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年前，何梓（化名）离开了国内知名的传统车
企。当时，何梓已经在这家公司从事设计开发工作
5-6年。他深刻地感受到行业剧变以及市场浪
潮。何梓毅然加入了一家主打新能源汽车的新势
力车企。

而最显著的变化是，年薪涨幅高达75%，何梓
原先在传统车企年薪大概20多万元，但新势力车
企直接开价到年薪35万元左右。

2020年、2021年前后，伴随着汽车市场电动化
浪潮的来临，不少从业人员选择逃离传统车企，谋
求新的发展。这其中，薪资优势和发展前景较好的
造车新势力车企，成为他们主动拥抱的对象。

日前，多位汽车从业人士表示，几年前从传统车
企到新势力车企，薪资涨幅大约在30%～50%之间。

时间来到2023年，价格战开启，新能源汽车市
场淘汰赛加剧，造车新势力月度交付量排名一再变
动，一些曾经颇具潜力的造车新势力车企慢慢被甩
开，有些甚至走到了悬崖边上。企业压力同时也传
导到了员工身上，一些汽车行业从业人员选择从新
势力中离开，再次选择回归传统车企。

何梓便是其中的一员。去年中，综合多种因素
的考虑，他选择离开新势力车企，回归到传统车企。

这个时候回流并不意味着涨薪，一位从某新势
力车企离开的员工郑林（化名）表示，重新在传统车
企寻找岗位，降薪幅度普遍在20%以内。

水土难服
“去年上半年之前，很多汽车行业人还都只看

新势力车企的岗位，进入下半年类似的情况慢慢变
少。”日前，汽车行业猎头李思（化名）表示，不少新
势力车企员工开始向传统车企回流。

在这其中，很多人感受到了传统车企与新势力
车企之间的差别。事实上，从传统车企跳到新势力
车企，工作节奏与管理风格间的差异让部分汽车员
工在新势力车企出现了“水土不服”的状况。

“在新势力（车企）的工作压力普遍更大一些，
经常都是晚上9点后下班，周六也会有事儿回去，
以前在传统车企会相对规律一些。”一位在5月中
旬离开新势力车企员工方奇（化名）称。

在竞争日益激烈的新能源汽车赛道上，尚未形
成规模的产品矩阵和仍未实现盈利的财务状况，仍
是压在多数新势力车企头上的两座大山，具体体现
在员工的日常工作中，便是加班频率的增加。

在方奇看来，新势力车企现有的车型较少，产
品矩阵还没有打起来，新车推进进度相对紧张，加
班便成了常态。

相比燃油车市场相对成熟的市场运作规律，在
智能电车这一赛道上，如何推出有竞争力的产品以

“取悦”市场，需要众多新势力车企不断求索。最终
的产品的推出，需要对方案进行反复推敲和打磨。

李思观察认为，加班多、研发进度慢以及产品
难落地，是原本就职于头部新势力车企的汽车人才
选择离开的普遍原因。

新旧管理风格的差异也让一众由传统车企转
到新势力车企的汽车人才感到不适应。相比传统
车企已然成熟的操作流程与管理体系，新势力车企
在管理流程搭建上还比较机动。

一位曾在某传统车企及头部新势力车企有过
任职经历的员工林真（化名）表示，新势力车企普遍
还处在摸索和建立新标准的路上。

“在这边一些想法会更加直接和激进，但也导
致一个状况，就是在实际工作执行中没有标准可以
参考，需要不断磨合建立一些标准来推进项目的进
行。”林真表示。

这一状况让员工的实际工作推进压力陡增。
何梓表示，“在项目执行过程中，基本都是要自

己承担更多kpi，但资源和保障上相对差一些。”
怡安人力资本发布的2022年汽车行业调研报

告显示，宏观的角度显示出传统车企与新势力车企
在人才管理风格上的异同。相对于传统车企，新势
力车企对岗位定义的边界更加宽泛，岗位所属技能
管理分类也相对更加灵活。传统车企针对人才在
岗位上的设置与技能的分类则相对稳定。

按上述报告统计，传统车企在上述指标中的程度
指数为6.2，新势力车企的程度指数则为5.2（注：程度
指数越高，对岗位的定义和技能分类更为固定）。

稳定性的隐忧
赛道竞争来到中期，一些曾经处在风口的新势

力车企掉入了发展的低谷。
除了因为不适应选择离开外，新势力车企的未

来经营发展隐忧，也让员工们产生了对于未来稳定
性的焦虑。一些跳槽到新势力的车企员工正因公
司陷入困境而被迫遭受沉重的代价。

3月，爱驰汽车被曝出工资和社保公积金无法
按时发放的消息，总部员工被通知居家办公。

多位爱驰汽车员工表示，不仅拿不到工资，爱
驰的困境对他们接下来求职也造成了困扰。

“现在投简历大多是石沉大海，有些（猎头）听
到是爱驰的员工，就拼命压价。”胡嘉（化名）称。

胡嘉透露，由于工资发放的问题，他能感受到
同事在减少，一些同事在单位工资发不出的情况下
之所以仍未离职，大部分是难找到下家。

而即便找到了对应的岗位，猎头开出的薪资待
遇也往往不尽人意。

另一位已从爱驰汽车离职的员工徐明（化名）
表示，爱驰汽车的员工求职过程中多多少少会遭遇
不同程度的降薪。

“比如猎头会说，‘爱驰都发不出工资来了，还
不快溜？’，越是等待工资就越低。有个技术岗位的
同事原来月薪3万元左右，求职的时候猎头给他报
价月薪1.5万元，直接砍掉一半。”徐明表示。

重新回到就业市场再做选择，传统车企的稳定
更令汽车人感到安心。

李思表示，目前各家车企在大多数岗位上的薪
酬水平差异不大，选择回流传统车企的人还是比较

多，毕竟稳定一些。
相关调研数据也反映着汽车行业从业人员的

求职态度变化。
《2023汽车行业人才职业状态观察报告》显示，

非金钱的激励因素对于年轻求职者选择汽车行业的
影响越来越大。问及选择该行业的理由，“薪资重视
程度”仅排第三（41.2%）。“发展前景好”（50.8%）、

“兴趣和喜欢”（46.5%）、“团队氛围好”（15.8%）等标
签逐渐成为汽车行业吸引人才的关键。

智驾岗位最抢手
快速扩张期已过，汽车行业竞争的领域逐渐从

电动化转向智能化，对人才的需求亦是如此。
新势力车企的招聘需求在逐渐收缩。无论是

新势力车企还是传统车企，对人才的需求都更加聚
焦智能网联和软件开发等领域。

“新势力已经过了大量招聘阶段。”李思表示，
去年下半年以来，新势力车企的招聘需求变少，反
而是传统车企的人才需求更大。

需求收缩，新势力车企的招聘要求也更严。
李思告诉记者，“新势力车企现在更加青睐工

作经历和学历背景两者都优秀的人。以前是学历
和工作经验有一点比较突出都可以，现在要两点都
符合。”

将目光聚焦到具体的岗位需求上，新势力车企
给予汽车人才的薪资优势不再对所有岗位开放，而
是更多地向智能驾驶等核心开发岗位倾斜。

“新势力车企里做智驾等比较核心的岗位，相
对的薪资会高一些，大部分岗位的薪酬与传统车企
相比没有那么有优势，都在一个水平线上。”李思表
示。

辅助驾驶、智能网联方面的岗位人才需求正
旺。而在猎头的眼里，智能架构和三电系统岗位，
目前车企需求较大。

从爱驰汽车离职的徐明也感受到了汽车就业
市场需求的变化。他表示，尽管员工们在求职过程
中都遭遇薪资压价，但涉及辅助驾驶、智能网联方
面的软件、控制器开放岗位影响较小。

“出去的同事里，传统的底盘、车身、内外饰、材
料的工程师降得多，涉及到软件、控制器开发的降
得少。”徐明称。

《2023汽车行业人才职业状态观察报告》的数
据显示，智能网联汽车领域的职业和岗位急速增
长，智能电动汽车人才总体薪酬处于中高水平。受
访从业者年薪大多数分布于20～40万、10～20万
的区间内，分别占比35%和34%；年薪在10万以
内、40万以上的占比分别为16%和15%。

进一步来看，涨薪职位主要集中在新能源、自
动驾驶、高精地图、车规级芯片等领域。据报告显
示，企业为保留数字化人才提供了相对高位的调薪
幅度。近一年以来，39%数字化职位人才实现薪资
上调。

据时代周报、虎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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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车企比亚迪 4 日在巴西东北部城市萨尔
瓦多宣布，将在附近卡马萨里市建设由三个工厂组
成的大型生产基地综合体。

该生产基地综合体距离巴伊亚州首府萨尔瓦
多50 公里，主要生产电动车及加工磷酸铁锂电池
等。工厂预计 2024 年下半年投产，将为当地新增
5000多个就业岗位。

巴伊亚州州长罗德里格斯在宣布建厂仪式上
说：“在巴伊亚州建设拥有全球先进技术的汽车厂
将推动当地发展、提高生产力、增加就业机会。巴
西联邦政府近年来鼓励电动汽车生产和能源转型，
比亚迪工厂将让巴伊亚州迅速提升为一个促进发
展与保护环境并进的州。”

罗德里格斯还表示，将对前来巴伊亚州投资兴
业的中资企业提供税收减免、后勤保障等方面协

助，希望吸引更多像比亚迪这样的企业前来投资。
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执行副总裁李柯表示，比亚

迪要把生产基地建成一个以创新和高科技为特色的
地方，将比亚迪的技术和创新理念等带过来。

比亚迪巴西分公司总经理李铁
说，工厂今年将开始招收当地员工
并对他们进行知识和技术培训，
相信这将对巴西社会作出贡献。

比亚迪巴西分公司成立于
2014 年。除在巴西市场销售
零排放的电动叉车、货车、卡
车和乘用车外，该公司已有三
家工厂投产，此外还负责萨尔
瓦多和圣保罗两个轨道项目。

据新华社

新势力高薪难留人

传统车企现回流潮
在一些传统车企员工看来，传统车企就

像是一座“围城”，但当走出这里，来到憧憬中
的新造车企业，又似乎步入另一座“围城”。

比亚迪宣布在巴西建大型生产基地综合体
比亚迪海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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