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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24年6月底，全国新能
源汽车保有量达2472万辆，新能源
汽车维修正成为蓝海市场。

针对人才短缺问题，各种新能
源汽修培训班如雨后春笋般涌现，
大量传统汽修人才正转型学习维修
新能源汽车。

相关行业规范也在不断完善。
去年中国汽车维修行业协会发布
《新能源汽车维修职业技能评价规
范》《新能源汽车动力蓄电池检测与
维修规范》团体标准；近期，国家标
准《新能源汽车运行安全性能检验
规程》发布，并将于2025年 3月 1
日正式实施。

未来，如何更好破解新能源汽
车维修人才短缺难题？

杨浩表示，相关职业院校、技工
院校应加快开设新能源汽车维修专
业，逐步扩大招生规模。针对当前新
能源汽车技术更新迭代较快等特点，
职业院校及技工院校还应与汽车行业
企业加强深度合作，强化产教融合。

同时，进一步推动传统汽修技
师往新能源方向转型。曹格非说，
当前新能源汽车渗透率持续走高，
传统汽修店应及早布局新能源汽车
维保领域，相关行业协会可助力引
入专业的培训课程，强化转岗培训
及职业培训，为传统汽修技师“油改
电”提供支持。

重庆大学工程管理系副教授林
云表示，当前，新能源车辆主要依赖
整车厂的售后服务体系进行维保。
但随着保有量逐步增加，维修需求
持续攀升，新能源整车厂商需进一
步拓展服务渠道。主管部门及相关
行业协会应提早谋划，引导新能源
厂商对市面上的汽修店给予更多授
权、认可，让车辆维修方便的同时不
致“脱保”，便利广大新能源车主。

精准强化人才培养
拓展厂商服务渠道

问题凸显，如何破解

新能源车“买车易、修车难”？
不久前，成都新能源车

车主李先生发现，NFC车钥

匙无法打开车门，无法启动

车辆。当地一家汽修店工作

人员全员出动也束手无策。

最后李先生联系整车厂远程

处置，才得以启动车辆。

近年来，我国新能源汽

车发展进入快车道，但维修

人才不足问题也日益凸显。

不少人感慨新能源汽车“买

车易、修车难”。

按照“售后端市场滞后5

年”的规律，新能源汽车相对

集中的维修期即将到来。维

修问题如何破解？“新华视

点”记者进行了调查。

陕西宝鸡新能源车车主
焦浩然告诉记者，当地仅有
一家其所购品牌的厂家维保
中心，每次去保养几乎都要
排队。“有一次，车子足足花
了半个多月才修好。”

在新能源汽车厂商的售
后服务体系之外，遍布大街
小巷的传统汽修门店一般无
法维修新能源汽车。

一名新能源汽车维修
师，至少需要具备汽车维
修 工 证 、电 工 证 两 本 证
书。重庆市南岸区一家汽
修店负责人告诉记者，该
门店有8名技师，仅1名技
师持有电工证，且门店未

获得任何一家新能源汽车
品牌的维修授权，只能从
事更换轮胎、外观改装、油
漆处理或钣金维修等基础
业务。

另一家汽修店负责人冯
川介绍，目前门店维修的车
辆中，仅8%至 10%的车辆
是新能源汽车。“我们也想扩
大新能源汽修业务，但车主
不会让我们修‘三电’核心部
件，我们也不具备相关能
力。”冯川说。

不只是修车难，修车贵
也是一个痛点。

重庆一位车主日常驾驶
一辆售价近30万元的新能

源SUV，近期在 4S店更换
一个尾灯花费1.8万元。另
一位车主开一辆同样价位的
增程式SUV，在 4S店更换
机油机滤，也花费 1300 余
元——该保养项目在连锁汽
修店报价仅600多元。“车辆
质保期内，如不在厂家4S店
进行维修及保养，则将‘脱
保’。所以我只能接受这一
高价。”该车主说。

业内人士指出，新能源
汽车修车贵，一方面与市场
上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占比仍
较小、市场流通配件较少有
关；另一方面，市场上有维修
能力的新能源汽车维修门店

较少，竞争不足。
近年来，新能源汽车维

修投诉问题频发，包括故障
未解决、售后态度恶劣、维修
拖延、配件供应不足等。

2023年5月，中国消费
者协会发布的《汽车投诉情
况专题报告》显示，在新能源
汽车售后和配套服务方面，
消费者集中投诉的问题主要
包括：维修保养等售后服务
体验不佳，包括多次维修仍
不能正常使用；汽车维修过
度保养或欺诈；4S店转让致
消费者权益受损；车企倒闭
退市后，消费者车辆售后无
保障。

修车难、修车贵

相关数据显示，我国现
存汽车维修相关企业达数十
万家，其中新能源汽车维修
企业不到2万家，目前从事
新能源汽车维修的技能人员
不足10万人。

记者了解到，新能源汽
车车主往往选择在整车厂
家的4S店或维保中心修车
和保养。新能源汽车厂商
的维保中心多采取直营模
式，一家维保中心服务于多
家销售中心。维保中心数
量相对较少，网点密度明显
低于传统汽车 4S店，致使
一些车主维修及保养等待
时间较长。

记者调查发现，新能源
汽车维修人才短缺，背后有
多重原因。

——专业存在壁垒，阻

滞技师转型。途虎养车相关
负责人介绍，与传统燃油车
相比，新能源汽车数字化程
度较高，电子类、通信类故障
明显较多。以动力电池为
例，由于系统涉及高压等安
全问题，加之不同产品内部
结构、工作原理有所不同，一
旦发生故障，维修难度较大。

“机械方面的知识相对
比较具象，但电力、电子知识
则要抽象很多，故障需通过
各种设备检测才能间接体现
出来，学习门槛大幅提升。”
阿维塔用户服务总监曹格非
说，传统汽修店技师多为机
修师傅，对电气化原理的学
习能力不足。

冉清兵是途虎养车的一
名新能源汽车维修师，曾从
事近20年的燃油车维修工

作。前两年，他意识到行业
即将发生改变，随即下定决
心转型，通过参加培训班、上
网课、自学等，终于掌握相关
技能。但大部分汽修行业从
业人员要跨过上述难关并不
容易。

——职业院校培养力度
不足，无法满足市场需求。
当前，新能源汽车维修、保养
人才需求持续攀升。从总体
看，职业院校人才培养规模
仍不足。

重庆工贸技师学院汽车
工程系主任杨浩说，目前该
校开设有新能源汽车维修专
业，每年毕业生达400多人，
当前已无法扩大培养规模。

“近几年，我们每年培养的学
生，毕业前几乎全部与各大
整车厂签约。”杨浩说，这也

导致新能源汽车维修人才无
法下沉到广大汽修门店。

新能源技术持续“上
新”，也给人才培养带来挑
战。杨浩坦言，新能源汽车
正加速迈向智能化、网联
化，教师感觉不易及时掌握
前沿技术，学生学习则更有
难度。

——整车厂核心技术未
对外开放，传统汽修店不会
修、不敢修。重庆利升行汽
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负责人
高磊告诉记者，由于各新能
源汽车品牌电池、电机、电控

“三电”系统核心技术并未对
外开放，一般传统汽修店难
以获得厂家的维修授权。如
果问题涉及“三电”系统故
障，传统汽修店往往不会修，
也不敢修。

维修人才为何短缺？

文/图均据新华社电
2024巴黎车展于10月14日开幕，红旗、东风、广汽、比亚迪、零跑、小鹏等中国新能源车企踊跃参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