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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用户场景分析的样车试制转型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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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实现产品诞生过程中样车的价值最大化，对试制用户进行业务场景化分析、试制机构归属论证，试制样车的价

值点挖掘，提出价值驱动的试制业务转型，通过产品力提前检查、批量工艺的提前验证、明细表车的提前装配、批量工艺

的提前验证，质量要求的提前检查等方法，充分发挥试制样车的验证价值，提高了产品设计的成熟度，保障量产的顺利启动，

实现样车试制的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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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当前中国汽车市场进入消费升级的快车道，同时，90 后、

95 后、00 后等年轻一代不断成为市场消费主体，正在带来

消费理念、消费潮流和消费方式的巨大变化。用户在汽车产

业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话语权和主导权，因此对整车厂来讲，

“一切服务于用户”变得越来越重要。样车作为产品诞生过

程中的第一款实物，对满足用户需求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将

通过对用户的业务场景进行分析，将用户需求点和样车的价

值点进行有效结合，充分发挥样车的价值，实现产品的成熟

度提升，用户的满意度提升。

1. 样车的概念及用户

1.1 样车的概念

在新车型开发过程中所制造的非量产车辆被称为样车。

在汽车行业，样车可以分为概念样车、骡子车和原型样车三

种，如图 1。

图 1  行业内样车分类

概念样车零件多为手工样件，是原型样车的先导样车，

是使用各种已经生成的数据和零件，以及根据草图，图纸和

造型模型仿制的零件采用临时的试制工艺装配出来的，并根

据方案的具体描述采用一切可能的方式，使之具备功能。主

要是用于展示开发方案验收。

骡子车是在项目开始早期利用现有生产车辆，通过改

装等方式安装新的发动机支撑，功能性的发动机冷却、进气

系统和整个发动机总成。目的是在项目早期支持动力总成初

始验证和标定工作。例如：整车载重分析、底盘操纵和控制

系统开发、空调和发动机冷却系统开发、噪声与振动分析、

动力总成集成系统开发、电气系统开发等。

原型样车是新平台和新 HUT，且具有完整功能和试验

能力的车辆。装车的原型样件单件是使用通过设计师交接给

试制的匹配完成的设计数据制做而成的。为了和将来批量的

状态有可比性，车身、安装零件和装备零件必须是使用批量

材料试制而成的，并尽可能使之在确定的公差区间内。

1.2 样车的用户

样车用户大多为公司的内部用户，主要有研发和生产

两个体系。

研发需求部门包括整车开发部、产品工程部和专业科

室等，主要是用来试验认可包括碰撞试验、路试试验、功能

验证、整车及零件认可等，同时还进行设计验证，提前对产

品设计进行验证优化。

生产需求包括整车制造部、规划部、生产管理部、质

保部等，对于生产而言，对样车的需求主要是从生产的角度

提前优化产品，提前对工艺进行分析验证评价，以保障项目

各节点顺利放行，减少后期产品更改。

2. 用户的业务场景分析

通过对用户场景进行调研分析，用户对样车的需求总

共有四种场景，如图 2 所示，看车、评车、试车和装车四种

需求。



工程管理与技术 ( 2 ) 2025,7
ISSN: 2705- 1021（P） 2661-4820（O）

63    

图 2  试制用户业务场景

对四种不同的业务场景进行分析，如下：

在看车场景下，主要是对整车的造型进行评价，对车

辆的总布置、工艺、装备描述进行提前了解，并对试制过程

中的问题进行交流学习，目的是提前对全新产品进行熟悉，

以更好的开展下一步工作。

在评车场景下，主要质保部按照质量设计要求对样车

开展整车 Audit、功能 Audit、售后满意度和维修便利性等检

查，以提前发现设计隐患，避免或减少设计问题的产生，同

时提高用户满意度、降低售后故障率，减少质量成本，以提

升产品竞争力。

在装车场景下，主要是工厂人员利用样车资源提前进

行装车培训，以了解产品的装配变化和各工段装车培训；并

对零件、装车指导文件、装车清单、尺寸变化点以及人机工

程进行学习验证，以便于提高装车的熟练度，更快更早地发

现问题。

在试车场景下，主要是研发部门对样车进行试验验证，

这也是样车的核心目的，主要进行碰撞试验、整车性能试验、

电器及功能试验、道路试验、零部件试验、型式认证等。目

的是验证车辆批量投产前整车和零部件功能；检验零件耐久

性、结构稳定性、磨损和腐蚀性能；以客户为导向，缩短时间、

加速模拟车辆在各种负荷条件下的运行情况，在车型开发的

各个时间节点保证里程碑进度。除了研发部门，规划部也需

要样车在批量生产前进行设备、生产线的调试验证。

3. 样车的机构归属及优劣势分析

样车的用户既有研发又有生产，样车的机构归属研发

还是生产，通过对行业进行调研，总结出归属主要有三种模

式，如图 3 所示。

图 3  行业模式

A 模式下，概念样车、骡子车和原型样车均在研发部门，

代表企业为红旗和大众 VW。这种模式的特点研发、制造相

互独立且能力强，无独立于 P 和 E 的产研衔接部门。劣势

是同步工程与样车缺少协同，项目前期发现问题少；同步工

程发现问题缺少验证，研发部门采纳少；产品启动阶段问题

多，很多问题流到批量。

B 模式下，概念样车、骡子车和原型样车三者单独在一

个部门，独立于研发和生产，主要代表企业有上汽大众和奥

迪。这种模式的特点有独立于 P 和 E 的产研部门，产研业

务全面；同步工程与样车结合紧密，协同验证；并且生产启

动专业全面，流程端到端。

C 模式下，概念样车和骡子车在产品研发阶段，原型样

车在制造部门，代表企业有福特、通用。这种模式的特点，

研发支撑研发，生产支撑生产，但两者缺乏有效协同，且两

个样车分开，在职能上有一定的重叠。

4. 价值驱动的样车试制转型与实践

4.1 机构的归属与实践

通过对用户场景的分析与行业机构归属的对标，在本单

位实施了 B 模式的改革方案，并在某项目中运行，提升了

公司整体的试制能力，加强了虚拟与实车同步验证的能力，

同时降低了公司的运行成本，提高了用户满意度。

4.2 用户满意度提前验证

当前试制样车装配完成后、交付实验用户前，质保部

门会对实车展开多轮评价，售后质保部门从用户角度，并结

合终端用户的抱怨，对车型设计提出评价及修改建议，设计

部门会根据实际情况，对质保部门提出的抱怨进行修改或澄

清，共同提升用户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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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实际工作过程中，工程样车从数据冻结到首台实车

诞生，通常要经历 4-6 个月，根据车辆优先级，供质保部

门评价的车辆又要延迟 1-3 个月不等，在质保部门给出设

计评价及修改建议时，车型数据大部分已完成生准认可，项

目组需要综合考虑更改所需的周期及费用再进行更改，因而

部分优化建议会因客观原因无法体现或只能在下一个年型

项目体现。

为更好的提升终端用户满意度，提升车型产品力，试

制部门可以更早更深入地与质保合作：

1）提前进行虚拟评价

在试制实物样车前，协助售后质保将可以进行虚拟评

价的问题点提前试制数据上进行评价。

2）灵活的实车评价

对于必须采用实物评价的问题点，提前规划质保评价

周期、节点，将质保评价与车辆进度计划有机结合，提前识

别问题。

通过以上两种手段可以有将评价及修改建议提前，降

低产品数据优化的周期及成本，从而达到在上市前消除更多

用户可能提出的抱怨。

4.3 明细表车的提前验证

明细表车（Stücklistenkontrollfahrzeug）（后续简称：

SKF）一般会在量产前 2 个月开始组织装配，目的是为了验

证和完善某一种车型明细表的准确性和完整性，为产品明

细表的修改、工艺拆散程度的完善和预批量零件的筹措提供

依据，以保证物流明细表的准确性和完整性为目标而装配

SKF。多个全新项目 SKF 资源筹措困难，LF 节点无法实现

组织 SKF，为了实现 SKF 的目标，利用 PT 车资源提前规划

车身、零件资源；联合生产管理部、规划部、生产厂等部门

共同保障 SKF 装车，提前进行验证，目前针对有 PT 车项目

已经实施，实现成本节约 300 余万元。后续仍将按照此方式

进行。

4.4 批量工艺的提前验证

通过试制车辆对批量规划的工艺进行验证是车辆试制

过程中的一项重要工作。对于上文所述的行业模式中的 B

模式中，试制样车与批量车在同一部门开展，因此批量工艺

验证在生产中施行较好。

试制车辆在研发内部时，试制的工艺、设备、工装往

往追求通用性极高，以满足各个车型的同步试制生产，因而

批量工艺问题无法在此阶段暴露。而在车型试制完成，转移

到批量生产线生产时，由于批量工艺验证不充分，必然会导

致通过性差，预批量问题较多的问题。

因此价值驱动的样车试制需要提前考虑批量工艺的验

证，试制部门应在以下方面加强与批量部门的合作

1）产品新工艺的合作

试制准备阶段，试制部门需要将识别到的车型新工艺，

需要购置的新设备等信息，同步给批量部门，双方充分沟通，

制定新工艺的验证方案，包括在前期进行实验室的验证、试

制生产过程中的验证以及新工艺所需设备的共同采购与调试。

2）工装的提前验证

批量部门可以提前采购工装工具，由试制提供场地与

人员，在试制生产过程中进行通过性的验证，如总装的底盘

托盘，发动机、变速箱吊具，天窗、后盖装配辅具等。

通过以上两种手段，可以提前验证新产品在批量工艺

方面的问题，提前做整改，提高批量生产线的通过性，降低

工艺问题导致的更改时间和成本。

4.5 工厂人员的提前培训

以往工厂的操作培训都是在量产之后开始进行预装配

和培训，这样不仅影响生产节拍，也经常造成停台。预批量

前期无法有用于员工培训车辆资源，但是工厂员工仍有产品

装车培训、特殊工艺流程、特殊工具等有利于批量生产的需

求，利用 PT 车资源通过培训伴随、装车实操等方式提前对

工厂人员进行装车培训，对工艺文件、零件等开展核查工作，

并将试制问题提前导入车间，进行问题的提前发现及解决，

批量问题前置解决，保障预批量平稳顺利。

4.6 质量检查的前置管理

以往在预批量阶段，质保部才进行整车的 audit 检查，

但往往问题发现的太晚。在试制阶段利用 PT 车资源可提前

开展质量评价，通过在前期开展实车的检查评价，及时将问

题进行分析促进解决，并将问题加工成质量要求，输入产品

开发阶段，实现技术迭代，不断提升产品质量。

5. 结束语

以用户为中心已经成为汽车行业的共识。样车试制作

为汽车研发重要的一环，机构的归属也要按照更大化满足用

户需求进行变革，不仅要为研发用户提供高质量的样车，还

要为生产保障量产的顺利进行，通过在试制过程中对用户满

意度的提前验证，明细表装车的提前验证，批量工艺的提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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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证，工厂人员的提前培训、质量检查前置管理等发挥样车

的价值，实现价值驱动的样车试制业务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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