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汽车“新四化”带来的技术革命，正在

改变全球汽车产业未来发展的趋势和方

向。在电动化、智能化、共享化、网联化的

新时代，消费者的需求也在发生着变化。

然而，无论消费者对于智能、造型、

动力等诸多领域的偏好怎样发生改变，

作为人们日常出行最重要的载体之一，

汽车的“安全”属性永远都是被放在第一

位的。如果没有安全担当基石，那么其他

的亮眼特质终究是“空中楼阁”。

尤其是近几年随着新能源汽车的快

速发展，在这一过程中屡次出现的安全

问题，愈发引来人们的关注。作为汽车

行业中的领军者之一，一汽-大众在积

极向新能源转型的同时，对于安全性丝

毫没有妥协，这一点在 ID.7 VIZZION
上，有着明显的体现。

建好结构与三电护城河

车辆的结构安全是整体安全性中非

常重要的一个环节。但面对近年来日益

激烈和残酷的市场竞争，一些汽车企业

不得不在整车用料和结构设计等方面节

约成本，这也给车辆的结构安全埋下了

隐患。

为 了 解 决 这 一 根 本 问 题 ， ID.7
VIZZION整车安全性严格按照最新C-
NCAP 2021 五星及“中保研”C-IA⁃
SI Good标准进行设计研发，通过了行

业严苛的碰撞测试，为用户提供五星级

安全保护。

而在车身材料方面， ID.7 VIZZI⁃
ON 采用高强度钢铝混合车身，车身扭

转刚度达到了 46100NM/度。而在新能

源 汽 车 核 心 的 电 池 结 构 上 ， ID.7
VIZZION 采用了三明治门槛结构，在

设计之初就为电池包形成了 4重碰撞保

护，此外，采用 2000MPa 航母级强度

热成型材料的两根加强横梁，也为整车

结构增添了又一重保障。

也正是凭借出色的结构设计和扎实

的用料，ID.7 VIZZION 在中国、北美

和欧洲的权威机构碰撞测试中都获得了

出色的成绩，不仅为用户生命及健康安

全提供根本的保障，也会降低其他道路

参与者严重受伤风险。

在新能源汽车逐渐成为主流的时

代，三电 （电机、电池和电控） 的安全

同样成为了行车的关键所在。之前新能

源汽车碰撞引发的自燃事件，也让一些

消费者在选购新能源汽车过程中产生了

犹豫。

针对这一情况，ID.7 VIZZION 进

行了远超国标的安全标准测试，包括极

限环境测试、436 项全场景路况测试和

充电性能保护测试。

尤其是 ID.7 VIZZION从原子层级

的材料创新到电池包设计，从防热失控

到防撞击，ID.7 VIZZION 采取了多重

三电安全保障。其中电芯层级安全、模

组层级安全、铠甲式电池壳体等三电安

全设计，让 ID.7 VIZZION 在 80km/h
被追尾碰撞的情况下，拥有内饰不脱落

（伤害乘员），电池模组不变形的底气。

在 结 构安全与三电安全的基础

上，一汽-大众在依托整体优势，源源

不断地对 ID.7 VIZZION进行高标准安

全实验，以此查漏补缺，进一步提升安

全水准。

统计数据显示，ID.7 VIZZION 共

经历了包括整车水管理、整车气候、整

车液压振动、车身装配件多轴振动、转

向系统疲劳强度、车身静态扭转刚度、

底部防护件路边石等在内的严苛测试，

让 ID.7 VIZZION面对各种路况都有十

足的信心和底气。

深耕“看不见”的细节安全

作为汽车产品最重要的属性之一，

安全与其他的很多特点都息息相关。无

论是整车的舒适性还是智能化，这些都

与汽车安全息息相关。而在这些平日里

消费者不怎么留意的细节处，一汽大众

同样进行了安全深耕。

几年前，深圳市计量质量检测研究院

对 60 多个汽车品牌、不同型号的私家车

进行了车内空气质量实验。因车辆内饰材

料不健康而导致消费者患病的事件也令人

担心。

为了给消费者提供更好的驾乘环境，

ID.7 VIZZION 依照中汽中心 CA-HII中
国汽车健康指数五星标准进行研发，车内

甲醛含量符合母婴安全标准，达到国际标

准值的十分之一，甚至是最严格芬兰室内

S1限值标准的四分之一。

更重要的是，在后期的气味测试过程

中，ID.7 VIZZION 的一个试样由多名评

价人员来进行评定，依据自己的感受，给出

一个气味分值。只要任意 2 名评价人员给

出的气味分值不符合预期，就会重新进行

试验。这样严格的流程，也让新车的内饰材

料安全得到了进一步的保障。

此外，ID.7 VIZZION还搭载了第三代

空气监测系统 Clean air 3.0、双层滤芯和负

氧离子发生器，在车内只需轻触开关，就可

以获得洁净空气和天然氧吧。

而 在 整 车 的 智 能 驾 驶 方 面 ， ID.7
VIZZION 也将一汽-大众一以贯之的安

全属性继承了下来。为了提升安全性，

ID.7 VIZZION 加入了全旅程智能辅助驾

驶系统-Travel Assist 3.0，并且在 TA2.0
基础上继续升级。

同时，新车搭载的行车安全-AEB 自

动紧急刹车系统、停车安全-360度全景影

像+PDC和泊车辅助等，一方面凸显车辆

智能化水平，另一方面则时刻为消费者的

出行保驾护航。

此外，针对日益受到关注的用户信息

安全领域，ID.7 VIZZION 采用了全流程

数据加密监控，为车内人员的隐私筑上

防火墙。而在电磁安全领域，一汽-大众

在实验室内通过特定设备模拟实际磁场

和电场，以此评估 ID.7 VIZZION 单件和

整车的辐射发射、辐射抗扰、脉冲和抗静电

能力。

事实上，尽管现如今随着技术的发展，

车载的各类需求层出不穷，但是安全仍然

是出行用车的重中之重。它链接着车企的

命脉，更关系着千万个家庭的幸福。

作为一汽 -大众目前最新的产品，

ID.7 VIZZION 传承了 ID. 家族一贯的安

全基因，视安全为造车的底线。相信随着

它的到来，一汽-大众将会在市场上掀起

一股属于“安全”的新风潮。

筑牢安全出行基石 一汽-大众 ID.7做对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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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场十分特别的赛车竞技运动，

赛道上没有火花四溅的追逐和超车，却弥

漫着争分夺秒的紧张。这也是一个充满活

力的特殊课堂，来自全国 108所高校的 00
后参赛者们，既严肃认真地对待每一次竞

赛，也在这里享受着学到新知识、交到新

朋友的乐趣。

11 月 12 日，2023“蔚来杯”中国大

学生方程式系列赛事在合肥收官。经过近

一周的紧张比赛，吉林大学吉速电动方程

式 车 队 最 终 获 得 电 动 方 程 式 大 赛

（FSEC） 冠军，哈尔滨工业大学 （威海）

GW-HRT车队获得无人驾驶方程式大赛

（FSAC） 冠军。

据了解，今年的 FSEC共有 77支大学

生车队参赛，FSAC则吸引了 31支车队报

名。在合肥的赛场上，为 108支高校车队

提供服务的企业代表、裁判、工作人员和

志愿者的总人数接近 4000人。

“祝贺本届比赛圆满收官。大赛连续

两年在合肥举办，相信大家都能感受到合

肥对于新能源汽车人才的关爱。感谢同学

们、老师们、裁判们的共同努力，祝贺获

得优异成绩的车队和同学。”蔚来创始

人、董事长、CEO 李斌表示，中国已成

为全球智能电动汽车的重要市场，也是创

新最活跃的市场，这将为大学生提供广阔

的舞台。

中国大学生方程式系列赛事联合创始

人、中国汽车工程学会专务秘书长闫建来

告诉记者，迄今为止，这项系列赛事已累

计为我国汽车产业输送人才超过 4 万名，

由参赛大学生独立设计的赛车累计多达

1600 余台，由他们撰写的技术论文累计

超过 1万篇。从中国大学生方程式系列赛

事走出的优秀大学生车队，已出国参赛

60队次，获得 35项相关国际奖项。

“不设防”的比赛激发出
了怎样的活力

“经过多年积淀，中国大学生方程式

系列赛事逐步形成了学科融合性高、专业

性强和学生综合能力培养全面等优势，在

产教融合、校企协同等方面，对创新型人

才培养起到了很好的示范和带动作用。”

闫建来表示，作为专为青年大学生打造的

顶级赛事，中国大学生方程式培养了一批

又一批行业所需的创新型人才，尤其是针

对新能源汽车和无人驾驶而打造的 FSEC
和 FSAC。

据介绍，FSEC 以“独立开发和设计

完成整车电气系统总成”为课题，主要考

验学生的汽车工程知识与综合设计仿真的

能力；FSAC 则专注于无人驾驶领域，比

赛过程涵盖汽车构造及原理、设计和仿

真、整车电气系统的操作和调试、搭建无

人驾驶系统安全架构、无人驾驶各类算法

的编译和测试等复杂精密的内容。

闫建来分析说，参赛车队每年都要独

立自主设计、制造、调试一台方程式赛

车，这不仅考验着团队的工程实践能力，

还要求车队具备工程管理、商业营销、成

本控制以及招商宣传的全方位能力。

“作为 00后大学生，参赛的难度确实

不小，但收获也格外多。”代表柳州工学

院 LSRacing 车队参赛的范金瑾说，赛道

上不以学历、资历论英雄，而是靠实力

说话。

今年 10月，柳州工学院第四次斩获

中国大学生方程式汽车大赛总季军的

头 衔 。 在 2023 上 海 国 际 车 展 上 ，

LSRacing 车队耗时 3 年研发的 E07 电动

方程式赛车一经亮相，便吸引了不少观展

群众的关注。

奖杯的背后，是这支大学生方程式车

队在无数个日夜的刻苦训练、精心调校和

反复验证。作为LS Racing车队的经理，范

金瑾对今年参赛过程中遇到的挑战还历历

在目。

“对于我们来说，正向开发一台电动

方程式赛车是一项极为复杂的工程。”他

回忆说，从一开始的设计到寻找供应商、

赞助商，到参赛前不断测试、改进赛车，

大家通过实践验证了在课堂上学到的理论

知识，锻炼了动手能力，同时还慢慢培养

出了管理能力。

据了解，2013年，中国大学生方程

式系列赛事首次开设电动车组。 2015
年，中国大学生电动方程式大赛独立

成赛。与传统方程式赛车相比，电动

方程式赛车增加了电池管理系统、电

控系统等复杂领域，对参赛车队的技

术要求更高。

随着无人驾驶概念成为汽车产业热

点，2017 年，在其他赛事已稳健运营的

基础上，中国汽车工程学会推出了大学

生无人驾驶方程式大赛，被认为是技术

水平最高、创新色彩最浓的大学生方程

式赛事。

面对愈发靠近产业前沿的竞技项目、

愈发复杂的造车流程，参赛车队无不希望

得到更多支持。

记 者 了 解 到 ， 面 向 2023 年 FSEC、

FSAC 参赛车队的队员，“蔚来冬季菁英

营”提供为期 3个月及以上的专属实习参

访活动。在这次特殊的实习旅途中，大学

生队员一边参与真实的产品研发运营及测

试环节，一边收获各种定制化培训、参访

及分享环节，深入了解新能源汽车行业发

展脉络。

此外，为了鼓励各院校参赛，支持技

术研发，2023 中国大学生方程式系列赛

事特别设立了“蔚来大奖”，对获奖车队

提供资金支持和蔚来教学试验车使用权。

值得一提的是，蔚来将支持 FSEC 总成绩

前三名的车队参加德国大学生方程式大

赛，帮他们提升参加国际赛事的安全性和

便利性。

“在蔚来冬季菁英营的参访过程中，

大家都在如饥似渴地学习。”来自辽宁工

业大学的乔秀权对这种学习的重要性深

有感触。作为辽宁工业大学万得电车队

的队长，他特别关心队员们能否在中国

大学生方程式系列赛事中交到新朋友，

学到新技能。

“FSEC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同来自各地

大学的车队同场竞技的机会，以展示和证

明队员的创造力和工程技术水平。”他告

诉记者，与普通商业赛车竞技中各队互相

保密，甚至剑拔弩张不同，参加中国大学

生方程式系列赛事的车队大多选择“开门

造车”。在参赛间隙，各车队之间总会进

行认真而坦诚的交流，为彼此赛车的设计

亮点和技术创新点赞，并交换自己今年技

术创新的种种心得。

“拿我们这款赛车来说，无论是电控

系统还是车手人机工程设计，每当其他队

伍的同学来询问时，我们从不藏着掖着。

之前在赛车设计、制造过程中，如果我们

遇到技术难题，也总有热心肠的同学来帮

忙分析。”乔秀权感慨说，这种“不设

防”的坦诚，让中国大学生方程式系列赛

事就像一个结交新朋友的派对，也是一年

一度的学术交流平台。

人才供需错位要破局，产
教融合需加大马力

在现场同样收获满满的，还有挥舞着

合约、极力寻找人才的各个用人单位。

“从比赛中成长起来的学生不仅拥有

书本上的知识，还具备较强的实践能力，

正是我们企业最需要的人才。”一位安徽

本地车企的招聘人员表示，从方程式赛事

中成长起来的这些大学生，一直是汽车企

业眼里的“香饽饽”。

“参赛选手往往都是各所高校汽车专

业的‘尖子生’，参赛还让他们锻炼出了

动手实践能力和团队写作能力，因此毕业

参加工作后更容易上手。”闫建来介绍

说，在历年的参赛学生中，“通过比赛找

到工作”的故事屡见不鲜。他表示，通过

大赛培养适用性汽车人才，反哺汽车产业

发展的效应还在持续放大。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近年来全球汽车

产业变革持续推进，人才需求发生显著变

化，汽车人才供需存在一定的错位现象。

《智能网联汽车产业人才需求预测报

告》指出，2025年，我国智能网联汽车技术

人才的存量预计为 7.2万人，届时该领域的

人才净缺口最高可达 3.7万人。《制造业人

才发展规划指南》则预测称，到 2025年，我

国新能源汽车人才净缺口将达到 103万人。

当前国内新能源汽车人才培养存在不

少痛点，包括人才总量短缺、复合型与专

业型人才奇缺、缺乏专业教师队伍、新能

源汽车企业人才引进机制不完善，以及缺

少“校企合作，产教融合，工学结合”的

实训基地等。

显然，当中国汽车产业变革和市场转型

驶入深水区，汽车人才培养模式急需改革。

有分析认为，传统汽车专业教育的部

分内容已落后于产业的实际需求，因此人

才供给的调整慢于人才需求的变化，导致

有的大学生就业不充分，有的企业却出现

人才缺口。

打破这样的局面，显然需要社会各界

的共同努力。今年 7月，教育部发布 《关

于加快推进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重

点任务的通知》，将打造行业产教融合共

同体、开展职业教育校企合作典型生产实

践项目建设、建设开放型区域产教融合实

践中心等列为重点任务。

其中，支持龙头企业与高等学校、职

业学校牵头，联合上下游企业共同参与，

组建一批产教深度融合、服务高效对接、

支撑行业发展的“产教融合共同体”，被

认为是汽车业人才培养破局的必由之路。

“中国大学生方程式系列赛事要肩负

起推动产教融合的责任。”闫建来表示，

希望有更多企业像蔚来一样，为学生提供

工程实践平台，对中国汽车教育进行有益

的补充。

他说，从整体来看，汽车业辐射广，

带动力强，眼下智能电动车赛道快速升

温，有助于扩大大学生就业市场，促进稳

就业；而新鲜血液的不断加入，又将反哺

行业，帮助企业提高创新能力，实现高质

量发展，促进稳增长。

2010 年，李斌联合中国汽车工程学

会，首次共同发起中国大学生方程式汽车

大赛。从 2015年起，蔚来连续 9年深度支

持中国大学生方程式系列赛事。在李斌看

来，这些年方程式赛车不断刷新纪录的圈

速、各车队水涨船高的技术水平，就是中

国汽车业飞速发展的真实写照。

李斌表示，围绕智能电动车的研发、

制造，中国汽车业已取得了一定的优势，

为青年成才提供了广阔舞台。

统计数据显示，今年 1-10 月，我国汽

车出口约为 392.2 万辆，同比增长 59.7%。

今年我国汽车出口量预计可达 450 万辆，

将成为全球最大汽车出口国。同时有预测

称，2023 年新能源乘用车销量有望突破

850万辆，市场渗透率可达 36%。

“青年大学生既要仰望星空，也要脚

踏实地。”李斌建议说，一方面，大学生

要敢于给自己设立一个较高的目标，在学

习和对外交流中积极向国际一流水平看

齐，这样才能突破自我；另一方面，有志

于从事汽车业的大学生更要脚踏实地，通

过参加方程式赛事等方式锻炼自己的动手

能力。

他说：“汽车毕竟是复杂的制造业，

手上没有沾上一丁点油污的人，肯定当不

好汽车工程师。”

“青年人才的就业选择，往往最能反

映行业景气程度，也能反映出企业的创富

能力和创新能力。”独立汽车评论员白德

认为，随着新能源产业的兴起，越来越多

的车企开始聚焦绿色低碳、数字智能等新

兴技术领域，而牵手最富活力、最有创新

精神的青年大学生，无疑将帮助车企打好

那些技术攻坚战。

“只有培养出更多优秀青年人才，才能

巩固中国汽车业的优势。”正如他所言，在

中国新能源汽车发展的新产业、新趋势、新

需求背景下，大学生需要更多像中国大学

生方程式系列赛事这样的平台，产业链上

下游也需要更多培养青年人才的摇篮。

校企联合育人照亮00后大学生成才路

中青报·中青网见习记者 王志远
记者 许亚杰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持续恢复向好，

特别是三季度以来，随着组合政策发力显

效，主要经济指标企稳回升态势明显，经

济运行中累积的积极因素在增多，市场预

期稳定向好，为实现全年发展目标打下了

坚实基础。

进入金秋十月，多地车展与促销活动

火热进行，各大车企新车型持续发布，进

店客流显著增加，进一步拉动汽车消费。

继重迎“金九”旺季之后，10 月车市热

度继续，汽车销量环比略降，同比较快增

长，“银十”成色十足。

近日，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以下简称
“中汽协”） 信息发布会在武汉召开。中

汽协副秘书长陈士华发布 2023 年 10月汽

车产销数据及经济运行情况。

他表示，10 月汽车行业经济运行大

致呈现汽车产销量同比呈两位数增长、乘

用车产销量同比环比双增长、商用车产销

量同比两位数增长、新能源车产销量持续

双增长、汽车出口同比快速增长、经济效

益高于制造业总体等特点。

10月，汽车产销量分别完成 289.1万
辆和 285.3万辆，产量环比增长 1.5%，销

量环比下降 0.2%，同比分别增长 11.2%和

13.8%。汽车产销量继 9 月后再创当月历

史同期新高。

1-10月，汽车产销量分别完成 2401.6
万辆和 2396.7 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8%和

9.1%，生产增速较 1-9 月提升 0.7 个百分

点，销售增速较 1-9月提升 0.9个百分点。

10月，汽车国内销量 236.5万辆，环比

下降 2%，同比增长 9%；汽车出口 48.8万辆，

环比增长 9.8%，同比增长 44.2%。1-10月，

汽车国内销量 2004.5万辆，同比增长 2.7%；

汽车出口 392.2万辆，同比增长 59.7%。

乘用车产销量同比环比双增长。 10
月，国内乘用车产销量分别完成 251.3万

辆和 248.8 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7.6%和

11.4%，增速低于整体车市。1-10月，国

内乘用车产销量分别完成 2073.1 万辆和

2066.4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6%和 7.5%。

商用车产销量同比两位数增长。 10
月，国内商用车产销量分别完成 37.8万辆

和 36.5 万 辆 ， 同 比 分 别 增 长 42.7% 和

33.4%。在陈士华看来，“这主要得益于物

流行业升温等因素的拉动”。

1-10 月，国内商用车产销量分别完

成 328.6万辆和 330.3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22.1%和 19.8%。在商用车主要品种中，

与上年同期相比，客车、货车产销量均呈

两位数较快增长。

按照中汽协年前给出的预期， 2023
年国内商用车累计销量预计为 380 万辆，

同比增长 15%。“在去年低基数增长基础

上，商用车今年全年将会实现高速增

长。”陈士华称。

新能源车产销量持续双增长。国内新

能源汽车市场保持高增长态势，市场占有

率已连续 6 个月超 30%。数据显示， 10
月，国内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完成 98.9
万辆和 95.6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29.2%和

33.5%，市场占有率达到 33.5%。

1-10 月，国内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

别完成 735.2 万辆和 728 万辆，同比分别

增长 33.9% 和 37.8% ，市场占有率达到

30.4%。其中，纯电动车累计销售 516 万

辆，同比增长 25.2%；插电式混合动力车

累计销售 211.6万辆，同比增长 82.6%。

进入 2023 年以来，汽车出口表现也

尤为突出，成为我国整体车市产销量高增

长的重要动力。10 月，汽车出口 48.8 万

辆，环比增长 9.8%，同比增长 44.2%。分

车型看，乘用车出口 42.1万辆，环比增长

10.4%，同比增长 50.5%；商用车出口 6.7
万辆，环比增长 6.7%，同比增长 14.5%。

中汽协副总工程师许海东表示：“中

国汽车出口的主力是传统燃油车，同时中

国新能源车也发挥了很大作用。2023 年

中国汽车出口量有望突破 450万辆，出口

将带动中国汽车行业走上新的高峰。”

陈士华对记者说：“我们预计，伴随国家

稳定经济增长的政策效应不断累积显现，加

上地方购车补贴、促销活动等措施延续，以

及年底翘尾效应，第四季度需求将持续增

长，汽车行业有望较好完成全年目标。”

许海东表示：“从今年前 10个月车市

表现来看，今年国内汽车销量将创历史新

高，可能超过 3000万辆。”

“银十”成色十足 今年汽车销量或创历史新高

①2023 中国大学生电动方程式大赛共有 77

支大学生车队参赛，最终由吉林大学吉速电动方程

式车队获得冠军。

②在新能源和无人驾驶领域，中国大学生方程

式系列赛事让更多大学生走向行业前沿。图为哈尔滨

工业大学（威海）GW-HRT车队的无人驾驶赛车。

近日，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汽车产销数据。

1- 10 月，汽车产销量分别完成 2401.6 万辆和

2396.7万辆，同比分别增长8%和9.1%，生产增速

较 1-9月提升 0.7个百分点，销售增速较 1-9月提

升0.9个百分点。

①①

②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