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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运用与维修专业

人才需求调研报告

一、调研主要目的

汽车维修技术专业人才培养，以职业岗位要求为依据，根

据行业、企业职业岗位人才的知识结构、能力结构的需求确定

培养目标，构建专业课程体系和课程教学内容。在制定汽车维

修技术专业人才培养方案，构建课程体系，建设核心课程过程

中，本专业组织多名教师到我市的汽车维修企业、汽车制造企

业就有关汽车专业人才培养模式、课程体系改革和工作领域典

型工作任务等方面进行多次专业人才需求调研。通过走访，参

观，座谈，研讨等形式，了解了与本专业相关人才的社会需求

情况，相关行业对本专业的发展要求及企业的典型工作任务的

信息，为确定办学定位，制定人才培养方案，培养适应社会发

展需求的高素质技能型人才提供了依据。

本次调研是为我校中等职业教育汽车维修专业的专业建设

及课程开发提供第一手数据，调研的目的是了解：

（一）中职汽车维修专业毕业生就业岗位及分布；

（二）中职汽车维修专业毕业生就业岗位升迁经历年限；

（三）中职汽车维修专业就业岗位的主要工作任务；

（四）企业对中职汽车维修专业毕业生的专业技能、社会

能力和职业素养的具体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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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调研企业

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分公司，冀东汽贸大众 4S 店、

广州本田 4S 店、一汽大众 4S 店，我市本地汽修厂。

三、调研对象

（一）企业的人力资源部部长；

（二）企业的部门经理、一线的维修工、技术总监；

（三）企业的领导；

（四）顶岗实习的学生和汽车行业专家。

四、调研团队

（一）重点建设专业： 汽车运用与维修

（二）调 研 日 期 ： 2020 年 11 月-2021 年 5 月

（三）主要调研人员：
成员 姓名 工作单位 职务职称 备注

组长 张剑 滦州市职业技术教育中心 讲师 专业部主任

组员 邢世凯 河北师范大学 教授 行业专家

组员 时学峰 北京奔驰汽车有限公司 人力经理 企业专家

组员 李立鑫 天津长城汽车有限公司 人力经理 企业专家

组员 王志民 滦州市职业技术教育中心 高级讲师 专业带头人

组员 罗爱民 滦州市职业技术教育中心 高级讲师 专业带头人

五、调研方式

（一）深入汽车维修现场与企业经理、一线的维修工、技

术总监座谈；

（二）深入汽车维修现场与参与顶岗实习的学生座谈；

（三）邀请行业专家专题研讨；

（四）进行问卷调查。

六、汽车运用与维修专业调研的主要内容

（一）根据社会需求和毕业生任职岗位，对本专业培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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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进行定位

1.汽车维修企业对专业人才的要求。

2.毕业生就业调研，分析毕业生任职岗位，确定本专业毕

业生的主要就业岗位和次要工作岗位。

（二）依据人才定位，进行职业能力调研，确定本专业应

培养学生的能力和素质

1.企业对学生在校期间应培养的素质要求。

2.学生应具备的职业道德能力与技能要求。

（三）调查企业的实际工作领域，以确定本专业的课程体

系

1.总结企业实际工作的工作领域。

2.了解企业认为应开设的课程。

（四）根据企业实际工作任务，岗位技能要求，确定学生

的学习内容以及技能标准

1.岗位技能要求及标准。

2.调研企业典型工作任务。

七、汽车运用与维修专业人才需求调研情况

(一)汽车维修行业人才质量需求

目前，先进的汽车维修方式已从在汽车出现了故障后再去

修理，向“定期检测、强制维护、视情修理”的方向转变。此

外，汽车维修从“修旧式”向“换件式”转变。近年来，更出

现了汽车远程诊断技术。因此行业对高技能人才也产生了大量

需求，提高了对汽车修理人员的知识、技能等方面的要求。

从一般的汽修工到“汽车医生”，中间有很大距离。随着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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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的电子化、信息化，用于维修和故障诊断的仪器设备也越来

越先进，汽修人员脑力劳动所占的比例也越来越大，对“汽车

医生”的需求也越来越大。

从单位对人才的需求看,对各个工种及职位的需求量是不

一样的,目前汽修行业传统的观念是机修、电工各自分开，它们

是两个独立的工种。而随着汽车技术的飞速发展，这种分工已

经很不现实了，强烈需要将机修、电工结合一起，有机地结合

才是较理想的汽车维修人才。这几年随着经济的发展,滦县及周

边地区私家车的保有量逐年增加,这个岗位也变得热俏起来。从

调查的情况看,企业对技术主管、经营主管、前台服务、汽车配

件管理、部门经理等职位都有不同程度的需求，随着这些企业

在发展过程中的不断壮大，使汽车技术人才的去向呈现多元化

的趋势，也不断向管理层发展.这也就使我们在专业定位时有更

大的选择，我们除了汽车维修人才、汽车与配件营销人才、汽

车检测人才可以培养外，还可以培养汽车管理人才、汽车美容

装潢人才等后服务行业技术与管理人才。

通过调研我们发现汽车产业出现强势发展态势，汽车行业

的热门职位包括汽车修理工、销售顾问、汽车美容师、汽车研

发、汽车设计、二手车评估师、汽车质量工程师。分析汽车维

修企业岗位设置及结构状况，从调研企业设置的技工岗位中，

机修(发动机底盘修理工)、电子电器、钣金(车身)、涂漆等岗

位数已构成现代汽车维修的四大主体生产岗位。同时对从业人

员技能的一专多能也提出了更多的要求。

通过调查,我们还发现毕业生的综合素质越来越重要,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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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往往要求毕业生能够同时拥有多方面的技能,如驾驶技能

和中级汽车维修工技能。从调查的情况看，企业要求人才具备

的技能和我们的培养方向是吻合的。事实证明,我们要求学生在

毕业时必须具备中级汽车维修工证书和驾驶证等多个证书的做

法是正确的。

调查中我们深切的感受到用人单位对毕业生的基本素质有

很高的期望,希望有很高的社会责任感和团对合作意识,有 90%

的单位就明确希望他们的员工必须具备高度的社会责任感,高

度的职业道德及热爱本企业,敬业爱岗的精神,对团队合作精神

和创新意识有较高的要求。

（二）工作岗位调研

通过调查在本行业的岗位情况，分析确定毕业生任职岗位，

本专业主要就业岗位是汽车维修工，次要工作岗位是销售顾问、

服务顾问、配件管理、其发展岗位是维修主管、技术总监和服

务经理。

企业调查显示，现代汽车维修工主要从事的工作；一是汽

车定期维护和保养；二是完成综合故障诊断和质量检验。

（三）专业培养目标调研

以就业为导向确定专业培养目标，包括：毕业生在什么地

方、什么时间、从事什么样的岗位，首先是初始就业岗位，其

次是两到三年后的就业岗位，再次是将来可以迁移的岗位。

（四）企业对学生职业素质及社会能力培养要求调研

企业强调学校教学要重视诚信和敬业教育。认为肯吃苦，

善沟通，比专业能力培养更重要。同时希望毕业生在校期间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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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企业一线实习，毕业后实现零距离上岗，减少上岗过渡期。

（五）在企业就业的毕业生调研

1.毕业生普遍感觉基础课程理论性太强，学起来很费力，

专业知识又太少；

2.毕业生希望在课程设置上能够增加校外实习时间，让学

生更早的接触企业，更多了解未来的就业环境；

3.开设的专业课程内容与岗位实际工作关系不大。

五项调查，最突出的问题

1.75%以上的企业都希望毕业生具备一定的工作经验；

2.课程教学内容与岗位工作的关联过低；

上述问题是构建课程体系时必须考虑的问题。

八、调研主要反馈、建议

（一）总体要求方面

1.学生所学有关汽车构造内容已过时，碰到新车型就显得

知之太少，建议为了使学生毕业后尽快适应岗位要求，所开的

课程要和市场同步，才能使学生尽快适应维修企业的岗位。

2.要求学生对常用的汽车保养设备具有操作、维护能力，

使学生毕业后不需要企业过多的技术培训即可上岗。

3.能够分析专用维修检测仪器测量的数据，能够运用数据

流分析判断汽车故障，此项能力是学生在维修类企业未来发展

成为技术总监的关键条件。

4.课程体系中加入汽车空调、汽车音响、安全气囊等方面

的知识。这些内容是现有维修工的技术薄弱环节，也是现代汽

车发展需求较大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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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汽车维修人员要具备一定的钳工、焊工知识和技能，包

括各种常用工具和专用工具的使用。要求对学生在这一方面加

强培养。

6.汽车维修人员知识面要进一步加宽，新型汽车不断采用

新技术，如网络技术，局域网控制等。要求维修人员的知识要

紧跟市场不断拓展。建议学校给学生讲授有关汽车行业前沿技

术知识动态；

7.维修人员要有一定电工知识，包括电子元件功能、电路

分析等。要求加强学生基础知识运用的能力培养。

（二）学校培养要求方面

专业课程应包括：机械基础、汽车发动机构造与维修、汽

车电气设备构造与维修、汽车底盘构造与维修、计算机操作、

汽车故障诊断与维修、汽车使用性能与检测、汽车维护与保养、

相关法律法规、职业道德规范等。同时，应培养以下各方面能

力。

1.培养较强的专业基本技能和与生产过程相关的基本能力

包括：汽车维修通用基本技术、特定车型维修技术、专业

英语与获取信息的能力、组织协调能力、继续学习能力等。

2.培养良好的职业态度

包括：热爱本专业、不断钻研提高本专业技能、自觉遵守

企业规章制度、自觉遵守职业道德规范、自觉遵守国家相关法

律法规、对客户诚实、守信、热情等。

3.技能等级证书需要重视

经过调研发现拥有技能等级证书的技术工人比较少，特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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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高级工、技师、高级技师等级的技能证书，很多干了十多年

的老技工都没有。

总之，企业对维修人员的期望是：汽车维修人员要具有良

好的职业态度；具备一定钳工知识和技能，包括各种常用和专

用工具的使用；掌握网络技术、局域网控制的等新技术；具备

一定的电工知识，包括电子元件的功能、电路的分析等；对汽

车维修中常用的汽车保养设备具备操作、维护能力；对专用维

修检测仪器的数据能够分析，能够运用数据流分析判断汽车故

障：具有汽车空调、汽车音响等新技术方面知识；具有一定的

写作能力、专业英语基本应用与获取信息的能力；具有组织协

调能力、继续学习能力。

九、专业调研的主要结论

（一）毕业生主要工作岗位

主要岗位是汽车维修工，次要工作岗位是汽车保险、服务

顾问、客户服务、配件管理，其发展岗位是维修主管、技术总

监和服务经理。中职教育培养出来的学生今后的定位是知识型、

技能型和实用型的一线员工。对一线员工的要求是具有较强的

实际操作能力，以及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二）对人才培养的建议

1.企业认为学生可以每学期交替进入企业实习，按照循序

渐进，由浅入深的项目进行实习，更好更快地培养学生的综合

能力。

2.企业建议密切开展校企之间的合作，使学校、学生和企

业三方受益，企业和学校树立正确的改革观念，拓展校企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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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更好地让企业深层次的参与到教学过程中。学校以就业

为导向，以生产、教学，研发为依托，建立以校内学习和校外

顶岗实习相结合为主，辅以订单培养等多种模式的办学体制，

达到人才培养质量的提升。

3.各大企业的相关负责人认为提高学生的就业能力和岗位

竞争力，就必须把理论学习，校内实训，企业实习密切联系起

来，同步进行，可以在每个学期安排一段时间让学生到企业实

习。对培养学生的学习技能、就业意识，定位自己的职业规划

有着重要的意义。

（三）对毕业生能力和素质要求

1.企业极为重视和敏感的问题是实习安全问题，学生应具

备的较强的职业道德和工作安全意识。在企业每个学生上岗前

都要经过工厂、车间和班组三级安全培训。建议学校重视学生

的职业安全、法律、法规、制度和节能环保意识的培训。希望

把这方面的内容增加到学生在校期间的课程体系当中，同时企

业也表示愿意为学校提供这方面的培训。

2.企业强调学生应具备熟练使用检测仪器的能力，企业发

现刚毕业的学生在对检测设备认识的广度、深度和可操作性生

方面存在一定的缺陷，例如不会使用解码器，不会使用发动机

综合性能分析仪等。建议今后在教学过程中加大检测设备教学

方面的实践比例。

3.许多企业认为刚毕业学生在就业过程中比较浮躁，以自

我为中心，工作稳定性差，吃苦耐劳和钻研精神不够。建议学

校在教学初期阶段增加人生观，就业观、职业道德培训方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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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教学内容。建议在教学过程中注重培养学生的团队精神、

吃苦精神，在学生离校就业前进行就业教育，以除去他们的浮

躁情绪及对职业认识的误区。企业强调：学生职业生涯规划、

职业意识和心态为第一位，知识技能为第二位。

（四）对学校课程设置和教学的要求

为开阔学生的视野，增加学生的实际经验，企业建议在课

程教学过程中大量引入企业的实际案例，采用逆向处理的教学

方式，提高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企业表示愿意主

动提供这方面的资料，同时提供经验丰富的人员到学校为学生

讲课。

毕业生对企业组织关系和管理制度缺乏了解，例如企业中如

何进行生产调度，如何正确应对突发的生产事故，所以专家建

议在课程体系中增加汽车企业管理方面的课程，让学生更多地

了解汽车企业的文化，熟悉汽车企业的管理模式，明确岗位职

责。

滦州市职业技术教育中心

2021 年 5 月 11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