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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针对智能汽车产业的发展与需求，结合我校汽车相关专业的多年办学经验和理念，总结了车辆工程专业

人才培养存在的问题。基于智能车辆工程专业的人才培养目标，提出了智能车辆工程专业的人才培养模

式改革思路。结合行业快速发展对智能车辆工程专业技术人才提出的更高要求，从人才培养模式、课程

体系、科教产教融合、创新创业等方面对智能车辆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提出了建议和策略分析，为其他院

校的智能车辆工程专业建设发展提供了理论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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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ccording to the development and demand of the intelligent automobile industry, combined w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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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years of school-running experience and concept of the automobile related majors in our uni-
versity,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talent training of the vehicle engineering professionals are 
summarized. Based on the talent training objectives of the intelligent vehicle engineering majors, 
the reform idea of the talent training mode of the intelligent vehicle engineering majors is put 
forward. Combined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industry for intelligent vehicle engineering 
professional and technical personnel put forward higher requirements, the suggestions and strategy 
analysis of personnel training mode for intelligent vehicle major are put forward from the talent 
training mode, curriculum system, science-education integration and innovative entrepreneurship. 
The paper can provide a theoretical reference for the 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intelligent 
vehicle engineering major in other institu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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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电动化、网联化、智能化、共享化的驱动下，全球汽车产业正处于新一轮科技革命背景下的深度

变革时期。智能汽车作为战略新兴产业，已成为全球汽车产业发展的战略方向。2019 年 9 月，中共中央、

国务院印发《交通强国建设纲要》提出加强智能网联汽车研发，形成自主可控完整的产业链，从国家战

略层面对我国形成自主可控完整的智能汽车产业链提出明确要求。2020 年 2 月，由国家发改委、科技部

等 11 个部门联合发布的《智能汽车创新发展战略》提出深化产教融合，鼓励企业与高等院校合作开设相

关专业[1]。 
智能汽车作为下一代汽车产品，由于其技术的高度复杂性和专业性，需要大量高技术人才支撑产业

高质量发展。“十四五”期间，国家在战略规划、智能汽车发展规划计划、道路测试验证与示范应用等

方面将继续加大相关政策和标准法规的支持，以期促进智能汽车整车和关键核心零部件高质量发展，促

进智能汽车市场规模稳步提升。随着传统车企及其零部件企业加速转型升级，智能车辆工程专业相关需

求岗位和人数必会大幅增加[2] [3]。面对智能车辆新型产业发展与需求，如何培养领域内能够满足企业要

求的智能车辆专业人才，就显得尤为重要。 

2. 智能车辆工程专业人才培养目标 

智能驾驶作为汽车产业的一项革新技术，其核心技术主要包括：环境感知、高精定位、路径规划和

执行控制。在智能制造、云计算、人工智能、机器人等新型产业和技术快速发展的背景下，各领域专业

的人才培养也需要在传统的工科专业上进行升级改造。作为汽车行业人才培养的高校车辆工程专业，也

要在培养未来新兴产业和新经济需要的复合型新工科人才方面赶上时代的步伐[4] [5]。 
我校机械工程学院作为一个培养工程技术人才的学院，多年来，一直以培养地方经济发展需要的创

新型技术人才为目标，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产学研合作、师资队伍、办学条件建设以及内部管理制

度建设等各方面传承立新、科学谋划、积极探索、锐意进取，取得了显著的进步。新申报的智能车辆工

程专业旨在面向区域经济发展、车辆产业智能化转型升级需要，结合学校鲜明财经特色的“工 + 商”多

科性大学办学定位，聚焦智能车辆设计、测试和评价的人才需求，培养车辆、人工智能、大数据、电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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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管理等多学科交叉基础理论与专业知识；初步具备智能汽车整车设计、算法开发、测试评价等方

面的专业技能；能在智能车辆工程相关领域从事整车设计与开发、整车测试与评价、市场大数据分析与

经济决策、运行管理等岗位工作；具有创新能力、团队精神、国际视野、终身学习能力，具备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和人文科学素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应用创新型高级工程技术人才。 

3. 车辆工程专业人才培养存在的问题 

车辆工程专业作为机械类专业，一直以机械类知识作为专业教育背景，课程体系、培养方案与机械

大类专业类似，根据其专业特点开设了与汽车相关的理论课程和实践课程。传统车辆工程专业课程的专

业基础课程与机械类基本相同，专业课大多为汽车构造、汽车理论、汽车设计、发动机原理、汽车制造

工艺和汽车试验学等必修课为主，旨在培养从事汽车领域和相关交叉领域内的设计制造、技术开发、工

程应用、生产管理、技术服务等工作的高素质专门人才。随着新工科的提出，车辆工程专业作为一个传

统的工科专业，急需对培养目标进行新的改革，培养能够适应新兴产业发展的新型高素质综合型人才。 
1) 人才培养目标与新型人才需求的匹配问题。 
经调研，车企官网招聘信息和专业招聘网站数据信息显示，结合新专业理论和实践课程侧重于智能

汽车自动驾驶控制领域的实际情况，专业毕业生主要面向重庆市现有以下需求岗位：智能驾驶辅助系统

测试工程师、操稳性能开发工程师、检测工程师、智能驾驶决策控制算法开发工程师、智能驾驶传感定

位技术开发工程师、智能驾驶系统集成技术开发工程师。现有的汽车专业人才培养方案都以传统的汽车

工程师为主要培养目标，毕业生往往无法胜任行业变革带来的新岗位和新工作。 
2) 课程体系设置与多学科知识技能要求的匹配问题。 
从全国目前车辆类各专业的课程设置来看，主要讲授的专业核心课程包括《汽车理论与运用工程》、

《汽车构造》、《汽车电子控制及电子设备》、《汽车检测与故障诊断技术》、《电动汽车及新技术》、

《汽车制造工艺概论》、《汽车排放与噪声控制技术》等；而现有智能汽车人才大部分是由软件工程、

人工智能、自动化、电子信息工程、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等专业人才跨专业工作。在全球汽车行业电动化、

网联化、智能化、共享化的驱动下，现有的专业定位和人才培养模式都已经很难满足行业的需求，这也

就为学生就业带来了一定的困难。 

4. 智能车辆工程专业人才需求现状 

智能网联汽车是人工智能、物联网、云计算、能源存储等高新技术的重要载体。不仅将打破汽车传

统的产业链、技术链和价值链，为我国汽车产业实现赶超提供重大机遇，还将推动新技术持续创新突破

与产业化，促进产业间深度交叉融合，形成全新的、经济体量达万亿元级的、对未来产生深远影响的产

业生态体系[6]。我国汽车产业作为世界汽车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智能网联汽车人才不足已经制约了汽

车产业的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根据中国汽车工程学会 2021 年发布的《智能网联汽车产业人才需求预

测报告》，根据模型预测，到 2025 年，智能网联汽车产业研发人才需求数量为 9.2 万至 11.6 万人，行业

现存的人才在 7.2 万人左右，智能网联汽车产业的研发人才净缺口将达到 1.3 万至 3.7 万人。 
在学校前期与用人单位沟通中，用人单位普遍反映智能网联汽车人才存在人才数量少、流动性大、

薪金成本高、应用性不强、行业和技术认识不全面等现象。上述现象的产生，导致用人企业存在找人难、

留人难、培养周期长等问题。因此，各个企业皆给智能网联汽车人才开辟招聘“绿色通道”，希望大力

引进智能网联汽车人才。然而，根据学校前期调研，我国智能网联汽车人才供给领域存在以下两点主要

问题。 
1) 智能网联汽车人才供给不足。智能网联汽车作为下一代汽车产品，由于其技术的高度复杂性和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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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性，需要大量高技术人才支撑产业高质量发展。然而，目前我国培养智能网联汽车本科生人才的对口

专业十分匮乏，培养专业人才的供给量远远满足不了产业快速发展的需要。智能网联汽车相关用人单位

为实现自身发展，皆为智能网联汽车人才开辟“绿色通道”招聘，但是仍然存在招人难、留人难的问题。

智能网联汽车人才供给不足已经成为阻碍我国智能网联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问题。 
2) 现有智能网联汽车人才缺乏综合知识背景。由于智能网联汽车对口专业缺乏，现有智能网联汽车

人才大部分是由软件工程、人工智能、自动化、电子信息工程、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等专业人才跨专业工

作。在学校前期调研中，相关用人企业反映上述人才存在两点不足：① 相关人才缺乏智能网联汽车综合

理论知识，更缺乏汽车开发和设计相关领域理论知识；② 相关人才培养周期一般长达两年，存在培养成

熟即跳槽的现象，企业用人成本高。因此，用人企业希望能够在高校的人才培养环节，系统培养具备综

合理论知识和应用能力的智能网联汽车人才。 

5. 智能车辆工程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的建议 

智能网联汽车时代背景下，要求汽车领域专业人才具备多学科的视野、复合的知识体系、不断求新

的思想和不断创新的能力。这就要求在智能车辆工程专业人才培养过程中，其课程体系、学科架构以及

教学方式等方面都要进行变革与完善，构建符合专业发展特色的人才培养课程体系，从所授知识的前沿、

深度和广度等方面综合进行人才培养模式探索。 
1) 在人才培养体系方面，以服务重庆地区智能网联汽车领域为主的区域社会经济发展为导向，做到

学校人才培养与行业、区域经济发展对接，专业设置与地方主导产业对接，人才培养目标与行业企业需

求对接，人才培养规格与工作岗位对接。以新工科专业建设为背景，强化人才培养过程中的学科交叉。

依托我校的人工智能学科资源，又考虑智能车辆工程专业的自身特点，在人才培养过程中，融入智能汽

车感知与定位技术、智能汽车驾驶辅助技术、智能网联汽车测试与评价技术、智能网联汽车功能安全，

确保人才培养的系统化和多元化，满足新工科发展的需要。 
2) 在课程体系科教融合方面，学生的培养过程中将科研项目和教学任务相结合，从应用性强、实践

性要求高的智能汽车路径规划、路径跟踪控制、智能汽车测试与评价技术、智能汽车关键控制技术等理

论课程为出发点，以科研项目成果为驱动，实施“导师制”，导师带着学生走入实验室，构建应用型人

才培养新机制。为本科生在学期间全程配备导师，导师全程负责学生的实践教学、科研创新、专业学科

竞赛、专业素养训练等方面的指导工作，确保学生学习的全面性和连贯性。 
3) 在课程体系产教融合方面，对于智能汽车专业课程体系，采用产教联合模式制定。基于前期的合

作基础，与中国汽车工程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速腾聚创科技有限公司等国内智能汽车龙头企业

共同讨论智能网联汽车人才需求方向和专业建设方案，研究符合国家发展和学校实际情况的专业建设特

色方向和人才定位，联合制定适合地方高校本科生层次理解和掌握的理论课程和实践课程。 
4) 在理论课程体系构建方面，以传统的车辆工程专业核心课程为基础，结合智能汽车行业发展的需

求，深入研究企业技术岗位对于专业课程体系及关键知识点的要求，紧密围绕智能车辆工程专业人才培

养目标，构建以汽车理论、汽车设计、机器学习、自动驾驶关键技术、智能汽车测试与评价技术、智能

汽车电子电气构架、智能汽车传感器标定、智能汽车关键辅助驾驶、智能汽车功能安全等课程为主要框

架的专业理论课程教学体系。 
5) 在实践课程体系构建方面，对于智能汽车实践设备实施产学联合开发，在实践课程共同制定的基

础上，与相关企业共同讨论和开发满足实践教学要求和目标，可应用于智能汽车相关大学生学科竞赛的

实践设备。校企主要集中在企业重点关注的智能感知与定位、高精度地图建立、轨迹规划、横纵向运动

控制、智能化性能测试与评估及智能驾驶辅助控制等方面开展虚拟仿真、半实物硬件在环实验、实物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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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的系统化教学设备联合设计与开发，形成以智能汽车通讯实践、自动驾驶关键技术综合实践、智能汽

车创新应用实践、智能汽车测试与评价综合实践、智能汽车综合课程设计等课程为核心的实践教学体系。 
6) 在人才创新创业教育方面，建立完整的学科竞赛体系，基于人才培养方案中的创新创业实践学分，

根据智能车辆工程专业的特点，在学院内开展相关智能小车竞赛活动，构建面向新工科的创新型人才培

养教学体系。当前，智能汽车领域拥有大量学科竞赛活动，除全国大学生“恩智浦”智能汽车竞赛外，

还有中国 i-VISTA 自动驾驶挑战赛、中国“AI+”创新创业大赛——智能驾驶技术创新与应用大赛、世界

智能驾驶挑战赛、新能源智能汽车大赛等比赛。实践教学设备的建设，将为同学参加上述比赛提供可靠、

专业的竞赛设备。 
7) 在专业人才培养目标方面，结合地方经济发展需求，多渠道探索智能汽车人才实习和就业的岗位，

深度开展我国和重庆市智能汽车全产业链的调研与交流，找准人才需求定位，与企业联合建设产学联合

实习和就业推荐机制。同时，智能车辆工程专业实践教学设备的开放共享，将会为同学们在智能汽车领

域开展大学生创新创业活动，提供专业的指导和设备的支持。 

6. 结语 

全球智能汽车产业的飞速发展，对智能车辆工程专业的人才培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本文结合我校

机械工程学院的专业建设发展基础和优势，凝练了智能车辆工程专业的人才培养目标，分析了车辆工程

专业人才培养存在的问题。结合行业快速发展对智能车辆工程技术人才的专业要求，从人才培养模式、

课程体系、科教产教融合、创新创业等方面对智能车辆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提出了建议和策略分析，力争

培养出适合国家和重庆地方智能汽车产业发展需求的专业技术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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