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 国 物 流 生 产 力 促 进 中 心

2022 年（第二届）全国高校智慧物流创业仿真大赛通知

各高校：

为适应智慧物流的科技发展趋势，提高学生的决策思维能力、数据分析能力、物流管

理知识应用能力，深化虚拟仿真与教学实践相融合，推进物流学科与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

业变革交叉融合，提高物流专业一流课程建设质量、实现专业课程与信息技术工程技术的

有效融合，原大赛主办方邀请中国物流生产力促进中心继续举办“2022 年（第二届）全国

高校智慧物流创业仿真大赛”。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竞赛组织与赛项简介

主办单位：中国物流生产力促进中心

协办单位：《物流技术》杂志社、河南省物流协会

承办单位：南阳师范学院

组织形式：由主办单位、协办单位、承办单位遴选专家成立竞赛专家委员会、竞赛组

织委员会、竞赛监督委员会。详见附 1。

比赛内容：包括两个赛道，赛道一是智慧物流创业仿真竞赛（具体内容请见附 2）；赛

道二是仓储分拣作业一体化实验（具体内容请见附 3）。

赛事联系人及联系方式如下：

赛道一：杨老师 18582877365；高老师 13008138382；028-81711073 

赛道二：吴老师 18203899888；慈老师 15537798389；0377-63515006

二、大赛报名及资料获取

（一）时间安排

比赛时间与形式：全程线上比赛。由各团队在报名后获得的网址练习比赛，各校选拔

队伍进入全国赛。

1、网络培训时间：5月 8日 14:00

2、报名截止时间：6月 1日 18:00







附1

2022年高校智慧物流创业仿真大赛组织机构

（一）主办单位

中国物流生产力促进中心

（二）协办单位

《物流技术》杂志社、河南省物流协会

（三）竞赛专家委员会

雷忠文（中国物流生产力促进中心主任、中国物流技术协会副会长） 

郑朝霞（《物流技术》杂志社社长）

张威（虚拟仿真实验教学创新联盟副秘书长、文科类学科领域工作委员会负责人，中国人

民大学教授，教务处副处长）

张小岗（虚拟仿真实验教学创新联盟经管专业委员会秘书长，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经济

与管理实验中心副主任）

李文锋（教育部物流管理与工程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武汉理工大学教授）

李严锋（中国物流学会副会长，云南财经大学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物流研究所所长）

（四）竞赛组织委员会

鲍春生（南阳师范学院副教授，经济与管理学院副院长）

高峻峰（四川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副教授，中国数量经济学会博弈论与实验经济学专

业委员会副理事长）

（五）竞赛监督委员会

陈方健（《物流技术》杂志社主编）

郭鑫（虚拟仿真实验教学创新联盟经管专业委员会副秘书长，华北电力大学电力经济管理

国家级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中心副主任）

闫春（山西财经大学教授，工商管理学院副院长，中国人力资源开发研究会理事）

刘江鹏（中国物流学会理事，山西财经大学副教授，物流管理系主任，山西省商务厅项目

评审专家）

连捷（福建商学院副教授，工商管理学院物流系主任，福建省冷链物流产业发展促进会副

会长）

黄曼（福建商学院工商管理学院物流系教研室主任，福州市邮政行业技能竞赛评委）

刘守臣（福建商学院工商管理学院物流系副主任，福建省快递行业协会专家组成员）



附 2

赛道一：智慧物流创业仿真竞赛

一、比赛内容

采用线上情景模拟与实战对抗形式，通过角色扮演模拟物流专业创立公司与经营公司全过程，

体验物流采购、仓储、运输、设施设备规划、成本控制、物流营销的关键点，能体现“双 11”订单

爆棚、卡车租金翻倍、囤货竞争等在物流创业过程可能遇到的风险，能够模拟如客户无法支付物流

款、国内运输货物毁损、国际航空货物毁损、海运货物毁损等风险。其中运输涉及海运、国内航空、

国际航空、公路运输等不同形式，仓储涉及大型仓、中型仓、小型仓，物流业务涉及普货物流和特

种货物（轻泡）物流、国内物流和国际物流业务。需要用到物流中心选址、运输路线优化、EOQ、

JIT、多级联合供货模型等，需要考虑盈亏平衡点、设施设备负荷率、成本核算等决策，充分体现

物流创业的复杂决策与业务。

二、比赛运营周期及分班规则

1.在虚拟实验内共运营 6周，每周运营时间约 1小时。

2.分班规则：按团队数量尽量平分到若干个虚拟班级进行比赛，每班不超过 20支团队。

三、晋级决赛资格

参加决赛团队需在决赛之前 2天积分达到 240 分，通过校内选拔达到本校前两名；如无校内组

织的选拔，也可参加线上积分赛，在决赛之前 2天积分达到 240 分且在本校积分排名前两名。

四、决赛排名规则

决赛排名取决于虚仿实验决策仿真的团队得分实际值的班内排名；团队得分是以所有者权益为

基础，本国内最高者得满分，与最高者相差越大，得分越低。

（1）先按比例计算出一等奖数量，平均分配到各班级。（2）再按本班级内排名依次获奖。当

各班内排名相同时，再跨班比较团队得分实际值。

如，一等奖队伍=按 15%获奖比例*103 支实际抽签参赛队伍=15.45 支，将四舍五入为 15 支。如

该 103 支队伍分为 10 个班级，则每班前 1 名获一等奖，所有班级的第 2 名将按团队得分实际最高

者优先选 5支队伍获得一等奖。

如有机器人接管，机器人仍参与排名，但会剔除后按所有班级下一个名次选择总得分高者依次

替补。如，在 15 支队伍中，机器人接管的团队共 5支，将增加至 20支进行排名，然后再剔除这 5

支机器人队伍。

五、违规责任

典型违规事项及对应责任如下表所示。其他未列明违规，参照此表界定相应责任。



序号 违规事项 承担责任

1 机器人托管超过 60%比例 视为弃赛将无参赛证明和获奖资格

2

违反软件界面规则、提示的操作

或损己利人或损人利己方式进行私下串通交

易

取消本次操作获利并在软件中按获利金额罚

款 1-5 倍。如无法计算获利金额，将降低获

奖等级，或取消晋级资格

3

接受非本组成员指导、提供辅助决策

或由非本组成员操作

或发布虚假消息等方式扰乱其他团队的经营

将视严重程度降低获奖等级，或取消晋级资

格、获奖资格

4
在各场合有侮辱诋毁参赛选手或指标老师等

行为

责令口头或书面致歉，严重者将取消参赛资

格或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5
使用任何技术手段攻击比赛系统或改写后台

数据，不得违规调用接口作弊
取消参赛资格

6
利用接口攻击软件、利用媒体或网络恶意诽谤

或诋毁大赛

取消参赛资格，并列入黑名单永久禁赛，并

可能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附 3

赛道二：仓储分拣作业一体化实验

一、赛事详情

大赛平台采用仓储分拣作业一体化实验教学平台。在虚拟仿真实验时，学生首先设计使用设备、

运行速度、燃料价格、人工费用等参数，完成仓储作业方式的选择，在虚拟仿真实验中，完成入库

准备、虚拟入库、分拣策略、虚拟出库、完成出库等一系列作业流程。在实验步骤中，学生需根据

货物存储库位和订单类型，综合利用“作业方式、存储策略、路径策略、出库策略、分拣策略”等

5种仓储策略，设计相对合理的一体化仓储分拣作业流程，以实现提高仓储作业效率、降低仓储成

本的目的。实验项目变量包括 3个维度，即订单类型、货物库位和预设参数，内容是根据订单类型

和货物库位，选择仓储作业策略。

在仓储作业中，需要对 5种仓储作业策略进行组合，5种仓储策略也分别对应 2种方式选择，

有 32 种仓储作业策略组合，即对于任一次货物入库和出库作业活动，在概率上需要进行 32次实验

才能得到最优仓储策略组合。因每种货物对应的货架设计有 16 个库位，因此在订单数量、仓储作

业策略组合固定不变的条件下，实验结果数量取决于货物的分拣数量，其实质是从 5 种货物的 16

个存储库位中选择需要出库的货物，因此实验结果有
nnnnn CCCCC 1616161616 个。

大赛的得分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实验得出的仓储作业成本，以各区的最低作业成本为满分，

其他各团队得分按照最低作业成本与其成本的比较为得分分值，这部分占比 50%；第二部分为仓储

作业策略得分，由软件自动评分。最终分值计算如下：

%50%50100  仓储作业策略实验得分
本团队仓储作业成本

最低仓储作业成本
分数

二、评分规则

（1）参赛队伍在虚拟仿真平台上，可以先选择“学习模式”进行练习，在进入正式比赛后，

需要选择“考核模式”。

（2）参赛队伍在比赛期间，需进行 3次实验，即需要选择 2-4 数量订单组合，进行虚拟仿真

实验，订单的组合由实验平台随机产生，最终以 3次实验的分值和作为竞赛成绩。

（3）本实验将在实验空间上进行，由实验空间后台提取分数；如果本系统没有进入实验空间，

则由各团队在规定的时间内向本赛项联系人提交实验报告截图。

三、决赛规则

决赛将对符合条件的参赛团队汇总，进行随机分配，各参赛团队在所属班级进行比赛。每个班

级团队数量相当。



附 4

优秀组织单位奖评分细则

对于积极参赛的院校，根据校内大赛宣传、组织、练习情况，及发表相关论文/教学成果等评

选颁发优秀组织单位奖。根据评分标准，各赛道评比材料得分加总（往届已获评优秀组织单位奖的

材料，请勿重复提交。如往届未获评，其材料可再次提交），按四舍五入取排名前 50%的学校，获

得优秀组织单位奖。另，如依托任一赛道虚仿实验获评省级及以上一流虚仿课程、省级及以上教学

成果奖，或向本省竞赛主管部门申报本省官方赛事并获批，或当年承办本省官方赛事的单位，可不

受以上排名限制，直接获得优秀组织单位奖。

表 2 优秀组织单位奖评选标准

序号 评分项 提供材料要求 评分标准

1 举办校际比赛

（以下三者，缺一不可）

（1）校际赛正式比赛盖章通知

（2）校际比赛新闻报道网址

（3）现场/线上比赛照片证据等

单个赛道，每邀请一个学校 20 分

多个赛道可合并计算

2 相关论文、期刊
提供发表此大赛相关论文录用通知，

或期刊会刊目录正文信息

北大核心及以上 50 分/篇，

其他期刊论文、会议论文 10 分/篇

3

用此大赛相关成果

申请教学或科研成

果奖

（1）提供获奖申报内容与此项赛事

对应赛道有关的内容

（2）公示获奖网址或获奖证书

获得校级成果三等奖 20 分/项，

获得校级成果二等奖 40 分/项，

获得校级成果一等奖 60 分/项，

获得校级成果特等奖 80 分/项，

4 人才培养方案

鼓励根据此大赛制定人才培养方案

且已实施，提供院系盖章的人才培养

方案资料。

按每个专业计算（不按每个年级计

算），50 分/专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