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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世贸组织十年来，我国汽车工业发生了

很大变化，取得了快速发展。同时中国汽车工业

的发展也促进了世界汽车工业的变革与发展。过

去，中国汽车工业常常被描述为生产规模小、劳

动生产率低、产品开发能力弱、整车几乎没有出

口、自主品牌缺乏市场竞争力、缺少零部件工业

基础等等。与世贸组织谈判的时候，中国的汽车

工业是个幼稚的工业，是谈判双方争论最集中的

话题之一，我们希望汽车工业能够在有效期限里

得到一定的保护。最终，我们取得了五年多的过

渡保护期，这也给了我们喘息的机会。

入世短短的10年里，中国汽车工业由最令

人担忧的产业成长为令人振奋的产业，广阔的市

场空间使得汽车世界的重心向中国转移，中国企

业家有了广阔的思维方式和视野，产品质量得到

了提高，缩短了与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在21

世纪世界汽车工业发展进程中，中国注定要扮演

举足轻重的角色。

十年来，我国汽车产量、汽车产值、汽车出

口额大体增长了近十倍，我国的汽车工业成为支

撑世界汽车工业发展的重要力量。十年前，我国

的汽车产量只有200万辆，当时仅占有世界汽车

市场份额的百分之几；今天我们已经占有全球汽

车市场四分之一的份额。我国汽车产业的产品结

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不再以商用汽车为主，而

改以乘用车、家用轿车、小型汽车为主，这与国

际汽车产业的产品结构越来越接近。自主品牌取

得快速发展，2010年轿车产能中30%来自自主

品牌，而十年前这个数字大概还不到2%。在这

样的过程中，我国大企业的市场地位已经基本确

立，它们已经成为或者正在成为具有国际竞争能

力的大集团，一汽、东风、上汽、长安、广汽、

北汽在中国市场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把

中国汽车做好，世界汽车工业的四分之一也就做

好了。

中国市场也给跨国公司带来了生机，产品质

依靠政策推动的产业不具有持久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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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节能环保都得到全面升级。与世界先进水平

相比，我们还有很大的差距，但这样的距离正在

缩小。2001年开始实行国一排放标准的时候，我

们跟国际通行标准相差10年。如今，我们大大缩

短了这个差距，我们仅用10年就完成了欧洲20年

才完成的排放标准升级。我们的安全标准、环保

标准，节能标准也正快步与国际接轨。

政府的投入力度也达到了空前程度。政府明

确提出发展新能源汽车、

发展电动汽车的规划后，

科技部一项国家财政经费

投 入 就 超 过 了 2 0 亿 人 民

币，并支持汽车产业轻量

化发展，支持企业前瞻性

产学研结合研究。同时，

企业自身用于研发的投入

也在持续增加，这其中既

有国内企业的投入，也包

含了国外企业在中国的投

入，跨国企业在中国研发

活动日益活跃。

在 “ 十 二 五 ” 规 划

纲要中，明确提出鼓励跨

国公司在中国设立研发中

心，新一轮的合资合作被

赋予新的含义。如果说十

年前，我们的国际化还处

在比较被动的状态，如今

一 部 分 国 际 化 合 作 ， 包

括技术方面的合作，都有很大的改观，平等对话

也得到体现。现在，新的产学研合作机制正在建

立，政府与企业携手解决零部件落后的问题，并

已取得实质性进展；以新能源汽车为主体的节能

工程有序推进；整车出口有了提升，商用车的出

口成为了我国的出口主力。

我们完成了对世贸组织的承诺，每年进口60

亿美元整车零部件，并逐年递增15%，直至取消

许可配额限制为止。过去十年里，我国汽车产业

进口额大幅度增长，最高的时候达到了500亿美

元。进口增长的同时，我们的出口额也在增长，

2007年实现了进出口大体平衡。今年预计进出

口总额将过千亿美元。由于国际金融危机导致的

市场变化，2008年又出现了进口大于出口的情

况，但是我国的汽车零部件已经进入全球采购供

应链。在这样的环境中，我国汽车工业的成长有

一个比较明显的特点——完全是依靠内需拉动增

长。在内需的拉动下，汽车产销量在一定时期内

仍将保持高速增长，但企业未来要面临很大的压

力。外资企业已加紧在产业链各环节渗透，合资

企业开始与内资企业争夺低端市场，内资企业发

展空间正不断被挤压。进入后金融危机时代，无

天津长城汽车生产线

一个仅仅依靠产业政策来推动的产业，并不是

一个成熟的产业，并不是一个完全具有持久竞

争能力的产业。所以汽车工业要发展，一定要

按照中央既定的五个目标，即工业化、信息

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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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贸易保护主义

加剧，贸易争端增多，我国产品走向世界面临

更大的挑战。新能源汽车已经成为世界各国振

兴汽车产业的突破口。我国虽然在示范方面走

在前面，但是综合竞争优势并不明显。这些都

将是我国汽车产业面临的问题，也是我国自主

品牌汽车亟待突破的困境。

国家以“三驾马车”拉动经济增长，汽车产

业颇为受益。国家坚持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

需求的方针，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出

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

汽车产业从2008年开始尝到了支持政策的甜

头。随着经济增长方式转型和经济结构调整，产

生了“三个不变”和“三个正在变”。“三个不

变”是指整个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基本矛盾、要增

加物质财富的生产、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总体

方针没有改变；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基本方针没有

改变；汽车行业支柱产业地位没有改变。新的形

势下，有三个方面正在发生改变：一是技术方面

正在变，我们正在加强技术创新，力求在新领域

取得突破；二是世界汽车工业发展格局正在变；

三是中国要成为世界产业强国的方向正在改变。

我们要沿着产业方向努力进展，不仅仅是保持产

业大国的地位，更要转型为产业强国。

“三驾马车”也好、“三个不变”也好、

“三个正在变”也好，都是在推进中国汽车产业

的发展。

回顾入世十年的发展，我们应该增强发展的

信心。未来十年，我们的总体战略目标一定是由

大变强。这期间一批强势企业集团会涌现出来，

具有国际竞争能力的品牌会涌现出来，一批具有

现代模式的营销体系会涌现出来。这三个方面将

成为中国汽车产业强国的主要标志。后浪一定会

推动前浪，国际化进程中、城镇化进程中、汽车

市场化的进程中，我们要努力去取得越来越多的

有利条件，以增强我们的竞争力。

有一个问题，关于政策和市场两个推动

力，大家都很关心：随着一些汽车政策的变化，

汽车产业还能不能具有竞争能力？我国的汽车产

业在一段时间里，在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变革的过程中，特别是在2009年国际金融危

机中得到了国家产业政策方面的极大支持。这种

支持是有时效性和阶段性的，很快一年过去了，

一年半、两年过去了，一些支持性的政策会慢慢

退出。这种情况下，中国的汽车工业会面临更加

市场化、更加国际化的形势，一个仅仅依靠产业

政策来推动的产业，并不是一个成熟的产业，并

不是一个具有持久竞争能力的产业。所以汽车工

业要发展，一定要按照中央既定的五个目标，即

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发

展。在这五个目标推进下，汽车工业必将发生越

来越大的变化，在竞争增长方式转变过程中、组

织结构调整过程中坚持三个不变、同时推动三个

变化，为汽车工业持续健康发展做出支柱产业应

有的贡献。

胡锦涛总书记曾提出：技术的创新也好、技

术的进步也好、产业的发展也好，都要有利于老

百姓，让我们吃得更放心、住得更舒适、行得更

便捷、身心更健康、生活更幸福，为人民幸福生

活做出越来越大的贡献。幸福生活的创造就是汽

车产业发展的最大的推动力，让我们为谱写人民

美好幸福生活的新篇章而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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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中国国际新能源汽车产业促进推广周"上的参展商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