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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系建设和研发能力

是竞争力的关键
专访清华大学汽车产业与技术战略研究院赵福全院长

文 官俊

赵福全是中国第
一

代汽车海归的缩影 经过了将近十年的积淀 ， 海归背景和
技术出身

，
让

“

赵福全们
”

可以从更宽泛的维度 ， 审视并梳理中 国汽车的发展
脉络。

初次见到 赵福全院长是在一次汽 车高新技术发 赵福全说 ， 由 职业经理人到学 者这个身份转变

展国际论坛上 ， 当时对他主持的 圆桌演讲印象非常深 后的一年多里 ， 做 了很多事情 。 目 前科 研团 队 巳经

刻
，
他 以轻松诙谐的方式 ， 将原本沉闷 的会场气氛瞬 搭建起来

， 在汽车产业 战略 、 企业 战略和技术战略

间转变为欢笑不断 ，
而他切人要害 的步步追 问 ， 也让 等方 面开展了 广泛的 学术研究

，
得到业 内领导 、 专

台上的各位领导 、 专家
“

防不胜防
”

。 家和 同行的普遍认可 。 他表示将服务于 整个行业以

发挥更大的作用 ，

“

我在清华也不是简单的 教书育

转型后成为
“

第三方智库
”

人 ， 而是聚焦 于要研究产业和技术战略的问 题 。

”

年在离开吉利之后 ， 赵福全加盟中 国最顶尖 他 说 ，

“

目 标 就是要建设 不带 国 家和企业 背景 的

的高等学府清华大学
， 受命组建汽车产业与技术战略

‘

第三方智 库
’

。

”

研究院并担任院长 。

从 年 月 进人美 国克莱斯勒汽车公司 ， 赵福 自主品牌应突出重围

全在汽车产业界打拼至今已经 丨 年了 。 从 年回 国 谨慎
“

家家点灯 ， 户户冒烟
”

加盟华晨
，

随后加盟吉利
，
赵福全归 国后为 自 主品牌 年 ， 自 主品牌的处境让人担忧

，
十二连降之

效力也已近十年 。 而转战清华后 ， 在海归 、 博士 、 技 后 ， 前三季度乘用车销量排行前十的名单上已没有 自

术专家 、 民企高管之外 ， 如今的赵福全又有了新的标 主品牌企业的身影 。 面对这样的处境
，

自 主品牌唯有

签 ： 学者 、 教授 、 老师 。 提高核心技术才有出路。

其实 ， 对于现在的 赵福全更 为贴切的定位是 ： 赵福全站在行业的高度分析了 自 主品牌目前的现

兼具技 术出身 和管理实践 的战略研究学者 。

“

汽车 状 ： 中国 自 主品牌车企在销量 、 规模与研发投人上均

产业高度复杂 ， 技术 、 成本 、 质量 、 品 牌以及管理 无法与外国 的大企业相比
， 所以在加大研发投人力度

等诸多复杂 因素交织在一起 ，
而研究产业 战略 问题 的同时 ，

一

定要在研发上有所聚焦 ， 力争实现自 主 品

尤其 困 难 。 我 希望能充分 发挥 自 己 横跨海外 与 国 牌真正意义上的广泛联合
， 特别是技术共享 、 共有。

内 、 产业与学术 、 技术与管理的特点 ， 凭借清华这 例如 ， 有哪家 自 主 品牌的发动机做得好 ， 大家就都用

个广 阔 的平 台 ， 在这方面做点事情 。

”

赵福全这样 它的
；

哪家的变速器做得好
，
大家也一起来用 。 这样

告诉记者 。 才能让有限的投入发挥更大的效力 。 自 主品牌切记必





须避免
“

家家点灯 、 户 户 冒烟
”

， 避免盲目追求大而 匮乏的现状 ， 企业一方面要加大力 度引 进人才
，

另一

多 、 多而全 、 却全而不专 。 如果 自 主品 牌不能实现实 方面也要加强培育和保留人才 。 重视人才引进 、 更应

质性的 、 有内涵 、 有内容的联合 ， 面对几十倍销量 、 重视人才的培养和保留 ， 相互有效的结合才能满足企

利润 和研发投入的 国际豪强们 ， 是难以抗衡的 。 赵福 业的发展需要 。

全举例说
：

“

你四五十 万辆跟人家五六百万辆甚至近

千万辆的企业去竞争 ， 销量是人家的几 十分之一

， 研 重视新能源发展契机

发投入可能也不到人家 的几十分之
一

， 面对的 是同样 鼓励发展 丨昆合动力

的法规 、 同样的标准 、 同样的 客户群体 ， 又没有 品牌 目 前国家 已明确确立了发展新能源汽车的战略 ，

溢价力 ， 试问你怎么 办？ 必须要联合起来 ， 真正学会 企业必须对此高度关注 。 同时做好新能源汽车绝不是

做加法 ， 在产品 、 技术 、 零部件体系等方面实现资源 一朝一夕 的事情 ， 企业既要考虑国 家战略 ， 更要有

共享
， 这才是 自 主品牌的出路所在 。

”

自 己清晰的企业技术战略 ， 还要有落实战略的具体战

赵福 全强调 ， 企业最 根本 的 竞 争 力 是 核心技 术 。 在短期 内
， 要满足 日 益严苛的 国 家油 耗排放法

术 ， 而支撑核心技术 的 则 是有效 的 自 主研发体 系 、
规

， 并在激烈的 市场竞争中 占据
一席之地 ， 只靠新能

一

个技术可以 买来 ， 可 以抄来
， 但是都难以持续 ， 源是不够的 。 由 于技术成熟度 、 充电基础设施 、 电池

唯有形成 自 主研 发的体系 和 能力 ， 才能真正掌控核 成本和耐久性等问题在近期很难获得突破性进展 ， 新

心技术 ， 并不断实现突 破
。

体系建设是一项 系统工 能源汽车 即使按照国 家提出的 规划稳步前进 ，
逐步做

程 ，
必须有清晰的战略指引

，
必须在人才 、 设备 、 到 、 甚至 的市场份额

， 但对于两三千万辆的

流程 和知 识积 累这 四个方面坚持 开展扎实的工 作
，

大市场来说 ， 也还是非常有限的 。 因此企业必须重视

此即所谓 自 主研发 的四 大支柱 。 企业唯有具备 自 主 和研发其它重要的节能技术 ， 包括传统动力 技术优

创新 的机制 ， 才能形成 自 主创新 的能力 ， 实现 可持 化
、 共性节能技术提升等 。 从长远来看 ， 新能源是大

续的健康发展 。 方向 ， 企业既要生存 、 也要发展 ， 所以应在新能源方

目 前对创新能力重要性 的认识正在不断加深 ， 面适当的投入和有针对性的储备
。

但在真正落地实施方面 差距还很大 。 自 主创新是
一

当 前 摆 在 自 主 品 牌 眼 前 的
一

个 很严 峻 的 挑

个慢 过程 ， 需 要踏踏 实实 的心 态和持续 不断 的 努 战就是第 四 阶段 的 油 耗 限值法规 ， 到 年执行

力 ， 而我们的大氛 围 相对来说是急功近利 的 ， 很多 的 标准已是必然 ， 而且后续法规变严升级

企业过于关注眼 前的 市场和产品 ， 而忽视了 体系 建 的速度 只 会越来越快 。 而无论如 何优化 、 改 良 ，
仅

设和研发能力 培养 ， 但是没有体系 和 能力方 面 的 日 靠传统汽油机 汽车是不可能达标 的 ； 而由 于基础设

积月 累 直至水滴石穿 ， 企业将永远在竞争中处于追 施和 成本等原 因 ， 短期 内寄希望 于新能源汽车也很

赶者的 劣 势地位 。 反过来 ， 越早加强 自 身体 系建设 困难 ； 柴油 机在节能方面有显著作用 ， 但限于油 品

和 能力提升的 企业 ， 就越有机会早 日 走 出困 境 ， 甚 和排放 ， 在中 国预期推广空 间将较为 有限
；

相 比之

至实现局部超越直到最终领先 。 对 目前 的 自 主品 牌 下 ， 混合动力 技术对于满足 乃 至 年的油 耗

而言
， 这实际上不是能不能把握发展机遇 的 问 题 ， 法规而言 ， 可能是一个不容忽视 的重要技术选择

。

更是企业生死存亡的 问题 ！ 因此 ， 企业在技术决策时不能简单跟随国 家的补贴

在人才方面 ， 中 国汽车业的差距也很明显 。 目 前 政策 ， 更要综合考虑满足 国 家法规 、 取得竞争优势

自 主 品牌车企的主要技术团 队多以 多 岁的工程师为 的产 品 布局和技术路线 。 赵福全表示 ， 即使 国家不

主 ， 和 国外普遍具有 年从业经验的工程师团 队 太可能像 补贴纯电 动汽车一样来补贴混合动力 车 ，

相比 ， 对照鲜明 。 赵福全认为 ， 中 国汽车产业人才 ， 但企业也应该关注混合动力 技术的研发 。 同 时 国家

在相 当长的一■段时间之内 ， 都将是匮乏 的 。 尤其是在 应该 旗 巾只鲜 明 地鼓励企业为满足油耗法规米取 多兀

自 主品牌整车和零部件企业加紧摆脱困境的现阶段 ， 化的技术 战略 ， 推动混合动 力 的发展 ， 通过 国家 引

一缺技术 、
二缺管理的本土企业 ， 对各方面优秀人才 导与 企业 攻关 的 合力 ， 来实 现未来 油耗 法规 的 要

的需求是非常 紧迫的 。 要从根本上改变汽车产业人才 求 ， 建设和谐节约型的汽车社会 □

汽车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