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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288/2021_2022__E8_87_AA_

E4_B8_BB_E5_93_81_E7_c123_288347.htm 在google上输入“汽

车自主品牌”，一共有97万多条信息。伴随着中国汽车工业

的发展，“自主品牌”已成为2005年度行业内最响亮的标志

性用语。不过，到底何为“自主品牌”，不同的人有着不同

的解释。笔者认为：由中国汽车人自己主导研发、生产、销

售的汽车品牌，才真的能进入“自主品牌”的队伍中。这支

队伍中，不乏奇瑞、吉利等轿车企业，也包括宇通、金龙等

客车企业，更少不了一汽解放、中国重汽这些和中国汽车工

业同龄的卡车企业。回顾他们的发展，我们可以看到，这些

企业无不走着“内搞自主研发，外拓国际市场”两条道路。 

研发路在压力和黑暗中摸索 前不久结束的上海车展，对所有

关心民族汽车工业的人而言，无疑是打了一针“兴奋剂”。

长安CV9、华晨M2、吉利城堡、比亚迪F3、江淮Vision，还

有奇瑞一口气拿出的五款全新汽车⋯⋯自主品牌的集体亮相

，让人们重新找回了“民族汽车”的感觉。今年初，宇通推

出的以“圆”为核心元素的新车型更是给客车行业传统的方

方正正的观念重新洗了一遍脑。而早在去年，重卡行业更是

展开了激烈的技术竞赛，一汽的奥威、中国重汽的HOWO7

系列，都成为当时行业内最为叫好的产品。不过，在一片热

闹景象的背后，仍然有很多问题值得我们思考。 市场压力亦

动力 近年来之所以呈现出民族品牌热衷自主研发的现象，主

要是市场压力造成的。一方面，如今的汽车市场早已不是当

初需要排队找关系才能买车的状况，消费者已牢牢抓住市场



的发言权。汽车的性价比如何？外形设计是否符合个人身份

？⋯⋯这些都成为消费者购车前要列入到考虑范围之内的主

要因素。为了满足消费者的需求，企业就不得不加大力量搞

研发，在尽量短的时间内设计出新的车型，把消费者吸引到

自己的帐下。另一方面，上面提到的这些企业大多没有和国

际汽车集团擦出合资合作的火花。由于名额的限制，国际汽

车集团选择的合作伙伴范围较小。在国内只做单一市场或者

规模较小的企业很难受到外资企业的青睐。既然拿不到现成

的产品，这些企业也只有靠自己的力量去研发产品。不仅如

此，由于我国在商用车领域具有一定优势，大多数企业不愿

因为合资而放弃自己的品牌。这类企业既然无法和外资企业

走到一起，就只能成为竞争对手。面对外来的压力，力主民

族品牌的企业只有加强自我的修炼，通过自主产品创新迎接

竞争对手的挑战。对于刚刚成长起来的民族品牌而言，现阶

段要做的是将来自客户和竞争对手的双重压力转化为动力，

打造真正属于自己的民族品牌。 道路曲折觅方向 纵观国内各

家企业开展的自主研发道路，其中仍然暴露出很多的问题。

迎面而来的首先是抄袭侵权的噪音。奇瑞的QQ、双环的来

宝SRV等，很长一段时间都被当作国际汽车企业攻击的靶子

。在大中型客车的设计上，国内企业也仍然停留在“好企业

抄国外企业，差企业抄国内好企业”的重复模仿抄袭的阶段

，缺乏独立自主的创新。这些现象多少让人们对现阶段的自

主研发感到有些无奈。不过最近有报道称，针对通用大宇汽

车和技术公司对奇瑞公司以不正当竞争为由的诉讼，奇瑞公

司发表了公开声明，欢迎通过正当的司法途径解决双方分歧

。这种方式表明国内民族汽车企业已开始正面迎接国际公司



的挑战，保护正在萌芽的自主创新。而另一方面，国内一些

企业正在尝试新的研发道路。上汽集团提出2007年自主品牌

汽车销售5万辆的目标后，试图通过收购国外汽车公司走一条

全新的自主品牌之路。不过，这种模式能否成功，还有待时

间进一步的验证。当然，除了外观设计之外，零部件的自主

研发更值得我们担忧。由于国内零部件行业仍处于“散、乱

、差”的局面，国内企业难有实力开展研发；而随着政策的

放开，外资零部件企业纷纷强势进入，也压制了国内零部件

企业的成长。不管怎样，在我国的研发道路上，可喜的是国

内汽车研发的一片喜庆，可叹的是至今还没有看到可以复制

的成功道路，可悲的是零部件企业看不到一丝起色。这些情

感的背后，自主研发还需要政府搭建平台，调动资源，建立

机制，引领民族企业的研发之路。 海外路近期的被动，远期

的危机 近一段时间，汽车出口的报道日渐增多。其中，走出

国门的大多是那些走在“自主品牌”道路上的企业。在轿车

行业，奇瑞、吉利可谓是行业内的领军者，2004年的出口量

都以近十倍的速度在增长。而吉利集团董事长李书福更是提

到“将来三分之二的吉利汽车将出口海外”的目标。在商用

车领域，出口已成为企业经营中一件相当平常的事情。凭借

在性价比上的优势，国内商用车广泛出口中亚和东南亚等国

。不仅如此，奇瑞、长安、中兴、长城、华晨金杯等国内企

业纷纷在海外建厂，更表明民族汽车企业走向海外的决心。

和自主研发路相似，同样是一片热火朝天，但同样也是困难

重重。 两线作战保生存 虽然在进军海外的道路上，各家企业

都有着各种豪言壮语，体现了一种“振兴民族汽车工业”的

精神，但在光环的下面，更真实的理由是这些企业所背负的



生存压力。在轿车领域，奇瑞、吉利这些企业面临着合资企

业大规模、多品牌、高性价比的挑战，在中高端市场基本上

没有生存的机会。而在低端市场，激烈的价格战造成了产品

利润过低。面对在国内市场要销量没销量、要利润没利润的

局面，民族汽车企业只得在艰苦守住国内阵地的同时，加快

进军海外市场，以维持企业的正常经营。在商用车领域，这

块市场一直是国内企业把持的阵地。多年来的同质化竞争，

各家企业在各细分市场可以获得的利润都在逐渐下降。对于

大多数民族汽车企业而言，除了在国内和竞争对手继续“短

兵相接”之外，剩下的就是腾出一只手来开拓海外市场。这

些代表民族品牌走出去的企业，正是通过国内、国外两线作

战的方式，力保在激烈市场竞争下得以生存。 售后服务待提

高 从现阶段的趋势来看，走向海外确实是民族汽车企业发展

的必然之路。但是，在这条路上，各家企业走得并非一帆风

顺，最大的问题体现在售后服务方面。一方面，目前国内各

厂商的出口大多仍停留在小批量整车出口上，无法实现规模

效应。这种状况下，企业很难有勇气投入充足的资金和人力

完善海外市场的售后服务体系，常常出现无法及时更换配套

的现象。这种短期利益导向的经营方式给企业在海外市场的

长期开拓和维护造成了较大的困难。其次，由于服务体系的

不完善，整车出口后的零配件维修也存在较大隐患。在国内

大中型客车市场，这一问题已经表现得相当突出。由于发动

机、底盘等核心部件采购自国内主要的几家汽车配套企业，

客车生产企业一般不能擅自维修这些部件。一旦客车出现问

题，客车生产企业不得不和上游企业协调解决，无法及时给

客户提供快捷服务。这种在国内就无法解决的问题，必将困



扰走出海外的民族汽车企业。面对这种现状，走出海外的民

族汽车企业更需要在政府的引导下，加强和上游配套企业、

下游海外经销商的合作，共同做好海外市场。 100Test 下载频

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