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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 汽车制造技术
１

Ａ
ｕ
ｔｏｍｏｂ ｉ ｌ

ｅＭ ａ ｎｕ
ｆ
ａ ｃ

ｔ
ｕ ｒ

ｉ

ｎ
ｇ
Ｔ ｅｃ

ｈｎ
ｏ

ｌ ｏｇｙ

东风好借力 正是扬帆时
——访清华大学汽车产业与技术战略研究院院长赵福全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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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福 全
： 男

，

１ ９ ６ ３年生 ， 教授 ， 博导 ，
国 际著名 汽 车

技术 、
企业 管理 及 产 业 战略研 究 专 家 。

１ ９ ８ ５年 ， 毕 业 于

吉 林Ｘ ｉｋ 大 学域机专 业 。
１ ９ ９ ２年

， 获 日 本／

？

岛 大 学 工

Ｉ ？

１ＭＨ 学博 士 学 位 。
１ ９ ９ ３年 ， 英 国 帝 国理 工 学 院研 究 员 。

１ ９ ９ ４

年 ， 美 国 韦 恩 州 立 大 学 机械工 程 系 博 士 后 、 助 理 教授 。

１ ９ ９ ７年进 入 美 国 免 莱斯勒 汽车 公 司 ，
先后 任 产 品 工 程 师 、

ｔｉ程 专 家 、 高 级ｉ 程 专 家
，
直 至 出 任研 究 总监

（
Ｒ ｅ ｓ ｅ ａｒ ｃ ｈ

Ｂ
＾Ｅ ｘｅｃ ｕｔ

ｉ

ｖｅ
） 。

２ 〇 〇 ４年
，
加盟沈 阳华 晨金杯 汽车 公 司 ，

担任副

Ｉ总裁 兼研 发 中 心总 经理 ， 全 面 负 责 公 司技术开 发 工 作 ，
并

兼任华 晨 宝 马 汽车 公 司 董 事 。
２ ００ ６年 ，

加 盟浙 江 吉 利控股

：繁：
集 团 有限公 司 ， 任研发 副 总 裁 兼吉利 汽车研 究 院 院长 ，

同

时担任吉 利 汽车控股 有限公 司 执行董 事 。
２ ０ １ ３年进入清 华

大 学 ， 任汽车 产 业与技术 战略研究 院院 长 ，
主要从事 汽车 产 业发展 、

企业运营 与 管理、 技术发展路线 等领域的 战

略研 究 。

２ ０ １ ５年 ８月 ， 本刊记者有幸在清华大学采访到 了力 的追求 ， 事关民生福祉和社会资源调配能力 ， 具有

汽车产业与技术战略研究院赵福全院长 。 赵院长是汽

车业界的传奇人物 ， 从 国外到 国 内 ， 从技术到管理 ，仅就制造业 的角度来看 ， 汽车产业 的 水平 直接

从学术界专家学者到产 、
丨 卩界职 、

丨 卜经理人再到重新 回归反映着
一

国 制造业的总体水平 。 无论材料 、 工艺 ， 抑

学术研究 ， 这一路走下来 ， 每一步都精彩万分 。或装备 、 元器件 ， 都是汽车产业的重要基础 ， 也都可

汽车产业之重要性 不吝美言通过应用于汽车来体现 自 身价值 。 因此制造业不强 ，

谈起对汽车产业的 理解 ， 赵１完长认为 ， 只 把Ｋ醉产业很难做强
； 反之 ， 全球汽车强 国也无不是制

车视为普通产品是非常麵的 ， 实社其 内涵远不 Ｋ
貞强 国 ° 正如

＾长在其 《汽车强 国
￥

》 系列文草 中

于－种产 品 ， 也 不 限于
－个学科 ， 它早 已成为 国 Ｓ

１葡

＾
的

：

汽车产业是一国 制造业
“

皇冠上的 明珠
”

。

经济 中 的支柱产业 ， 更对众多相关产业及领域具有重
如 ’ 新一轮科技革命浪猶卷全球 ， 中 国制造业正

要影 响 。 原材料 、 机械 、 电子 、 装备 、 能源 、 环境 、 ＾
临全面转型升级 的

＾
史使命 ’ 而规模 巨大 、 关联广

交通 、 金融 、 服务以露建等各个觀无不与辭１、

、 影响麵的汽车产业正是最麟破 口之
＾

是 建

息相关 ， 既服务于汽车 ， 也受汽车的拉动 。 在民用Ｉ
设制造强 国最有效的载体 、

、

抓手和龙头 。

“

诞生十个

业中 ， 汽车的产业链条最长 ， 产业关联性和带动性最
／
Ｊ
、米也不意味着建成 了制造强 国 ， 但只 要诞生 个

高 ， 资金 、 技术 、 人才最密集 。 汽车业已成为含金Ｓ
大众或通

＾
就

胃

代表着该 国 已 经是顶级的 制造强 １５

最高的大众消 费品 ， 甚至因此有汽车社会之称 ， 并衍
ｎ

＾^

生 出 丰富多样 的汽车文化 ， 这在工业制成 品 中是绝无
汽车产业之现状 ，

不避现实

仅有的 。 更重要 的是 ， 汽车代表着人类对 自 由 移动能獅 ， 中 国虽然早 已是世界第
－汽车大国 ， 却 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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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远非汽车强 国 。 赵院长认 为 ， 决定一 国汽车产业 强弱跃升至 品质卓越 、 进而支撑品牌的道路还很漫长而艰

的核心还是本土汽车企业的实力 。 就 中 国 目前的情况辛 ， 并且也受制于其他汽车相关产业能否共 同进步 。

看 ， 几乎所有的国 外顶级汽车企业都 已入华 ， 瓜分 了而对于零部件企业来说 ， 差距更大 ， 很 多关键零部件

大部分的市场份额和利润 ， 而 自 主 品牌车企 的生存形的核心技术 ， 包括设计开发能力和 加工制造能力 ， 都

势不容乐观 ， 总体规模有 限且非常分散 。 目 前 ， 自主掌握在外 国企业手 中 。 比如增压器 ， 对提升传统动 力

品 牌在国 内 商用车领域里 占据主流 ， 但并没形成优势总 成的节能水平至关重要 ， 整车厂需求强烈 ， 但却几

竞争力 。 未来随着法规不断加严 、 技术含量需求持续乎只能从霍尼韦 尔等外资企业购置 。 再 比如 电动车领

提升 ， 赵院长认为 ， 自 主品牌商用车将面临 日益严峻域 ， 虽然发展电动车的概念我们提出较早 ， 但是在 电

的挑战 。 而在乘用 车领域里 ， 自 主品牌车企的差距更池 、 电机 以及 电控系统等核心部件与技术方面都并不

为明 显 ， 在规模 、 品牌 、 技术 、 管理等各 个环节依然领先
； 再如汽车电子 ， 在整车重量中 占 比很低 ， 但成

落后于人 。 合资 品牌产品在中高端市场 占有绝对主导本却 占到 ３ ０％
？

４０％
， 而且未来预期还会有进

一步 的增

地位 ， 自主 品牌更 多地只能集 中在低端市场 ， 主要靠长 ， 然而这样关键而利润丰厚的领域里 ， 有实力 的企

低价竞争 。 随着 中 国节能 、 环保等法规 日益严苛 ， 劳业也几乎都是外 资 。 实际上 ， 全球汽车强国除 了拥有

动力成本 不断上涨 ， 以 及合资品牌 为释放产能而持续世界级 的整车企业外 ， 也都拥有世界级 的零部件企

下探产品线 ， 自主品牌的生存压力 将会越来越大 ！业 ， 如德 国 博世 、 大陆 ， 美国德尔福 ， 日本 电装 ， 韩

合资模式在 中国 汽车产业中 占有重要地位 。 对此赵国摩 比斯等等 。 核心零部件的短板 已成为制约 中 国汽

院长表示 ， 合 资是历史的产物 ， 应该客观全面的评价 。车产业整体水平的重要因素之
一

。

在当时 的条件下 ， 合 资有其必要性 ， 而且也发挥 了 引赵院长特别强调 ， 以互联 网 、 大数据 、 云计算 、

资 、 育才 、 积 累经验等积极作用 ， 对于我国在贫弱条件３Ｄ打印 和机器智能等为 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正在到

下快速建立起汽车产业基础具有重要意义 。 不过
“

市场来并发生重大影响 ， 无论是 德国工业 ４
．
０还是 《 中 国制

换技术
”

确实没有实现 ， 导致市场给了人家 ， 核心技术造２ ０ ２ ５ 》 都指 向基于充分互联 的智 能制造 。 汽车制造

却没能拿到 。 儿十年来 ， 中方实际只是拥有制造工厂的技术也必须紧跟未来走向 ， 加快升级发展 。 整体上 ，

一

半 ， 分得了
一

部分利润而已 。 相比之下 ， 没有合资股汽车技术将趋 向 于低碳化 、 信息化 以及智能化 ， 汽车

比限制的零部件产业 ， 情况更加窘迫 ， 真正具有
一

定规产业生态和汽车产 品本身都将 因此发生深刻变革 。 未

模和技术实力 的本土零部件企业少之又少 。

“

用我们的来汽车 的设计 、 制造 、 使用 、 服务模式等各个环节可

市场替人家
‘

养 了儿子
’

， 但
‘

自 己的儿子
’

却没能长能 都将发生巨变 ， 从而为人类提供更安全 、 节能 、 环

大 ， 这就是 当前中 国汽车产业的现状 。

”

赵院长说 。 当保 、 舒适的 自 由 出行解决方案 ， 并真正实现人
－车 －社

然 ， 外国企业紧守核心技术不愿分享并不意外 ， 这是其会的和谐发展。

利润的来源 ， 更是其可持续发展的根本保障 。 关键还是汽车产业之蓝图 ， 不遗余力
我们 自 己的思路不明确 ， 要求不坚决 ， 措施不系统 ． 赵《 中 国制造２ ０２ ５ 》 提 出 十大重点领域 ， 节能与 新

院长强调 ， 没有长远考虑 、 缺乏清晰战略 ， 是导致中国能源汽车也位列其 中 。 作为 《 中 国制造２ ０ ２ ５ 》 汽车部

汽车产业大而不强的首要原因 。分的主要执笔人之
一

， 赵院长认为汽车产业对于 中 国

汽车制造技术 ， 不独而论建设制造强国 至关重要 ， 是重要的载体 、 有力 的支撑

汽车制造既包括整 车制造 ， 也包含零部件制造 ，和强大 的抓手 。 他表示 ， 《 中 国制造 ２ ０２ ５ 》 不是
…

个

还与基础材料 、 基础 工艺和 基础元器件 如传感器 、为期十年的规划 ， 而是 中 国 制造业未来三十年长期发

控制芯片等密切 相关 ， 因此汽车制造技术既有个性 问展规划的第一阶段 ， 随着后续研究的继续深入及相关

题 ， 更有共性 问 题 。 正如前文所述 ， 汽车制造不单是举措 的不断实施 ， 中 国建设制造强 国 的 内涵与外延也

自身 问题 ， 而是涉及到国 家整体的基础工业实力 。将不断明确和具体 。 实际上 ， 这样长远的立意和思考

就整车制造而言 ， 中 国 自 主 品牌整车企业 的进本身就是 国家战略的高瞻远瞩与显著进步 。

步 总体上较为 明显 ， 不仅拥有大量最新最先进的制造而对于 《 中 国制造 ２ ０２ ５ 》 里
“

节能与 新能源汽

装备 ， 而且 员 工 素质也 在快速提升 ， 在产 品质量 上车
”

的表述 ， 赵院长介绍 ， 这一方面体现 了新能源汽

与合 资产品 的差异正越来越小 。 但是越是往上进步就车的 国家战略高度 ， 另
一方面也通过

“

节能
”

涵 盖 了

越难 ， 受到其他因素的制约也就越显著 ， 从质量可靠传统汽车技术 。 在具体规划 中
一共分列 了纯电动车与插

＊

１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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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式混合动力 、 燃料电池汽车 、 节能汽车和智 能网联汽很 多
“

硬性短板
”

都是国家层面的共性 问题 ， 不是企

车等四方面的战略 目标 。 其 中既包括电池 、 电机 、 电控业 自 身所能解决 。 这进
一步说明 了汽车强国 必须是 国

等新能源汽车关键技术 ， 也包括传统动力总成 、 非插电家战略 ， 需要国家的顶层设计和有力 推动 。 这一模型

式混合动力 、 轻量化 、 汽车电子 以及整车集成等传统汽及结果也被纳入了 《 中 国制造２ ０２ ５ 》 的汽车部分 。

车关键技术 ， 两者共同指 向汽车产业的低碳化
；
而智能赵院长最后强调 ， 《 中 国 制造２０ ２５ 》 为汽车产业

网联汽车 ， 与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的大方向
一致 ，发展提供了 全新的机遇 ， 但同 时面对全球工业 向

“

智

代表着未来汽车业态重塑与价值链重组的战略制高点 ，能制造
”

转型发展的汹涌浪潮 ， 基础薄弱 的本土汽车

指 向汽车产业的信息化和智能化 。企业也面临着 巨大的挑战 。 中 国汽车业 必须 紧 紧抓

赵院长还提 出 了 可 以 评价
一

国 汽车产 业强弱 的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 中 国建设制造强 国的双重战略机

汽车强 国模型 ， 该模型从核心技术掌控力 、 产 品竞争遇 ， 切 实发挥汽车对于整个制造业转型升级的载体和

力 、 生产制造能力 、 市场份额 、 品牌实 力 、 营 销及抓手作用 ， 边补课 、 边追赶 ， 争取早 日 实现中 国 人的

服务能力 、 人才水平 、 供应链能力 、 基础 工业水平和汽车强 国梦 ！

产业政策和管理体制 卜大指标来全面分析汽车产业状文章编号 ：

１ ５ １ ０ ０４

况 ， 量化评价短板与差距 。 通过模型定量分析发现 ，如果您想发表对本文 的看法 ， 请将文章编号填人读者意见调查表中關应位置 ：

（
上接 第 １ ２ 页 ）

工程师才能为用户 提供高质量的维修服务 。 另外 ， 值一

辙 ， 竞争不断加大 ， 五年 甜鲜有中 国产品 出 口 ， 到

得一提的是 ， 哈斯的维修人员可以 保证 ２４ｈ 内到达维目前有庞大 的中 国企业参展 国 外展会 。

”

海外开疆扩

修现场 ， 为用户进行 问题检测分析 ， 报备ＨＦ０后首次维土更不容易 ， 有一些 国外市场的准入制还有点高 ， 譬

修成功率已经达到９ ５％ 。

”

如 南 美 市场 ， 需要专 门 的 南美认证 。 对此 ， 丁 总表

现在百 易得 的工厂里摆放着 ４ ０台 哈斯产 品 ， 包示 ：

“

未来希望通过与 国外合资建厂的方式来更快地

括立式加工 中心 ＶＦ
－

２ 、 ＶＦ
－

３ ，Ｍ ＩＮ ＩＭ ＩＬＬ 、 ＳＭ ＩＮ ＩＭ ＩＬＬ将我们 的产 品推入当地市场 ， 同 时也能减少 贸 易壁

等 ， 不难看出丁总对哈斯品牌的肯定 ，

“

之后我们还垒 。 中 国 的品牌在 国外还是不够被认 同 ， 会有岐视 。

要再加订 ６台 ， 必须要打有准备之仗 ， 兵马未动 ， 粮草值得注意 的是 ， 在 巴西 、 土耳其 、 哥伦 比亚等新兴发

先行 ， 接了订单再买设备就太迟了 。

”

达市场 ， 有着很好的市场前景 。 目前 已经有一些医疗

器械企业在做了 。 这是将来走 出去的一个方 向 。 因 为

：

；

＇

再过 ３
－

５年 ， 中 国 巾
＋

场 的竞争就更难以想象 了 。

”

＼Ｗ今年 １ ０ 月 ， 百 易得在张 家港开发区有
－个 ３ ６０ ０ ０

ｎｆ的新工厂开建 ， 投资总额超 ７０００万元 ， 预计明年年

＼底完成建厂 、 投入生产 。 丁总称 ， 兴建新工厂的考虑

是源于 目 前工厂 的 占地面积及产能 已不足以 满足快？

＇Ｉ齡．
增长 的市场 。 新工厂投产后 ， 原 先老工厂会 留

－

部＃

的产 品或工序做 ， 新工厂则主要醒疗植入物产 品 的

‘ ‘

今年江苏百 易得髓额达到 ８

＇

指标 ３００ ０万元 ， 以 ３ ０％的增长速度预计 ， 到 ２０ １ ６年 ，

百 易得的销售收入要达到 １ ． ６
？

１ ． ８亿元 。 利润要超过

“

最近在忙哥 伦比亚 、 巴西 的两个单子 ， 每个６ ０００万元 。

”

， 丁总称 ，

“

完成这些后 ， 我们计划 开

軒都在 ４０万美元 以上 。 我们 的产 品 目前主要 出 口 南 始资本运作 ， 主要有两种可能 ：

一

是和外企合作 ； 另
一

美 、 中 东 、 东盟等 国家地区 ， 除此之外 ’ 还有小部种是独立上市 。 同 时 ， 区域划分会更清晰 。

”

对于百易

分 出 口希腊 、 俄 罗斯 、 乌克兰等欧洲地区 。 出 口 的产得的未来 ， 了总的规划可谓胸有豪情 、 竹海滔滔 。

品全部得到 了 这些 国 家 的医疗 资质认证 。

”

丁总说 ，

“

中 国医疗器械产 品 出 口和 中 国 石油产 品 的 出 口 如 出如 果您想发 表对本文的看法 ， 请将文章编号填入读者意见调查表 中酬 应位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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