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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国汽车整车企业产品开发能力研究”课题研究内容包括两个方面：第一，运用当前国际同类研究
通行方法，结合我国国情，建立我国汽车整车产品开发能力评价体系，并借此分析影响整车企业产品开发能
力形成的关键因素究竟是什么；第二，摸清我国整车企业技术能力的底数，了解企业整车开发技术的掌握情
况，为此课题组沿着整车开发流程提炼出了具备整车开发能力的企业必须掌握的 １９０ 项关键技术，并希望借
此在产品开发能力建设方向上对企业给予必要的引导。 课题组历时一年多的研究工作中，共对 １０２家国内整
车生产企业进行了问卷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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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受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产业协调司的委托，

中国汽车工程学会联合通用中国、一汽集团技术中
心、清华大学汽车工程系、哈飞汽车、奇瑞汽车、泛亚
汽车技术中心等单位，在一批行业专家的积极参与
下，于 ２００７ 年启动了“中国汽车整车企业产品开发
能力研究”课题。 在历时一年多的研究工作中，课
题组对 １０２ 家国内整车生产企业进行了问卷调查，
被调查企业按所有制形式分类包括国有企业、合资
企业、股份制企业和民营企业，按产品分类包括轿
车、客车、载货汽车和改装车生产企业， ２００７ 年汽车
产销排名前 １３ 位的整车企业（合计产销量占全国
汽车总产销量的 ８８ ％以上）全部包括在内。 因此，
此次调查是国内同类研究中覆盖面最全的一次。 为
确保数据的有效性和真实性，问卷分别由这些企业
的领导、人力资源主管、研发主管、科技骨干填写，共
获得了 ４０８ 人提供的 １４ 万余个调查数据，文章所有
结论均来自此次调查和分析的结果，受篇幅所限，仅

涉及到影响因素分析的有关情况。
2　我国整车产品开发能力现状的总体评价

通过对 １０２ 个企业调查样本的分析发现，如果
把自主开发定义为“企业对整个产品开发过程拥有
主导权的产品开发活动”，在近 ３０ 年中，中国的汽
车企业始终没有停止自主开发的步伐，企业在多种
开发方式中积累了经验，取得了发展，也为企业迅速
应对市场变化提供了条件。 值得一提的是，引进技
术再开发对企业成长和发展功不可没，尤其是对轿
车、ＳＵＶ，轻微型客车和轻型载货汽车生产企业（见
图 １），它们在引进、消化、吸收中不断进步。 即便是
合资企业，也在内部开发方面进行了一定的工作，尽
管工作内容仍然以引进产品的本土化为主，其自主
开发工作的深度与社会的期望值仍有一定距离，但
从理性的角度，社会对他们所做工作应当给予承认。

为更好地分析企业产品开发能力的总体状况，
研究中将企业整车开发能力定义为 ６ 级：１ 级，照抄
或国产化，即沿用现有的零件或现有零件的国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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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不同产品生产企业各种开发方式平均年限
Fig．1　Average years companies with different

kinds of products develop the products
with various methods

２ 级（小改型），即零件的更改很小，交界面与现有零
件相同；３ 级（中改型），即在现有零件的基础上进行
改动，模具有一定更改，交界面与现有零件相同；４
级（大改型），即在现有零件的基础上进行较大的改
动，零件可能会成套的更改，影响交界面；５ 级（全新
改型），即利用现有的技术进行全新改型，新的零件
占多数；６ 级（新技术），即利用新的技术进行全新改
型，新的零件占多数。

研究发现，全行业总体上已经彻底摆脱了以模
仿和引进技术为主的产品开发模式。 相对而言，车
身开发能力较好，整车集成次之，基本具备了进行大
改型的能力，但其他方面的能力还亟待提高，尤其在
发动机总成开发能力方面处于最弱。 这表明，尽管
近年来高校、科研机构在发动机技术研究方面取得
了一定的成绩，但成果并未按照我们所希望的那样
转化为企业工程化开发能力，没有转化为能够批量
生产的产品，导致发动机开发能力无法跟上企业发
展的需要。

进一步分析企业当前所具备的开发能力是否能

够满足近中期产品开发中实现整车可靠性、耐久性、
动力性、经济性、操纵稳定性、主动安全性、被动安全
性和 ＮＶＨ（舒适性、振动和噪声）控制要求时发现
（见图 ２），企业满足可靠耐久性要求、动力经济性和
操纵稳定性方面的能力略强，ＮＶＨ 能力最弱。 需要
指出的是，由于调查基于当前的能力能否满足企业
近中期发展需要，因此，在各企业所开发产品针对的
消费群体不同、覆盖的市场范围不同的背景下，图 ２
所示结果并不代表我国企业相关能力已经达到世界

先进水平，或者已经有能力开发出具有国际竞争力
的产品。 此外，尽管有近半数的企业认为自身已经
具备轻量化设计的能力，但当分析其轻量化结构设
计技术、先进成型工艺和高强度材料等掌握和应用
情况时可以发现，企业对汽车轻量化的认识还相当

肤浅，企业被动安全性设计能力较弱的结果也说明
了这一点。

图 2　实现整车性能开发目标的能力
Fig．2　The capability to realize the

development targets about
the vehicle performance

对比不同所有制企业产品开发能力现状 （见
图 ３）发现，在当前的市场竞争环境下，各类企业都
对车身开发能力的提升给予了高度的重视，以迎合
消费者对车辆外观新颖性的需求，但民营企业、股份
制企业的试验验证能力明显落后于合资企业和国有

企业。 在认真分析了这些企业所开发、生产车辆的
市场表现后可以发现，试验验证能力的建设对确保
产品性能和质量至关重要，正应了汽车行业的一句
老话“汽车产品开发三分设计、七分试验”。 由此可
以认为，民营企业和股份制企业如果不在试验验证
能力建设方面花更大的力气，其产品的市场竞争力
将难以在短时间内有较大幅度的提高。

从以上分析可知，经过近 ３０ 年来的发展，中国
汽车企业的产品开发能力有了很大提高，这是我国
自主品牌乘用车产品、自主品牌商用车产品能够分
别保持约 ２８ ％和 ９０ ％以上市场份额的重要基础。
同时，企业产品开发能力的提升也为企业经济效益
的增长做出了贡献，但一些企业出现产品开发业绩
增长与经济效益增长不协调，只有大中型客车企业、
中重型载货汽车生产企业、合资企业实现经济效益
增长与开发业绩基本同步，这一结论告诉我们，过渡
开发和开发不足并存的状况值得关注。 如果不能够
尽快扭转这一局面，企业开发能力的提升对其发展
的贡献度将大打折扣，从长远看，企业也难以持续保
持一定强度产品开发能力建设的资金投入能力。
3　评价体系建立及各种因素对产品开发能
力的影响

　　摸清我国汽车企业整车产品开发能力现状之后
我们不禁要问：企业的产品开发能力有了很大的进
步，持有的专利技术越来越多，且在近几年的国家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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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进步奖名单中开始频繁出现汽车项目，为什么企
业产品开发能力的提升仍如此艰难？ 为什么会出现
产品开发业绩与经济效益间的不协调？ 是什么在阻
碍着企业产品开发能力提升的步伐？ 为此，课题组

从建立评价体系入手（见图 ４），对影响我国汽车整
车企业产品开发能力的关键问题进行了分析和

研究。

图 3　不同所有制企业产品开发能力比较
Fig．3　Comparison of the development capability of companies with different kinds of ownership

　　

图 4　汽车整车产品开发能力评价体系基本构架
Fig．4　Basic frame of the evaluation

system for vehicle product development
　　这一评价体系的建立以创新理论为基础，将国
外同类问题分析的先进方法、经验与我国国情相结
合。 在认真学习了国内外有关创新理论、分析研究
了我国企业创新的特点后，课题组将影响我国汽车
整车产品开发能力的因素归纳为资源因素和管理因

素两个方面，分别包括 ６ 项和 １０ 项。
课题组认为，对于汽车企业产品开发能力的建

设，资源条件是重要基础之一，没有资源，管理水平
再高也不能实现创新。 而管理所表现出的是对资源
进行整合并产生新价值的能力，对产品开发能力的
建立也是十分重要的，资源再丰富，管理水平不够，
企业也没有创新能力。 同时，企业产品开发活动的

组织和管理不仅涉及到协调（如：项目管理方法、ＩＴ
等），也包括动力 （如：企业文化、激励机制等），协
调可以使员工的知识顺畅地流通和整合，动力可以
调动员工的主动性来积极地贡献自己的知识。 因
此，从管理角度，协调与动力同等重要，这也是与以
往国内许多同类研究比较，此次课题研究的亮点
之一。

利用结构方程模型，课题组对各种因素与产品
开发能力的相关性进行了分析。 由于企业样本只有
１０２ 个，为提高拟合质量，课题组在计算分析的基础
上对相关性较强的因素进行了合并，以减少估算系
数的数量。 在此基础上研究取得了以下结论。
3．1　建立激励机制对提高开发能力很重要

研究表明，领导及战略、激励机制是通过影响其
他因素（如企业文化、人力资源等）来影响产品开发
能力。 但这绝不表明这两项因素不重要，而只是说
明他们对产品开发能力的影响是间接的。

图 ５ 反映了这两项因素与其他因素间的关系。
从中可以看出，尽管相关性分析的结果表明激励机
制对 ４ 类因素（技术资源、资金资源、供应商资源、
产学研合作资源）没有影响，但它对企业文化、供应
商管理和经费成本管理、人力资源的影响远远强于
领导及战略，对综合知识管理的影响略高于领导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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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 这说明，好的激励机制不仅能够帮助企业招
聘、选拔、培养和留住人才，还有利于营造团结协作、
相互信任和不断创新的企业文化，并与领导及战略
因素共同影响着企业的管理水平。

图 ５ 同时表明，领导及战略对技术资源、资金资
源、供应商资源、产学研合作资源的影响强于激励机
制，领导的远见和企业的战略决定了对不同资源的
投入。 同时领导及战略对综合知识管理水平的影响
也非常大，尤其是在建立更加通畅的知识管理体系、
开发流程管理体系和推动信息化方面。

图 5　领导及战略、激励机制与其他因素间的关系倡

Fig．5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eader ＆ strategy，
incentive mechanism and other factors

3．2　提高管理水平比获取资源更重要
图 ６ 反映的是各种因素与产品开发能力的相关

性。 从图中可以得出以下结论：技术资源、资金资
源、供应商资源和产学研合作是企业形成产品开发
能力的必要条件，但并不是决定性因素。 这一结论

印证了管理学上的一个重要观点：企业独有的、难以
模仿的管理因素是最有价值的，是企业得以持续保
持创新能力的根源，而资源在许多情况下是可以通
过要素市场或人力市场获得的。 因此，资源因素对
产品开发能力的影响远不如管理因素强烈。

图 6　各项因素与产品开发能力的相关性倡

Fig．6　Correlation between every factor and
company’s product development capability

产品开发权是社会在讨论汽车企业产品开发能

力建立时的热议话题。 研究发现，产品开发权对产
品开发能力有着一定影响，但远非人们想象的那样
强烈（见图 ７）。 此次对企业的问卷调查也反映了这
一点（见图 ８），无论是新产品开发还是对现有产品
的改进，企业认为其产品开发活动并没有受到政府
部门的更多限制，关键技术知识占有方和合资、合作
外方的限制也十分有限。 这一结果表明，企业产品
开发决策权实际上是掌握在企业自己手中。

图 7　产品开发权与产品开发的相关性
Fig．7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right and the capability to develop a product

　　
3．3　政府的支持仍应以加大科技投入为主

如图 ６ 所示，在企业建立产品开发能力的过程
中，政府和行业的支持是十分必要的。 在进一步对
各种支持方式进行分析后发现（见图 ８），开发经费
和申请专利补助对企业产品开发能力建设的支持更

加直接和有效，政策支持、税收支持、贷款支持等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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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这一结论为今后政府确定对企业产品开发能力
的支持方式提供了依据，同时也说明，政府和行业的
支持是很有意义的，但只体现在引导性方面，要从根

本上提升产品开发能力，必须依靠企业自身的努力，
不仅要尽最大可能、最大限度地获取资源，还应通过
有效的管理充分利用好这些资源。

图 8　政府与行业支持与产品开发能力的相关性
Fig．8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support of the government ＆ industry and

company’s product development capability
　　
4　整车企业资源因素拥有情况和管理水平
现状

　　通过以上分析已经清楚地了解到当前状况下 ６
项资源因素、１０ 项管理因素与产品开发能力建设之
间的关系，接下来需要了解的是企业目前资源因素
的拥有情况和管理水平现状，以便找到进一步提高
产品开发能力的突破口。 通过对样本的分析后发现
以下结论。

资金虽缺但并非影响产品开发能力建立的最关

键因素。 表 １ 显示的是不同所有所有制企业对 ６ 项
资源因素拥有情况的排序。 从表中可以发现，各类
企业资源拥有情况的排序大致相同，资金资源情况
最好，产学研合作资源最差。 这表明尽管资金仍然
是困扰企业发展的问题之一，但已经不是最关键的
问题，目前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用好资金。 各类
企业的不同点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合资企
业认为供应商资源情况最好，而内资企业认为资金
资源情况最好，供应商资源排第二，这一结果有益于
间接地帮助认识合资企业建立对我国零部件工业基

础形成所起到的重要作用和对内资企业发展起到的

支撑作用；其二，股份制企业人力资源拥有情况的排
序高于其他所有制企业，而获得的政府资源相对较
差，这与股份制企业中有相当部分以生产改装车为
主有一定关系。

表 1　不同所有所有制企业 6项资源因
素拥有情况排序

Table 1　6 source factors in different ownership
enterprises

拥有

排序
国有企业 民营企业 股份制企业 合资企业

１ 资金资源 资金资源 资金资源 供应商资源

２ 供应商资源 供应商资源 供应商资源 资金资源

３ 技术资源 技术资源 技术资源 技术资源

４ 政府和行

业支持

政府和行

业支持
人力资源 政府和行业支持

５ 人力资源 人力资源
政府和

行业支持
人力资源

６ 产学研合作 产学研合作 产学研合作 产学研合作

尽管不同所有制企业对 ６ 项资源因素拥有情况
的排序大致相同，但在不同产品生产企业之间略有
差异。 如图 ９ 所示，在 ６ 项资源因素中，轻微型客车
生产企业认为所获得的政府和行业支持最少，人力
资源情况也比其他资源要差，正因为如此，他们在产
学研合作方面所做的工作要好于其他企业。 对于轿
车和 ＳＵＶ 生产企业，由于被调查企业中有相当一批
是合资企业，其人力资源情况和供应商资源情况好
于其他企业。

提高产品开发能力还需从细节入手。 图 １０ 反
映了 １０ 项管理因素拥有情况。 从图中可以发现，领
导和战略得到了企业的肯定，但知识管理能力、开发
管理能力和信息化水平还有待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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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不同产品生产企业各项资源因素拥有情况
Fig．9　The situation of companies with different
kinds of products owning the resource factors

图 10　10项管理因素拥有情况
Fig．10　The situation of companies owning

the 10 management factors
　　从图 １１ 反映的 １０ 项细分管理因素拥有情况可
以进一步发现： ａ．企业目前主要是通过内部积累
（干中学）取得技术的进步，而在建立外部知识获取
渠道、利用委托设计获得知识和技术的方式没有被
很好利用；ｂ．在保护知识产权方面，企业主要还是借
助法律手段（申请专利、注册商标等），非法律手段
还很少被应用，如在产品中设置技术壁垒、通过与供
应商签订协议防止技术泄密、通过分散零部件加工
渠道保护知识产权等；ｃ．总体上企业十分关注产品
开发流程的建立，但研发管理方式和工具还远远不
能满足需要；ｄ．企业在概念开发阶段对政策研究的
能力高于市场调查，进一步深入分析还可以发现，企
业普遍设有专人对国家政策法规进行跟踪，虽也十
分重视市场调查，但企业在市场调查先进方法运用、
超前掌握和准确判断未来市场发展动态的能力等方

面仍然与企业发展需要有一定距离。
拥有资源并不等于有能力用好资源。 如

图 １２ 所示，各类企业供应商资源拥有排序均在前两
位，但部分企业供应商管理情况排序相对靠后，这说
明，要用好、管好所拥有的资源，企业还需要进一步
努力。

图 11　细分管理因素拥有情况
Fig．11　The situation of companies owning the

subdivided management factors

图 12　供应商资源与供应商管理能力比较
Fig．12　Comparison of resources

and management capability of the suppliers
激励机制的作用还没有被企业全面重视。 图 ５

已经反映出了激励机制对产品开发能力建立的重要

性，但正如我们所看到，激励机制在 １０ 项管理因素
中的排序相对靠后，表明企业对激励机制的认识水
平十分有限，对建立激励机制的重视程度不够。 将
激励机制进行分解、细化分析后可进一步发现，企业
普遍对稳定就业较为重视，对激励协作的重视程度
次之，对激励个人作用的重视程度最低。 不同企业
比较还可以发现，民营企业对稳定就业的重视程度
最低，合资企业、轿车和 ＳＵＶ 企业对激励协作的重
视程度最低，大中型客车企业对激励协作的重视程
度最低。 如果这些问题不得到很好解决，将影响到
企业的知识积累，也将难以激发员工服务于企业产
品开发活动的热情，无法实现通过加强交流、促进全
体员工能力提升的目标。

企业现状与相关性分析结果相悖值得关注，创新
文化建设是其中之一。 通过图 ６ 了解到企业文化与产
品开发能力之间的关系，进一步的相关性分析可以发
现（见图 １３），建立协作文化比创新文化更加重要，但从
图 １３反映的调查结果看，企业普遍对创新文化的关注
度高于协作文化，只有中重型载货汽车生产企业对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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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文化的关注度略高。 这一状况如果不能及时扭转， 企业产品开发能力提升的速度将会受到影响。

图 13　企业对协作文化、创新文化的关注度和与产品开发能力的相关性
Fig．13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company’s product development capability and the concern of the

company to the coordination culture and innovation culture
　　
5　结语
5．1　关于产品开发能力

各种企业都对车身开发能力表现出充分的自

信，并在过去相当长时期内支撑了自主品牌产品市
场份额的扩大。

车身开发能力相对较好，整车集成次之，主流水
平达到或接近大改型，发动机总成、电子控制系统、
电器和空调系统开发能力亟待提高。

试验认证能力建设受到合资企业和国有企业的

重视，结合其产品的市场表现，足以表明这一能力的
重要性，但它却是股份制企业的软肋，也是民营企业
最为薄弱的。

对许多企业，产品开发业绩提升与企业经济效
益增长之间出现不协调，过度开发和开发不足并存，
而大中型商用车生产企业和合资企业使两者关系基

本协调的现象值得深思。
5．2　关于各种因素对产品开发能力形成的影响

技术资源、资金资源、供应商资源、产学研合作是
企业进行产品开发活动的必要条件，但并非制约产品
开发能力形成的最关键因素。 资源可以通过多种方
式获得，而企业独有的、难以模仿的管理因素最有价
值。

领导和战略对企业能否有效获取其他资源至关

重要，但激励机制对各项因素的影响比领导及战略更
加强烈，这说明只有好的领导和战略是远远不够的。

激励机制与企业文化建设互为因果。 好的激励

机制不仅可以帮助企业拥有和留住人才，更有利于
建立和谐、创新的企业文化，而好的企业文化将有利
于促进积极向上激励机制的形成。

产品开发决策权与企业产品开发能力有一定的

相关性，但密切程度远远低于人们的想象。
在提升产品开发能力的过程中，能够得到政府

和行业的支持对企业的发展很重要，但只体现在引
导性方面，归根结底还要靠企业自身 。
5．3　企业资源因素拥有和管理水平情况

尽管资金资源、供应商资源仍显不足，但各企业
都认为拥有情况相对较好，目前的关键是如何用好
资源。

绝大多数企业都认为产学研合作资源最缺乏，
说明到目前为止依然没有找到深化产学研合作的最

佳方案。
企业文化、激励机制的建设受到一定程度的关

注，但建设的重点和方向仍需调整。
提升企业开发能力还需从细节入手，尤其是产品

开发流程管理、知识管理和信息化水平，他们决定了
企业所拥有的资源和形成的能力能否转化为效益。

产品开发流程管理已经得到应用，但目前的方
法和工具还难以完全满足需要。

企业在获得技术和管理知识方面更倾向于“使
员工在工作中自行学习”的方法，不能有效发掘外
部知识渠道或很少有效利用外部资源 。
5．4　几点建议

保持和加强政府对重大科技活动的投入十分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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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应重点支持对行业具有扩展、带动意义的共性技术
研究、应用技术研究和相关研究开发基础设施建设 。

政府应继续强化鼓励企业创新的财税政策，重
点是：鼓励企业多种渠道获得科技开发和能力建设
资金；敢于承担自主开发和关键技术开发的风险；将
国际合作的内容向科技开发合作延伸。 同时，政府
还应对合资企业的产品开发活动提出要求，社会应
当对其给予更多支持，鼓励其在中国境内更多地开
展科技开发活动和产品开发活动，鼓励其向中国境
内引入开发资源。

研究通过对影响产品开发能力 ６ 项资源因素、
１０ 项管理因素和 １９０ 项关键技术掌握情况进行的
分析，进一步证明了汽车产品开发能力是一系列具
体、细小技术和能力的集合，任何环节出现短板都将
影响企业产品开发能力的形成和提升。 因此，企业
在关注硬件条件建设和资源积累的同时，应从细节
处入手提高管理水平，它是用好资源的基础，更可加
快企业将获得的能力转化为效益的进程。

企业应加强文化建设，并使其目标化 （价值
化）、人性化和制度化，使其能够传承、延续和不断
优化。 在此过程中，应注重完善激励机制，让鼓励团

队协作、激励个人奋进、倡导精诚合作成为企业文化
的一部分。

协调好产品开发业绩与企业经济效益增长的关

系十分重要，企业应做到技术发展水平与市场定位
协调，中远期发展需求与近期效益协调，否则产品开
发能力提升对企业发展的贡献将被大打折扣。

现阶段，产学研合作对提升企业产品开发能力
仍然具有积极意义，关键是如何把深化产学研合作
落到实处，解决好成果（样品）向生产力（产品）转换
过程中所面临的突出问题，调动更多的有技术特长
的科技中小企业为整车产品开发活动服务。 在产学
研合作中，相关各方应着眼于长远，形成长期稳定的
利益共同体，通过多样化的合作，实现优势互补和利
益共享 。

总结世界各国的经验，科技社团在推动一个国
家产业科技发展的作用十分突出。 在我国，应当遵
循国际上汽车工业领域已经形成的学会、协会业务
分工，发挥学会（科技社团）在协调各种资源、组织
共性技术攻关、推动科技成果转化和搭建公共科技
服务平台等方面的作用。

The analysis report on the factors that affect the
China’ s vehicle development cap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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