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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运用与维修专业人才需求、职业岗位分布、岗位能力构

成、行业环境分析调研报告 

 

汽车运用与维修专业人才需求、职业岗位分布、岗位能力构成、行业环境分析调研

工作由汽车运用与维修专业建设项目组负责，其目的是为我校汽车运用与维修示范专业

建设的可行性和必要性提供依据。通过社会调研，正确把握汽车运用与维修专业人才需

求的状况和趋势，从而对汽车运用与维修专业的专业定位、人才培养目标、课程体系构

建等方面提出可行性建议。 

总论 

1、调研的指导思想 

汽车运用与维修专业调研指导思想是：以国家中长期发展纲要为指导，以湖南省工

业发展十二五规划纲要为目标，以湖南省汽车产业为依托，以汽修行业企业对中职人才

需求以及就业岗位对知识、能力和素质需求为内容，对汽修行业、企业、院校、毕业生、

在校生等方面进行全面的调查，为顺利完成汽车运用与维修专业建设和教学改革，搜集

具有实用性、指导性、前瞻性的客观资料，推动专业建设和教学改革，提高本专业人才

培养质量，更好地满足行业企业发展和学生职业生涯发展的需要，同时也高质量地完成

项目建设任务。 

2、调研的思路 

汽车运用与维修专业服务面广，涉及汽车销售、汽车零部件生产和汽车维修、服务

的多个领域，同时，从事本行业的企、事业用人单位的规模、性质、主要岗位等有很大

差异，全面调查有一定难度。为了保证调研结果的正确性和科学性，确定如下调研思路。 

2.1宏观背景调研和微观需求调研相结合：通过宏观背景的调研了解湖南省汽车主体

产业的发展现状和趋势以及与之相适用的人才总需求；微观调研以企业为主体，了解企

业目前现有人才成长经历及未来发展的实际需求状况。 

2.2 汽修人才的总体需求调研与中职汽修人才需求的调研相结合：汽修人才的需求是

多层次的，把握中职汽车运用与维修专业人才的需求和定位必须全面了解汽修行业对汽

修人才的需求结构。 

2.3 汽修人才需求调研与中职教育现状调研相结合：中职教育培养目标要符合汽修行

业岗位对人才能力及职业技能的要求，以此寻找示范专业建设的突破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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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科学设计调研提纲和调研表，达到科学、准确地反映汽修行业对汽修人才需求的

现状和趋势，为汽车运用与维修示范专业建设提供有力支持。 

3、调研方法 

对汽修行业、企业、同类院校、毕业生、在校生等方面进行调研，采取网络调研、

收集行业报告、企业实地考察、院校走访、电话访谈等方法，对汽修行业人才需求职业、

岗位分布、岗位能力构成、行业环境现状进行调研。本调研包括宏观调研和微观调研两

部分。 

宏观调研采用收集资料和走访湖南省汽车行政及技术主管部门等方式进行调查，把

握湖南省汽车发展的现状和趋势以及对汽修人才的总体需求。 

微观调查主要侧重于用人单位，分别选取不同所有制、不同企业类型的汽修用人单

位，采取问卷法、座谈、访谈、电话与网络咨询等方式进行调查，获取汽车运用与维修

专业人才需求的原始资料。 

4、调研内容 

4.1 湖南省汽车运用与维修专业人才需求行业调研 

4.1.1 行业发展趋势 

4.1.2 行业人才需求现状 

4.1.3 汽车运用与维修专业对应的职业资格分析 

4.2 湖南省汽车运用与维修专业人才需求企业调研 

4.2.1 湖南省汽车运用与维修专业从业人员的基本情况 

4.2.2 湖南省汽车运用与维修专业对应的职业岗位分析 

4.2.3 湖南省汽车运用与维修专业人才结构分析 

4.2.4 湖南省汽车运用与维修专业人才招聘渠道分析 

4.3 湖南省中职汽车运用与维修专业现状调研 

4.3.1 湖南省中职汽车运用与维修专业点分布和招生与就业情况 

4.3.2 湖南省中职汽车运用与维修专业教学情况及存在的主要问题分析 

4.5 汽车运用与维修专业基础概况 

5.调研过程 

根据汽车运用与维修专业确定的调研思路、调研方法和调研分工，调研教师利用 2021

年 6月 28日到8月 12日一个半月时间，有选择地实地调查走访了长沙等30家行业企业，

与领导、专家和生产一线员工座谈，掌握了大量行业、企业的信息和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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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调查问卷，运用网络的方式对 128 名毕业生进行调研，收回 90 份问卷，了解了

毕业生就业初始岗位，岗位发展以及岗位所需的知识、能力和素质要求，对学校设置课

程、教学内容选择的建议等信息。 

针对汽车运用与维修专业实际情况，向可能设有汽车运用与维修专业的 5 所中职学

校发送调查表，得到了兄弟院校的大力支持，发回了调查表，获得了相应的信息。 

到长沙湖南省汽车行业协会、长沙机动车维修协会走访，获得了汽修行业的汽车销

售数量、汽车维修人才需求等相关专业信息。 

采用各种调研方法获得的信息，项目组进行了整理、分析，形成调研报告。 

一、湖南省长沙汽修行业、企业调研 

（一）汽修行业现状 

截止我国 2021 年末，全国民用汽车保有量达到 12089 万辆（包括三轮汽车和低速货

车 1145 万辆），比上年末增长 14.3%。国家统计局 2021 年统计公报显示，在全国 12089

万辆民用汽车中，私人汽车保有量 9309 万辆，增长 18.3%。民用轿车保有量 5989 万辆，

增长 20.7%，其中私人轿车 5308 万辆，增长 22.8%。目前长沙拥有机动车超过 80 万辆，

在全省中，仅次于武汉拥有机动车数量。城区共有机动车 24.4 万辆，其中汽车 8.4 万辆，

三年内增长 1.5 倍。 

据来自长沙车管部门的统计显示，近两年长沙每月约有 1 万辆新车在上牌，而一辆

新车从购入到汽车报废的全部花费中，购车费用只占到 35%左右，而后期维修保养占到

45%左右，并以每年 10%以上的速度递增。 

（二）汽修行业发展趋势 

据交通部 2008 年统计数据表明，机动车维修企业（包括摩托车）35.6 万多户，其中

一、二类企业 6 万家，从业人数达 260 多万，年完成工作量 2 亿辆次，汽车维修行业的

产值为 1000 多亿元。不同类别汽车维修企业市场份额变化分析如图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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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着汽车工业的发展，汽车维修业在维修观念、维修制度、维修力量、作业方式

方面都发生着巨大的变化。 

维修对象电子化：由于汽车电子化的飞速发展，引起了汽车性能划时代的进步，但

同时也给汽车维修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冲击，电子控制自动变速器、ABS防抱死制动系统、

SRS安全气囊系统及自诊断系统等高科技在各种型号的车辆中逐渐普及。 

维修设备现代化：如四轮定位仪、扫描仪、汽车专用示波器、汽车专用电表、发动

机分析仪、尾气测试仪以及其他一些技术含量高的、集机电一体化的维修、检测和保养

专用修理工具和设备，已成为现代维修企业必备的维修工具，维修人员熟练掌握使用这

些设备已成为基础条件。 

故障诊断专家化：在现代高科技汽车当中，由于各种电子装备的日益增多、日益先

进，汽车发生的故障也越来越复杂，利用计算机强大的信息处理功能，广泛收集各种车

型的技术数据、并利用现代各种汽车传感技术，使微机自动而迅速地完成汽车的技术检

验和故障诊断成为现实。 

维修人员高素质化：现代高科技的汽车要求从事维修服务的技术人员除了具有坚实

的汽车专业理论外，还需要熟练掌握汽车检测设备及仪器，对出现的各种疑难杂症进行

分析，做到准确判断、熟练排除，以最低的成本、最短的工时、最优质的服务，排除各

类汽车故障。 

（三）汽车运用与维修专业从业人员情况 

1.从业人员素质不高，影响总体服务质量 

从调研结果分析，从业人员素质不高，缺乏应有的服务意识和法制观念、维修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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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下，导致维修业的整体服务水平跟不上日益增长的市场需求。条件较好的一二类企业

维修人员的主要来源是熟练工人、中职毕业生和高职毕业生。其中，熟练工人所占的比

例最高，这类人员主要拥有从业经验，一般未接受过汽车维修专业系统化的教育训练。

随着车辆向高档化、舒适化、专业化方向发展，这类人员将是制约汽车维修行业整体服

务质量的“瓶颈”。此外，许多来城务工的农民、城市普通中学毕业生、转岗择业的工人

也纷纷进入该行业（尤其是三类维修企业），这些人员文化水平不高、服务意识不强，专

业知识匮乏，严重影响维修服务质量，给汽车用户的生命财产和安全带来隐患。 

从业人员现状及发展需求： 

（1）汽车维修人员来源情况分析 

维修人员招收以社会招聘最多，直接到汽车培训学校招聘的企业占到 30%，排第二位，

比例略低于社会招聘；委托专业学校定向培养的方式比例也较高。汽车维修人员来源情

况如图所示。 

 

汽车维修人员来源情况 

（2）汽车维修人员年龄情况分析 

汽车维修人员年龄情况分布如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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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维修人员年龄情况分布 

（3）汽车维修人员学历情况分析 

高中（含技校和职高）学历的维修人员最多，占到 62%的比例；而从学历上看，4S

店人员的学历层次相对较高，修理厂和小型修理部的人员的学历相对较低。汽车维修人

员学历情况分析如图所示。 

 

汽车维修人员学历情况分析 

（4）汽车维修人员工作性质分类分析 

从工作性质分类总的情况看，一线维修工人的比例占 78%，经营管理人员占 22%；4S

店和快修连锁店的经营管理人员比例略高于维修厂。汽车维修人员工作性质分类如图所

示。 

 

汽车维修人员工作性质分类 



7 

（5）具有专业技术职业资格情况具有专业技术职业资格的维修工占 77%，其中中级

工最多，占 52%。具有专业技术职业资格证书比例如图所示。 

 

具有专业技术职业资格证书比例 

（6）维修工人的故障诊断能力，与欧美国家情况对比 

独立的故障诊断能力是检验维修工人工作能力的重要指标，我国维修企业里具有独

立的故障诊断能力的维修工人比例仅为 22%，而这一比例在日本为 46%，美国为 84%。我

国维修工人故障诊断能力比重如图所示，与发达国家工人故障诊断能力对比如图所示。 

 

我国维修工人故障诊断能力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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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发达国家故障诊断能力对比 

（7）中国汽车维修人员结构与发达国家的比较 

以技术资格等级证书来比较，我国仍有 23%的维修工人并不具有任何技术等级证书，

初级工、中级工、高级工及以上（含技师、高级技师）的比例分别为 28%、40%、9%，而

发达国家维修工人上岗前必须具有技术资格证书，其初级工、中级工、高级工及以上（含

技师、高级技师）的比例分别为 15%、50%和 35%，与之相比，我国的高等级维修技术人

才比例偏低。我国维修技术人才比例与发达国家维修技术人才比例对比如图所示。 

 

我国与发达国家人才比例对比 

综上比较分析，汽车维修及相关行业突出矛盾是人员素质远远满足不了行业发展需

要，由于经过系统学习的汽车维修专业人员供不应求，导致大量未经任何培训的人员进

入汽车维修行业。主要存在下列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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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高等级技能人才比例偏低。以具备技术等级证书的技术工人为样本比较，初级工/

中级工/高级工及以上（含技师、高级技师）比例为 28%/40%/9%（发达国家为15%/50%/35%）；

抽样的一、二类企业中，尚有 23%的从业人员不具备任何技术等级证书；三类企业中技术

等级的比例更远远低于上述数据； 

②工人文化程度偏低。初中/高中/专科及以上的比例为 12%/62%/21%（发达国家为

20%/40%/40%）； 

③工人技术水平偏低。具有故障诊断能力的技术工人仅占 22%（日本为 40%，美国达

到 80%）；从抽样样本看，技师和高级技师仅占技术工人 9%，其中年龄在 50 岁以上者占

1%，且绝大多数知识结构老化，难以适应现代汽车维修新技术； 

④参加过职业技术培训的维修工占 67%的比例，在参加过职业技术培训的维修工中，

参加过长期技术培训的维修工占67%，参加过短期技术培训的占33%。在三类维修企业中，

这一比例更低。 

由于从业人员总体素质偏低，导致劳动生产率低、管理水平低、服务质量低、事故

率高。 

（8）与发展需要的差距：交通行业从业人员规划，到 2005 年，公路交通从业人员

中专门人才所占比例应达到 25%，到 2010 年达到 30%，2015 年达到 40%。 

从学历结构来分析，虽然我国一二类维修企业从业人员的学历比 2002 年有了质的飞

跃，已经接近发达国家从业人员在 2002 年的水平，但这两类企业在行业中所占的比例仅

为 31%。根据交通部公路司有关部门负责人介绍，占企业总量约 69%的三类维修企业，其

从业人员学历较低，文化水平不高。因而从整个汽车维修行业的情况来看，景况并不容

乐观。 

2.从业人员数量不足，难以满足日益增长的市场需求 

从调研反馈信息可知，当前我国汽车维修行业从业人员数量不足，行业对人才的需

求旺盛。特别是最近几年来，我国年均汽车保有量均以上百万辆的速度增加。就长沙而

言，2009 年 12 月份已突破 200 万辆。汽车维修行业从业人员数量不足的问题日益突出。 

据中国汽车人才研究会提供的数据显示，“十一五”期间，研发人才缺口 50 万，由

于售后服务需要遍布城市各个角落，维修人才甚至缺口达到 80 万。未来 5 年，包括研发、

营销、维修、管理人才全面紧缺，具有国际水准的顶尖营销、管理人才更是奇缺。 

随着汽车飞速进入家庭，汽车保有量不断增加，汽车行业中已出现了对二手车交易

的衍生需求，二手车交易市场火爆，相应地对二手车交易人员的需求呈强劲增涨势头。



目前我国汽车市场正处于“产品生命周期”（PLC）的第二阶段———成长期，

现实需求和潜在需求均很旺盛，询车、买车的顾客逐渐增多，因而服务顾问成了各汽车

营销企业和维修企业的“抢手货”。 

3.人才瓶颈阻碍中国汽车业可持续发展 

第四届中国（花都）汽车论坛在广州举行，本届论坛跳出了往届就汽车而论汽车产

业的圈子，以“汽车·人才”为主题，可谓切中了中国汽车产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问题。

因为中国汽车业的人才需求现状和汽车产业的高速发展相比，显得很不相称。中国逐渐

进入汽车社会，国内需求旺盛，汽车产业规模快速扩大，汽车产业链的各个环节非常需

要不同层次的人才，对人才的渴求不亚于任何一个产业。然而，与会专家认为，人才培

养短缺，人才培养体制滞后，人才结构极不合理，企业留不住人才，这些问题都成为制

约企业、乃至整个产业发展的难题。其中深层的问题是传统培养机制没有根本改观。中

国机械工业联合会副会长、中国汽车工程学会理事长张小虞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认为“过

去我们讨论最多的是汽车产业自主创新、国际化问题，在目前中国汽车产业这么快的发

展速度下，人才问题，人才战略才是目前中国汽车业亟待解决的问题。”当前中国汽车业

飞速发展，产业规模快速扩大，汽车产业链的每个环节对不同层次的人才需求巨大，从

顶级设计人才、管理人才到一些技术工人，都有很大的需求，而中国汽车业现有人才结

构很不合理。 

国内人才的培养渠道最主要的还是学校培养和企业内部培养，然而，这两个主流渠

道虽然面对的是不同的培养对象，但都难以满足企业对人才的渴望。学校很难培养出一

出校门就轻车熟路的汽车人才，企业内部培养也不乏精英人才，但投入太大，成功几率

太低。学校人才培养体系跟发达国家相比很落后，很有问题，企业、社会、学校并没有

形成良性的互动。中国的企业和学校结合的培养方式，大多还停留在原来计划经济的培

养体系上，企业已经完全市场化了，学校培养体系也须变革，发达国家的学校和企业联

系都和很紧密。人才培养是整个社会体系的问题，这需要学校、企业、社会共同努力，

人事制度必须在三方中起到很好的协调作用，从政策上、体制上形成体系，长此以往，

培养中国的全球人才。 

随着汽车保有量的急剧增加，轿车进入家庭步伐的加快，使得汽车维修行业的车源、

车种、服务对象以及维修作业形式已发生新的变化。因此，一方面进一步提高汽车维修

从业人员群体的素质，是解决好汽车维修行业能够为消费者提高更加方便、快捷、质优、

价廉的汽车维修服务的首要任务；另一方面，随着汽车保有量的大幅度上升，维修及相



 

（四）中职汽车运用与维修专业对应职业能力分析 

通过当面访问及问卷调查的方式，对长沙汽车行业人力资源需求及对职业教育的要

求进行了调查分析。 

1、被调查单位的基本情况 

此次调查到的各类汽车企业共有 30 家，分别为汽车一类维修企业 14 家，占被调查

对象的 46.7%，二类维修企业 7 家，占 23.3%，汽车俱乐部 2 家，占 6.7%，汽车 4S 店 3

家，占 10%；还有汽车配件和快修店各 2 家占到 13.3%。通过调查 30 家企业，民营企业

占到 83.3%，从被调查单位的基本情况可以看出民营企业还是占到很大的一个比重，以及

从一类企业来看有 46.7%，说明汽车维修企业的发展规模还是挺大的。 

2、人才的需求及对职业素质的要求: 

（1）人才的需求 

从 30 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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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需要汽

运一体的维修工量最多占到将近 40%，正好是机修工和电工的总和，说明企业比较欢迎既

懂机修又懂电工的人才，而汽车企业对营销人才的需求也占了一定的比重，有近 20%，这

几年随着经济的发展，长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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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代汽车维修服务于千家万户，面对的是机、电、液一体的高科技集成产物，且种

类繁多，技术更新快，对从业人员的要求越来越高。从专业能力分析，要适应汽车维修

及相关工作需要，主要应有以下要求： 

1.掌握必备专业知识 

其中主要包括：电工电子技术；计算机控制技术；机械基础及汽车运行材料；汽车

构造与维修；汽车故障诊断检测；汽车使用性能；汽车维修检测设备；环境保护；相关

法律法规；职业道德规范等。 

2.具有较强的专业基本技能和与生产过程相关的基本能力 

其中主要包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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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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