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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系统国产化普及任重而道远。

在未来，汽车智能化将引发新一轮汽车革命，智能

驾驶技术竞争将愈演愈烈。当前L2级别的辅助驾驶（如

自动刹车、自动泊车等）已较为普遍，L3级别的有条件

自动驾驶仍未实现。同时与智能驾驶技术发展紧密相关

的“车联网”“车路协同”技术亦不成熟，仅在西咸新

区部分路段实施小规模试点，需要在安全性、稳定性方

面持续探索。

（二）配套设施建设滞后

首先，陕西新能源汽车续航基础设施体系建设存在

诸多问题。虽然当前省内107个县（市、区）基本实现充

电站全覆盖，但仍存在分布不合理、使用不便捷、运营

不规范、标准不统一、监管不到位等问题。如西安、咸

阳、宝鸡等关中地区覆盖率高，而陕北、陕南覆盖率较

低，城市覆盖率高而农村区域覆盖率低，公共地下停车

场、商场、高速服务区覆盖率高而学校、医院周边覆盖

率低。公共充电桩时段供需矛盾突出，高峰期充电排队

时间长，社区充电桩利用率低，共享充电难。建设初期

大量充电桩无序接入，部分运营商经营困难，难以维持

后续维修保养，形成“僵尸桩”，可以使用的充电桩因

管理缺失被燃油车作为停车位使用。各类充电桩型号和

接口不统一，车辆适配度较差。充电设施未能建立完备

的监管体系，导致充电起火自燃现象频有发生。除充电

站之外，加氢站、换电站也是新能源汽车续航基础设施

体系建设的重要内容，然而当前陕西加氢站、换电站布

局建设和普及覆盖远远不够。

其次，新能源汽车维修保养成本高。新能源汽车智

能化水平较高而维修人才相对缺乏，维修服务面临供求

不平衡、配件不通用、技术不达标、维修费用高等问题，

维修成本的提高让新能源汽车保险费用逐年攀升，普遍高

于同价位燃油车1000元以上，给车主带来较大负担。

最后，废旧电池回收再利用产业发展不成熟。目前

首批新能源汽车电池已接近“老龄化”，未来三年将迎

来大批电池退役热潮，为动力电池再利用和拆解回收带

来较大挑战。当前，宁德时代、比亚迪等头部企业开始

布局动力电池回收产业，然而行业仍处于发展初期，参

与者数量远远不够，技术标准有待统一，全流程监管尚

未实现。处理不当不仅会浪费资源，更有可能造成严重

的环境污染。

（三）行业人才缺口较大

根据工信部发布的《制造业人才发展规划指南》，

2025年新能源汽车人才总量预计将达到120万人，但人才

缺口高达103万人，人才短缺成为行业面临的困境之一。

当前，陕西新能源汽车行业在人才培养、人才引进、人

才激励和人才结构优化等方面存在不足。

首先，高等教育人才培养体系难以迅速填补人才空

缺。新能源汽车产业需要高素质、复合型的人才，既要

接受交叉学科的综合培养，又要有丰富的实践经验，人

才招聘的门槛较高。虽然长安大学已设置了智能车辆工

程系，西安交通大学、西北工业大学等高校亦对传统车

辆工程专业进行调整，组建智能车研究团队等，但大学

本科、硕博士的培养周期需要4-10年不等，较长的培养

比亚迪草堂工厂生产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