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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长时间以来，本田一直以

制造内燃机闻名世界。但是在

汽车行业电气化的转型之下，本

田正在尝试打破这一固有印象。

近日，《中国经营报》记者从

本田技研工业（中国）投资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本田中国”）方

面获悉，本田在华的第一款电

动汽车东风 Honda e：NS1 于 4

月 26 日正式上市销售，由此也

正式开始了本田在中国市场的

电动之路。

据了解，去年 4 月，三部敏

宏就任本田社长一职，并宣布到

2040 年完全停止销售新的内燃

机汽车，使得纯电动汽车和燃料

电池车的销量占比达到 100%。

本田由此成为日本首家公开表

态“禁燃”的汽车制造商。随后，

三部敏宏一直在加快本田电动

化转型步伐。

为此，本田进行了一系列

的改革，从现有的按摩托车、汽

车、动力产品划分的组织架构

中，分离出具有未来核心竞争

力的“电动产品和服务、电池、

能源、移动电源包、氢燃料”，以

及与此关联的“软件和网联化

领域”，将它们合为一体，成立

了一个新的组织“业务开发本

部”。由此提高灵活性，并增强

产品的跨域协同。

赴任一年，三部敏宏也正

在用具象的数字实现自己的承

诺。本田在今年召开的汽车电

动化业务说明会上，宣布未来

十年将在电动化和软件领域投

入 5 万 亿 日 元（约 合 人 民 币

2535 亿元），其中 3.5 万亿日元

（约合人民币 1775 亿元）用于

研发，1.5 万亿日元（约合人民

币 760 亿 元）用 于 投 资 。 到

2030 年，会在全球市场推出 30

款纯电动汽车，年产量超过200

万辆。

本报记者 黄琳 王金龙 深圳报道

迈入智能网联下半场竞争，车企

对人才需求的关注点从传统的机械制

造转向编程类等智能化领域。人才需

求结构性的变化促使各家车企使出浑

身解数拉开了一场“人才保卫战”。

早在2020年底，乘着汽车“新四

化”之风，新能源车企已率先向“三

电”领域、自动驾驶领域、智能网联

领域等新兴科技人才抛出橄榄枝。

《中国经营报》记者注意到，业内呈

现出传统车企、合资车企向造车新

势力、新能源车企流动的趋势。紧

随其后，传统车企、合资车企也有意

识地招揽智能化等新兴领域人才。

除了一贯的高薪诱惑，汽车产

业链中的上市车企、动力电池供应

商、芯片供应商等开始频频采用员

工持股计划、内部员工购房优惠政

策等策略吸引新兴领域人才加盟。

与此同时，高校专业课程设置、就业

市场竞争条件、职业跨行业流动等

变化也逐渐浮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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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造 车 新 势 力 高 调 挖 人 开

始 ，汽 车“ 新 四 化 ”的 浪 潮 带 动

各大车企对人才需求产生了结

构性的调整。而今，比亚迪、广

汽埃安等车企通过员工持股计

划将更多的智能网联领域等人

才 纳 入 麾 下 ，并 以 此 激 发 企 业

活力。

4 月 下 旬 ，比 亚 迪 发 布 了

《2022 年 员 工 持 股 计 划 管 理 办

法》（以下简称《办法》），其中提

及，拟以每股 300 元的价格，回购

公司股票资金总额不低于 18 亿

元，不超过 18.5 亿元，拟回购股份

的种类为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

股（A 股）。

根据《办法》，参与此次比亚迪

员工持股计划的总人数不超过1.2

万人，员工持股计划将通过非交易

过户等法律法规允许的方式受让

公司拟回购的公司股票。尽管员

工持股计划在业内并不罕见，但比

亚迪此次发布的员工持股计划却

引起热议。

而最重要的热议点来自于此

次比亚迪员工持股计划的员工受

让价格实为每股 0 元。此前，长城

汽车发布 2021 年度惠及近万名员

工持股计划，根据最新公告，该部

分员工持股计划最终每股受让价

格为25.45元。

实际上，记者梳理发现，上汽

集团、长安汽车、吉利汽车等上

市车企均实施过员工持股计划，

但员工持股计划的每股受让价格

均有定价，部分车企出现每股受

让价格略高于当时二级市场每

股价格。

对 于 员 工“0 元 购 股 ”的 做

法，比亚迪方面表示，这群员工是

公司战略的主要执行者及团队的

中流砥柱，对公司整体业绩和长

期持续稳定的发展具有至关重

要的作用和影响。

此举有利于公司建立和完善

利益共享机制，提高员工凝聚力

和公司竞争力，实现企业的长远

可持续发展，进一步提升公司价

值，为股东带来持续、稳定的回

报，实现股东利益最大化。

除了比亚迪，今年一季度，广

汽集团也发布旗下广汽埃安员工

股权激励计划，广汽埃安将采取非

公开协议增资的方式，实施 679 名

员工股权激励及广汽研究院 115

名科技人员“上持下”持有广汽埃

安股权，合计 794 名员工参与此次

股权激励。

广汽集团董事长曾庆洪表示：

“广汽集团现在关键要创新、要发

展，还是要靠人才，所以广汽非常

重视人才。我们现在从国内到全

球都在不断培养自己的人才以及

引进全球的人才管理。”据其介绍，

广汽集团通过每年组织两个中青

班、与高校合作、进行海外招聘，通

过全球市场化引进人才等方面强

化人才体系。

员工变身“持股人”

乘“新四化”之风 车企“人才发展计划”升级

在车企对人才需求的结构

从“硬”向“软硬兼备”转变的同

时，车企对人才战略的推进从早

年的“自上而下”转变为通过市

场化手段主动推进。

早在2009年，深圳市就已出

台《关于印发深圳新能源产业振

兴发展政策的通知》，鼓励新能

源产业人才申报深圳市高层次

专业人才认定，并按照有关规定

享受住房、配偶就业、子女入学、

学术研修津贴等优惠政策。鼓

励新能源产业创新人才、创新团

队来深圳创业，参加深圳市举办

的全国性创业大赛。深圳市科

技研发资金每年安排600万元支

持竞赛优胜者在深圳实施竞赛

优胜新能源产业项目等。

2021 年，《广州南沙新区创

建国际化人才特区实施方案》发

布，其中提及结合产业发展，实

施差异化人才户籍政策。而新

能源和新材料等产业领域即是

南沙区重点发展的产业。

此外，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

日前召开的会议以及《国家“十

四五”期间人才发展规划》，北

京、上海、粤港澳大湾区要坚持

高标准，努力打造成创新人才高

地示范区。要大力培养使用战

略科学家，打造大批一流科技领

军人才和创新团队，造就规模宏

大的青年科技人才队伍，培养大

批卓越工程师。要深化人才发

展体制机制改革，为各类人才搭

建干事创业的平台。

如今，车企也在通过多维度

方式主动出击，圈住人才。曾庆

洪表示：“除了集团总部，广汽集

团的二级企业实施任期制契约

化。从今年开始，合同 3 年一

签，明确每年完成指标，刚性要

求定量。若完成不了需离职，若

业绩提升将按照市场化待遇激

励人才。”

与此同时，造车新势力高薪

挖角传统车企的消息也屡见不

鲜。除此之外，包括广汽集团、

长城汽车等车企在房屋购置等

方面也对内部员工有所优待。

曾庆洪表示，为解决员工的后顾

之忧，广汽智联汽车小镇建了

6000套江边商品房，以成本价卖

给员工；而长城汽车则修建长城

家园住房区，员工优惠购房。

《智能网联汽车人才需求预

测报告》测算，预计 2025 年智能

网联汽车人才净缺口为3.7万人

（快速发展情境下），是目前智能

网 联 汽 车 研 发 人 员 存 量 的

69.4%。留住“软硬兼备”的人

才，车企需慧眼识珠，持续升级

激励方式，巩固人才发展的完整

体系。

车企主动出击人才战略

尽管车企接连不断开启高薪、

员工持股计划等攻势，但面对汽车

“新四化”的浪潮，车企对人才的要

求也随之提高。

在上述比亚迪员工持股计划

中，明确规定将以 2022~2024 年三

个会计年度为业绩考核年度，每个

年度考核一次，并提出各年度考核

指标，包括以 2021 年营收为基数，

2022年营收增长率不低于30%；分

别以 2022 年、2023 年营收为基数，

2023年、2024年营收增长率均不低

于20%。

按照《办法》，该员工持股计划

持有标的股票分三期解锁，每期具

体解锁比例和数量根据公司业绩

考核及个人业绩考核结果确定。

若某一解锁期对应的公司业绩考

核指标未达成，则该解锁期对应的

标的股票权益不得解锁，由公司以

0元价格收回。

而在发布员工持股计划的 4

月，比亚迪斩获销量10.55万辆，同

比增长136.5%，其中DM车型销量

约4.80万辆，EV车型销量约5.74万

辆。至此，比亚迪新能源汽车累计

销量超过190万辆。

员工持股计划的实施激发出

人才创新活力，但各家车企对实施

员工持股计划的对象主要是高中

层管理人员和技术核心人员。比

亚迪选取的是公司的职工代表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或比亚迪集团的

中层管理人员、核心骨干员工；广

汽集团则是采用双重激励，覆盖广

汽埃安重要技术人员与经营管理

层人员的同时，挑选广汽研究院

115名核心科技人员授予广汽埃安

股权，同时享受广汽集团、广汽埃

安双重激励政策。

在国内自主品牌市占率稳步

提升的当下，车企技术创新不仅局

限于传统的机械制造，而且拓展至

软件应用等领域。

广州某高校计算机专业的应

届毕业生吴芳（化名）向记者表示，

自己的择业方向不局限于互联网

行业，许多车企也有意邀约。其表

示，自己专业的同学们更倾向于往

汽车行业发展，工资待遇佳且新能

源发展前景好。当然，车企对人才

要求也在提升。

记 者 浏 览 多 个 招 聘 网 站 发

现，不少主机厂的产品高级经理

任职要求中提及专业优先顺序

为，汽车、计算机、互联网相关，并

且对智能化技术、智能汽车品类

有一定了解，了解当前主流自动

驾驶及智能网联功能落地及产品

情况等。

某车企招聘组负责人向记者

表示，在汽车“新四化”浪潮下，车

企需要的人才需兼具汽车机械制

造经验或知识和一定的IT知识，明

晰汽车制造且能把握汽车市场出

现的自动驾驶、智能网联等新趋

势，“软硬兼备”的人才更容易获得

车企的青睐。

机遇与挑战并存的人才市场

本田电动化转型提速 未来十年投资5万亿日元

e：N 品牌之夜是本田的电气

化战略在中国市场的试水。

近 日 ，本 田 中 国 举 办 了 以

“重塑 EV 驾趣”为主题的 Honda

e：N 品牌之夜线上活动。本田

技研工业株式会社常务执行董

事兼中国本部长井上胜史重磅

发布了蕴含本田 70 年造车基因

和 品 牌 信 念 的“e：N 品 牌 宣

言”，以及“重塑 EV 驾趣”品牌

口号，除了 e：N 品牌第一量产车

型——东风 Honda e：NS1 正式上

市销售，广汽 Honda e：NP1 也将

于 5 月启动预售。

如今，伴随着 e：N 第一量产

车型上市，井上胜史充满自信地

表示：“本田自创立以来，始终秉

承‘尊重人’的理念出发，创造自

己理想中的汽车。在 EV 时代，本

田初心未改，依然坚持技术以人为

本，不依靠于单纯的参数堆砌，旨

在不断呈现超越顾客期待的独特

价值，及独一无二的移动乐趣。

e：N品牌凝聚了本田70多年造车

基因和品牌信念，并融合了中国

先进的电动化和智能化技术，e：

NS1 和 e：NP1 是我们以绝对自信

推出的车型，是赋予消费者锐气

与极致乐趣的 EV，e：N 必将重塑

EV驾趣。”

本田中国方面向记者表示，e：

NS1 和 e：NP1 是由熟知中国市场

与顾客需求的 Honda 中国年轻工

程师们为主开发的，e：N 产品从

“动”“智”“美”三方面创造独一无

二的驾驶乐趣，不惧挑战，严格把

控每处细节。

凭借“一触未来”的设计理

念，e：NS1和e：NP1全新启用具有

e：N 系列象征性的车头发光 H 标

和车尾“Honda”字母标，并加入

了充满生命感的“Heart beat 心动

交互灯语”，充满了未来感的科技

之美。

与此同时，本田也将加速全新

销售模式的升级与发展。随着 e：

NS1和e：NP1的上市，将同步推出

线上云展厅体验店，为消费者提供

线上一对一咨询、预约试驾、订购

产品的服务。同时，线下实体店也

将进行全面升级。广汽 Honda 将

首先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地推出

电动化销售服务店和商超店，东风

Honda 将会在现有特约店中设立

“e：N品牌专区”。售后方面，本田

通过现在遍布全国的1200多家特

约店网络提供服务，为充满乐趣、

安心、安全的 e：N 生活方式提供

支持。

本田在华推出第一款电动汽车

本 田 表 示 ，多 年 来 一 直 以

“夯实事业基础”和“面向未来成

长的准备”为方针开展事业，在

产品、业务和新技术的各领域正

在逐步取得成果。截至目前，汽

车事业体制稳步改善，全球车型

的派生数量较 2018 年已削减至

一半以下。

据了解，本田现有全球车种

思域、雅阁、CR-V 等车，同时在

地域专用车种方面也有较多车

型，比如日本市场专用的轻自动

车 N- BOX，北 美 市 场 专 用 的

SUV——PILOT，以及我国内地

地区市场专用的凌派、冠道，亚洲

等地市场专用的 BR-V，南美等

地市场专用的WR-V等车种。

不过近年来，本田的全球车

种的派生版本以及地域专用车种

的数量过度冗余，大大降低了开

发、生产和销售的效率。所以，本

田决定将对市场需求和环境规制

相近的地域，推进商品阵容的共

有化。至 2025 年，将把从全球车

种基础上派生版本的数量削减到

现在的 1/3，同时，地域专用车种

也将削减其数量，从而集中各方

面资源，迎接新的电气化挑战。

为此，本田还采取了“多条

腿”走路的方法，如研发氢燃料和

固态电池。而在区域方面，本田

则采用了“分而治之”的管理方

法，本田为其最为重要的三大市

场——北美、中国、日本设计了不

同的电动化发展路线，并会以不

同的产品切入市场。

“2025~2030年是电动汽车普

及的黎明，我们将根据每个地区

特点，引进不同产品，比如针对北

美、中国和日本。”本田汽车高级

管理执行官 Shinji Aoyama 表示，

“此后将是电动汽车全面普及期，

我们将在全球范围内推出最好的

电动汽车。”

到 2027 年，本田将在中国投

放10款纯电动车型。本田还承诺

2030年后在中国推出的所有车型

都将是电动汽车，并计划在广州

和武汉建造专用的电动汽车工

厂。在北美，本田将于 2024 年推

出两款中大型纯电动车，一款是

本田品牌的全新 Prologue SUV，

另一款是讴歌品牌的电动 SUV。

本田还计划在北美建立一条专用

的电动汽车生产线。在日本本

土，本田将于 2024 年上半年率先

推出价位在100万日元（约合人民

币 5 万元）左右的商用微型电动

车，随后推出面向私人消费者的

微型电动车和电动SUV。

为了快速达成战略目标，丰

田利用联盟来加速企业转型。

现阶段本田从外部采购电池，在

北美地区从通用汽车采购“Ul-

tium 平台”电池，开发低价电动

汽车；在中国进一步加强与宁德

时代（CATL）的合作；在日本从

远景动力采购电池，用于轻型电

动汽车。

除此之外，本田汽车也在寻

求进一步扩大合作。某种意义

上，“我们是在大变革期下推进电

气化战略，我们必须确保计划足

够灵活，以应对各种技术进程。”

三部敏宏表示。

不过，本田也正在加速自研

电池。本田方面认为，固态电池可

能会是未来汽车行业当中最有利

的竞争武器。为此，本田决定投资

约430亿日元，建设全固态电池示

范生产线，预计2024年春季启动，

并 希 望 将 全 固 态 电 池 搭 载 在

2026～2030年间推出的车型上。

除汽车产品线电气化外，本

田汽车正着手更广泛的变革，如

与通用汽车Cruise合作，开发自动

驾驶汽车。去年9月，本田汽车表

示将涉足eVTOL飞机，目标是到

2030年，实现eVTOL商业化。另

外，本田还涉及多个新领域，如对

原型火箭进行燃烧测试；研发虚

拟化身机器人，从而使虚拟移动

成为可能。

电动化提速

广汽集团、长安汽车、吉利汽车等上市车企均实施过员工持股计划，以此激发企业活力。

在汽车“新四化”浪潮下，“软硬兼备”的人才更容易获得车企的青睐。

如今，车企在房屋购置等方面对内部员工有所优待，通过多维

度方式主动出击，圈住人才。

车企“人才发展计划”升级。 视觉中国/图

本田e:N品牌首款汽车Honda e:NS1亮相,正式开启了在中国市场的电动之路。 视觉中国/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