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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红旗到奥迪，从奥迪到红旗

———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参观活动有感

金融学院　祁敬宇

近年来，我校工会结合广大教师实际，有的放矢地举办了各种活动，这些活动贴近

教师，贴近教学，从教职工的身心保健、理论课题调研、社会实践等方面组织了活动，得

到了大家的普遍认可。

２０１２年７月，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工会组织的暑期考察团一行到长春第一汽车制
造厂（以下简称“一汽”）进行了参观。通过这次参观学习，我们对我国的汽车工业有

了深刻的认识。

一、红旗汽车———中国汽车工业的起步

通过参观我们了解到，我国汽车工业每一阶段的发展，与当时的国家整体经济形

势和国家宏观政策密不可分。参观一汽，我们看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汽车工作发展的

足迹。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一汽的发展史也是中国汽车工业的发展史。

我国汽车工业起始于毛泽东时代。１９５０年，毛泽东访问苏联期间，中苏双方商
定，由苏联援助中国建设第一个载重汽车厂。１９５３年，毛泽东签发《中共中央关于力
争三年建设长春汽车厂的指示》。建设汽车制造厂还作为我国首批重点工程被列入

第一个五年计划。

１９５６年７月１３日，第一辆解放卡车下线，此第一阶段生产的解放牌汽车的型号
是ＣＡ１０型，Ｃ代表中国，Ａ是第一的意思。在这条崭新的总装线上，生产出被毛泽东
命名为“解放”牌的第一辆汽车。在新中国的历史上，由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为一款

车命名并题字是史无前例的事情。

首批１２辆解放牌汽车缓缓驶下装配线，成千上万的人站在道路两旁，争先恐后目
睹国产车的风采，工程师们还兴致勃勃地凑起一副对联：“举国翘盼尽早建成汽车厂，

万人空巷人民争看解放牌。”这１２辆解放汽车的下线，结束了中国不能批量制造汽车
的历史。

由于我讲授“中国金融史”课程，对钱币收藏有更多的喜好，１９５３年版的壹分纸币
（采用四色胶印，主色调为茶色，由天津印钞厂印制）的正面主景图案为一辆满载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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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卡车，这辆卡车就是国人早已熟悉的国产（老式）解放牌汽车。

从１９５４年到１９７８年，中国在自己经济也很困难的情况下，对阿尔巴尼亚实行了
大量的经济援助。在阿尔巴尼亚的公路上跑的是解放牌或东风牌汽车。解放牌汽车

的“身影”还出现在阿尔巴尼亚流通纸币的图案中。

１９５７年９月２６日，５５９０多辆解放牌载重汽车被分配到全国６０多个省市。解放
牌汽车用实实在在的销量书写了“中国制造”的佳话。另外，解放牌汽车还被改装成

公共汽车、无轨电车、消防车、洒水车等，实现了多功能开发。

解放牌汽车结构坚固，使用寿命长，跑遍中国大地的每一个角落，甚至登上了号称

“世界屋脊”的青藏高原。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奔驰在中华大地上的汽车，每两辆中就有
一辆是解放牌汽车。１９８６年９月２９日，第１２８１５０２辆“解放”牌卡车开下了一汽的
总装配线，生产了整整３０年的“老解放”最终停产。

二、从红旗到奥迪———改革开放的见证

自２０世纪 ８０年代末期，一汽引进了奥迪轿车的制造技术后，企业走上了开放合
作、自主发展的道路。在２０多年的开放合作中，一汽引进、学习、消化、吸收了国外大
量的先进技术、管理经验，而且学会了造轿车，形成了开放合作与自主发展的“联动效

应”。通过合资合作，一汽整车产品形成大众、奥迪、丰田、马自达四个合作品牌，并进

一步做强了解放、红旗、夏利三大自主品牌；在产品系列上发展出重、中、轻、轿、微、客

多个品种；在生产布局上形成了东北、华北及胶东、西南几大基地；在市场竞争上已经

通过数千个经销服务商网点将触角延伸到全国的每一个地区，并已在海外一些国家建

立工厂和开展销售业务；在产品的开发上已经形成了以总部的技术中心为核心，长春、

青岛、无锡、天津互为补充的研发体系。近几年来，一汽每年的合作品牌产品与自主品

牌产品各占“半壁江山”。２００５年，夏利这一自主品牌销量突破 ２０万辆，成为国内轿
车的销量冠军。一汽的发展为企业从“开放合作，自主发展”向“自主发展，开放合作”

的跨越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汽车工业是一个典型的全球化产业，世界各国对汽车安全、节能、环保的要求日趋

严格，这成为我国汽车工业发展面临的又一重大课题，也是实现“人、车、社会和谐发

展”的重要因素。毫无疑问，“人、车、社会和谐发展”首先要求作为经济组织的企业提

供给用户和社会的产品要不断地体现“绿色”的追求。对用户而言，他们青睐燃油消

耗低、噪声低、安全性好的车型；对社会而言，它要求企业要按时生产出满足国家法规

要求的产品。近两年，一汽成功开发了红旗混合动力轿车，并相继开发了两款双燃料

经济型轿车和多款代用燃料发动机，自主开发了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 Ｊ６系列换代卡
车，开发了达到欧Ⅲ标准并面向欧Ⅳ标准的电控柴油机。
２００５年年底，一汽相继把两款绿色产品推向市场。２００５年１２月１０日，一汽自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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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发的两款混合动力客车在无锡下线；１２月 １５日，一汽与韦田合作的普锐斯混合动
力轿车在长春下线……一汽人在国内率先把一些先进技术引入自己的产品上，加快了

汽车产品造福用户、造福社会的步伐。实现混合动力轿车的产业化，建立完整的节能

环保型、能够参与国际竞争的商用车整车、动力总成的开发平台，成为一汽人新的目

标，这个神圣的任务将激励一汽人为我国绿色汽车工业作出新的贡献。

三、从奥迪到红旗———自主创新能力的回归

作为这次考察参观的重点项目，参观一汽让我们从“第一汽车”看到了“第一精

神”———自强不息、为国争光。

改革开放使一汽看到了外面的世界，看到了市场经济的风云变幻及世界汽车工业

发展的一些规律。而“向外看”的结果又使得一汽认识到：和谐发展是一个系统工程，

企业要实现全面、协调、持续发展，就要处理好企业自身发展与社会全面进步的关系。

一汽在追求企业持续发展中，走上寻求全面协调发展的道路。

１９９５年后，为了使自主开发的 ＣＡ７２２０型小红旗轿车顺利投产，一汽积极投入到
小红旗８０％国产化的准备工作中。１９９５年８月３０日，小红旗顺利通过国家海关总署
和汽车公司的核查认定，实现小红旗国产化率８２．１９％的目标。小红旗轿车投放市场
以后，受到广大用户的欢迎，广大消费者对“红旗”寄予了殷切的希望。“红旗”轿车是

国产轿车唯一被列入世界名车的品牌，“红旗”这块牌子，更是民族轿车的象征。在市

场竞争如此激烈的今天，品牌已经成为企业精神、民族精神和素质的体现。

１９９７年，一汽“红旗”轿车股票成功上市，筹集了２０多亿资金，为红旗轿车外形的
改造工作提供了资金保证。２０００年７月１５日，在一汽厂庆４７周年之际，小红旗的换
代产品———世纪星下线。世纪星从外形到内饰，从技术装备到平台系列化，都在原来

小红旗的基础上实现了一个质的飞跃。为了实现新产品的换型转产，一汽轿车股份有

限公司在一汽西区新建了现代化的总装生产线和涂装线，改造了原焊装线。随着旧厂

的整体搬迁和新总装线的成功启动，“红旗”轿车的整车制造水平又上了一个新的

台阶。

２００１年，一汽密切跟踪市场需求，又成功推出了与国际价格接轨的“红旗明仕”、
“红旗１８”两款新车型，至此，红旗轿车已形成低档、中档、高档三大系列５０多个品种。
一汽“红旗”的品牌价值不断提升，在“２００１年中国最有价值品牌”发布会上，“红旗”
品牌以人民币４４．０６亿元的价值再度升值，比上个年度又提高了２．３９％，在中国轿车
行业名列榜首。

由于一汽轿车背负着特殊的历史使命，打的是“国车情结”的市场王牌，它的一举

一动都受到各个层面的关注。“红旗明仕”见证了一汽人长达三年多的潜心开发过

程，让更多国人了解到中国汽车的研发水平已经逐步和国际接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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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２０１０年，红旗将形成中档轿车、高档轿车的产品组合，所有产品具有完全的知
识产权，自主开发。

目前，一汽正积极行动以推动中国汽车工业健康发展，实现人、车、社会和谐发展。

一汽将发展方针由过去的“开放合作，自主发展”转变为“自主发展，开放合作”，这个

转变是一汽在开放合作中注重自主发展积累的成果，也是一汽科学发展、自主发展结

出的丰硕果实。

通过考察，我有如下一些思考和体会：

其一，自主创新能力是一个国家工业的基础，也是其生命力所在。中国最大的汽

车制造公司在为保住一个具有历史荣誉感的自主品牌而战。红旗，承载了太多的历史

责任感，寄托了中国人渴望民族汽车工业崛起的梦想！红旗已经不是一款简单的商品

车，在拥有“中国第一车”、“国车”、“领袖车”等称号之后，红旗走上了“圣坛”。

其二，我国汽车工业的动力能源———石油的对外依存度高，这给严重依赖燃料的

汽车工业带来严重影响。据估计，到２０２０年，我国石油产量将为１．８亿吨至两亿吨，
进口量为２．５亿吨至２．７亿吨，进口依存度上升至５６％至６０％。

其三，中美谁是汽车第一大国的思考。２００９年１月，中国新车销量首次超过美
国。但是，对此需要进行理性分析和思考。即使我国新车销量从数量上超过美国，也

不代表中国已经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汽车大国。美国是全球汽车保有量最多的国

家，也是全球最大的汽车生产国和汽车市场。金融海啸使美国汽车消费急剧下滑，

２００８年美国新车销量只有１３２０万辆，比上年减少了两百多万辆。２００６年，中国超过
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新车消费市场。当年中国新车销量是７２２万辆，
而美国的新车销量是１６００多万辆。为了应对金融危机，拉动内需，保持国民经济持续
健康发展，国家从税收、财政等多方面推出扶持政策，鼓励扩大汽车消费。这些扶持政

策出台后，消费者信心增强，国内车市明显升温。但从汽车研发能力、企业管理、市场

规模、市场服务、汽车文化等许多方面，我国都还有很大的差距。

总之，这次一汽参观学习，让我感触颇多。古人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为学、教

书需要知行合一，只有知识与实践结合，才能学问精进，才干逾强，成就教育事业之辉

煌。“功夫在诗外”，为学、为教一定要同实践相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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