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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工程专业硕士研究生

培养满意度实证研究 ①

刘　莉，薛　凡
（湖南工业大学 财经学院，湖南 株洲４１２００７）

摘　要：目前，我国物流工程专业硕士培养存在一系列问题。以湖南省设有物流工程专业硕士点的５所高校学生为
调查对象，通过问卷调查和统计分析方法对物流工程硕士培养环节的满意度进行研究。结论如下：（１）物流工程硕士培
养满意度分为课程教学满意度、学位论文满意度、实践环节满意度；（２）不同学校在课程教学及学位论文环节的满意度
上存在差异，而在实践环节上不存在差异，且满意程度均较低。在此基础上，指出目前物流工程硕士培养存在的问题，并

提出了相关建议，以期为完善物流工程硕士培养环节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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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随着社会经济的迅猛发展，我国对高层次应
用型人才需求量日益增加。２００９年起教育部加大了由学
术型硕士向专业型硕士转变的步伐。同年，我国部分高

校也开始招收以应届本科毕业生为主的物流工程专业硕

士，这是一门集工程、信息、运输服务、仓储技术及现代管

理技术等多学科为一体的新兴复合型学科［１］。截至目前

为止，全国共有１２７所高校开设物流工程专业硕士点，且
所招收硕士名额也在逐年增加。然而，纵观近几年来物

流工程专业硕士的培养状态，效果还是不太尽如人意，其

中培养目标、课程教学、导师指导及实践环节等方面都存

在不同程度的问题。面对社会对物流高层次人才的需

求，如何来完善物流工程专业硕士的培养，将成为我们亟

待攻克的难题。

１　物流工程专业硕士培养满意度指标的设计
回顾大量关于专业硕士培养的文献，依据全面性及

代表性的原则提炼出能够全面代表物流工程硕士培养满

意度的指标。目前有部分学者已展开对专业硕士学位培

养模式的研究，如夏天娟等［２］通过对上海交大部分已毕

业硕士生从课程设置、专业课教学、学位论文、双导师制

及管理工作等角度展开问卷调查，指出其存在的问题并

提出了相应的改进措施。刘淑芳等［３］（２０１０）构建了应用
型硕士培养的“双基地、双导师、双证书”模式。宋伟伟［４］

将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培养模式分为６个模块，并进一
步通过问卷调查提出目前我国专业硕士学位培养模式存

在的问题。傅红等［５］将工程硕士培养满意度分为课程培

养、论文撰写及实践等３个指标。廖文婕［６］认为专业硕

士学位培养模式包含目标、师资、管理、学科、课程、教学、

质量、文化、资源等要素。

笔者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将物流工程专业硕士培养满

意度指标定位在课程教学、学位论文及实践环节三个层面

上：１）课程教学：包括课程实用性、课程合理性、教学内容、教
学方式、双导师制实施；２）学位论文：包括论文选题适应性、
校内导师指导、校外导师指导、论文送审；３）实践环节：包括
实践基地、实习安排、实践指导、校外导师的实践指导。

２　问卷设计与调查
问卷的设计内容主要包括４个部分，前３个部分主要

是为了测试物流工程专业硕士培养各环节的满意度，共

设计了１９个问项，所有测项均采用李克特五点量表法的
形式进行度量，其中，“１～５”表示“非常不满意 ～非常满
意”；第四部分主要涉及学生个人信息，如性别、年龄、年

级、性质及学习动机等。在湖南大学及湖南工业大学选

取３０名在读物流工程硕士研究生进行了预调查，根据反
馈结果及建议对问卷进行了修改及完善。

样本选取湖南省已开设物流工程专业硕士培养点的

高校，即湖南大学、中南大学、长沙理工大学、南华大学及

湖南工业大学。累积发放问卷１５０份，收回１２８份，剔除
１５份填答不全等无效问卷，收回有效问卷１１３份，有效回
收率达７５．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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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实证数据分析
３．１　探索性因子分析

问卷数据的汇总和统计通过ＳＰＳＳ１７．０来完成。首先
对各数据进行信度分析，在衡量测项中保留题项的原则为

各项得分与剩余项目得分间相关系数值在０．５以上，且删
除该项后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α系数不会提高。通过分析，所有测

项中共保留１３个题项。对所保留题项进行因子分析适当
性考查，结果显示，物流工程硕士培养的满意度各衡量题

项取样适当性的ＫＭＯ样本测量值在０．８５８；Ｂａｒｔｌｅｔｔ球形度
检验的结果表明，χ２统计量的显著性概率为００００，小于
００１，因此拒绝 Ｂａｒｔｌｅｔｔ球形检验的零假设（Ｈ０：相关矩阵
是一个单位矩阵）。所选指标适合做因子分析。

表１　物流工程硕士满意度的因子分析

变量
因子负荷量

因子一 因子二 因子三

Ｓ１ ０．６７０ ０．２７９ ０．１４２

Ｓ２ ０．６５７ ０．２５７ ０．２８６

Ｓ３ ０．８０５ ０．０６８ ０．０９８

Ｓ４ ０．６９５ ０．０９２ ０．４０５

Ｓ５ ０．５６４ ０．３９４ ０．４５４

Ｓ６ ０．０９９ ０．７５９ ０．２８９

Ｓ７ ０．３１０ ０．７９４ ０．１４８

Ｓ８ ０．４２２ ０．６８２ ０．０８２

Ｓ９ ０．０７６ ０．７１７ ０．３７８

Ｓ１０ ０．１４３ ０．４１６ ０．６１８

Ｓ１１ ０．０３６ ０．３５３ ０．７０８

Ｓ１２ ０．３４８ ０．０１６ ０．７１２

Ｓ１３ ０．０６６ ０．２１５ ０．８２６

特征值 ５．７０２ １．５４１ １．１７５

方差贡献率（％） ２１．８５９ ２１．６０４ ２１．２８０

累积方差贡献率（％） ２１．８５９ ４３．４６３ ６４．７４３

Ｃｒｏｂａｃｈ’ｓα系数 ０．８８９

因子命名 课程教学满意度（ＣＴ） 学位论文满意度（ＳＤ） 实践环节满意度（ＰＬ）

　　探索性因子分析结果如表１所示，在进行数据分析
时对各衡量题项进行了重新排序，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和

方差最大化正交旋转法共提取３个因子。其中，因子一
包括课程设置的适应性（Ｓ１）、课程设置的合理性（Ｓ２）、教
学内容（Ｓ３）、教学方式（Ｓ４）、双导师制的实施（Ｓ５），将其
命名为课程教学满意度。因子二包括论文选题的适应性

（Ｓ６）、校内导师的指导（Ｓ７）、校外导师的指导（Ｓ８）、论文
评审环节（Ｓ９），将其命名为学位论文满意度。因子三包
括实践基地设立情况（Ｓ１０）、实习安排（Ｓ１１）、实践教学
（Ｓ１２）、校外导师的实践指导（Ｓ１３），将其命名为实践环节
满意度。测量相应因子题项的负荷量都在０．５以上，且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α系数为０．８８９，表示收敛度很好。此外，这３
个因子的累计方差贡献率达到了６４．７４３％，说明本研究
对物流工程专业硕士培养满意度的研究是有效的。各保

留题项因子的负荷量、因子特征值、累计方差贡献率和因

子命名如表１所示。
３．２　不同学校物流工程硕士培养满意度差异性分析

为了说明不同学校物流工程专业硕士培养满意度是

否存在差异性，首先有必要通过描述性统计分析来对物

流工程专业硕士培养满意度各维度及其总体满意度的基

本状况做个简单直观的介绍。其中物流工程专业硕士培

养的总体满意度是在因子分析的基础上构建因子得分模

型，通过对所提取各因子的得分以各因子的方差贡献率

作为权重进行加权求和计算得出。再利用单因素方差分

析（ＯｎｅｗａｙＡＮＯＶＡ）方法来检验不同学校物流工程专业
硕士培养满意度的差异性。表２反映了各变量的均值、
标准差及其相关系数。

表２　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

维度 均值 标准差 １ ２ ３ ４

１ ＣＴ ３．０１ ０．６５ １

２ ＳＤ ２．５６ ０．５７ ０．５４７ １

３ ＰＬ ２．３４ ０．５１ ０．４７９ ０．５８５ １

４ Ｓ ２．６４ ０．６２ ０．２４６ ０．４１７ ０．４５３ １

　　 ｐ在０．０５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ｐ在０．０１水平（双侧）上显著
相关

从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来看，总体满意度（Ｓ）的均值
只达到中等水平，说明学生对物流工程专业硕士的培养

并不是十分的满意，这也迫使我国在专业硕士的改革力

度上还要加大。其中，实践环节的满意度最低（均值为２．
３４），其次是学位论文的满意度（均值为２．５６），相对来讲，
课程教学的满意度较高（均值为３０１），但效果也并不十
分理想，有接近８０％的学生对双导师制实施的效果不是
很满意。从相关分析来看，物流工程专业硕士培养各环

３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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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满意度对总体满意度均有显著的相关性。

表３反映的是不同学校物流工程专业硕士培养满意
度的差异性分析结果。其中所有变量都通过了方差齐性

检验，因此，采用ＬＳＤ法比较各学校间的差异性。
分析结果表明，不同学校的学生对其学校课程教学

及学位论文方面的满意度存在着显著的差异性；在实践

环节中并不存在显著的差异性；各学校学生对其学校硕

士培养的总体满意度存在显著的差异性。从分析结果中

不难发现，各校学生对其学校实践环节的满意程度都非

常之低，这也符合目前我国专业硕士的发展现状，是目前

教育改革课题中急需解决的难题。总体而言，湖南大学的

学生对其学校物流工程专业硕士培养各环节的满意程度

相对较高，其次是中南大学的学生。南华大学及湖南工业

大学的学生对其学校的满意程度较低。

表３　不同学校物流工程硕士培养满意度差异性分析

变量
均值（Ａ＝湖大；Ｂ＝中南；Ｃ＝长理；Ｄ＝南华；Ｅ＝湖工）

Ａ（ｎ＝１９） Ｂ（ｎ＝２１） Ｃ（ｎ＝２２） Ｄ（ｎ＝２４） Ｅ（ｎ＝２７）
Ｆ值 Ｓｉｇ． ＬＳＤ比较

ＣＴ ３．１３ ３．１２ ３．００ ２．９３ ２．８７ ６．７３４ ０．０００
Ａ＞Ｃ；Ａ＞Ｄ；Ａ＞Ｅ；
Ｂ＞Ｄ；Ｂ＞Ｅ

ＳＤ ２．７６ ２．６３ ２．５１ ２．４６ ２．４４ ２．７３４ ０．０４８ Ａ＞Ｃ；Ａ＞Ｄ；Ａ＞Ｅ

ＰＬ ２．６３ ２．５７ ２．４５ ２．２５ １．８０ ０．３７４ ０．１１９ 无差异

Ｓ ２．９３ ２．７６ ２．５７ ２．５１ ２．４３ １．１８５ ０．０３１ Ａ＞Ｃ；Ａ＞Ｄ；Ａ＞Ｅ；Ｂ＞Ｅ

　　ｐ在０．０５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ｐ在０．０１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

４　研究结论及分析建议
４．１　研究结论

通过分析结果显示，可以得出以下结论：１）通过探索
性因子分析，对物流工程硕士培养满意度共提取了３个
因子，分别为课程教学满意度，学位论文满意度，实践环

节满意度。２）差异性分析结果显示，不同学校的学生对
其学校课程教学及学位论文方面的满意度存在着显著的

差异性；在实践环节中并不存在显著的差异性；总体而

言，各学校学生对其学校硕士培养的总体满意度存在显

著的差异性。其中，各个学校在实践环节的满意程度最

低，其次各学校学生对学位论文环节的满意程度也并不

高。这就需要各个学校重点考虑解决措施，以使物流工

程硕士的培养更加的完善。

４．２　分析及建议
４．２．１　物流工程专业硕士培养存在问题

一是实践环节非常薄弱。从实证分析的结果来看，

所调查的学生对学校在实践环节的满意程度最低。与学

术型硕士相比，物流工程专业硕士更强调实践教学，而实

践教学需要实践基地为支撑。而所调查的学校普遍存在

缺乏实践基地的问题，学生在校学习的理论知识不能在

实践中去运用就显得空泛。同时学生只能自己寻找实习

单位，很多同学面临无地实习或实习单位跟自己的研究

方向不挂钩的问题。

二是双导师制作用发挥不足。学生无论在课程教学

环节还是在学位论文环节，均对双导师制的实施效果感

到不满。在学位论文撰写过程中，校内导师及校外导师

的共同指导对学生学位论文的撰写起着关键性的作用。

而大部分学生对校内导师论文指导的满意度较高，对校

外导师论文指导的满意度较低。这表明，双导师制并未

落到实处，并不能起到应有的作用。同时也反映了目前

关于物流工程专业硕士的培养，校内导师仍占主导地位，

双导师制度实施效果不甚理想。

４．２．２　研究建议
一要加强产学研合作基地的构建。学校可以和企业

联合开展产学研合作基地。学生可以在校内导师指导下

来承接并完成企业项目，以达到边学习边实践的目的。

这方面，医科类大学已相当完善，医学专业的学生都会进

入其附属医院进行实习。学生的学习效果、学习能力及

创新能力等都会得到不同程度的提高。

二要加强校内外导师之间的沟通。目前双导师制实

施的效果很不理想，这就需要校内外导师多加沟通联系，

根据不同的教学内容及研究方向，为学生制定不同的指

导内容，以保证硕士生培养质量。校内外导师可通过定

期碰面或电话沟通交流学生近期状况，共同对学生的培

养计划及论文指导进行调整，从而确保对学生的培养质

量。同时，校内外导师的沟通交流也可促进彼此间的相

互学习，校内导师可以提升自身的实践能力，而校外导师

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升自身的学术能力。

参考文献：

［１］江仲信．全日制物流工程硕士培养模式与机制初探
［Ｊ］．物流工程与管理，２０１１，３３（７）：１３５－１３７．

［２］夏天娟，杜朝辉，吴世华，谢咏絮．工程硕士培养质量
存在的问题与对策—基于问卷调查结果的分析［Ｊ］．
高等工程教育研究，２００９（１）：１４３－１４８．

［３］刘淑芳，周明星．应用型研究生培养模式的转型与学
科创新—天津工程师范学院“双基地、双导师、双证

书”模式［Ｊ］．职教通讯，２０１０（４）：１９－２４．
［４］宋伟伟．全日制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培养模式的研

究［Ｄ］．长沙：湖南农业大学，２０１２．
［５］傅　红，段万春，孙永河．我国工程硕士培养中的问

题及其对策—基于学生满意度调查的考察［Ｊ］．云南
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４３（４）：１１７－１２３．

［６］廖文婕．我国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模式的系统结构
研究［Ｄ］．广州：华南理工大学，２０１０．

（责任校对　罗　渊）

４３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