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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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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国经济要想完成转型升级，就必须要建设制造强国，全面提升制造业水平。本文从汽车在国民经济中的重

要地位无可比拟、汽车产业的基础性、关联性和带动性绝无仅有、汽车强国和制造强国的密切关系等多个角度论证了要建设

制造强国就必须要建设汽车强国。中国应该旗帜鲜明地把建设汽车强国确立为国家战略，并坚定不移地推进落实。

【关键词】　汽车产业；产业战略；汽车强国

　　一、中国经济转型升级必须建设制造强国
举世瞩目的十八届三中全会胜利闭幕了，中国

全面深化改革的航船再度踏上征程。在中国经济发

展提质增效的＂第二季＂（李克强总理语）里，通过改
革红利的不断释放，通过实施产业升级转型和经济

结构的战略性调整，确保中国经济的长期可持续发

展，这已成为根本性的核心任务，而提升制造业水平

则是重中之重。正如此前习近平总书记在辽宁视察

时所说，技术和粮食一样，靠别人靠不住，要端自己

的饭碗，自立才能自强。实体经济是国家的本钱，要

发展制造业尤其是先进制造业，必须加强技术创新，

加快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

应当说，中央关于发展先进制造业的战略抉择

是高瞻远瞩的，恰恰抓住了中国经济提质增效的要

害。中国经济要想完成转型升级，就必须要建设制

造强国，全面提升制造业水平。

（一）中国已经成为制造大国，但还远不是制造

强国

虽然我国制造业总体规模已达到世界第一，但

总体上技术水平低、生产效率低、能耗高、污染高，尽

管有少数行业达到或接近了世界先进水平，但多数

行业都是大而不强或者不大也不强。制造强国不仅

仅在于装备水平和生产能力的强弱，也不仅仅在于

制造出的产品的优劣，而是制造产品的知识产权、技

术先进性、品牌附加值、市场价值以及利润分配的综

合体现。即使能够造出性能卓越、质量可观、成本受

控的可靠产品，如果品牌和技术不属于自己，劳动含

金量不高，那也只是在给人家打工，＂帮别人养儿

子＂。因此，能否决定产品的 ＤＮＡ，才是制造大国和

制造强国的本质区别所在。

根据美国经济咨询机构ＩＨＳＧｌｏｂａｌＩｎｓｉｇｈｔ研究

数据显示，在２０１０年中国就已占世界制造业产出的

１９．８％，高于美国的 １９．４％，成为全球最大的制造

国。但是同期美国制造业只有１１５０万工人，而中国

制造业雇用员工则约有１亿人。同时，中国单位产

品的能耗高出国际平均水平２０％ ～３０％，与发达国

家相比相差更远，这个对比是令人震惊的。显然中

国制造业决不能满足于这样的低水平，否则将会制

约经济的可持续增长。简单依靠积累量的发展模式

已经无以为继，毕竟能源、劳动力以及环境承载力都

是有限的。未来我们必须依靠提升质的发展模式来

找出路，只有这样才能做到以最小的人力投入、最小

的资源使用、最小的环境伤害，最大限度地创造价值

和利润，实现中国制造的历史性突破。也只有这样，

不断增长的制造业才能带动中国经济整体的持续

攀升。

（二）做强制造业是中国别无他途的战略选择

作为十三亿人口的泱泱大国，制造业的强弱事

关全民族的竞争力，做强制造业是中国别无他途的

战略选择。如果说一些较小的国家有可能主要依靠

第三产业实现富足的话，中国则没有这种可能。中

国自成世界之一极，如果没有实体经济的基础，广大

百姓的收入就没有保障，广阔的消费市场也就失去

了原动力。反过来讲，有了强大的制造业，创造了充

分的就业，创造了足够的财富，第三产业才有了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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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依托。一句话，中国如果不成为制造强国，创造价

值并带动产生更多的价值，让广大制造业及相关从

业者都得到更高的收入，那么其将很难走出中产阶

级陷阱，向高收入国家阵营迈进，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也就无法实现，成为富国的梦想将遥遥无期。

（三）建设制造强国经济转型升级的目标和

方向

建设制造强国意味着中国要在世界大分工中从

低端向高端跨越，而这正是经济转型升级的目标和

方向。目前中国所谓＂世界工厂＂的地位，只是在为
先进工业国＂卖苦力＂，我们能造出世界一流的产
品，却依然只是为人家代工，同时能耗和污染又由我

们承担。比如苹果手机就是最典型的例子，可能很

少有使用者注意到，ｉｐｈｏｎｅ的背面清清楚楚的写着＂
美国加州设计、中国组装 （ＤｅｓｉｇｎｅｄｂｙＡｐｐｌｅ
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ＡｓｓｅｍｂｌｅｄｉｎＣｈｉｎａ）＂，有数据显示苹果
公司的利润率高达５８．５％，而代工方的利润则只有
可怜的０．５％。从这里可以看出，我们制造出了世
界一流的手机，但我们制造的产品并不属于我们，我

们只从中分得了少得可怜的利润。中国自己真正具

有高科技含量和核心竞争力的产品还不多，在国际

竞争中仍处于低端和劣势地位。这种局面必须扭

转，转型升级的内在需求非常迫切，外在压力异常巨

大，因此，必须加快提升技术水平，建设制造强国。

二、建设制造强国必须建设汽车强国

那么，建设制造强国的突破口在哪里呢？建设

制造强国不能眉毛胡子一把抓，必须选好龙头产业，

实施重点突破［１－３］。在经历了改革开放三十年
之后的今天，我们已经有了一定的基础和积累，完全

有理由把眼光放得更高、更远，从国家的长远利益出

发进行战略选择，而无须再过分关注眼前。要把工

作重点放在产品链条长、拉动性强的产业，即使眼前

能力弱，也必须要选择与国家民族长远利益息息相

关的支柱性产业来进行培育发展。而汽车产业正是

提升制造业水平的最佳突破口之一，是国民经济当

之无愧的支柱性产业。说得更明确一些，要建设制

造强国就必须要建设汽车强国，这并非笔者王婆卖

瓜，而是基于对汽车产业的充分思考和深刻理解得

出的结论，以下从三个方面进行论述。

（一）汽车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无可比拟

以规模和产值看，今年中国汽车产销量将突破

２０００万辆，而美国即使在最巅峰时期也不过１７００万
辆。２０１２年仅汽车产业本身的产值就高达５．２９万
亿，这个数字等于国内生产总值的１０％。如果考虑
到汽车上下游及横向行业的产值，包括能源、材料、

机械、电子，也包括金融和服务业等，即使按照保守

的汽车产业拉动效应１：５计算，其数字也将更为惊
人。汽车在国家经济增长和财富积累方面的推动作

用是非常明显的，这也是很多国家和地区发展经济

时首选汽车的原因之一。

以吸纳就业看，汽车不仅自身产业大军庞大，而

且带动相关产业（包括其它制造业、金融业和服务业

等）的间接就业数量更为可观。目前，中国汽车行业

直接就业人数正向３００万大关逼近，而带动相关产
业就业人数超过３０００万人，占全国城镇就业人数的
１１％，这还没有包括因汽车工业而产生的基础建设、
管理部门以及非汽车产业中与汽车使用有关的

就业。

以发展潜力看，２０１２年中国千人汽车保有量仅
为８８辆，而包含不发达国家在内的世界平均水平则
为１５９辆，越来越多无车的中国人开始有能力购买
汽车，一些大城市的限购、限行恰恰从反面证明了中

国汽车消费的潜力，未来预期居民收入翻番，将为汽

车消费带来更大的商机。同时，＂中国制造－世界销
售＂汽车也存在着巨大的商机，中国汽车业走向世界
将为国家带来巨大的就业和税收机会。在这种历史

机遇下如不坚定地做强本土汽车产业，将对中华民

族的可持续发展带来不可估量的损失。

以社会价值看，在与百姓衣食住行紧密相关的

大众化消费产品中，汽车是价值仅次于房地产的大

宗商品，而相比于房地产的一次性投资，汽车又是需

要不断置换更新的商品，平均十年左右就要以旧换

新。从百姓角度来讲，拥有汽车事关幸福指数，是

其＂中国梦＂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国家角度讲，让国
民享受到便捷的交通是一种责任，汽车产业是一项

民生事业，更何况国家可以从中获得大量利税。

（二）汽车产业的基础性、关联性和带动性绝无

仅有［４］

汽车产业是以整车产品的研发、制造、销售为主

线，贯穿原材料、机械、电子、能源、金融、服务以及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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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等各个领域，涉及人才、管理、技术、品牌等诸多要

素，几乎与现代民用产业的方方面面都有关联的立

体式产业网络。其巨大的拉动效应不仅几乎覆盖了

整个制造业，而且也延伸到制造业之外的相关产业。

要想在激烈的竞争中赢得优势，汽车厂商不仅

要做好自己的规划、研发、采购、生产、质量、销售和

售后，做好自己的管理、技术、法务和财务，也需要相

关产业的支持，相关产业的强弱也决定着汽车产业

的水平。比如国家基础工业水平低，制造装备和工

艺能力不足，汽车制造水平就会受限；供应链完整度

低，零部件核心技术掌握在外方手中，自主品牌就没

有话语权；人才缺口大，自然会导致发展滞后和恶性

竞争；金融服务跟不上，汽车消费就会受影响等等。

作为民用工业中最为复杂的产业，汽车的产业

链条长，涉及面广，资金、人才和技术都高度密集。

因此，建设汽车强国的过程，也是提升机械、材料、电

子、能源等相关产业水平的过程，是促进金融、服务、

基建等领域发展的过程，是国家不断改善创新环境、

通盘考虑产业政策、有针对性开展人才培养的过程，

最后也是培养技术水平高、管理水平高的优秀人才

大军的过程。因此也可以说，建设汽车强国正是建

设制造强国的最直接的拉动和最有效的举措。反

之，建设制造强国也为建设汽车强国提供最有力的

支持。没有汽车强国成为制造强国这一皇冠上的明

珠，制造强国就会显得乏力，会失去直接动力，也会

大打折扣。

综上所述，从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对经济增长的

贡献度、符合产业结构演进方向、有利于产业结构优

化以及产业的关联度强、能够带动众多的相关产业

发展等几个方面来看，汽车产业毫无疑问已经成为

国民经济中举足轻重的支柱性产业。目前中国已进

入深化改革的全新攻坚期，做强汽车产业无疑是持

续增长、以质取胜、提升制造业含金量的重要战略

抉择。

（三）汽车强国和制造强国的关系

１．世界制造强国无一不是汽车强国，制造业的
兴衰往往与汽车业紧密相连。比如英国，其制造业

的衰退与其汽车产业空心化是同步的；又如俄罗斯，

民用工业的短板与汽车产业的艰难也是息息相关

的。一国的汽车产业对于其制造业的关系，可谓一

损俱损、一荣俱荣。

２．反之世界汽车强国也无一不是制造强国，汽
车产业在这些国家都占有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美

国，２０１２年仅三家本土整车企业的销售额就高达
３３０３亿美元，约等于当年国内生产总值（１５６７６０亿
美元）的２．１％；德国，汽车工业的总产值２０１２年达
到４６５４亿美元，与当年国内生产总值（３３９８２亿美
元）之比高达１３．７％，汽车产业为德国解决了 １／７
就业，带来了１／４的税收；日本，仅６家本土整车厂
２０１２年产值就达５３５５亿美元，相当于当年国内生产
总值（５９６３９亿美元）的９％左右，目前在家电业地位
受到挑战的情况下，汽车已成为日本制造业唯一的

支柱；韩国，后起之秀势头迅猛，现代和起亚两家汽

车公司均已进入世界 ５００强，２０１２年销售额合计
１０９１亿美元，为当年韩国国内生产总值（１１２９２亿美
元）的９．７％。可见，汽车产业的重要作用及支柱性
地位无可替代。这些国家并非都是汽车消费大国，

但都成为汽车强国和制造强国。以拥有核心技术、

一流品牌的本土企业为基础，通过出口及在他国建

厂，创造了巨大的产业利润和国家税收，同时解决了

大批本国国民的优质就业。如果以汽车产业１：５的
拉动效应来看，其对本国 ＧＤＰ和就业的贡献就更加
惊人。

３．以带动效应来看，汽车产业对于制造业整体
水平提升的推动力无疑是最大的，试问还有什么产

业自身具有巨大的规模，又与如此众多的其它产业

相互关联、相互促进？尤其是对于中国这样的大国，

在个别相对孤立的领域取得突破意义有限。瑞士可

以凭借精密制造而闻名于世，但中国如果仅仅是钟

表造得好，肯定构不成制造强国。唯有把汽车这样

关联度极强的产业做好，并在此过程中，实现短板要

素的不断突破和提升，才能提升整个中华民族在更

高端制造业上的核心竞争力，才能向着制造强国的

总目标迈进，并持续拥有这一核心竞争力。

总之，汽车强国战略既可以说是制造强国战略

最核心的子战略；也可以说，两者如同鸡和蛋一样，

是互为因果的互动要素。汽车要做强，整个制造业

必须做强；而汽车做强了，又会推动制造业走向更

强！总之，汽车强则制造业强，制造业强则国家强，

两者相辅相成，决定了中国在世界制造业中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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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做强汽车产业，建设汽车强国，让汽车更好地

服务于十三亿国民，是国家战略，不是地方战略，更

不是企业战略。也只有站在国家和民族可持续发展

的高度，才能制定落实好汽车强国战略。

三、建设汽车强国战略不坚定是要害

然而，长期以来中国在建设汽车强国方面方向

并不清晰，战略并不明确，这导致没有系统连续的产

业政策和具体措施，甚至对汽车产业的支柱性地位

也没有给予应有的认知和战略上清晰的定位。之所

以很多专家领导还在不断呼吁汽车强国建设，同时＂
只求所在、不求所有＂的言论又不绝于耳，这都是汽
车强国战略不坚定造成的。战略问题已成为中国建

设汽车强国的首要问题，必须高度重视。

中国应该旗帜鲜明地把建设汽车强国确立为国

家战略，并坚定不移地推进落实。国家战略决不能

犹豫，要坚定不移，要以民族可持续发展为出发点，

定方向，定目标。战略是顶层设计，要有超前意识，

其重要性如下所示：

（一）有了战略才有能不能实现的问题，而没有

战略则建成汽车强国根本就无从谈起。战略是方

向，是目标，也是前提，是要求。

（二）要站在实现制造强国和民族可持续发展

的高度上来认识汽车强国战略。如前所述，汽车产

业是建成制造强国、实现经济转型升级目标的最佳

突破口，为此国家应该毫不迟疑，下定决心把汽车产

业做强。

（三）中国至今未能成为汽车强国是与很多国

家层面的产业政策直接相关的，单靠企业根本无法

解决［５－６］。比如国企创新动力不足，如果不从体制、

机制上去解决，又有谁愿意放弃通过合资坐享其成

的丰厚利润分成，而像苦行僧一样，去做＂事倍功
半＂的自主产品呢？比如创新环境，如果抄袭成本
低、风险小，又有谁还会去辛辛苦苦去攻关核心技

术？又如法规执行不到位，企业到底跟不跟国家的

标准走？再如人才培养，显然这都需要国家的统一

布局和逐步实施。这一系列问题靠兴之所至的随机

完善恐怕效果有限，且难免反复，更糟糕的是治标不

治本，只能亡羊补牢，不能未雨绸缪。唯有在国家战

略明确后分解为各个方面、相互协调的具体举措，才

有真正的出路。

（四）纵观世界各汽车强国的成长和发展史，国

家的力量无处不在。现在国内有一种声音认为，中

国汽车产业没有做强是企业不争气，根本症结在于

市场保护，国家应该完全放开，让车企在市场上自由

竞争，这样才能催生出真正的世界级强企。这种观

点似是而非，更有混淆概念之嫌。虽然一般而言，保

护主义从长远来看对提升本国企业的竞争力是不利

的，但前提必须是本土企业已经培育起基本的竞争

力。如果建设汽车强国是国家战略，是必须打赢的＂
民族战争＂，国家就决不能以市场规律为借口放手不
管。对于像汽车这样重要的、复杂的、目前又不够强

大的产业，政府不在战略、导向、政策、支持上下足功

夫，一旦本土企业失守，中国在这个支柱性产业上就

将彻底失去竞争力和话语权。这是因为一方面，前

面提到的国家层面问题，企业自己根本无法解决；另

一方面，我们也无法承担自主品牌车企集体沦陷、汽

车强国乃至制造强国之路中断的可怕后果。

实际上，世界各汽车强国对本国汽车产业的保

护和扶植从来都是不遗余力的。比如美国，上世纪

七十年代发生石油危机，导致美国三大汽车公司经

营状况每况俱下，美国政府立即展开了同日本等国

的贸易战，最终稳固了底特律的汽车产业；２００８年
金融危机使汽车制造企业资金链断裂，难以为继。

美国政府再次果断出手，总统亲自召集多次会议讨

论对策，最终帮助通用破产重组、涅?重生，为福特

准备好资金并鼓励支持其自立度过危机，做媒＂嫁＂
出克莱斯勒以使其获得转机。这些行动无处不见美

国政府保护本土汽车产业的身影。再来看韩国，从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政府正式提出了＂汽车国产化＂
战略后，仅２０年时间就成为汽车强国，在这个过程
中政府初期封闭了本国市场，以确保本土车企获得

初步发展，继而又采取了强制性的统一规划举措。

在１９８０年，韩国政府断然实行＂汽车工业统一措
施＂，将小轿车划归现代公司独家生产，起亚公司则
垄断５吨以下的卡车生产，以政府力量推动了韩国
汽车工业的集中进程。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起亚

遇到了经营困难的问题，各国车企竞相收购，但最后

起亚花落现代，合二为一的现代起亚因此整合了资

源，打造出了韩国强大且称雄世界的本土汽车企业。

在这个过程中，韩国政府发挥的作用到底有多大，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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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是专家学者想要知道的答案。了解这些例子后，

我们不禁要问，凭什么中国就应该以市场＂自由竞
争＂为借口，让仍很弱小的自主品牌与外国品牌直接
较量？实际上，并不是市场保护性措施导致了中国

自主品牌没能做强，而是在５０：５０股比的表面保护
下，国家没能以坚定的汽车强国战略和系统持续的

具体举措，真正帮助自主品牌迅速做强。其根源在

于没有在国家战略的高度上充分认清汽车强国与制

造强国的内在关系，没有确定汽车强国建设的国家

战略地位。

还有一些人以汽车产业发展遇到的制约因素，

包括能源、环境、交通拥堵等作为国家不宜大力发展

汽车产业的理由。其实这种观点犹如因噎废食，是

不可取的。首先，这些制约因素的存在并不影响汽

车产业之于制造业乃至整个国民经济的重要地位，

如果因此让汽车产业停步，制造强国的目标就无法

实现或者至少大打折扣，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也将受

到挑战。其次，发达国家的经验已经证明，能源、环

境等汽车社会病并非无法解决，假以时日中国也必

能化解这些问题。实际上，正是因为中国以超快速

度＂跑步＂进入汽车社会，才使这些问题显得格外突
出。这是中国快速跨进汽车社会的临时性＂副作
用＂，它要求我们的城市规划、产业政策必须从单一
依靠公共交通的模式向＂绑在车轮上的国家＂的模
式转变，它需要全社会用智慧来解决国民便捷出行

的问题。如果不给汽车产业足够的时间处理随之产

生的问题，这本身就是不公平的。最后，解决这些问

题恰恰是汽车产业做强的又一内在需求，也就是说

中国必须在平衡能源、环保等问题的同时，实现汽车

产业的持续健康发展，这需要更大的产业集中度、更

高的技术水平以及更有效的企业运营，而这些都是

产业做强的重要内容。可见，汽车社会病并不能成

为阻挠汽车产业做强的借口。同时，做强汽车产业

不仅仅是为了满足本土市场的需求，汽车出口也是

汽车产业走出国门、提高中国制造业核心竞争力的

重要着眼点。

四、结语

长期以来，我们一再对汽车产业的发展潜力估

计不足，对汽车产业的重要地位肯定不足，对汽车强

国的战略意义认识不足，对如何做强汽车产业研究

不足，这是很令人遗憾的。如果中国像搞两弹一星

那样抓汽车，那么汽车强国一定能够实现，制造强国

也一定会随之成为现实。如果说两弹一星事关国防

安全的需要，那么建设汽车强国就是国家＂产业安
全＂的长远需要。

令人振奋的是，国家对于建设制造强国的认识

已经越来越深刻，相应的对于汽车产业也给予了越

来越多的关注。十三五将是中国汽车产业做强的重

要契机，国家必须牢牢抓住，战略坚定与否将成为建

设汽车强国的要害。

国家理应承认汽车产业的支柱性地位，理应把

建设汽车强国确立为国家战略，理应将建设汽车强

国与建设制造强国的目标有机统一起来，理应系统

研究汽车强国战略及落实方案，理应策划实施强国

战略指引下的、有针对性、有连续性的产业政策，理

应努力解决汽车产业发展所遇到的问题而不是简单

的限制管控，理应创造一切条件克服或改善硬性短

板，理应尽一切可能帮助踏踏实实、不懈努力的自主

品牌迅速提升竞争力，理应致力于培育本土企业，让

汽车更好地造福国人，让汽车产业为国人实现习主

席提出的＂中国梦＂做更大的贡献。若能如此，则今
日汽车强国战略之因，他日必能结出中华制造强国

之果，而决策者和践行者们，也都将因此而被载入史

册，像饶斌一样被后人称颂。

参 考 文 献

［１］　赵福全，刘宗巍．我国建设汽车强国的战略判断［Ｊ］．汽车工

程学报，．２０１４，４（５），３１３－３１８．

［２］　Ｗａｒｄ＇ｓＡｕｔｏ．Ｗａｒｄ＇ｓＷｏｒｌｄＭｏｔｏｒＶｅｈｉｃｌｅＤａｔａ２０１３［ＥＢ／ＯＬ］．

ｈｔｔｐ：／／ｗａｒｄｓａｕｔｏ．ｃｏｍ／ｄａｔａ－ｂｒｏｗｓｅ－ｗｏｒｌｄ．

［３］　ＴｉｍｏｔｈｙＪ．Ｓｔｕｒｇｅｏｎ，ＪｏｈａｎｎｅｓＶａｎＢｉｅｓｅｂｒｏｅｃｋ，ＧａｒｙＧｅｒｅｆｆｉ．

ＶａｌｕｅＣｈａｉｎｓ，ＮｅｔｗｏｒｋｓａｎｄＣｌｕｓｔｅｒｓ．ＲｅｆｒａｍｉｎｇｔｈｅＧｌｏｂａｌ

Ａｕｔｏｍｏｔｉｖｅ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２００８，

８（３）：２９７－３２１．

［４］　ＫｅｖｉｎＴｕｒｎｅｒ，ＧｅｏｆｆＷｉｌｌｉａｍｓ．Ｍｏｄｅｌｌｉｎｇｃｏｍｐｌｅｘｉｔｙｉｎｔｈｅ

ａｕｔｏｍｏｔｉｖｅ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ｓｕｐｐｌｙｃｈａｉｎ［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２００５，１６（４）：４４７－４５８． ［５］　赵

福全，刘宗巍．我国建设汽车强国的行动方向［Ｊ］．汽车工业

研究，２０１４，（１０），４－７．

［６］　赵福全，刘宗巍．汽车强国战略视角下的本土企业定位分析

［Ｊ］．汽车科技，已录用．



以坚定战略推动汽车强国建设
作者： 赵福全， 刘宗巍

作者单位： 清华大学汽车产业与技术战略研究院 北京 100084

刊名：
大众汽车

英文刊名： Popular Auto

年，卷(期)： 2014(7)

  
参考文献(7条)

1.赵福全;刘宗巍 我国建设汽车强国的战略判断 2014(05)

2.Ward'sAuto Ward's World Motor VehicleData2013

3.TimothyJ.Sturgeon;Johannes Van Biesebroeck;GaryGereffi ValueChains, Networksand Clusters. Reframing the

GlobalAutomotiveIndustry 2008(03)

4.KevinTurner;GeoffWilliams Modelling complexity in the automotive industry supplychain 2005(04)

5.赵福全;刘宗巍 我国建设汽车强国的行动方向 2014(10)

6.赵福全;刘宗巍 我国建设汽车强国的行动方向 2014(10)

7.赵福全;刘宗巍 汽车强国战略视角下的本土企业定位分析

 

 

引用本文格式：赵福全.刘宗巍 以坚定战略推动汽车强国建设[期刊论文]-大众汽车 2014(7)

http://d.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dzqc-xsb201407001.aspx
http://www.wanfangdata.com.cn/
http://s.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8%b5%b5%e7%a6%8f%e5%85%a8%22+DBID%3aWF_QK
http://s.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5%88%98%e5%ae%97%e5%b7%8d%22+DBID%3aWF_QK
http://s.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Organization%3a%22%e6%b8%85%e5%8d%8e%e5%a4%a7%e5%ad%a6%e6%b1%bd%e8%bd%a6%e4%ba%a7%e4%b8%9a%e4%b8%8e%e6%8a%80%e6%9c%af%e6%88%98%e7%95%a5%e7%a0%94%e7%a9%b6%e9%99%a2+%e5%8c%97%e4%ba%ac+100084%22+DBID%3aWF_QK
http://c.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dzqc-xsb.aspx
http://c.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dzqc-xsb.aspx
http://s.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8%b5%b5%e7%a6%8f%e5%85%a8%3b%e5%88%98%e5%ae%97%e5%b7%8d%22+DBID%3aWF_QK
http://d.wanfangdata.com.cn/ExternalResource-dzqc-xsb201407001%5e1.aspx
http://s.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Ward%27sAuto%22+DBID%3aWF_QK
http://wardsauto.com/data-browse-world
http://s.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TimothyJ.Sturgeon%3bJohannes+Van+Biesebroeck%3bGaryGereffi%22+DBID%3aWF_QK
http://d.wanfangdata.com.cn/ExternalResource-dzqc-xsb201407001%5e3.aspx
http://d.wanfangdata.com.cn/ExternalResource-dzqc-xsb201407001%5e3.aspx
http://s.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KevinTurner%3bGeoffWilliams%22+DBID%3aWF_QK
http://d.wanfangdata.com.cn/ExternalResource-dzqc-xsb201407001%5e4.aspx
http://s.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8%b5%b5%e7%a6%8f%e5%85%a8%3b%e5%88%98%e5%ae%97%e5%b7%8d%22+DBID%3aWF_QK
http://d.wanfangdata.com.cn/ExternalResource-dzqc-xsb201407001%5e5.aspx
http://s.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8%b5%b5%e7%a6%8f%e5%85%a8%3b%e5%88%98%e5%ae%97%e5%b7%8d%22+DBID%3aWF_QK
http://d.wanfangdata.com.cn/ExternalResource-dzqc-xsb201407001%5e6.aspx
http://s.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8%b5%b5%e7%a6%8f%e5%85%a8%3b%e5%88%98%e5%ae%97%e5%b7%8d%22+DBID%3aWF_QK
http://d.wanfangdata.com.cn/ExternalResource-dzqc-xsb201407001%5e7.aspx
http://s.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8%b5%b5%e7%a6%8f%e5%85%a8%22+DBID%3aWF_QK
http://s.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5%88%98%e5%ae%97%e5%b7%8d%22+DBID%3aWF_QK
http://d.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dzqc-xsb201407001.aspx
http://c.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dzqc-xsb.aspx

	'�}f7˜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