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10月，极氪001fr正式上市，其2.02秒的

百公里加速打破蔚来 EP9 的 2.7 秒，又一次刷新了

中国新能源车速度的极限；华为、理想等插电式、增

程式混动车成为各大车展中瞩目的焦点……中国

汽车在国际舞台上被越来越多人所认可。

150kWh超长续航电池包、车辆原地掉头、无人

代客泊车、投影大灯……2023 年，无数国产黑科技

在汽车行业诞生，中国汽车品牌在“内卷”中引领汽

车技术的发展。

2023 年，全国有 30 余所高校在京招收车辆工

程专业学生，招收形式分为三种：清华大学、北京理

工大学、同济大学等在工科试验班大类招生；中国

农业大学、北京交通大学、北京科技大学等以机械

大类招生；北京林业大学、北京建筑大学、北京信息

科技大学等以车辆工程专业招生。

除此以外，一些高校还开设了新的汽车相关专

业，如长安大学、华南理工大学等高校开设了智能

车辆工程专业，北方工业大学开设了智能制造和新

能源汽车专业。

长安大学智能车辆工程专业于 2023年首次招

生，是机械、信息、控制和交通等学科的新兴交叉专

业，以智能汽车、自动驾驶、车路协同和大数据等新

一代智能车辆技术为导向，培养适应新时代智能汽

车发展的高素质复合型创新人才。长安大学汽车

学院教授王畅表示，智能驾驶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影

响了汽车行业的发展，目前推出的主流新车型，智

能驾驶水平已经成为一项重要评价指标。智能车

辆工程专业将为未来我国汽车产业智能化转型升

级提供人才支撑。

面对产业的迅猛发展，高校车辆工程专业的教

学内容也逐渐“内卷”。“现在的车辆专业是一个多

学科交叉的体系，在传统汽车课程的基础上，我们

还加入了智能网联车、新能源汽车相关的众多课

程，本科生要学习的课程范围非常广。”北京理工大

学车辆工程学科专业责任教授林程介绍。

近年来，各高校车辆工程专业紧跟汽车“电动

化、智能化、网联化、共享化”的新四化技术变革方

向，朝着新能源汽车、智能网联汽车等热门领域不

断扩展和延伸，体现出多学科深度交叉的特点，成

为机械、电子、信息、控制、材料、能源、智能等众多

学科专业深入交叉融合的结晶。

车辆工程归属于机械类学科，学生在大一进行

工程力学、材料力学、理论力学、流体力学等物理类

通识课程。此外，学生还需要进行专业基础课和专

业核心课的学习。由于当前车辆工程专业多学科交

叉的特点，学生不仅会学到机械、材料、汽车学、汽车

理论、汽车构造、汽车设计、发动机原理等传统汽车

课程，随着汽车产业的迭代升级，各高校将越来越多

智能汽车、新能源汽车的相关课程加入进来。

北理工车辆工程的课程培养体系不断与时俱

进，按照新的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规划课程内容，

在教授传统汽车技术的基础上，加入大量智能控

制、网联大数据、计算机软件、人工智能、电化

学、电力电子等内容，知识对象也由传统

汽车延伸到智能无人驾驶车辆，以培

养学生的多学科能力。学校还在

本科阶段为学生安排了学育导

师，学生在导师的指导下进行

学习，并在毕业设计阶段可

以选择更加细分的方向进

行研究，为就业或研究生阶

段的学习铺路。

武汉理工大学车辆工

程专业以建设系列“金课”

为抓手，加强学科前沿类、

创新创业类课程建设，推出

新能源汽车结构与原理、汽

车性能仿真与评价、汽车智

能制造系统及机器人技术、智

能汽车环境感知技术等特色

课程。同时依托学校优势学

科开设整车设计与底盘控制、

车身工程与智能制造、汽车电

子与智能汽车、新能源和智能

网联汽车4个专业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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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行业值得汽车行业值得““入坑入坑””吗吗？？

2023年12月27日，比亚迪官方宣布，其成为国

内第一家拿到有条件自动驾驶（L3）测试牌照的企

业。那么，何谓L3？

记者从国际汽车工程师协会制定的《SAE驾驶

自动化分级》中了解到，目前国际标准中，汽车自动

驾驶分为L0-L5六个等级，L0-L2为“驾驶员辅助

系统”，无论何种情况驾驶员都要控制车辆；而从

L3-L5则被称为“自动驾驶系统”，驾驶员不必要时

无需接管车辆。随着越来越多的车企取得L3测试

牌照，毫无疑问，新能源车的发展已由“电动化”的

上半场来到“智能化”的下半场。

要想发展智能汽车，首先要搞清楚智能除了自

动驾驶，还涵盖哪些方面。“智能人机交互、车路协

同、车辆自动驾驶等都属于智能车辆的功能。其中

涉及的技术主要包括汽车本体、智能驾驶算法、车

路云协同和人机交互四个方面。汽车本体主要包

括通过线控技术等达到的汽车各项基本功能；在智

能驾驶算法方面，主要涉及信息感知-决策-控制

技术；车路云协同主要涉及数据传输技术、数据融

合分析技术、基于云计算的自动驾驶技术；智能人

机交互技术涉及人机高效交互技术、驾驶人状态与

意图辨识预测技术。”王畅介绍。

不难看出，未来在智能车辆的研制中需要大量

计算机、互联网方面的技术，长安大学在智能车辆工

程专业中开设了人工智能算法与大数据、智能车辆

感知技术、智能车辆决策与控制技术、智能车辆地

图与定位、智能汽车设计等多门“智字号”课程，以

培养多语言计算机编程、各类人工智能算法设计与

实现、车辆规划控制、多传感器融合、车辆线控系统

开发，以及智能汽车测控实验等智能汽车行业从业

者所需的关键技能。未来，智能车辆相关专业人才

将会成为就业市场中的“香饽饽”。

同时，车辆设计制造仍然是重要的一环，机械设

计基础、机械控制理论、智能汽车构造、汽车理论、单

片机与嵌入式系统、汽车电器与电子设备、电动汽车

技术等机械类课程占据着专业核心课的半壁江山。

基于电动化技术，智能驾驶等车辆的智能功能

将成为汽车行业的重要发展趋势，无人驾驶车辆及

其智能线控部件的设计生产企业、智能车辆控制软

件工程师、无人驾驶后台工程师、智能车辆性能测试

工程师等职业都会在不久的将来出现就业热潮。

刘元告诉记者，随着 NOA（自动辅助导航驾

驶）、V2X（车联万物）技术的成熟，未来，车辆不仅可

以自行完成巡逻、物流等特定场景内的工作，在乘用

车领域，车辆不再是单纯的运输工具，它可以成为一

个信息化的终端，也可以成为娱乐工具。

2023年，整个汽车行业都在打价格战，有人提

出了疑问：“中国汽车的未来在哪里？”这时，以华

为、小鹏为代表的国产厂商带着诸多令人耳目一

新的新技术打碎了质疑——“我们不要‘卷’价格，

而要‘卷’价值”。

中国汽车在产销量方面已经长期位居世界第

一，近年来在新能源汽车和汽车智能技术应用方

面也处于全球领先地位。这种行业影响力，一方

面会成为激励国内相关企业继续进行技术自主研

发的动力，另一方面也将持续推进我国汽车行业

多点开花的趋势，整个行业技术水准会处于不断

迭代提升的模式。

“从产业链的角度看，除了几家大型车企会保

持全栈自研，多数车企对零部件的需求也会越来

越大，这不仅使产业链上的供应商越来越多，也会

催生出许多新品类的供应商。比如配合自动驾驶

上下游催生出来的自动驾驶测试等新产业、动力

电池回收再利用产业等。未来，汽车领域的就业

市场将非常广阔。”刘元说。

由于课程覆盖面之广，在汽车研发、投产、销售

过程中，车辆工程专业毕业生可以在每一个环节找

到适合的岗位。产品设计时，营销部门会进行市场

需求调研，然后由研究院研发；测试产品初具雏形

后，测试中心会安排测试，通过后由工厂生产制造，

最后经由销售部门售卖。以上流程中的任何一个

岗位，车辆工程专业的毕业生都可以胜任。

2023年是中国汽车业创造奇迹的一年，汽车年产销量破3000万辆，汽车行业多项指标创历史新高，汽车行业实

现了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成为拉动工业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在这令人欣喜的背景下，中国汽车的发展

越来越受到人们关注，加入汽车行业也成为越来越多年轻人的选择。成为一名车辆工程师需要学什么、怎么培养、就

业前景如何？为此，本报记者展开了调查。

课程：传统汽车、新能源汽车、智能网联汽车一个都不能少

“现在，我们国家新能源汽车及动力电池产业

世界大幅度领先，车用电机、电控技术也处在国际

先进水平。”林程说，另一方面，开发“无人区”是一

件更加艰难的事情，“遥遥领先”需要持续创新。

对于电动汽车，北理工一直致力于电池的能量密

度、充电速度，电机的效率、转速，电控的响应速

度、精准度的提升，以拓展使用场景，达到“高性能

全气候安全性”的要求。此外，为最终实现车辆生

产全过程的低碳环保，学校也在燃料电池、低碳发

动机的技术上持续研究。

一般情况下，学生需要到研究生阶段才能展

开科研工作，研究生尤其硕士研究生阶段的研究

工作时间短，科研效率低的问题一直存在。近年

来，越来越多的学校将科研前移，学生通过本研贯

通、本博贯通等模式，在本科阶段就可以接触相关

课题研究。

比如，北理工建设了电动车辆国家工程研究中

心、北京电动车辆协同创新中心、新能源汽车北京

实验室等国家及省部级重点实验室，学生在本科阶

段可以在相关课程中到实验室进行实习和实践，同

时也可以在导师的引导下参与相关课题研究，学校

对于成绩优异、表现优秀的学生，可以安排加入本

硕博一贯制培养，直接进入导师的课题组。

同济大学车辆工程（汽车）同样依托学校智能

型新能源汽车协同创新中心、国家燃料电池汽车

及动力系统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新能源汽车及动

力系统国家工程实验室、新能源汽车教育部工程

研究中心等多个国家级、省部级科创平台，针对新

能源汽车和智能汽车的人才需求，构建了完备的

本硕博贯通人才培养体系，让学生更早接触科学

研究。

对于新能源汽车未来的发展，林程表示，除了

出于环保、能源安全的考量之外，新能源汽车还有

助于发展未来的智能车辆。燃油车受限于发动机

的劣势，无法做到精准控制，而拥有电机的新能源

汽车，结合计算机技术更容易实现智能化。

技术为王 科研从本科生抓起
“车辆工程专业的办学质量与高校同车企的联

系有很大关系。因为学生的专业所学最后还是要

服务于企业，如果学校与车企、工厂联系密切，从产

业端了解市场需求，可以有效提升学校的科研水

平、课程开发。”曾供职于北汽集团、现从事汽车咨

询工作的刘元（化名）对记者说。

在车辆工程专业学生的培养中，了解行业前沿

技术的同时，也要培养一线实操能力，鼓励学生在

做中学。因此，各学校车辆工程专业大力开展与车

企的合作，在实践教学阶段进行校企融合。

林程介绍，北理工与北汽集团、小米、理想等在

京车企有深厚的教学和科研合作。在本科阶段，专

业会组织学生到集团的工厂进行生产实践实习，在

真实的车辆制造环境中了解具体的流程环节。学

校还会聘请相关岗位上的工程师作为学生的企业

导师，为大家讲解目前产业中新的结构、新的方案、

新的流程，努力做到产教融合，时刻同步最新的产

业现状。此外，在校内，北理工大力推行科教融

合。依托学校大量的国家级人才和科研项目，专业

学生在本科阶段就有机会加入研发行业前沿科技

的课题组，体会“从无到有”的乐趣和魅力，并为未

来的工作积累经验、打下基础。

2019年7月，吉林大学与中国一汽集团共同成

立了红旗学院。作为双方开展产学研融合发展的

创新机构，学院依托吉大创新创业教育学院设计特

色课程，利用一汽各领域专家等先进教学资源支撑

人才培养。随着汽车产业的迭代升级，红旗学院也

与时俱进，“红旗学院目前已开设智能网联班和新

能源班，生源涉及吉大计算机、通信、机械、汽车、材

料、电子、化学、物理、数学等20余个学科门类，可充

分满足学生来源交叉分布、面向企业需求动态调整

的要求。”红旗学院运营负责人、吉大创新创业教育

学院副院长费宇鹏介绍。

长安大学车辆工程专业依托本地资源特色，与陕

西汽车集团、比亚迪、吉利等多家企业建立实践基

地。通过与企业合作，学校建立了校企融合机制，引

入多名知名企业工程师参与人才培养，对接课堂教学

内容和行业需求。同时，与企业合作建立人才培养实

践基地、实验室，有效提升了实践锻炼效果，让学生在

由真实情况延伸的实验项目中达到真题真做真提升。

智能化成汽车产业突破口“智字号”课程是关键

就业领域广 未来潜力大

培养：产教融合 培养企业需要的人

北京理工大学车辆工程专业学生到北汽集团进行生产实习。学校供图

长安大学智能车辆工程专业学生到学校实车自动驾驶平台开展实践。 学校供图

（本报记者 岳 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