递领域的新市场、新

需求开展有针对性的教学。

北京印刷学院是有着近60年历史的北京市

属重点高校，在印刷包装领域占据绝对优势。陈

斐说：“我是通过国家专项计划考到这个学校的，

当时爸妈想让我报其他专业，可我不太喜欢，就觉

得快递物流这个行业跟时代接轨，就坚持放到第

一志愿了，还好幸运地被录取了。”和她一样进入

物流工程专业学习的，还有另外51名来自全国各

地的同学，其中三分之二的同学录取分数在一本

线以上。迎接他们的，将是怎样一种未来？

“我们准备了好几年”

目前，北京印刷学院的物流工
程专业设在该校机电工程学院，院
长程光耀介绍，这一专业是为满足
智慧物流和邮政快递快速发展的
需要，培养邮政、快递、电商、装备
制造等物流全产业链高级专门人
才而设置的，“为了设立这个专业，
我们准备了好几年。”

2011年，北京印刷学院获批物
流工程硕士学位授权点；2012年，
以自动化专业师资为班底，开设了
本科生的物流工程方向。几年来，
学院积累了人才培养经验，培养了
一批师资力量，科研实验室也有了
一定规模，并与电商、快递等企业
建立了合作关系，目前已有学生进
入顺丰、京东、阿里等知名企业实
习或工作——设置独立的物流工
程本科专业的条件日渐成熟。

除了日常教学，学院还对快递
企业进行了系列走访调研。调研
发现，国家越来越重视快递业，快
递企业自身也在很多方面积极尝
试并亟待有所突破，比如自动化立
体仓库、大型分拣设备、新型包装
材料，以及运输过程减量化、配送
过程智能化等，急需高层次专业人
才加入。

专业老师张媛说：“快递业是
个日新月异的行业，每天都有新理
念、新技术、新产品出现，设置物流

工程专业并围绕邮政快递开展相
应的教学，也就成了顺应社会发展
的必然趋势。”

“一定要办出特色来！”

作为业外高校，北京印刷学院
培养邮政快递人才，其在印刷包装
领域的优势就凸显出来。

新专业将充分利用学校在印
刷包装方面的优势学科资源，开设
物流包装类特色课程，形成面向邮
政快递、电子商务、物流包装、装备
制造、信息规划、物联网应用等领
域的课程体系。张媛老师说：“就
国内来说，针对物流包装领域开设
专业课程的学校比较少。要实现
国家邮政局提出的绿色快递的目
标，物流包装领域还有很多工作要
做。而且就我们了解，这一方向毕
业生的社会需求量还比较大。”

专业负责人高振清指出，这一
专业的定位是具有“实践与创新并
重、硬件与软件兼施、广度与专度兼
顾”鲜明特点的工科专业，目标是培
养应用型高层次的管理和技术人
才——一方面，专业以选修课的形
式开设了与邮政快递高新科技紧
密结合的云计算、大数据基础、大数
据分析、移动应用开发、智能仓储设
备等课程；另一方面，学院会根据学
生的兴趣爱好和职业规划，引导他
们学习邮政快递相关政策法规、管
理、国际化等方面的课程。

在科研方面，学院正在积极参
与快递绿色包装的应用与试点工
程、快递包装用品用具相关标准的
制定。同时在研发配送和运输过
程中的智能装备，包括机械手、机械
臂等，在路由规划智能算法、冷链物
流装备、移动快递柜和配送无人机
等方面，学院也取得一定的成果。

程光耀表示：“一定要办出特
色来!”

快递业在迅猛发展的同时，也
带来一些问题，比如过度包装、配送
问题等。程光耀认为，要想破解这
些难题，向绿色物流和智慧物流转
型是快递业的必然出路。目前部分
快递企业加强科技研发、加大与高
校的产学研融合，也印证了这一点。

程光耀认为，快递行业的绿色
化、自动化、智能化和信息化是发展
的必然趋势。人工智能算法等先进
技术手段可以帮助解决快递业配送
等问题，这些都是学院研究的方
向。比如现代物流自动化立体仓
库，在便于货物管理、减少建仓成本
的同时，还可以减少货物包装的使
用。货物配送的智能化设计，可以
及时处理交通堵塞、天气变化等突
发情况，自动优化配送路径。

对于快递业的发展，刚刚结束
军训、还未开始专业学习的陈斐同

学有自己的思考。她说自己平时非
常关注快递发展，从新闻上看到目
前我国快递的自动化分拣设备和国
外相比还有很大差距，她很担忧，

“现在我国一年的快递就是几百亿
件，企业不上自动化分拣就很难跟
上发展。”她还认为，快递或将会在
冷链物流方面有所突破。她说，“我
们来自农村的同学会发现，各大快
递公司都在布局农村生鲜电商，但
几乎都没有做成冷链物流。记得老
师说过，没有冷链物流，生鲜要损失
30%以上，食品安全无法保障，这里
面有很多工作要做。”

对于毕业后的打算，陈斐说想
去快递企业，她对自动分拣设备和
快递路线设计很感兴趣，希望能为
企业降低成本、提高效率出一份力。

95后是互联网一代，陈斐的同
学、来自安徽合肥的姚周则认为，互
联网和大数据是快递业重要的发展
方向。他说：“打个比方说，现在从
东北发一个网购快件到南方，需要
的时间长、费用高，如果建立了智慧
的快递网络，通过联网查找距离收
件人最近的货物，直接从最近的地
点发送，就节省了时间和费用。”其
实姚周同学所讲的例子，是当下快
递业最流行的“仓配一体化”。

“今后，我希望深入学习‘互联
网＋物流’技术，在大数据与传统
物流技术结合方面有所研究。”他
信心满满。

军训中的部分物流工程专业新生军训中的部分物流工程专业新生

“快递要向绿色智慧

方向转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