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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一汽自主品牌发展模式调研报告

经济学院　赵　娟

伴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我国汽车产业取得了跨越式发展，自主品牌的创新

产品不断涌现，并呈现出勃勃生机。但是，我国本土汽车产品的核心技术水平与发达

国家相比还存在较大差距，自主创新能力有待进一步提高。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到２１
世纪初，中国汽车品牌发展经历了一个从自主品牌到引进合资品牌的阶段，多数本土

汽车骨干企业均实施了“以市场换技术”的发展策略。其结果是汽车品牌迅速增加，

汽车市场也得以发育壮大。然而，中国自主品牌发育匮乏，没有核心技术，自主研发能

力因合资暂时带来的利润而被忽视，结果是国内市场大部分被国外品牌分割（宋海

龙，汪海粟，２０１１）。如何提高我国汽车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如何选择适合我国国情和
适应不同企业技术能力的从制造到“智造”再到创造的自主发展道路，已成为企业、政

府和学术界共同关心的议题。

本文拟通过介绍中国一汽集团企业概况，以及研究其自主品牌发展模式，分析与

归纳一汽自主品牌发展现行模式的优缺点，探索我国汽车企业自主品牌发展模式未来

演变的路径。

一、一汽企业概况

（一）发展历程

１９９２年７月１５日，经国家有关部门批准，正式组建 “中国第一汽车集团公司”，
简称为“中国一汽”或“一汽集团”。一汽集团总部位于吉林省长春市，前身是第一汽

车制造厂，毛泽东题写厂名。“中国第一汽车集团公司”成立之后，第一汽车制造厂作

为集团从属名称予以保留。

从建厂开始，一汽经历了三次创业。第一次创业始于２０世纪５０年代。该厂１９５３
年奠基兴建，１９５６年建成并投产，制造出新中国第一辆解放牌卡车，１９５８年制造出新
中国第一辆东风牌小轿车和第一辆红旗牌高级轿车。一汽人在一片荒原上建起了中

国第一个汽车工业基地，开启了国产汽车从无到有、不断发展的历史。

改革开放以后，从１９７９年到１９８８年末，是一汽“解放”汽车的换型改造时期，又称
第二次创业时期。在这一时期，一汽用三年时间完成了中重型卡车ＣＡｌ４１的全新换型
和垂直转产，还开展了学习日本先进技术和管理方式、建设性企业整顿等活动，为换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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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造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从１９８８年到２００１年末，是一汽结构调整时期，又称为以发展轿车、轻型车为主要
标志的第三次创业时期。在这一时期，一汽形成了中、重、轻、微、轿、客全面发展，自主

与合资互为支撑的集团化发展格局。这个时期是生产大发展的一个时期，２００１年与
１９８８年相比，一汽产量增长５．１倍，销售收入增长２２．８倍，职工收入也有很大提高。
在全国５００家最大企业的排名中，一汽始终处于前１０位。

经过５９年的发展，一汽已经成为国内最大的汽车企业集团之一。如今，一汽正在
进行着第四次创业，开始了做强做优自主事业，加快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自主一

汽、实力一汽、和谐一汽”的发展新阶段。

（二）企业简介

中国第一汽车集团是国有大型汽车企业集团，设有２２个职能部门，拥有５家分公
司、６家全资子公司、４家控股子公司。其中，上市公司４个，分别是一汽轿车股份有限
公司、长春一汽富维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天津一汽夏利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启明信息技

术股份有限公司。主营业务板块按领域划分为研发、乘用车、商用车、零部件和衍生经

济等体系。中国第一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作为集团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拥有１１家全资
子公司、２家上市公司、３家合资公司和１个技术中心。截至２０１１年末，一汽集团资产
总值为２１３７亿元，员工总数为１２．５万人。

中国一汽现已建立东北、华北、西南三大生产基地，形成了立足东北、辐射全国、面

向海外的开放式发展格局和中重型卡车、轿车、轻微型车、客车等多品种、宽系列发展

的产品格局，拥有解放、红旗、奔腾、夏利等自主品牌和大众、奥迪、丰田、马自达等合资

合作品牌；与１００多个国家众多企业、代理商和供应商建立了广泛的商业联系，在南
非、坦桑尼亚、巴基斯坦、墨西哥等地区拥有海外组装生产基地。２０１１年，一汽实现整
车生产２５６．７万辆、整车销售２６０．１万辆，实现营业收入３６９４．３亿元。

自２００５年起，一汽连年进入“世界５００强”，２０１１年位列第１９７位。
２０１１年，“中国一汽”品牌价值达到８４２．６６亿元，居《中国５００最具价值品牌排行

榜》第９名，继续保持国内自主汽车企业品牌价值第１位。

二、一汽自主品牌发展模式

一汽自主品牌发展坚持了“自主发展、开放合作”方针，经历了合资合作—学习开

发—中高端进入市场的阶段（宋海龙，汪海粟，２０１１）。
一汽自主品牌的发展是“开放合作”的结果。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名震一时的红旗轿

车就是以１９５５型克莱斯勒轿车的蓝本制造出来的。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一汽通过和德
国大众的合作重新开发红旗系列轿车，完成了红旗轿车的更新换代，但在外形上带有

明显“奥迪”的影子，技术上也依靠国外。一汽现在的自主品牌轿车“奔腾”、“威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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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利”、“森雅”等全部是在与国外汽车公司合资合作基础上借鉴合资车型平台开发

而来。

２１世纪初，一汽确定了自主研发的策略，并于２００６年提出了自主创新的总体思
路：依托中国市场，传承５０年历史经验，集成世界先进技术，走科学可持续发展的自主
创新之路。其创新特征是“规模自主、高端自主、体系自主和持续自主”。目前，一汽

具备了商用车全系列自主开发能力，中级及中级以下乘用车的完全自主开发能力，建

立了经济型轿车、中级轿车两个自主研发平台，豪华乘用车具备了整车匹配及关键核

心总成和技术的自主开发能力，一汽自主研发专业覆盖基础研究、应用研究、汽车电

子、整车、关键总成及零部件，研究开发深度包括技术预研究、平台和技术升级产品以

及适应性产品的开发，初步形成了“生产一代、开发一代、准备一代”的产品研发格局。

在市场的进入策略上，一汽保持着中高档轿车的产品线“红旗”和“奔腾”。２００６
年４月，一汽轿车Ｃ３０１在北京揭开神秘的面纱。２００６年５月，一汽轿车Ｃ３０１在杭州
正式命名为“奔腾”轿车。２００８年１０月，奔腾Ｂ７０推出０９款。２００９年５月，奔腾Ｂ５０
上市。２０１２年４月，一汽红旗品牌战略全面展开，目前已开发了Ｌ、Ｈ两大系列红旗整
车产品，形成了可覆盖Ｃ、Ｄ、Ｅ级高级轿车的发展基础，逐渐向ＳＵＶ、礼宾车、面包车等
车型拓展。在红旗品牌的规划中，未来红旗还将推出新能源车型Ｈ７ＰＨＥＶ。２０１２年７
月１５日，一汽红旗高档车型Ｈ７悄然下线，其即将成为国内省部级领导采购用车，这
也间接宣告国人之车低调回归。次日，奔腾中高级车型奔腾 Ｂ９０正式下线。据目前
相关数据显示，红旗Ｈ７借鉴一汽现有合资品牌的研发成果，过去几年来，经过设备工
装调试、工艺调试、小批量试生产，现在已正式进入批量生产阶段。虽然在市场表现中

与国外品牌相比，“红旗”和“奔腾”这两款车的市场份额并不显著，然而，它在一定程

度上表明了一汽在自主品牌方面的坚持和成就。

综上所述，一汽在发展自主品牌方面采取了以合资合作为先，再集中力量进行自

主开发为主的模式：与多方国外公司进行合资或合作设厂，在生产和销售的过程中，通

过中方人员的参与，不断学习合资方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积累经验，锻炼队伍；同时，与

外方进行合作性的产品开发，提高自身的研发能力。当经验和能力积累到一定程度能

够进行自主产品开发时再全力推进自主品牌的建设。

三、一汽自主品牌发展模式评价

（一）一汽模式的优点

１．合资生产获得资金
通过借助国外汽车品牌多年的经营管理经验开发国内市场，迅速扩大市场份额，

获得利润，从而取得企业生存发展的必要条件———资金。这为企业发展自身事业提供

了原始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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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合作创新有利于企业借助外部力量迅速缩短技术差距，从而节省大量的研发
时间和资金

我国汽车工业自主研发中的合作创新是在汽车生产企业没有能力或很难实现自

主创新时所采取的创新方式，其目的是通过合作创新积累技术实力、培养技术人才，为

尽快实现自主创新打下良好的基础，是自主创新的有益补充。中方人员在合资企业中

接触国外的先进技术和管理，可以积累大量经验，全面提高自己的研发能力。这在一

定程度上为进行自主品牌开发锻炼了队伍。

３．形成完整的自主研发体系，这有利于带动自主品牌建设和企业的发展
一汽现有多家研发机构，其中技术中心①是一汽集团公司的核心研发机构，是由

国家经贸委等部门认定的第一批国家级技术中心，集科学研究与产品开发为一身，机

械行业排名第一，拥有汽车震动噪声和安全控制综合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企业级博

士后流动站及院士工作站，具有规模大、核心能力强、研制手段先进、技术实力雄厚等

特点，是一汽自主汽车产品研制开发和试验检测基地。目前正积极筹备设立海外研发

中心，支持自主汽车产品海外经营战略并利用国外先进技术资源以弥补国内研发能力

的不足。此外，一汽还设有铸造技术中心、模具技术中心、车载电子技术中心等研发

机构。

由于突出的地缘优势和专业优势，一汽与吉林大学保持了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

两家单位更在２００９年７月签署了“产学研”全面合作协议，使企业与高校的集成创新
迈上了一个新台阶。

４．高中低档车的全面合资积累了不同市场层次的市场开发经验，可以为自主品牌
进入多个市场层次积累经验

自主品牌的市场进入战略既可以是从低端品牌进入，也可以是从高端品牌进入。

从２００９年以来，一汽在产品方面，基本形成了由商用车“解放”、中高档轿车“红旗”和
“奔腾”、中低档轿车“威志”和“夏利”等组成的自主品牌产品系列，取得了自主发展

的一定进步。尤其一汽“红旗”品牌高端轿车发展经验值得借鉴。

（二）一汽模式的缺点

纵观一汽发展的历史及现状，可以发现，“先合资后自主”的模式也存在下述

问题：

１．中方人员很难掌握合资公司的核心技术和管理方法
一方面，合资公司进行技术、管理的控制，中方人员很难学到精髓。另一方面，国

内企业由于本身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的素质有限，从而容易导致学习流于形式，而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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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领会其核心内容并因地制宜加以改进。

２．企业容易被合资暂时带来的巨额利润冲昏头脑，从而迷失方向，忽视自主创新
能力的开发

２１世纪初，一汽认为，在中国的发展模式下，乘用车市场达到第一个５００万辆规
模时，合资品牌会占据主导。同时，自主品牌会积累基础，锻炼队伍，也有发展的机会。

在这个阶段，一汽的轿车战略就是“跟”，不要掉队。基于这样的认识，一汽在轿车方

面，相当长时间内是以发展合资品牌为主，包括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与德国大众合资成立
一汽大众，２００３年与丰田合资成立一汽丰田公司，同时和马自达合作进行 Ｍ６的生产
与销售。自主品牌的发展（主要是红旗、奔腾、夏利等车型）被暂时放在了学习者的位

置上，并未大力推进。直到２００９年，一汽在新形势下不得不重新认识自主品牌的建
设，确立了自主品牌战略是一汽最高战略的发展思路，明确提出：凝心聚力，统一思想

干自主；理清思路，统一目标干自主；科学配置，统一资源干自主。

四、结论及对策建议

一汽自主品牌发展模式证明，一个企业的创新活动既要发挥企业内部优势，在原

始层面上攻克前人无法攻克的难关，又要善于运用外部资源，在一个开放的平台上寻

求创新，这样才能使企业在市场中保持长期稳定的竞争力。一汽自主品牌发展模式已

经成为东北地区乃至全国范围内的成功模式，其成功的经验值得其他企业学习借鉴。

同时，也要吸取一汽模式中的一些教训，为此本文提出以下对策建议：

（一）建立和完善能有效激励创新发展的政策体系

自主创新发展的主体虽然是企业，但是政府应该运用经济、法律杠杆去创造一个

良好的创新环境，以鼓励企业的自主创新。为创新构建平等的政策环境，对企业创新

行为给予适度的扶持。切实保护知识产权，引导企业提高运用、管理和保护知识产权

的能力。

（二）进行企业产权制度改革，促进企业自主创新

合资汽车企业产品自主创新、自主开发发展较民营企业迟缓的原因，虽然有合资

企业产品技术有外资全球车型资源的支撑，合资企业在我国市场发展中面临不同的发

展任务，同时，也应该看到合资企业自主创新积极性确实不如民营企业。

把汽车行业国有企业和汽车合资企业中方投资的一元化的产权结构改组为多元

化的产权结构，是增强自主创新的重要前提。产权多元化包括国家股权、国有法人股

权、其他法人股权、个人股权、外商股权等，其主要目的是在国有产权内部引入具有明

晰产权边界的法人产权和个人产权，通过注入非国有产权的力量，加强对汽车行业国

有企业和汽车合资企业中方投资方行为的约束和监督。也可以说，产权结构多元化是

解决汽车行业国有企业传统弊端，促进汽车行业自主开发能力建设快速发展的根本

０１１



长春一汽篇

出路。

（三）培养汽车产业的创新人才

培养和引进人才是我国汽车工业实行自主创新战略的重要方面，是提高汽车工业

自主创新能力的捷径。

１．实施汽车工业人才战略
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各国经济的发展将主要依靠技术，国际经济竞争也主

要表现为技术的竞争。因此，为提高我国汽车工业的自主创新能力，保证我国汽车产

业发展的总体战略目标的实现，必须着力实施汽车工业人才战略，健全现有层次的研

发人才梯队。

２．注重人才的投资与培养
要形成尊重人才的良好氛围，使创新人才成为促进先进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力量，

在创造价值和社会财富的过程中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从而提高汽车工业的自主创新

能力。

３．建立有效的激励机制和合理的用人机制
创新活动需要激励，形成有效的激励机制将有助于提高创新人才从事创新活动的

积极性，形成敢于创新、勤于思考和善于应用创新成果的工作氛围，促使创新人才脱颖

而出。

参考文献

［１］贾可．中国汽车调查［Ｍ］．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５．
［２］路风，封凯栋，等．发展我国自主知识产权汽车工业的政策选择［Ｍ］．北京：北

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５．
［３］宋丹妮．探索中国汽车自主品牌之路［Ｊ］．山西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学报，２００５

（９）．
［４］宋海龙，汪海粟．一汽与奇瑞自主品牌汽车发展模式比较［Ｊ］．经济研究导刊，

２０１２（１９）．
［５］杨沿平，唐杰，周俊．中国汽车产业自主创新现状、问题及对策研究［Ｊ］．中国

软科学，２００６（３）．
［６］于方，庄晖．中国汽车自主品牌发展模式探索［Ｊ］．上海管理科学，２００６（１）．
［７］张占斌．比较优势中国汽车产业的政策模式战略［Ｍ］．北京：清华大学出版

社，２００４．
［８］新浪网—新浪汽车．解读一汽自主创新战略［ＥＢ／ＯＬ］．［２００７－０７－３０］．ｈｔ

ｔｐ：／／ａｕｔｏ．ｓｉｎａ．ｃｏｍ．ｃｎ／ｎｅｗｓ／２００７－０７－３０／０２０２２９７０４８．ｓｈｔｍｌ．

１１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