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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各高校的车辆工程专业长期为中国汽车行业输送各类优

秀人才，对中国汽车行业的建设和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汽车行业发展迅速，由传统的内燃机汽车转向混动、电动、

新能源汽车，汽车操控也向智能化、可视化、无人驾驶等方

向发展 >��。而我们高校的车辆专业的课程配置仍然停留在早

期传统阶段，不能与时俱进地提供相适应的课程教学。近年来，

汽车行业发展日新月异，面对当前技术发展的趋势和浪潮，

车辆工程专业的课程改革势在必行。

2�课程改革对于汽车行业人才培养的现实意义

中国的现代化汽车生产企业，无论在开发、工艺、生产

等领域已经慢慢向世界一流汽车生产企业靠近，甚至某些企

业生产线的设备水平已经达到世界一流。但是，中国车企的

研发实力、技术能力却远远赶不上设备的先进程度。在某大

型合资品牌汽车生产线参观访问时，操作现场先进生产线设

备的技术人员或者检修人员均为其他国家技术人员。在研发

上，中国合资企业的研发中心也是在其他国家产品基本研发

成功之后，再亦步亦趋地开展新车型项目，技术核心始终被

外资企业所掌握。但现如今，越来越多的本土汽车制造企业

开始自己研发新车型，技术水平越来越高，像长城、吉利等；

或者开辟新的赛道，在电动混动上超越，像比亚迪、蔚来等。

车辆工程专业的课程改革，是为了更新现有汽车专业的知识

内容，培养更多优秀的汽车行业技术人才，让中国的汽车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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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年至����年，中国汽车市场蓬勃发展，促进了中国汽车行业技术研发能力的飞速发展，对人才需求越来越多，质量要求越
来越高。这就对输送人才的各高校提出了新的要求，加快车辆工程专业的课程改革，提供与时俱进的课程内容。同时需放眼国
际汽车行业的技术水平，打破中国汽车行业“卡脖子”关键技术的壁垒，为中国汽车制造业提供高精尖的优秀技术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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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技术水平尽快赶超世界先进水平。

3�车辆工程专业课程的改革方向和建议

车辆工程专业的课程设置需要紧跟实际，从以下四个方

面来阐述：增加项目管理课程、增加与汽车行业特殊性对应

的课程、着力解决“卡脖子”关键技术和加强社会实践活动。

3.1�增加汽车行业的项目管理课程

汽车企业新车型的开发均采用项目节点开发流程，从概

念提出批准到项目批准启动，再到样件试制、试生产、批量

生产整个开发流程，汽车行业上中下游企业需要遵循一套项

目开发流程。汽车生产制造企业及其零部件供应商的所有从

业人员，均需对项目节点和项目流程非常熟悉，才能正常开

展工作。对于汽车行业从业人员来说，理解汽车制造业的通

行规则，非常有必要。

车辆工程专业增加汽车行业项目管理课程，可作为选修

课程，使学生学习和掌握项目开发流程、五大工具、ISO/TS�

�����等汽车行业必备知识。项目开发流程包含各项目节点

的意义，输入输出文件，跨节点的必要条件等。五大工具包

括产品质量先期策划、潜在失效模式、测量系统分析、统计

过程控制、生产批准程序等。ISO/TS16949是国际汽车行业

的技术规范，是在 ISO9001的基础上，加进了汽车行业的技

术规范，着重于缺陷防范、减少在汽车整车厂和汽车零配件

供应链中容易产生的质量波动和浪费。了解国际国内通行规

则，对于车辆工程专业的学生来说，显得非常必要且紧迫 >��。

开展项目管理相关课程的学习，对于培养进入汽车行业的技

术人员，缩短其学习和适应行业规则的时间等，都有着非常

重要的意义。

3.2�增加与汽车制造业特殊性相适应的课程

在汽车消费经济提升的大环境下，中国汽车制造业技术

发展也十分迅速，产量连年跃升。汽车制造业作为技术密集

型行业，核心岗位均为与制造技术相关的工程师岗位。无论

整车厂还是汽车零部件供应商，企业部门分类大致相同，包

括研发部门、工艺部门、质量部门、生产部门、设备维护部

门等，不同企业在部门划分上略有差异，可以根据学生的兴趣，

进行相关选修课程的开发和教学。

有志于研究产品开发和设计、产品质量管理和控制、物

流供应链管理等的同学，可以选修方向不同内容不同的课程。

产品开发和设计方向可以整合材料力学、机械设计、零部件

有限元分析、整车动力学分析、整车 19+（振动和噪音）分

析等，开发产品设计相关的专业课程，让学生理解和掌握整

车系统设计和评价体系以及零部件的设计理念、评价方法。

有志于质量管控的学生，可以学习汽车行业的质量管控体系，

了解原理、目的、管控方法、评价手段和整改方向 >��。目前

国际汽车行业常用的质量管理方法有六西格玛质量管控、�'

程序分析、454&（快速反应质量控制）、�:�+（七问分析法）

等等，都可以加入质量管理的相关课程，与现代化企业相适应，

做到教学理念和教学内容的与时俱进。

3.3�车辆工程专业应着力钻研“卡脖子”关键技术

近十年，中国汽车行业技术更新换代很快，市场对于汽

车各项性能指标的要求越来越高。车市的蓬勃发展与中国车

企研发能力的提升形成了良性互动。但我们也看到汽车行业

的关键核心技术仍然掌握在外资企业手中。����年的数据显

示，中国汽车零部件进口额为 ���亿美元，和同期中国市场

本土超过 �万亿元人民币的零部件产值相比“九牛一毛”，

不可忽视的是这些高技术附加值的进口零部件，无法短期在

中国市场上找到替代品。在汽车电子、发动机关键零部件、

操作系统、�%6、触觉传感器、激光雷达等关键零部件外资

企业所占比例高达 ���甚至 ����。����年世界范围内受疫

情影响，进口零部件的供给无法满足中国市场，造成了中国

车企大规模停产停工。各高校应着力培养“卡脖子”关键技

术的人才，人才是第一要义，无论在整车技术还是关键零部

件上都要潜心学习和突破。

3.4�提供社会实践课程

对于车辆工程专业的学生来说，在整车厂或汽车零部件

公司参观实习，是真正将书本知识内化为本身技能的一个很

好的过程，对产品的强度、耐久、可靠性有更深刻的认识，

同时对产品的设计初衷、设计准则、测试标准等有进一步的

理解和认知。对于有条件的高校，可安排校企合作，了解设计、

工艺、质量、物流等不同部门的技术方向和部门职能，让学

生在知识的广度和深度上进一步拓展。

4�结语

中国各高校车辆工程专业应把握国际汽车技术的发展动

向，跟随进而引领汽车技术的发展趋势，在智能化、可视化、

集成化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这就要求车辆工程专业的课程

设置与国际汽车发展水平相适应，内容紧跟汽车技术发展趋

势，以培养汽车行业优秀人才为己任，承担中国汽车行业发

展的重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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