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猎聘大数据日前发布的数据显示，新
能源汽车领域 2021 上半年新发职位比
2020 年同期上升 94.54%，比 2019 年同期
上升 60.12%。广阔的新能源汽车市场带来
了大量新型人才需求， 而随之而来的，是
人才缺口的持续拉大。

缺口显著扩大

随着百度、 小米等科技公司下场造
车， 造车行业抢人大战已进入白热化阶
段。 在不久之前宣布造车的小米已在 7 月
展开两次大规模招聘。 7 月 13 日，主要招
聘自动驾驶相关的岗位，月薪约为 4-7 万
元。 而短短两天之后，再次发布 120 个岗
位，月薪普遍在 3-6 万元，涉及整车制造
各个环节。

科锐国际发布的 《2021 汽车行业薪
酬报告》(下称《报告》)指出, 在人才需求方
面, 虽然新能源汽车行业人才紧缺的情况
在近年间一直存在, 但随着跨界造车企业
的入局, 各主车厂商也纷纷加大了相关人
才的招募, 新能源汽车专业人才的缺口在
近两年显著扩大。

数据显示，今年以来，在汽车行业，
自动驾驶研发、智能座舱设计等岗位的需
求同比增幅已经超过 1.8 倍。今年上半年，

新能源汽车行业岗位需求量前十中，感知
算法、AI、 自动驾驶算法工程师占据一半
席位。

企业需求高速增长， 可人才却并非
是短时间培养而来。 随着新能源汽车的
发展， 原本作为车企招聘最为对口的车
辆工程学生不再吃香。 一位车辆工程专
业毕业生向记者大倒苦水：“车辆工程是
机械类下属二级学科， 在课程设置上首
先要大量满足机械类课程要求， 导致车
辆核心课程学习时间较短。 与此同时，目
前车辆工程课程仍停留在传统汽车范
畴，缺少关于新能源汽车三电系统、自动
驾驶等方面的课程设置， 导致面试时频
频碰壁。 ”

乘联会秘书长崔东树向记者表示：
“岗位需求的变化主要体现了汽车向电动
化、智能化转型的过程。 新能源汽车行业
资本涌入相对比较大，所以各大初创企业
以及成熟车企都会加大对智能网联的投
入，导致电动化、智能化人才的需求都处
于爆发式增长之中。 ”

人才流失严重

《报告》显示，2021 年汽车行业新能源
汽车专业高精尖技术人才职位薪酬仍然

保持 20%左右的涨幅, 其中智能驾驶仿真
以及智能驾驶芯片开发相关人员薪资涨
幅最高可达 30%以上。

崔东树表示：“新能源汽车行业人才
需求较大，形成的蓝海新兴市场也引起巨
大关注，不少人才都希望获得新的发展机
会。 由于多数老牌车企员工对于自动驾驶
等新兴领域并不熟悉，导致企业只能从外
部去获取人才资源，而这部分人才可能来
自其他高薪行业， 加上资本的快速涌入，
车企不得不提供更高的待遇。 ”

不过，转行的难度随着产业融合而减
少，进入新能源车企的人才却不一定安心
留在汽车行业。 一合资车企内部人士向记
者坦言：“目前公司内人员流动很大，去年
6 月入职的员工目前已走了大半。 ”

与此同时，新造车企业在抢人过程中
还面临与互联网公司的竞争。 记者了解
到，互联网公司待遇往往高于车企，导致
相关人才更加偏爱互联网公司。

行业亟需复合型人才

企业的转型和行业的发展需要大量
人才支撑。 对于新能源汽车行业人才出现
的巨大缺口，多位业内人士建议，高校和
教育主管部门应尽快调整车辆工程专业

课程设置，同时还要进一步扩大计算机方
向的招生比例，有效解决人才供给与企业
用人需求之间的矛盾。

近年来，不少高校调整了人才培养方
向。 教育部制定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
业目录》中，新设了“智能车辆工程”专业，
全国一些高校也陆续对车辆工程专业和
课程体系做出调整。 例如南京航空航天大
学新增了智能制造专业，北京理工大学增
设了人工智能专业，北京工业大学新增了
智能制造相关专业。 还有地方出台了对于
新能源汽车人才的福利政策。 今年 2 月，
上海市出台的《上海市加快新能源汽车产
业发展实施计划（2021-2025 年）》明确，
对符合条件的新能源汽车领域国内外优
秀人才， 按照有关规定给予直接落户、人
才奖励等支持。

在崔东树看来，目前我国新能源汽车
行业需要复合型人才，需在掌握传统车辆
知识的基础上进一步掌握计算机方面的
能力。 同时，在他看来，人才招聘中，高薪
在未来并不是决定性因素， 长期来看，企
业未来的发展前景、良好的口碑等方面将
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老牌车企也应学
习新造车企业，可以创造更加优良的工作
环境，改变其中的一些流程方式，提高工
作效率。 ”

8 月 5 日， 湖北
省最大的现代化煤
炭集散 “内陆港”之
一———鄂 西 煤 炭 储
运基地正在封闭运
行。 该基地位于宜昌
枝江姚家港国家循
环经济示范园区，装
有防风抑尘网，通过
管带机廊道将煤炭
输送至园区，实现了
“用煤不见煤、 煤块
归入仓”。

人民图片

鄂鄂西西炭炭储储运运基基地地全全封封闭闭运运行行

新能源汽车人才短缺问题愈演愈烈
■■本报实习记者 杨梓

企业小而散，
安全主体责任难落实

事实上，近年来，相关部门针
对液化石油气市场开展的整治行
动并不少。早在 2019 年，国务院安
委会就发文开展液化石油气瓶专
项治理工作；2020 年，市场监督管
理总局、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等五部
门联合发布《关于开展液化石油气
瓶和瓶装液化石油气安全专项整
治的通知》， 要求切实推动解决瓶
装液化石油气安全管理难题。今年
3 月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等六部
门再次发文加强瓶装液化石油气
安全管理。

上述人士指出，我国液化石油
气安全问题的主要症结在于经营
企业的主体责任难落实。 “相对于
天然气行业，液化石油气行业进入
门槛较低。这就导致液化石油气市
场经营规模过小、过散，没有形成
规模化经营。一家只有十几人的企
业，单位成本高、盈利能力差，当然
会想尽办法节省成本，相互之间恶
性竞争。规模小而散这个问题不解
决的话，液化石油气的安全整治只
会是事倍功半。 ”

安徽安泰达律师事务所合伙
人丁天进也表达了类似看法：“液
化石油气技术门槛不高，用一个瓶
子充装一下就可以了，并且利润空
间大，大家都愿意干。 但行业有一
个特点是经营很分散， 流动性、灵
活性很强，这就给行政执法带来一
定难度，违法行为屡禁不止。 ”

以此次市场监督管理总局通
报的因违法充装 18 只不合规气瓶
而被处罚的广东省阳江市晨熙煤
气有限公司为例， 工商信息显示，
该公司成立时间为 2003 年， 经营
范围为凭经营许可证销售液化石
油气、钢瓶，同时还有钢瓶检测业
务，公司人员规模在 50 人以下。另
据介绍，仅河南省商丘市区就同时
存在 17 家具有燃气经营许可证的
液化石油气经营企业。小而散问题
之严重，由此可见一斑。

“现在地方政府对于新进入的
瓶装液化石油气经营者门槛有所提
高，但许多之前就存在的经营企业，
良莠不齐，且多数规模不大。因此在
管理和安全意识上都是薄弱的。 ”
湖州港华燃气有限公司顾一涛对
记者表示，“有些城市会突击性地做
一些运动式的检查， 没有一个持续
的检查机制， 对发现的问题也没有
采取根治的办法。 现实工作中，有检
查时经营者就做得规范一点， 检查
一过就恢复到之前的状态。 ”

全链条监管亟需加强

在多位受访者看来，企业小而
散的现状以及较为落后的监管方
式， 造成了安全隐患的大量存在。
因此，在整个行业推动信息化管理
方式，是解决问题的有效手段。

“对于现在市场上很难及时发
现超期未检或报废的‘黑气瓶’，如
果推动信息化管理， 包括钢瓶、企
业、用户的信息，通过钢瓶上的二
维码信息溯源，就可以及时发现各
个环节上的不规范行为。 ”上述人
士指出，“比如，对钢瓶进行信息化
管理后，充装机会有一个自动识别
系统，识别不出来或者识别出来是
不合格的气瓶，就充装不了，这种
方法将会非常有效。 ”

“以前谁都可以买瓶装液化石
油气，没有办法跟踪和查询，但随
着科技的进步，可以把现代化的手
段应用在传统的产业上。 例如，在
液化石油气瓶上安装二维码，相当
于每个气瓶都有了自己的 ‘身份
证’， 管理就可以由此前的粗放型
变得精细化。保障气瓶的全过程追
踪，是有效遏制液化石油气违法行
为的手段。 ”北京歆迪安全技术服
务有限公司总经理张华告诉记者，
目前许多大型燃气经营企业已经
开始进行相关的信息化管理工作。

另外，经营企业主体责任的落
实、 对用户端的安全管理和检查，
也必不可少。

顾一涛表示：“最核心的环节
还是在监管上。需要对经营者做一
些强制要求，发现不合规的企业就
严格关停，只留下管理规范的经营
企业。 这样监管难度会小一些，也
便于推动企业去落实安全主体责
任，整个市场风气也会慢慢改善。”

“采用信息化手段， 使液化石
油气瓶能够溯源，剩下的就是加强
执法力度了。 发现一起违法行为，
就立即严查，顺着链条深挖———气
源哪里来的、谁运输的、分销到哪
里去了，这样‘顺藤摸瓜’，能在相
当大的程度上遏制违法行为。 ”丁
天进说。

“综合能源的发展任重道远，运维与
设计脱节、智能而不智慧、信息碎片化严
重等现象非常普遍。 ” 北京市建筑设计研
究院副总工程师刘洁近日在“2021 综合智
慧能源大会暨优秀示范项目案例发布会”
上表示。

国家能源局能源节约和科技装备司
副司长刘亚芳指出，综合智慧能源产业是
支撑我国能源绿色低碳的重要手段。 国网
能源研究院新能源与统计研究所所长李
琼慧公开表示，在碳达峰、碳中和的目标
下，2030 年前我国综合能源服务市场将处
于快速增长培育期。 从综合能源服务的基
础业务和能源需求两方面进行测算，2030
年前国内综合能源服务市场潜力将达千
亿至万亿元级别。

有业内人士指出，“大热”的综合能源
需要“冷思考”，“跑偏”现象频出亟需回到
正轨。

问题一：
项目鱼龙混杂 大多在炒作概念

综合能源并非新事物， 国外于上世纪
70年代开展相关研究。 我国各大企业探索
综合能源服务也已有数年时间，南方电网综
合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去年上市 A 股；2017
年 11 月，国家电网下发《关于在各省公司
开展综合能源服务业务的意见》，将综合能
源服务明确为主营业务； 各大能源企业也

相继组建综合能源公司“试水”相关业务。
什么是综合能源服务？ 诸多业内人士

对其定义莫衷一是。 中国电力发展促进会
电力数字化产业委员会副主席杨军告诉记
者，综合能源服务是以电能为统一载体，以
最大程度开发清洁绿色能源为目标， 运用
信息技术、数字科技等手段，通过集中与分
布相结合的双向智能电网， 综合调配各种
能源的发、输、变、配、用、储全过程。

杭州数元电力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俞庆认为， 综合能源服务是各类业务、数
据、商业模式的集合。 中国能源研究会配
售电中心副主任吴俊宏认为，综合能源服
务没有固定模板，涉足投资、设计、工程、
运维等全环节，是一个创新目标。

宽泛的定义为综合能源带来无限可
能，但“钻空子”的现象不在少数。一位不愿
具名的业内人士告诉记者：“综合能源服务
是个虚无缥缈的‘筐’，啥都能往里面装，似
乎除了管制业务，所有与能源沾边的项目、
服务都可以算综合能源。 当前综合能源项
目鱼龙混杂， 需要警惕的是那些滥竽充数
的项目，中看不中用，大多进行概念炒作。
比如一个集控室放几台电脑， 项目再上点
清洁能源，就算综合能源服务了。 ”

问题二：
顾头不顾尾 能耗常常超标

“虽然综合能源项目形态不一 ，但

其衡量标准是统一的———节能。 很多号
称‘综合能源’的项目，甚至达不到最基
本的‘按需提供’。 以中央空调为例，冬
夏两季均按最大或最小温度运行，并未
根据人员数量、 楼宇特点进行智能分
区、温度调控。在室内，通常夏天穿棉衣、
冬天穿半袖， 办公室寥寥数人空调依然
全开，人不舒适还浪费严重。 ”上述业内
人士说。

刘洁表示，综合能源项目应同时注重
供给侧和消费侧。 “如果消费侧管理没有
落实到位，单一从供给侧投入大量清洁能
源，将大大提升用能成本，真正的低碳项
目‘顾头也得顾尾’。 ”

综合能源耗能情况，与运维、设计脱
节密切相关。 杨军指出：“当前综合能源的
设计方案中不涉及运维部分，能耗都是理
论值，只要达标就行；运维人员‘照猫画
虎’，几乎不考虑最优方案。 以我们经手的
某家新建印染厂为例，业主聘请专业运维
人员分析设计方案，稍作改动后每年可节
约 2000 多万元费用， 而投入的一次性成
本不足 1000 万元。 ”

运维和设计是如何脱节的？ 某发电
企业综合能源工作人员表示， 因为综合
能源服务项目没有固定标准， 所以设计
方很难真正了解用户需求， 大多通过堆
砌多种能源达到“多能互补”的效果。 “在
运维阶段，项目系统较为复杂，物业大概
率不会主动研究‘精妙’的设计结构，很

多功能在投产后从未被使用过， 这种情
况是常有之事。 ”

问题三：
智能化程度低 潜在价值待挖掘

“智慧”也是综合能源的卖点之一，但
其发展程度不尽如人意。

杨军指出， 真正的综合能源应是基
于“数据+算法+算力”的服务平台，但目
前国内大多数综合能源处于最初级的数
据阶段。 “综合能源的数据采集，只是有
一些统计报表而已， 真正能够进行数据
分析、输出方案和结果的平台屈指可数。
综合能源的智慧化管理， 需要根据不同
客户、不同项目的需求，进行定制化、个
性化开发，既要避免一个模子，也要避免
返工重来。 ”

俞庆表示赞同 ：“目前大量的所谓
‘综合能源’ 仅仅做到了一定程度的数
据采集， 连基本的数据模型都没有建
立，更别说智能分析了，智慧就更谈不
上了。 ”

上述发电企业工作人员对此颇有共
鸣：“很多业主认为，项目建成就万事大吉
了。 其实不然，实际运行和设计图纸肯定
有偏差，如何调节优化，答案就在运行数
据里。 回访多家业主单位得知，很多运行
数据就在电脑里杂乱无章地‘躺着’，其潜
在价值并没有被充分挖掘。 ”

综合能源市场驶入快车道， 或撬动千亿至万亿元市场， 但行业中运维与设计脱
节、智能而不智慧、信息碎片化严重等现象非常普遍———

综合能源概念“大热”背后乱象多
■■本报记者 赵紫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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