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浙大求是园到中车株洲所——访浙江大学电气工程学院校友

刘良杰 

 

刘良杰，1982 年出生于湖南郴州，汉族。2004 年本科应届毕业于浙江大学电

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业，同年应聘进入中车株洲电力机车研究所 (中国中车一级

子公司 )，一直从事轨道交通牵引传动系统的设计、应用工作，作为核心成员负

责了我国轨道交通领域多个重点自主牵引项目的研发，性能均达到国际领先水

平。先后获得获发明专利逾 50 项，软件著作权 1 项，获湖南省科技技术进步二

等奖、 “中国中车劳动奖章 ”、 “中国中车技术专家 ”、 “中国南车十大杰出青年 ”

等荣誉称号。  

目标明确，青春热血莫回头 

在校学习同时，刘良杰学长就对自己的毕业去向有了较好的规划，学长认为对

于一个典型的理工科学生来说， “更喜欢确定的答案，像这种只是有概念的或者

有概率性的答案，让我们总觉得就没那么多的着落，就是这样子的。 ”相较选择

人数更多、就业乐观安稳的电力方向，青春热血的刘良杰学长更喜欢像卢慧芬

老师的实验室环境和氛围，希望同志趣相投的同学一起去企业闯荡。  

临近毕业，学长也和大家一样有过读研和工作的迷茫，找工作期间也感受过弱

电方向与本科学历就业面试的挫败。然而看着熙熙攘攘的考研大军和强电良好



的就业形势  ，学长还是凭借自己本科扎实的单片机基础、电气设计工程师这个

匹配的职位，顺利通过了中车株洲研究所的所有面试，拿到 offer。奇妙的是，

学长当时跟着卢老师做项目用的 FPGA 芯片刚好和中车株洲所搭的平台一致。  

学长回忆道： “学了就能用的感觉到研究生阶段都是比较难得的事情，我本科生

如果能够遇到，就觉得可以尝试一下，看能不能做更高的一些提升，能够学以

致用”。学长说，再继续深造也是为了就业。到研究生之后，研究的方向会越来

越专，心里可能包袱会大一点，希望岗位和自己的专业方向匹配，可能难免会

有取舍不下的感觉。毕竟我们是工科生，要偏实践一些，当时也觉得自己能力

还行，就希望早点进入工作的角色。  

当提到对就业方面对学弟学妹的建议时，学长说到关键认识到自己真正的目标

是什么，一旦认清自己的目标，那么所有的选择都是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比如

想要创业，做某个行业的佼佼者，就先要去行业里面积累一定的资源和能力之

后，然后再去创业。如果自己对自己的近五年或者是近十年有规划，有一个清

醒的认识，那么就业实际上是个顺理成章的事情。学长每年都去招聘，发现很

多应聘的大学生很迷茫，好像到了毕业这个点，就得找一份工作。学长奉劝我

们在校的学弟学妹们，提前规划好自己的人生。只有自己目标明确了，才不会

浪费自己的青春。  

 

初出茅庐，设计缺陷长经验  

刘良杰学长与我们分享了他在工作初期的一段经历。刚从学校到工作时，做产

品信心不足，而且只考虑完成要求的功能，能用就行。像效率等工程化的角度

考虑很不够。当时学长担任了“上海地铁 1 号线扩编改造项目 ”中一个子项目的

负责人，把西门子的直流系统换成自己的交流系统平台，用在地铁一号线的车

辆上。这套系统正常的运营都没有问题，但有一天突然报了故障。出了问题，

大家压力都很大，问题不能一直留在车上，关系到乘客的生命安全，必须要解

决。而学长在经手这套平台时没有考虑到这些，没有设计故障检测，也没有记

录数据的功能。  

为了查出这个问题，10 来个小伙子分成 3 班，全天侯跟车抓波形搞了一个多礼

拜，确实很辛苦，当时就下决心做好平台的维护和诊断功能。在地铁上抓数据

是一件比较辛苦的事情。一天要在地铁上呆很长的时间，地铁上又没有厕所。

还偶尔会遇到一些不明真相的群众惹麻烦。  



 

学长提到这里时有点内疚，就因为自己的一个问题，十个人一周都没有休息，

造成了人力资源极大的浪费。这件事对学长的触动也很大，从此对产品的可维

护性、产品质量等工程方面的问题有了更深的认识。作为一名工程师，对于产

品的落地要背负很大的责任，特别是轨道交通这种公共交通方面的，需要考虑

的问题很多。很多工程应用中的经验和教训，在这个项目中总结积累和改进，

更深刻地认识到设计是一切的源头，调试的效率、运营的质量、应用的可维护

性、变更的成本，都来源于设计，这也促使我和团队边应用边改进，在这个项

目结束时即推出新一版简统化产品，以应用一代、开发一代、预研一代的平台

思想持续追求卓越。现在的平台，可以无线抓取数据，在别的地方就可以知道

产品的状态是怎么样的，还可以预判产品会不会有问题。即将出现问题，可以

提前告诉司机去处理，去减弱问题的影响，这些都是技术的进步。  

 

耐住寂寞，守住初心  

当问到电气专业的工作者是如何能耐住寂寞，在设计调试方面坚持下来，刘良

杰学长从外部因素和内部因素两个方面进行了剖析。外部因素较为简单，中车

株洲从三四线城市这个地理位置上，便杜绝了很多诱惑，不像大城市有很多平



台可跳；此外，单位的同事也都是勤勉向上的，团队的保持、人员的流动、结

构梯队都做到了比较好的传承，当你身处这样的团队，“近朱者赤，近墨者

黑 ”，自然而然劲儿往一处使，也就对其他诱惑清心寡欲了。从内部因素看  ，

学长又通过人的三个属性递进讲解：动物属性是先解决自己的温饱问题，社会

属性是希望能够有所成就，精神属性是诗和远方了。追求在于我对这个工作怎

么看，如果他只是一份挣钱的工作，为了养家糊口的话，实际上不一定要靠你

的专业；其实还是在于自己，希望自己能够在自己的方向上，看通过努力到底

能够走多远、通过工作本身能够成长多少，其实这个不在于事情的大小，而在

于自己从中能够汲取多少，能够成长多少，一个是不负所托，另外一个是自己

真的能够学到能够成长，这个才是内驱动力。即使设计和调试的时间回想起来

依然辛苦，但更多的是满满的成长和成就感，足以覆盖对于生活品质的那些追

求，实际上精神上的满足对自己更重要一些，回想起来也会是一段很宝贵的经

历。  

 

刘学长还分享了和谐系列机车 HXD1C 的研发过程中的一个小故事。当时有一

个项目，时间有点急，他一个人在厂里调试设备，吃住都在厂里。那天学长调

得太投入了，手机没电了也没注意。那天又是学长生日，家里人跟学长打电话

想等学长回去过生日，但电话打不通，联系不上还报警了。后来有两个同事过

来，看到了学长在厂里，家人才放下心来。学长说，可能湖南人就有这种性



格，有责任感和使命感在身上，一定要把事情做好，不负所托。结果，学长负

责的控制软件、硬件主要集中在地面进行了充分试验，现场应用后基本都不需

要去，可以说是一次性成功。最终 HXD1C 批量了 1300 台车，并扩展了

HXD1、HXD1D、HXD1F 的系列车型，整体总计超过三千台，自主牵引系统与



求是创新，校训铭记于心  

当问到在浙大的学习生活对他的工作带来什么影响时，刘良杰学长毫无犹豫地

回答：求是创新。学长所在的中车株洲电力机车研究所，是中车最有技术含量

的企业部门，作为一个科研工作者，讲究求是、求得真理是必须的；对于一个

企业或者行业来说，更要以创新为进步源泉，以创新为内驱动力，中车株洲的

八字真言中，创新也是企业文化的重要组成。中车对浙大也是情有独钟，所里

诸多领导、员工出身浙大；从浙大到中车，从学校到社会，一代代校友潜移默

化地延续着求是创新的思想，中车株洲也因此保留着良好的研究氛围。在株洲

所，新人入职有强大的导师学习体系，跨度至少三到五年以上。有足够经验的

科技工作者像学校中的导师一般引导新人适应并学习公司的技术和工作。即使

株洲所是老牌企业，一直传承的工程化的经验，对内部员工也是开放的。员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