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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海马汽车
简介：海马电动汽车整
车控制器开发带头人，
第三届海马科技创新
个人奖获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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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9日上午，海马汽车郑州基地，虽然已经立冬，但天气暖和得如阳春三月。
坐在记者面前的海马商务汽车三电开发部电控室主任乔慧敏，这个看起来纤弱的女子，却是工作中敢打敢拼

的“女汉子”。
历经7年坚守钻研，研发4代整车控制器。作为第三届海马科技创新个人奖获得者，她带领整车控制器开发

团队，攻克电动汽车整车控制器技术，实现海马电动汽车核心技术领域零的突破，达到国内尖端水平。
郑报融媒记者 徐刚领/文 周甬/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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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海马
五大“绝招”留住人才

乔慧敏认为，海马集团之所以能吸
引各方人才，主要有五大绝招。

一靠政策。“郑州市的人才环境可谓
是良性发展，在培养人才、引进人才和留
住人才等方面也出台了很多政策，对企
业吸引人才起到了支撑作用。”

二靠平台。对人才来说，平台是个人
实现价值的载体。海马汽车2008年在河
南打下了第一桩。近 10年来，海马在郑
州相继建成了整车研发中心和动力总成
研发中心，累计投资 123亿元，在郑州开
发了13款整车和3款国际水平的发动机，
累计申请专利342项，全球申请商标保护
1473个。

三靠产学研。海马人才战略的重要
平台是产学研三结合。一线骨干可以带
着企业课题到大学读研，优秀研究生毕业
后可以继续深造读博。她目前就边搞开
发边攻读湖南大学的博士学位。这种方
式已成为海马人才战略重要的实施平台。

四靠培养。“试玉要烧三日满，辨材
须待七年期。”汽车工业严格说来是门工
匠技术，一线藏龙卧虎，立足一线阵地，
锤炼大批人才，是海马长期坚持的人才
战略。怎么把人才从一线培养出来？一
靠土壤，二靠项目。海马曾把办公楼腾
出来改建成为技术中心，以此积极培养
研发的苗子，培育海马的核心竞争力。

五靠激励。海马非常重视人才的激
励。海马创新奖三年一届，是海马创新领
域的最高荣誉。她自己也获得了第三届海
马科技创新个人奖。自2011年以来，海马
创新奖至今已三届，累计发放奖金700多
万元。

正是这些留住人才、用好人才的政
策，让海马汽车能够立足一线阵地，锤炼
大批人才。

给电动汽车“造脑”的“女汉子”
海马电动汽车整车控制器开发带头人乔慧敏：
郑州+海马五大绝招留人才，“在郑州很有幸福感和价值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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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长春回到海马的河南姑娘
乔慧敏这个在读博士，80后，开封

人。用她的话说：“我是典型的河南本土
姑娘。”2001年，她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吉林
大学自动化专业，大学毕业后，考取了本
校的研究生，研究方向是控制理论与控制
工程；2008年研究生毕业后，进入长春一
汽轿车工作，在技术部搞研发；2010年进
入海马后，主要从事新能源汽车整车控制
器开发工作。目前，她正在攻读湖南大学
新能源汽车方向博士学位。

谈到回到老家河南，进入海马汽车工
作，乔慧敏笑着说：“这也是一个偶然机
会。”她告诉记者：“我和老公是高中同学，
他在北京工作，我在长春上班。然而，他
不喜欢长春，我不喜欢北京，二人一商量，
就一起回到了郑州。”

回忆这段经历，乔慧敏说：“当年，我
也是在专业招聘网站放出了自己的简
历。后来被海马相中。我也看中了海马
的新能源平台，2010年7月，就这样来到了
海马。”

“这些年在郑州发展，结合海马新能
源汽车平台，我感觉很有幸福感和价值
感。郑州是一个开放、容纳、充满活力的
城市，欢迎各行各业的优秀人才加入进
来，共建我们的绿都。”乔慧敏认为，落脚
在生养自己的故乡，不再有漂泊的感觉，
家人都在身边，支持自己的工作，她觉得
很幸福。

乔慧敏说，在海马至今工作的7年间，
她其实一直做一件事，那就是电控。

电控团队主要负责电动汽车三电核心控
制部件的开发：整车控制器和电机控制器。

整车控制器是整车的核心控制单元，
主要处理汽车工作模式、安全、能量管理、
网络管理、故障诊断以及车辆状态的监
控，就像电动汽车“大脑”，是电动汽车的
重要部件。

为了打破电动汽车整车控制器技术
的黑盒屏障，拥有海马独立自主的核心技
术，刚踏入海马工作不久的乔慧敏就参与
启动了第一代整车控制器的开发设计。

她回忆说，当时的电动汽车事业部整车
控制器开发人员仅有两三个人，开发工具简
陋，整车控制器应该具备哪些功能、如何实
现、相关软件和硬件应该符合什么样的开发

设计要求等问题，全部摆在了团队面前。
功夫不负有心人。第一代整车控制

器开发过程中，乔慧敏也在孕育着自己的
孩子。在实现能量回馈功能的阶段，乔慧
敏仍然在一线，在雪地中挺着大肚子进行
调试。对她来说，这也是整车控制器——
这个即将孕育而出的“新生儿”需要她的
时候。最终，他们攻克电动汽车整车控制
器，开发出第一代整车控制器，实现海马
电动汽车核心技术领域零的突破。

据了解，从2010年至今，电控团队已经完
成了三代产品的开发，进入了第四代的开发进
程，目前量产产品已经搭载到海马电动汽车现
有的量产车型爱尚EV、荣达EV、@3等。

乔慧敏自豪地说，预计第四代产品在
2018年中旬左右搭载整车和量产，在2019
年左右进行功能安全的国际认证。

在乔慧敏眼中，国内现有顶尖水平并不是
终点，因为国内新能源汽车技术就像一间被关
了门的屋子。她时常警醒团队：“推开门看一
看外面是什么状态，然后我们又是什么状态。”

在海马商务汽车三电开发部电控室，
乔慧敏敢于打破常规的统一管理方式，将
近 30人的研发团队分成软件组、硬件组、
CU组和总线组，充分发挥每个人的长处。

在这个时代，竞争是生存的常态，创
新是唯一的出路。

“不要局限于我们现在的状态，多看
一看并分析别人是什么样的，学会尝试打
破现有的局限。”乔慧敏说，有了自己的整
车控制器技术，且处于高水平并不断发展
进步，那就如同一个人拥有持续的学习能
力，必有智者无敌的一天。

7年间一直做一件事

拥有一支勇于创新的优秀团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