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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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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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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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加强技术创新
!

加快信息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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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认为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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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其理由

有三
'

一
&

中国已经成为制造大国
!

但还远不

是制造强国
"

虽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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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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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质量上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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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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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01

研究数据显示
!

在
2343

年中国就已

占世界制造业产出的
56789

!

高于美国的

467:9

!

成为全球最大的制造国
%

但同期美

国制造业只有
44;<

万工人
!

而中国制造

业雇用员工则约有
5

亿人
%

同时中国单位

产品的能耗高出国际平均水平
2<9=><9

!

与发达国家相比相差更远
%

这个对比是令

人震惊的
%

显然中国制造业绝不能满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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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的发展模式才有出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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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最大限度的创造价值和利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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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作为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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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才有了发展的依托
%

一句话
!

中国如果不

建成制造强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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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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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国成为富

国的梦想将遥遥无期
%

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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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0),@

的 背 面 清 清 楚 楚 的

写着
(

美国加州设计
&

中国组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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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数据显示苹果公司的利润率高

达
;87;9

!

而代工方的利润则只有可怜的

<7;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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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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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
!

建设制造强国的突破口在哪

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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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在经

历了改革开放
><

年后的今天
!

我们已经

有了一定的基础和积累
!

完全有理由把

眼光放得更高更远些
!

从国家的长远利

益出发进行战略选择
!

而无需再过分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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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下面从三个方

面谈谈我的看法
%

其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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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万辆
!

而美国即使在最巅峰

时期也不过
4H<<

万辆
%

2<42

年仅汽车产

业本身的产值就高达
;726

万亿
!

这个数字

等于国内生产总值的
4<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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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

;

计

算
!

其数字也很惊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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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万大关逼近
!

而带动相关产业就

业人数超过
><<<

万人
!

占全国城镇就业人

数的
44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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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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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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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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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其二
!

汽车产业的基础性
&

关联性和带

动性绝无仅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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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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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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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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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届三中全会已经闭幕
!

中国

的经济体制改革将进入
#

深水区
$!

这将对

汽车产业产生什么影响
,

在全会的战略方

向下
!

如何建设汽车强国
,

针对这些当前业

界十分关心的发展大势和重大问题
!

清华

大学汽车产业与技术战略研究院院长赵福

全博士将在本报发表系列专论
!

敬请关注
%

!!"#$%&'() !)*#+,- !./0#+12 !)3#456789:;< !!"= !=> #? $@ !A/#%&&!$'

!BCDE#&!&())!**)%$++++!FGDE#&!&())!*$&**++++!HIDE#&!&())!*'$*&++++!J(KL#&!&())!*,"**++++

!.HI#45(MHIN !%O.HI#$%%PQRST.UVW45 *--XYZ KL#&%&(.)$%*%.,++++!%OHI[=#/$$.,

!FG\]^_`=#57abFcd )&*)= !efg!" !hi#jkl(him !nop#.q !rstp#'))q

!"#$%&'()*+,-

./0%123456789:+

34;<=>

?@A;BCDEFG(

H6IGJ!KLMNOPQ

A;>

?@56RSTUVWX3

456RSYZ[O\RS]^U

VW7_`abcdefg7Xh

HijOhk%l>

#"$%&'()*+,-.



!"#! "# $ $%$&## $

!!"#$! ##" #%# $%&

其三
!

我想再进一步分析一下汽车强

国和制造强国的关系
"

首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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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一国的汽车产业与其制造业的关

系
!

可谓一损俱损
$

一荣俱荣
"

其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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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年仅三家

本土整车企业的销售额就高达
$$%$

亿美

元
!

约等于当年国内生产总值
%

&'()(%

亿

美元
&

的
!*#+

#

德国汽车工业的总产值

!%&!

年达到
,(',

亿美元
!

与当年国内生

产总值
%

$$-.!

亿美元
&

之比高达
#$*)+

!

汽车产业为德国解决了
#/)

的就业
!

带来

了
&/,

的税收
#

日本仅
(

家本土整车厂

!%&!

年产值就达
'$''

亿美元
!

相当于当

年国内生产总值
%

'-($-

亿美元
&

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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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一的支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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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强
!

!%&!

年

销售额合计
&%-&

亿美元
!

为当年韩国国

内生产总值
%

&&!-!

亿美元
&

的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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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的拉动效应来看
!

其对本国
012

和

就业的贡献就更加惊人
"

最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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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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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一句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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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所以
!

做强汽

车产业
!

建设汽车强国
!

让汽车更好地服

务 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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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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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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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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认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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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理由如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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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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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惟有在国家战略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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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本版责编 李开君
"

版式 史庭庭
"

校对 刘 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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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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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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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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上世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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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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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涅槃重生
!

为福特准备好资

金并鼓励支持其自立渡过危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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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年代初政府

正式提出了
)

汽车国产化
*

战略后
!

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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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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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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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年代后期
!

起亚遇到了经营困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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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是专家学者想要知道的答案
"

看了以上例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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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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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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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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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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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那么我相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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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作更大的贡献
"

果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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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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