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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新能源汽车维修领域人才培养滞后问题的几点浅析
安春来

（广州番禺职业技术学院，广东 番禺 511483）

摘要：近年来，新能源汽车取得了良好的发展，其中存在的问题也逐渐凸显出来，如市场服务滞后问题。如何快速跟进产业进度，

促进新能源汽车领域发展，尤其是解决新能源汽车维修技术人员严重短缺问题，成了业界人士共同思考和破解的重大问题。本文重点论

述新能源汽车维修领域人才培养滞后问题，在此基础上提出策略，以期能为更多研究者提供有价值的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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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新能源汽车发展的背景和发展趋势的两则消息：

目前，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取得了积极成效，已经累计

推广 1033 万辆，突破了一千万辆的大关，成为引领全球汽车产业

电动化转型的一个重要力量。

数据显示，我国新能源汽车 2022 年一季度累计产销分别完成

了 129.3 万辆和 125.7 万辆，同比均增长 1.4 倍，幅度超过了 2019

年的全年水平。现在的市场渗透率已经达到了 19.3%，同比增长

11.4 个百分点，较 2021 年全年提高了 5.9 个百分点。

一、新能源汽车的未来发展趋势

（一）续航里程的提升：应用电池底盘一体化（CTC）技术，

在不降低底盘强度的同时，使整车重量降低，并直接带来续航里

程的增加；

（二）快充技术的应用：受益于碳化硅材料和相关高压快充

技术的突破，新能源汽车将具备更快充电速度及更高电池效率；

（三）可定制化的智能座舱：车联网和先进的无线通信技术

加速了车载娱乐系统的应用及开发，提供智能座舱出行体验；

（ 四） 更 加 先 进 的 自 动 驾 驶 技 术： 新 能 源 汽 车 领 域 的

ADAS ╱自动驾驶技术专门研发，纯视觉感知和激光雷达及两者

融合解决方案，使得新能源汽车制造商提供 ADAS ╱自动驾驶作

为付费服务的方式已越来越普遍；

（五）通过 OTA 不断升级智能功能：这将成为行业的主要关

注点，客户可通过云端 OTA 于未来选用更多额外付费功能及服务。

从以上的信息不难看出：我国新能源汽车及其技术发展迅猛，

大有弯道超车之势！随着《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规划（2021-2035

年）》的提出，新能源汽车后市场服务领域滞后问题显得愈发突出，

如何快速跟进产业进度，补缺新能源汽车领域的后市场发展问题，

尤其是解决新能源汽车维修技术人员严重短缺问题，成了业界人

士共同思考和破解的重大问题。

二、人才培养策略的几点思考

（一）建立企业、学校和社会培训机构有效衔接的一体化综

合培养基地

通过调查了解到，现阶段新能源汽车维修的技术服务人员非

常短缺，对于大中专院校来说，虽然都开设了新能源专业课程，

但培养的维修人员基数远远小于市场需要，无法满足新能源汽车

发展过程中对人才的实际需求。其次，新能源汽车制造企业人才

培养过程中，一方面消耗精力，另一方面需要拓展渠道，社会培

训机构虽有很高的声望，但受制于缺乏与国家新能源技术知识体

系同步的培训教师和工程师而裹足不前，更别谈新能源汽车制造

企业，同样缺乏大量的工程技术人员。如何解决这一问题？笔者

认为可以通过政府政策支持、协调新能源汽车制造企业和旗下 4S

服务企业、学校和社会培训机构共同建立综合培养基地来解决。

此外，还要理清责、权、利的关系，从人才的孵化器，到人才的

考核和选拔，出台一系列的激励制度，按轻重缓急的流程，分层

次培养新能源汽车维修领域的人才。从一定程度上看，培养初、

中级人才需要的时间短，且相关人员毕业或结业后马上可以上岗，

来补充基本维修岗位。高级技师的培养时间比较长，在此过程中

需要考虑是否采用激励机制，鼓励相关人员从传统电控汽车维修、

计算机应用技术转移到新能源汽车维修领域上来，培养市场需要

的人才，弥补行业发展过程中人才的短板。例如，从 2017 年开始，

广东佛山市针对该市新能源汽车维修人才的缺口问题，由政府职

能部门牵头，出台与佛山《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规划》相衔接的

激励政策和人才培养计划，先后联合北汽、江淮电动汽车制造企

业暨下辖的 4S 店、大、中专院校和佛山权威的培训职业资格认证

机构，组建新能源汽车培训联合体，分工合作，采取先培训，后

认证上岗的方式培养人才。此外，培训后同步举办“广东省佛山

新能源汽车维修与检测技能大赛”，参赛者可通过比赛获得相应

级别的职业资格证和“广东技术能手”的称号。通过上述比赛，

佛山市新能源汽车人才培养步伐不断加快，且在全国起到了带头

作用。

新能源汽车维修技术应有针对性，目前来看，新技术层出不

穷，令教育界和培训机构应接不暇，在此过程中也出现很多问题，

如舍本逐末，应予杜绝。对于我国现阶段新能源汽车保有量最多

的纯电动汽车来说，与引擎传统汽车不同，传统汽车的引擎是电

控内燃机，而这方面的人才比较多，而新能源纯电动汽车除了能

量电池和电机引擎外，其余部分与传统汽车区别不大，且新能源

汽车的底盘系统、车身系统、行驶系统和转向系统的知识体系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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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汽车雷同，这方面的维修人员需要掌握大量的维修知识，积

累大量的维修经验，这个“本”不能舍弃，还要一如既往地加大

人才培训力度，为新能源汽车维修领域培养更多的技术人才。如

果对这部分人员利用政策和激励机制吸引相关人员到新能源汽车

维修领域，能够极大地充实新能源汽车缺口人员，逐步造就一批

复合型维修技术人才。

（二）新能源维修技术培训坚持由易到难、由简到繁、由机

到电

以比亚迪汽车生产的宋 EV、秦 EV、比亚迪 E5、比亚迪 E6

等系列产品为例，其不同于传统内燃机汽车的仍然是引擎即动力

系统，其动力系统主要由控制模块、动力模块和高压辅助模块组成。

控制模块包括电机控制器、DC-DC 交换器、动力配电箱、电池管

理单元；动力模块有电机总成、动力电池包体总成；高压辅助模

块有车载慢充系统、漏电保护器、挡位控制器、主控 ECU，加速

踏板、车载充电口，应急维修开关。电池包标称电压 316.8V，容

量 220Ah，一次充电续航里程超过 300Km。从表面看，新能源维

修技术实现了内燃机能量的转化，使传统热能转化为机械能，或

是实现了电机能量的转化，由电能转化为机械能。从现阶段汽车

维修培训内容来看，其包含多层面知识，如控制逻辑、IGBT、斩

波电路、高压电等，专业性比较强，这也给人们学习相关知识带

来了很大难题。部分维修人员望而生畏，且知识体系比较落后，

不利于提升自身的专业素养，而且也从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自身的

发展。此外，还有一部分企业在员工培训过程中，运用统一化的

培训方法，且维修思路也比较局限，一旦有维修不了的零件，直

接更换，这也从一定程度上增加了维修成本。虽然一部分单位将

员工培训工作放到重要位置，注重电机和变速器总成、电池包等

的维修，且这部分零件维修难度比较低，这也使一些人员认为新

能源维修技术比较简单，不需要费力学习，只要稍微培训相关人

员就能完全胜任相关工作。以比亚迪汽车为例，汽车生产厂家配

备了功能强大，且易于操作的诊断设备，有关这套设备培训内容

比较少，时间为一天，这也使部分人员放松警惕，未深入了解汽

车设计原理，不利于提高自身的维修技术。从这一层面来看，加

强新能源汽车维修培训工作尤为重要，培训过程中，要注重新能

源汽车维修原理的教学、基本操作技巧的教学等，通过这种方式

能够提升人才的综合能力，使其掌握维修保养汽车的流程、安全

操作规程、车辆发生故障的警示、现象和查找故障的方法。在此

过程中，相关人员还可练习熟悉的电控发动机部分的电控知识，

对比从熟悉的传感器电信号，传输到控制单元（ECU），电控单

元内存有汽车制造厂家标定工程师按汽车行驶条件规范的汽车工

况条件编写的控制程序，由这些程序控制电动汽车的执行元件电

池和电机工作，掌握控制逻辑。再比如，IGBT，实际上是让电机

更好工作的电流控制装置，电能短时间转换成电机转动的机械能，

由于电机电流过大会不安全的，顺便帮大家复习一下电工学的欧

姆定律 [I=E/（R+r）] 和电功率（P=UI）的计算，来帮助大家更好

理解这个问题。所以，新能源维修技术培训必须按维修等级坚持

由易到难、由简到繁、由机到电的培训原则，篇幅关系不再展开。

（三）实施由用人企业主导，政府协调和社会参与的职业资

格证书和电工上岗认证结合的综合认证制度

人社部实施了 20 多年的职业资格认证制度，极大地促进了社

会职业技能水平的提高。近年来，随着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化，“1+X”

考证制度登上教育舞台，其注重课证融合，对于人才综合学习能

力的提升也有重要的引导作用。从现阶段该试点工作落实情况来

看，还存在很多问题，如企业对“1+X”考证制度不太认可、初期

试点的级别低等，影响了人才培养的进度。从人社部新职业资格

证书广东佛山市试点来看，人才培养呈现多样化特征，且自主认

证质量也有了较大的提高，这也让人们看到了职技培训的希望。

笔者认为：实施由用人企业主导，政府协调和社会认证机构

参与，在电动汽车维修领域，把新的职业资格证书和电工上岗认

证结合起来的综合认证培训制度，是解决当前新能源汽车维修人

员短缺问题的必由之路，可以为我国高速发展的新能源汽车后市

场长期发展保驾护航。企业需要什么样的技术人才，企业最清楚，

也最急迫，由本地区具有主导地位的企业联合其他同类企业，参

照国家人社部的职业资格证书的标准，协同社会考证培训机构，

制定高于国家标准的职业系列标准，开发出适合企业的职业资格

证书制度尤为必要，能够确定人才培养方向。在培训和考证的过

程中，要根据企业岗位需求，由低到高定岗定待遇。为了实现企

业的可持续发展，企业可加强职业资格认证。同时电动汽车高压

电操作过程中，企业也要组织相关人员参与培训工作，把强电电

工上岗操作技能认证结合起来，综合认证进一步规范相关人员的

操作流程，掌握安全电力施工操作流程，促进人才的专业化发展。

三、结语

当前我国新能源汽车发展迅猛，势不可挡，在此形势下，如

何为其后市场保驾护航，缩小汽车制造与汽车后市场差距，尤其

是汽车维修技术人员短缺问题，本文提供了自己的几点肤浅看法，

不当之处，还需同仁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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