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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申报
（一）基本情况【围绕《浙江工程师学院（浙江大学工程师学院）工程类专业学位研究生工

程师职称评审参考指标》，结合该专业类别(领域)工程师职称评审相关标准，举例说明】

1.对本专业基础理论知识和专业技术知识掌握情况(不少于200字)

作为一名工程管理专业研究生，在学校理论学习的基础上，在实际工作中有效运用工程管理

方法解决实际问题，展现出扎实的专业素养与卓越的工程实践能力。

在工程实践方面，我深度参与了新能源汽车热管理集成组件项目，从项目策划到实施落地全

程把控。凭借对制冷与热泵系统技术的深入理解，成功攻克了集成组件的核心技术难题，实

现了系统的高效运行与节能优化，显著提升了新能源汽车的续航里程与驾乘体验。同时，我

积极参与企业技术标准制定，推动了热管理组件从研发到量产的标准化流程建设，为行业技

术规范贡献了力量。

在职业道德上，我始终秉持爱国奉献、爱岗敬业的精神，融入企业文化，严格遵守法律法规

，以精益求精的态度对待每一项工作，展现出强烈的责任感与工匠精神。在知识储备上，我

不仅系统掌握了工程管理基础理论，还紧跟行业前沿动态，熟悉新能源汽车热管理领域的最

新技术与标准，具备跨专业领域知识融合能力，能够综合运用多学科知识解决复杂工程问题

。

专业技术能力方面，我具备出色的环境与岗位适应力，能够在高强度项目中应对各种挑战，

凭借丰富的实战经验做出科学决策。熟练运用先进仪器设备与专业软件开展项目研究，具备

强大的技术应用创新与工程创新实践能力，多次主导技术优化与改进。在团队协作中，我凭

借良好的沟通协调能力，带领跨专业团队高效协作，有效指导助理工程师成长，为项目成功

实施提供了有力保障。

在业绩成果上，我参与的项目取得了显著的经济效益，相关技术申请了多项国内外专利，为

公司与行业树立了技术标杆，同时在技术交流与行业推广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推动了新能源

汽车热管理技术的发展与应用。

综上所述，本人具备扎实的专业知识、丰富的汽车零部件行业工程管理专业实践经验、良好

的职业道德与突出的业绩成果，能够为行业持续发展贡献力量。

2.工程实践的经历(不少于200字)

本人自2010年本科毕业开始，一直从事汽车零部件行业的产品开发和项目管理工作；

自2012年8月开始，本人在浙江三花汽车零部件负责汽车热管理零部件的设计开发和项目管

理工作。深度参与三花与国外新能源车企合作的热管理集成组件项目，攻克制冷与热泵系统

集成难题，主导开发高效控制技术，提升系统能效与集成度。全程把控项目进度与质量，推

动产品量产，其中首个量产的与国外主机厂协同开发的热管理集成组件产品为企业实现30亿

产值，助力企业技术升级，引领行业热管理技术发展，个人职业素养与工程思维显著提升。

2023年初开始担任所在企业集成组件项目管理部部长，负责国内外新能源汽车热管理系统集

成组件的项目管理工作。其中吉利平台系列车型热交换器总成产品开发管理，峰值年用量60

万。小鹏某汽车热管理集成组件产品项目管理，年用量约18万；极氪汽车某平台新能源车型

热管理集成组件产品项目开发管理，年需求量30万

3.在实际工作中综合运用所学知识解决复杂工程问题的案例（不少于1000字)

使用工程管理方法改善S公司项目度管理案例

在工程管理领域，解决复杂工程问题的能力是至关重要的。通过在职读研期间的应用案例，

我深入理解了如何将理论知识应用于实际工作中，特别是在新能源汽车热管理集成组件项目

进度管理中。本案例将阐述我如何综合运用所学知识，解决项目进度管理中遇到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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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电动化和智能化的发展，新能源汽车的开发周期正在大大缩短。传统车的开发流程通常

在48个月左右，而新能源车企在此基础上压缩到20个月左右。S公司面临的挑战是，2023-

2024年新开发的新能源汽车热管理集成组件项目SOP延期率高达28%，这表明公司的传统开发

流程已经无法适应新能源车企的开发周期要求，亟需探索更快速有效的项目进度管理方法，

以应对市场的快速响应需求。

为了深入了解延期的主要原因，我采用了头脑风暴法和鱼骨图的方法。通过S公司热管理集

成组件项目季度复盘会议讨论，针对延期案例都展开了讨论。问题梳理后，现场使用在线投

票程序收集以往集成组件项目进度管理中延期问题发生频率的投票，收集到的延期问题发生

频率柏拉图显示，产线供应商开发延期、项目监控不及时或未及时采取纠偏措施、客户设计

变更频繁导致延期、供应商TR和采购定点流程延期、计划制定时工期评估不合理、工业园区

新厂房基建延期、技术文件下发不及时或设计冻结延期、子部件事业部开发进度延期、人员

招聘到位不及时、团队成员工作拖沓、公司内部资源冲突、模具供应商开发进度延期、公司

内部财务流程审批延误是导致S公司热管理集成项目延期的主要原因。

针对上述问题，我提出了采用敏捷迭代、快速跟进等技术压缩项目工期，并使用关键链法对

新能源汽车热管理集成组件产品开发项目进度管理进行优化改善，结合X项目应用分析优化

方案实际使用效果的方法。优化目标包括压缩S公司热管理集成组件项目总工期、提高项目

主计划准确性、识别资源冲突并优化S公司项目资源配置。项目进度管理优化方案的制定包

括WBS项目活动分解和工期估算、识别项目关键链、项目总工期确认和压缩、缓冲区计算、

缓冲区监控等步骤。

在实施过程中，我首先优化健全了公司现有的项目管理制度，培训提升集成项目经理的进度

管理方法技巧，采用项目进度管理专业软件加强缓冲区监控。在X热管理集成组件项目中，

从整体工期来看，从23年6月16日项目定点到24年9月27日客户整车首发车型项目量产总工期

仅458天。与集成组件项目以往项目开发周期平均值564天和中位数519天相比，工期要求非

常严苛。在应用优化方案前，X热管理集成组件项目主计划预计SOP时间为25年1月21日，也

就是说按照传统项目管理方案，无法按期达成客户要求的24年9月27日整车量产要求。

通过识别关键路径上的长周期关键活动，分析可能的优化方案，面对客户变更频繁可能导致

设计冻结延期问题，设计阶段敏捷迭代：每一轮设计优化方案仿真验证，以结构强度和流体

仿真替代手工样品制样测试，产品工程师根据仿真结果反馈进行设计优化迭代。试验阶段快

速跟进技术：将长周期的子部件的DV试验验证和集成的DV试验验证关键路径活动由串行改为

并行。

采用剪切粘贴法设置X热管理集成组价项目的缓冲区，将X热管理集成组件项目计划总工期演

变成删除活动安全时间的总工期387天，加上项目缓冲53.5天总计440.5天，即项目预计完成

时间在24年8月29日。优化方案的计划总工期与客户要求的项目总工期458天相比，有望在客

户要求的工期内完成。使用AHP层次分析法综合考虑X热管理集成组件中各事业部资源冲突单

品的研发资源占用量、开发周期、公司战略匹配、市场占有率、成本优势和产品成熟度六个

方面，对方案层三个子部件的开发优先级进行排序，最终决策将水侧流道板C3零部件委外开

发，避免因多个零部件在同一个事业部内开发因资源冲突或不足而导致项目延期。

集成项目PB项目缓冲管理方面：运用专业软件实时监控关键路径缓冲消耗，定期分析数据，

跟进关键活动。对于FB1子部件汇入和FB2供应商汇入缓冲的消耗监督方面：项目经理及其团

队坚持周例会制度，详尽汇报并更新Project主计划，及时检查缓冲消耗并采取必要的纠偏

措施。

将C公司X热管理集成组件项目基于以往项目经验数据评估最可能的项目工期、基于关键链法

和工期压缩优化后的主计划工期、以及采用进度管理优化措施后实际项目达成总工期三者进

行对比，结果如下：在以往S公司热管理集成组件项目最可能时间评估条件下，基于关键路

径法的方案总工期为585天，无法满足客户SOP时间要求。基于关键链法和工期压缩技术优化

方案，考虑缓冲区之后的项目计划：总工期为440.5天，预计比客户要求的SOP时间提前。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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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用时：从项目定点时间2023年6月16日开始，至2024年8月11日顺利达成SOP量产交付。比

计划时间提前了18天，比客户计划的SOP提前了26天。

针对S公司热管理集成组件项目的进度管理现状进行了深入研究，剖析了项目进度管理过程

中遇到的问题，并探究了导致项目延期的主要原因。通过敏捷迭代和进度压缩技术，在设计

冻结前，采用敏捷迭代技术迅速应对客户频繁的变更需求，并结合进度压缩技术显著缩短了

项目周期。针对S公司事业部领导面临的集成组件子部件并行开发中的高频资源冲突问题，

本研究运用AHP层次分析法，为核心子部件自研优先级决策提供了科学依据，以规避开发延

期风险。该方法通过量化零部件指标，优化了企业内部研发资源配置。运用关键链法设计了

进度管理优化方案，并采用剪切法设置项目缓冲区RB，子部件和供应商项目开发进度汇入缓

冲FB，并制定了相应的监控和实施保障措施。能够更直接地识别到子部件延期对上一级集成

组件项目主计划的关键路径影响，从而及时纠偏。将优化方案实际应用于S公司X新能源汽车

热管理集成组件项目，实现了项目提前18天完成SOP量产供货。

关键链法在应对新能源汽车热管理集成组件类创新性集成类系统零部件产品开发项目进度管

理方面，相较于传统的基于APQP的经验管理法和关键路径方法更具优势。通过解决敏捷项目

管理方法的应用，资源优化配置、合理设立缓冲区等措施，结合关键链法有效解决了S公司

热管理集成组件项目进度管理中的难题，确保了项目的提前完工。这些成果不仅验证了关键

链法在S公司热管理集成组件项目中的适用性，还提升了新能源汽车主机厂客户的满意度，

推动了S公司的新能源汽车热管理零部件业务长期健康发展，并为类似项目的进度管理提供

了宝贵的借鉴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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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取得的业绩（代表作）【限填3项，须提交证明原件（包括发表的论文、出版的著作、专利

证书、获奖证书、科技项目立项文件或合同、企业证明等）供核实，并提供复印件一份】

1. 
公开成果代表作【论文发表、专利成果、软件著作权、标准规范与行业工法制定、著作编写、科技

成果获奖、学位论文等】

成果名称

成果类别 

[含论文、授权专利（含

发明专利申请）、软件著

作权、标准、工法、著作

、获奖、学位论文等]

发表时间/

授权或申

请时间等

刊物名称

/专利授权

或申请号等

本人

排名/

总人

数

备注

一种翻盖式的控制模块 授权发明专利
2016年10

月27日

申请号：20

1610957065 

.4

1/3  

一种汽车空调控制器 授权发明专利
2016年10

月27日

申请号: 

2016109585

16 .6

1/3  

汽车零部件开发项目管

理系统V1.0
计算机软件著作权

2024年10

月30日

登记号：20

24SR164899

6

1/1  

2.其他代表作【主持或参与的课题研究项目、科技成果应用转化推广、企业技术难题解决方案、自

主研发设计的产品或样机、技术报告、设计图纸、软课题研究报告、可行性研究报告、规划设计方

案、施工或调试报告、工程实验、技术培训教材、推动行业发展中发挥的作用及取得的经济社会效

益等】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1610957065.4

(22)申请日 2016.10.27

(65)同一申请的已公布的文献号 

申请公布号 CN 107992165 A

(43)申请公布日 2018.05.04

(73)专利权人 浙江三花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地址 310018 浙江省杭州市经济技术开发

区12号大街301号

(72)发明人 查达朝　张时干　庞岩锋　

(74)专利代理机构 北京集佳知识产权代理有限

公司 11227

代理人 路伟廷　罗满

(51)Int.Cl.

G06F 1/18(2006.01)

G07C 5/00(2006.01)

(56)对比文件

CN 202697105 U,2013.01.23

CN 103311715 A,2013.09.18

CN 106028728 A,2016.10.12

CN 201498210 U,2010.06.02

审查员 孟田革

 

(54)发明名称

一种翻盖式的控制模块

(57)摘要

本发明提供一种翻盖式的控制模块，能够简

化结构，降低成本，同时兼顾使用可靠性。本发明

的控制模块包括线路板组件和用于安装所述线

路板组件的壳体，所述壳体包括中空的主壳体和

与所述主壳体可翻转连接的翻盖，所述主壳体具

有用于拆装线路板组件的安装口，所述翻盖通过

相对所述主壳体翻转而启闭所述安装口；所述主

壳体还设有供所述线路板组件的插接部伸出的

端口，以及用于卡接所述线路板组件的壳内卡

部，当所述翻盖关闭所述安装口时，所述线路板

组件的一端与所述壳内卡部相抵接，所述线路板

组件的另一端与所述翻盖相抵接。主壳体的壳内

卡部与翻盖分别与线路板组件的两端相抵接，通

过卡接即可实现线路板组件的安装定位，简化了

结构和工艺。

权利要求书2页  说明书6页  附图3页

CN 107992165 B

2020.1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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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65
 B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1610958516.6

(22)申请日 2016.10.27

(65)同一申请的已公布的文献号 

申请公布号 CN 107993873 A

(43)申请公布日 2018.05.04

(73)专利权人 浙江三花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地址 310018 浙江省杭州市经济技术开发

区12号大街301号

(72)发明人 查达朝　郭杰鹏　章利颖　

(74)专利代理机构 北京集佳知识产权代理有限

公司 11227

代理人 罗满

(51)Int.Cl.

H01H 19/14(2006.01)

审查员 王赟

 

(54)发明名称

一种汽车空调控制器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汽车空调控制器，包括控

制器面板，所述控制器面板包括旋钮部件，所述

旋钮部件包括基座(3)和旋钮，所述旋钮底部设

有限位卡扣，所述限位卡扣的止动面与所述基座

的限位部的下底面平行，所述限位卡扣的止动面

轴向限位于所述基座(3)的限位部(10)的下底

面，所述旋钮底部进一步设有自适应卡扣，所述

自适应卡扣包括相对于所述限位部的下底面向

下倾斜一定角度的斜面，所述限位部(10)与所述

斜面相抵接，所述自适应卡扣径向限位于所述基

座的限位部。该控制器的旋钮在其旋钮帽转动过

程中，可自动对旋钮帽相对于基座的位置进行调

整，防止旋钮帽偏移晃动，进而保证旋钮的操作

手感、使用性能，以及多个旋钮彼此的间隙和排

布的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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