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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福全：造车不是“造手机” 

本文来源：腾讯汽车 2015-11-20 

第 13 届广州国际汽车工业博览会于 11 月 20-29 日举行，车展现场清华大学汽车产业研

究院院长赵福全接受了腾讯汽车的专访，以下是访谈实录。 

腾讯汽车：近些年，汽车智能化、科技化的热度越来越明显，包括此次广州车展上很多

自主车企，都主打创新科技，作为行业研究的专家，您觉得目前汽车智能化技术发展到什么

阶段？ 

赵福全：现在由于互联网的发展，智能化成为了可能，尤其是车和手机的互动，车载互

联网的能力。实现智能化就是让车更聪明，让车接近人一样来服务人。无论是智能化还是一

般的汽车技术都应该经历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提出概念，第二个阶段是做一些原型的东

西证明概念的功能，第三个阶段是对很多功能进行完善，简单地推向市场，第四个阶段就是

成熟、大批量、低成本地产业化。现在很多智能化的东西已经在车上体现，但跟我们想象的

智能化，自动驾驶，车车通讯等还有一部分距离。车载移动通讯，歌曲下载，道路救援等在

车都已经实现，但规模不到，成熟度不够，功能不全。如果按照刚才讲的四个阶段的话，智

能化还处在 2.5个阶段。 

腾讯汽车：中国制造 2025的目标主要在智能化，您觉得这对于我们自主品牌有哪些挑战

和努力的方向？ 

赵福全：现在汽车要解决四大公害或四大问题，能源问题、环保问题、交通拥堵问题和

安全问题，这都和汽车怎么更聪明地被使用或者更聪明地服务于人有很大关系。如果车很聪

明就可以避撞，可以更节能，比如信息如果畅通的话就可以保证前面的道路拥堵提前绕道而

行。汽车可以更节能、环保地运转，这些都和汽车的聪明程度有关。 

汽车越聪明的话就能更好地服务于客户，服务于人类，从这个角度来说大家就非常关注

汽车智能化。中国制造 2025就等于如何实现智能制造，这就得要有智能产品的需求，未来进

入智能的时代，智能的时代是所有的东西都要能够像人一样聪明，通过人工智能。中国制造

2025就是通过智能制造来实现智能化的产品，这样来看汽车应该是最复杂的产品，而且和人

的生命、幸福、交通、能源、环保都息息相关，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大家对汽车的智能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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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更关注，而且智能制造是解决未来汽车的四大难题，以及让汽车更好地服务于人类的最重

要的手段。 

腾讯汽车：相比于国际企业，我们在自主方面的挑战更大是吗？ 

赵福全：机遇和挑战并存，汽车智能涉及到即时感知、判断和执行，这对汽车的硬件和

软件都有很高的需求。汽车不是很聪明的时候我们都造得不够好，将来如果想让汽车更聪明，

那造车就要有更强的能力，庞大的数据库，很强的硬件，还要有强大的软件能力。从这个角

度来说，我们和原来外资企业的差距也会凸显出来。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毕竟是我们满足

中国这个市场，而且中国企业对于互联网的认知度也是蛮高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们也有

很多的机会。中国的消费者对未来智能汽车的需求更强烈，我们中国的自主品牌有先天的优

势，对消费者的心理需求有很大的认知。从技术上来说，我们有一定的差距。但是像很多智

能的技术，外国企业也没有绝对的优势，不像传统的技术，车身、底盘、发动机这些技术差

距较大，对他们来说，智能这部分他们也是后发展起来的。另外有很多围绕智能的技术并不

都在整车企业掌握，都在互联网、IT企业里面掌握，IT产业和互联网企业的能力，中国企业

蛮强的。自主品牌企业如何和这些企业有效地合作。我们不能够看强与弱就是汽车本身，现

在跟十年前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麦肯锡讲的影响未来十年、二十年的技术，很多都跟汽车有

关，有些是直接的，比如自动驾驶，有些是间接的，比如自动驾驶还包括交通信息产业的支

持，外国的企业也解决不了，这需要整个国家的能力。中国的 IT和互联网企业跟国外的差距

比较小，甚至有些我们是领先的。核心是怎么把汽车的外延做好，大家协力把我们的汽车产

业做好。从更广义的汽车产业的定义来说，说不定我们可能由于 IT和互联网企业的强势，我

们弥补了一些相对的差距。 

腾讯汽车：我觉得有一些观点是值得商榷的，未来智能化很强大，他们本身企业有很好

的这方面的底蕴，他会觉得我们做什么车不重要，消费者关注的就是体验的是怎样的服务，

您是否统一这样的观点？ 

赵福全：那就要回到最原始的问题，为什么要做车？车是保证从 A点到 B点的移动工具，

在移动过程中消费者需要什么呢？首先以最快的速度、最高的效率、最安全、最节能、最环

保的移动，一眨眼就到 B 点了还要开车吗？但有个别的人周末去休闲，或者汽车运动，99%

的把车作为移动工具，如何保证从 A 点到 B 点最基本的高效、安全、环保、节能的移动，我

认为这是最重要的。而且在这个过程中如果车不安全、不节能、不环保，那你说这个车造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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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什么意义呢？所以说造什么车不重要，我认为这是不正确的理解。即使是手机也在乎抓

屏的感觉，防电磁干扰的能力，抗摔的能力，汽车更是如此。如果认为只要关注消费者的体

验，做什么车不重要，将来一定会输得很惨。因为消费者买车是需要安全、快捷、环保、节

能的，实现从 A 点移动到 B 点的功能，如果这个体验造成了我从 A 点到 B 点更不安全了、更

不快捷了，我相信没有一个人会躲在车里面上网。 

腾讯汽车：有人就是这么说的。 

赵福全：消费者会认识到，自动失灵、转向不灵活、动力不足、噪声很大的话，这样的

车就丧失了最基本的东西。 

腾讯汽车：很多人都提像造手机这样造车。 

赵福全：手机已经不是只有一个通话的功能了，是相机，又是录音机，又可以收发信息，

它是一个信息交互的终端，但汽车不是，汽车会起到一定的信息交互终端的目的，但最本质

的功能是从 A点到 B 点的移动，在这个过程中如何缩短时间。也有人把汽车当成是第三空间，

但谁会在车里面睡起来没完没了呢。 

也有人把汽车当成第四屏，但谁会在汽车里面看电影看得没完没了呢？只是在移动的过

程中如何把这段时间有效地利用。但一定要让人安全地实现移动。否则我认为这种想法是非

常可怕的，但人家有钱愿意这么做也没有关系，不过最终不是玩概念，也不是看思路，市场

是最好的检验，消费者为什么买你这个车，他是为了在里面找手机的体验还是从 A 点到 B 点

简单的移动。手机摔坏了就摔坏了，车一旦发生事故就是人命关天的。不要低估汽车最基本

的要求，比如环保，手机几乎没有环保的要求，只是在制造过程中用材的环保，但汽车排放

的尾气，即使是电动车大家还关注如何从生产电的过程中环保，所以从生命周期来看这个有

需求吗？环保问题消费者可能不关注，但政府关注，因为这也间接地影响消费者。 

腾讯汽车：现在造车的互联网企业很多，但有很多死了。 

赵福全：很多 IT 互联网企业愿意涉足汽车产业，这是好事，他们认识到两件事，第一汽

车有巨大的商机，车展这种规模就是商机的体现，汽车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有钱可赚，而

且是民用产品里面附加值最高的产品。第二他们认识到可以有所作为，因为汽车由原来简单

的以机械功能为主，电子功能为辅的产品转变为以电子功能为主，机械功能为辅的，做互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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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的人认为这个有机会。但如果有能力介入就认为造出不符合安全、环保节能，只注重体验

的，我认为这不会有成功的机会。 

我觉得对汽车产业要有敬畏的心，要尊重这个产业的本质，汽车既需要机械的东西，可

靠，同时有电子的东西升华，他们说的东西是属于软的东西，但不用在硬的基础上就是稻草

人，聪明的稻草人也是不能做事情的，所以一定要成为智能的机器人。机器人本身很强大，

有了智能以后更聪明，能带给汽车产业的是智慧这部分。汽车产业也应该以开放的心态欢迎

这些人进来，但不是谁把谁吃掉。汽车经过了一百多年，消费者最关注什么东西？你这个车

再有很好的用户体验，再有很多花哨的东西，有很多个 APP，但是坐这个车出了事故之后车

毁人亡，那么一台车都卖不出去，我想造这个车的互联网公司老总也不会坐这个车。我认为

应该是取长补短、共同合作的产业。汽车产业不能简单地定义为十几二十年前造汽车的人，

除了硬的东西以外还有很多软的东西。 

腾讯汽车：最后问您一个选择题，我们刚才说了很多互联网公司造车的案例，在这么多

案例里面，乐视、小鹏、蔚来汽车、游侠您最看好的是哪个？ 

赵福全：我认为现在讲某一个企业就一定能胜出为时太早，但我也了解了一些企业，有

些企业的掌门人说的东西让人觉得更理性。 

比如有些企业真的知道汽车的安全需求，它的复杂性使我们互联网人要有敬畏之心，也

有很多互联网认为汽车可以参与和有所作为的。造车的互联网企业的人，又有哪些是 IT企业

的人？都是雇了一群在汽车行业打拼了很多年的人，他们的骨子里是认同汽车的复杂性的。

我认为有些企业的老总还是有点乱说，而且把车看得太简单。 

我们汽车人也应该努力地培训这些没有汽车经验的领军人，让他们对汽车要有敬畏的心，

因为汽车就是生命，我们所有的人都要有敬畏的心。最后我认为谁能够有效地合作，谁才能

胜出。比如你刚才讲的这几家企业，我认为越自以为是的企业死得越快。谁能够以开放的心

造车，而不是玩多少概念，消费者才愿意掏钱来买，而且还愿意持续地买，愿意推荐给自己

的朋友，这时候我认为就是真本事。不是说送汽车买汽油，手机可以买手机送话费，这完全

是两个概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