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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汽车的诞生，对人类文明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随着汽车的发展和逐渐普及，汽

车越来越多地影响着人们的生活，人们对它的认识也在不断地改变着。有着１２０余

年发展历史的汽车，已为人类社会创造了丰富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汽车扩大了

人们的生活空间，加快了生活的节奏，带动了世界经济的繁荣和发展，同时，也形

成了汽车文化和汽车文明。

本书具有以下的特点。

（１）内容新颖，重点突出，系统性强。本书在编写过程中查阅了大量的汽车相

关文献资料，选取的内容与图片具有代表性，在内容上，按照学生的认知规律，由

简到繁，由大到小，由远及近，由历史到未来，系统规范，使学生学到更多的理论

知识的同时，也提高了认知能力。

（２）知识面宽，适用面广。本书内容不仅理论知识涉及面广，而且注重与汽车

类专业其他教材内容的衔接，汽车类专业学生和相关从业人员可根据情况选用学习，

一些汽车爱好者也可把本书作为了解汽车的一本入门书籍。

（３）图文并茂，通俗易懂，趣味性强。本书采用了大量的图片，简洁直观，生

动活泼，充分抓住了中职学生的心理特点，使学生想学爱看，有利于激发学生的学

习兴趣。

本书由吴淑杰、王亚雷 （周口科技学院）、焦琛担任主编，由王春艳担任副主

编，其中吴淑杰编写了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王亚雷编写了第四章、第五章、

第六章。焦琛编写了第七章、第八章、第九章。王春艳编写了第十章、第十一章。

由于时间仓促，作者水平有限，书中难免有疏漏和不足之处，恳请广大师生指

正，以便再版时修订。

编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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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第一章　汽车发展史

第一节　世界汽车发展史

一、汽车的诞生

人类最初的工作完全依靠人类自身的力量来完成，人力就是动力的来源。随着时

间的推移，人们对自然界的认识越来越深刻，利用自然和改造自然的能力日益加强，逐

渐开始使用各种能够利用的资源，如畜力、水力、风力等。

在汽车出现以前，人们尝试利用机械作为动力来驱动运输工具。１７６５年，英国工

人詹姆斯瓦特推出了实用蒸汽机，使蒸汽机进入了大规模生产阶段，并广泛应用于

世界各国的工业生产。１７６９年，法国陆军工程师古诺试着用一台蒸汽机来驱动车辆，

但在试车时转向系统失灵而撞到墙上，造成了世界上第一起机动车事故。后来通过他

的改进，这种蒸汽汽车的时速达到了９．５ｋｍ／ｈ，并可以牵引４～５ｔ的货物（图１－１）。

图１－１　法国人古诺制造的蒸汽汽车

１８３１年，美国人歌德史沃奇勒将一台蒸汽汽车投入运输，相距１５ｋｍ的格斯特

夏和切罗腾哈姆之间便出现了有规律的运输服务，这台运输车走完全程约需４５ｍｉｎ。

过了三年，伦敦街头也出现了蒸汽驱动的公共汽车。当这个怪物出现在英国城镇街头

时，引起了很大的骚动，也招致了民众的强烈不满。因为这种车比现在筑路用的压路

机还重，速度又低，常常撞坏未经铺修的路面，引起各种事故。为此英国制定了《红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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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规》，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由于这条法规的实施，使得英国后来在汽车制造业上大大

落后于其他工业国家。

１８７６年，德国发明家尼古拉奥托发明了划时代的四冲程往复活塞式内燃机；

１８７９年，德国工程师卡尔本茨首次试验成功一台二冲程试验性发动机，他在１８８５年

用一台两冲程单缸０．９马力的汽油机制成了第一辆三轮机动车，并为此申报了专利，

这被看作世界上的第一辆现代汽车。此车具备了现代汽车的一些基本特点，如火花点

火、水冷循环、钢管车架、钢板弹簧悬架、后轮驱动前轮转向和制动手把等（图１－２）。

图１－２　卡尔本茨的第一辆汽车

与此同时，德国人戈特利布戴姆勒与威廉迈巴赫合作制成了第一台高速汽油

试验性发动机，同样在１８８６年制成了世界上第一辆“无马之车”：该车是在买来的一辆

四轮马车上装用他们制造的功率为１．１马力、转速为每分钟６５０转的发动机，试车时

该车以１８ｋｍ／ｈ的速度从斯图加特驶向康斯塔特，这在当时被评论为“令人窒息”的速

度。世界上第一辆汽油发动机驱动的四轮汽车就此诞生了（图１－３），因此人们一般都

把１８８６年作为汽车元年，本茨和戴姆勒则被尊为汽车工业的鼻祖。

图１－３　１８８６年戈特利布戴姆勒制造的戴姆勒１号四轮汽车

进入２０世纪以后，１９０８年亨利福特在美国推出了著名的“Ｔ”形车（图１－４），

１９１３年该公司将流水线引入汽车生产，使汽车产量迅速增长，成本急剧降低，价格自

然也就变得低廉，这样汽车就由从前的豪华奢侈品变成了平民化的产品，短短１９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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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形车就生产了１５００万辆，美国也因此成为名副其实的汽车王国。所以有人说，汽

车起源于欧洲，发展于美国。

图１－４　１９０８年出产的首款福特“Ｔ”形车

２０世纪６０年代，日本汽车业开始崛起，日本汽车以节能和廉价而风靡全球，占领

了汽车市场很大的份额。１９６８年日本汽车年产量达到３００万辆，超过欧洲各主要汽车

生产国产量，跃居世界第二位。到１９８０年，日本汽车年产量达到１１００万辆，超过美国
“坐”上了世界汽车生产的头把交椅，日本终于成为美国和欧洲之后世界第三个汽车工

业发展中心。丰田公司生产的ＡＡ型轿车如图１－５所示。

图１－５　丰田公司生产的ＡＡ型轿车

２０世纪末期，世界各大汽车厂商为了抵御市场风险，扩大对市场的占有率，纷纷

采用强强联合的方式进行横向的并购重组。如１９９８年奔驰汽车公司收购了克莱斯勒

汽车公司，组成新的戴姆勒－克莱斯勒股份公司。１９９９年福特公司收购了沃尔沃公

司，雷诺汽车则收购了日本日产汽车。２００９年保时捷公司在收购大众汽车失败后反

被大众汽车公司合并。２０１０年中国吉利汽车公司收购了沃尔沃汽车公司。

进入２１世纪，为了占领未来的汽车市场，许多公司把各种先进的新技术、新设备、

新材料广泛应用于汽车工业中，使汽车业日趋自动化和电子化，汽车对我们的生活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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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了越来越重要的影响。

二、汽车外形的发展

（一）最早的马车型汽车

１８８６年，德国工程师卡尔本茨（１８４４－１９２９）将一台０．８５马力的汽油机装在一

辆三轮马车上；同年另一位德国工程师戈特利布戴姆勒（１８３４－１９００）把１．１马力汽

油发动机安装到一台四轮马车上，这便是最早的汽车。从１９世纪末到２０世纪初，世

界上相继出现了一批汽车制造公司，除戴姆勒和本茨各自成立了以自己名字命名的汽

车公司外，还有美国的福特公司、法国的标致和雪铁龙公司、意大利的菲亚特公司等。

当时的汽车外形基本上沿用了马车的造型。因此，当时人们把汽车称为无马的“马车”

（图１－６）。

图１－６　卡尔本茨的马车型汽车

（二）箱型汽车

马车型汽车很难抵挡风雨的侵袭，美国福特汽车公司在１９１５年生产出一种新型

的福特“Ｔ”型车，这种车的车室部分很像一只大箱子，并装有门和窗，人们把这类车称

为“箱型汽车”（图１－７）。

（三）流线型汽车

箱型汽车在高速行驶时的阻力大大妨碍了汽车前进的速度，所以人们又开始研究

一种新的车型———流线型。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１９３３年德国的保时捷博士所设计的

一种类似甲壳虫外形的汽车，这种车最大限度地发挥了甲壳虫外形的长处，使之成为

同类车中之王，甲壳虫也成为该车的代名词。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原因，甲壳虫型

汽车直到１９４９年才真正大批量生产，并开始畅销世界各地，同时以一种车型累计生产

超过２０００万辆的纪录而著称于世（图１－８）。在１９３４年克莱斯勒汽车公司也推出了流

线型的气流牌汽车（图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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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７　箱形汽车

图１－８　费迪南德保时捷设计的享有盛誉的大众甲壳虫汽车

图１－９　１９３４年克莱斯勒公司推出的气流牌汽车

（四）船型汽车

美国福特公司于１９４９年推出具有历史意义的新型福特“Ｖ８”轿车。这种车型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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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以往汽车的造型模式，整个造型很像一只小船，所以人们把这类车称为“船型汽车”。

与甲壳虫汽车相比，船型汽车发动机前置，使重心前移，同时加大了行李舱，使整车风

压中心位于汽车重心之后，从而增加了抵抗横向风的能力，解决了甲壳虫型汽车对横

风不稳定的问题（图１－１０）。

图１－１０　船形汽车

（五）鱼形汽车

船型汽车尾部过分向后伸出，形成阶梯状，在高速行驶时会产生较强的空气涡流。

为了克服这一缺陷，人们把船型车的后窗玻璃逐渐倾斜，倾斜的极限即成为斜背式。

由于斜背式汽车的背部像鱼的脊背，所以这类车称为“鱼形汽车”（图１－１１）。１９６４年美

国的克莱斯勒顺风牌和１９６５年的福特野马牌都采用了鱼形造型。鱼形汽车的缺

点是，在高速行驶时会产生一种升力使车轮附着力减小，容易在横向风作用下发生偏

离的危险。

图１－１１　鱼形汽车

（六）楔形汽车

为了从根本上解决鱼形汽车的升力问题，人们设想了种种方案，最后终于找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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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楔形。就是将车身整体向前下方倾斜，车身后部像刀切一样平直，这种造型能有

效地克服升力。１９６３年，司蒂倍克阿本提第一次设计了楔形小客车。

“阿本提楔形车”诞生于船型车的盛行时代，与通常的外形形成尖锐的对立，因此，

未能起到引导车身外形向前发展的作用。直到１９６６年才被奥兹莫比尔托罗纳多所

继承。楔形对于目前所考虑到的高速汽车，已接近于理想的造型。现在世界各大汽车

生产国都已生产出带有楔形效果的小客车，这些汽车的外形清爽利落、简洁大方，具有

现代气息，给人以美的享受（图１－１２）。

图１－１２　楔形汽车

三、汽车发动机的发展

１６７０年，荷兰人海更斯发明了利用火药点燃后产生的气体膨胀推力推动活塞运

动的内燃机，这是现代内燃机的雏形，但是由于火药燃烧难以控制而未能取得成功。

１７１２年，苏格兰铁匠托马斯纽可门发明了靠机械来做功的实用化蒸汽机，这种蒸汽

机用于驱动机械，大大减轻了人们的体力劳动，在欧洲流行了近６０年。１７６５年，英国

工人詹姆斯瓦特改进了纽可门的蒸汽机，使蒸汽机的燃料消耗量下降，热效率提高，

更加实用，在１７６９年蒸汽机进入了大规模生产阶段，广泛应用于世界各国的工业

生产。

１８５９年，美国的宾夕法尼亚州打出了世界上第一口油井。此后，石油产量不断提

高，汽油、煤油、柴油逐渐成为广泛应用的新燃料。

１８６２年，法国工程师德罗夏发表了一篇关于内燃机理论的论文，文章阐述了取得

最高效率和最佳经济性能所需要的条件。他明确指出，要制造性能好的内燃机，必须

使气体尽快膨胀到最大，并尽量提高膨胀的初始压力，如不能很好地满足这些要求，就

会浪费大量气体。但他只是停留在理论层面，并未付诸实施。在一个偶然的机会，德

国发明家尼古拉奥托发现了这篇论文，并以此为依据在１８７６年成功发明了四冲程

往复活塞式内燃机。这种内燃机以煤气为燃料，采用火焰点火方式，运转平稳，较之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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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机热效率提高了不少；加之奥托本人在十年后宣布放弃这项专利，因此这种内燃机

获得了空前的推广。人们为了纪念奥托的巨大贡献，将这种机械命名为奥托内燃机。

但是使用煤气的奥托内燃机有诸多不便之处，其中最困难的就是燃料的储存与携带，

因此难以用作船舶、车辆等运输机械的动力。

１８７９年，德国工程师卡尔本茨首次试验成功一台二冲程汽油发动机；１８８３年，

德国的戈特利布戴姆勒研制出了立式单缸汽油发动机；１８８５年，英国的普雷斯特曼

研制出煤油内燃机；１８９２年德国人狄塞尔制造了第一台压燃式的柴油内燃机；１８９８年

美国人富兰克林研制出顶置气门４缸风冷式发动机。可以看出，在１９世纪末发动机

已经进入了高速发展阶段。

１９５７年，德国人汪克尔发明了转子活塞发动机，这种发动机利用内转子圆外旋轮

线和外转子圆内旋轮线相结合的机构，将三角活塞运动直接转换成旋转运动，取消了

传统发动机的曲柄连杆机构和配气机构，因此具有质量轻、体积小、转速高和功率大的

特点。一年后，汪克尔将外转子改为固定转子行星运动，制成功率为２２．７９ｋＷ、转速为

５５００ｒ／ｍｉｎ的新型活塞发动机。后来，日本东洋公司（马自达公司的前身）买下了转子

发动机的专利，将其安装到汽车上，并逐步加以完善。但到目前为止，转子发动机仍然

只是马自达公司的独门技术，并未普及。

现在流行的电喷发动机最早出现于１９６７年，是由德国保时捷公司研制的Ｄ型电

子喷射装置，随后被用在部分德系轿车上。这种装置以进气管内的压力作为控制喷油

量的依据，但是它的缺点是结构复杂，工作稳定性差，造价高昂。针对这些缺点，博世

公司推出了改进后的Ｌ型电子控制汽油喷射装置，它以进气管内的空气流量做参数，

可以直接按照进气流量与发动机转速的关系确定进气量，据此喷射出相应的汽油。这

种装置由于设计合理，工作可靠，为欧洲和日本等汽车制造公司所广泛采用，并奠定了

今天电子控制燃油喷射装置的雏形。

到目前为止，电喷系统的行车电脑会随时通过传感器监测发动机冷却液温度、进

气流量、转速变化、震动状况，并依照实际需求调整供油量与点火时间，因此在动力输

出、燃油经济与排污表现上可以取得相当不错的平衡。同时为了增加发动机进气量，

提高燃油效率，发动机从早期的单点喷射，演化至多点喷射，气门数量从两个增加至五

个。总体而言，电喷供油系统的最大优点就是燃油供给被控制得十分精确，让混合气

在任何状态下都能有正确的空燃比，不仅让发动机的运转保持顺畅，同时发动机排放

的废气也能符合环保法规的要求。然而，由于这一阶段的电喷系统是将燃油喷嘴安装

在气门旁边的，只有在气门打开时才能完成油气喷射，因此喷射会受到气门开合周期

的影响，产生延迟，进而影响电脑对喷射控制的精确程度。针对上述问题，又产生了改

进后的缸内直喷技术，将燃油喷嘴从气缸外面移到了气缸内部，通过电脑自动决定喷

油时机与分量，而气门则只是控制空气的进入时间，汽油与空气进入汽缸后才进行混

合。由于油、气的混合空间、时间都相当短暂，因此缸内直喷系统必须依靠高压将燃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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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喷油嘴压入汽缸，以达到高度雾化的效果，从而更好地进行油气混合。一般而言，应

用了缸内直喷技术的发动机要比同排量的多点喷射发动机的峰值功率提升１０％～
１５％，而峰值扭矩能提升５％～１０％。

在发动机的工作方式和喷油方式确定后，发动机的进化之路并没有终止，在发动

机技术的完善上一代又一代的汽车人在做着不懈的努力。有些完善甚至都没办法记

录。可以肯定的是现在的发动机运转更加平顺了，抖动也不是那么激烈了。燃油经济

性也更好了，动力更足了。而这些都是依赖于新技术的运用。为了改善进气，相继出

现了本田的ＥＣＶＴ，丰田的ＶＶＴ－Ｉ，现代的ＣＶＶＴ，通用的ＤＶＶＴ等可变气门正时技

术；为了获得更好的空燃比，就有了大众的ＴＦＳＩ分层喷射技术，ＶＩＳ可变进气道技术，

涡轮增压中冷技术等；为了使环境污染最小，在排气管里又增加了氧传感器，三元催化

转化器，以及废气再循环等技术。

目前，由于环境污染的恶劣影响，对汽车尾气排放的要求也越来越高，落后的发动

机技术被淘汰已经成了必然，更多充分利用能源的技术也在不停地研发中。同时由于

全球能源危机的巨大影响，更加节能的新能源技术必将在发动机技术的发展上书写重

重的一笔。

四、汽车底盘的发展

最早的汽车没有专门的底盘，世界上第一辆汽车是在马车上安装发动机而形成

的。随着汽车的发展，人们开始设计专门的底盘供汽车使用。

１８９１年，法国人潘赫德和莱瓦索尔采用发动机前置、后轮驱动的结构形式，并为

此设计了专用的汽车底盘。这一结构奠定了汽车传动的基本形式，在相当长的时间内

被全世界广泛效仿。１８９４年，法国人米其林兄弟发明了充气式橡胶轮胎。同年奔驰汽

车公司将米其林发明的可拆卸式充气轮胎安装在维多利亚牌汽车上，以前使用的实心

橡胶轮胎开始退出历史舞台。１８９５年，法国人莱瓦索尔研制出用手操纵的齿轮变速

传动装置。１８９８年，法国人雷诺将万向节首先用于汽车传动，并发明锥齿轮式主减速

器传动装置，取代了传统的链条传动方式。１８９９年，戴姆勒汽车公司将分挡变速器安

装在自己的产品上……由此可见，在汽车发明后的短短十几年间，汽车底盘技术的发

展是非常迅速的。

进入２０世纪，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汽车底盘的发展也是日新月异。奔驰汽车公

司在１９００年开始用钢材代替木材制作车架，同年倾斜式圆形方向盘首次面世。１９１６
年，在当时非常流行的倾斜式挡风玻璃上，安装了手动的刮水器。１９１８年，美国人麦克

姆罗西德制成四轮液压制动器并获得专利。１９２３年，菲亚特公司推出了可调整的

方向盘。１９２４年，博世公司开始生产电动刮水器。１９２６年，凯迪拉克公司将防碎玻璃

用于汽车。１９３０年，戴姆勒公司将液力耦合器用于汽车，改变了传统的机械传动方式。

１９３１年，出现了采用独立悬架的汽车。１９３４年，采用流线型车身的克莱斯勒“气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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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车问世，同年雪铁龙公司推出了前轮驱动汽车。１９３９年，奥兹莫比尔汽车采用了史

无前例的液力—机械联合传动系统。１９４１年，克莱斯勒公司研制成功四速半自动变

速器及液力变矩器并很快将其装备在汽车上。１９４６年，米其林公司研制出子午线轮

胎。１９５２年转向助力器装车使用，同年美国人开始采用座椅安全带。１９５８年无级变

速器问世。

２０世纪７０年代，计算机开始大规模进入人们的生活，各大汽车公司相继推出了各

种各样的电控底盘结构。防抱死制动系统（ＡＢＳ）、牵引力控制系统（ＴＣＳ）、可调空气

悬架系统、巡航控制系统（ＣＣＳ）、电子车辆稳定系统（ＥＳＰ）、安全气囊、电控自动变速器
（ＥＣＡＴ）电子转向助力系统等纷纷问世，并逐渐成为汽车的标准配置，使汽车的操控

变得更加容易，安全性能也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

第二节　中国汽车发展史

一、新中国成立前的汽车业

中国从１９０１年开始已有汽车进口。１９０１年１２月，匈牙利人李恩时（Ｌｅｉｎｚ）将两

辆汽车带入上海（图１－１３）。１９０２年，袁世凯为讨好慈禧太后，从香港买了一辆作为慈

禧６６岁的寿礼。经专家考证，袁世凯所献上的这辆黑色木制车厢、两轴四轮、实心橡

胶轮胎、木制辐条、敞篷式古典汽车，车厢内设两排座席，前排是司机席，后排是乘客

席。在车头两侧装有两盏铜质车灯，而在车厢上方由四根支竿支起了一个车篷，在车

篷的四周缀有黄色丝穗，乍看上去酷似昔日的四轮马车。慈禧检阅贡品时，听说这辆

洋车不用马拉就能跑，感到很奇怪，立即口谕在场的德国司机开车。洋车真的轰隆隆

地跑了起来，慈禧看了喜不自胜，高兴地问：“这车跑得这么快，要吃许多草吧？”慈禧

乘坐汽车去颐和园游览时，突然发现：司机孙富龄不仅坐着，而且还坐在自己前面。这

还了得，有失自己尊严。子是，厉声命令司机要开车，就必须跪下开 ！慈禧的话谁敢

不从？司机只好跪着驾驶，但手不能代替脚踩油门和刹车，路上险些酿成惊天大祸。

无奈，慈禧被人搀扶下车，中途又换上她的十六抬大轿。

经专家鉴定该车是美国马萨诸塞州的图利亚（ＤＵＲＹＥＡ）汽车与弹簧公司１８９６
年制造的“图利亚牌”汽车。发动机是横置式汽油机，功率７．３５ｋＷ，产生的动力由旁边

的齿轮变速箱传递给后轴，最高时速１９ｋｍ。这辆车现被北京颐和园的“德和园”

收藏。

中国要建立民族汽车工业，制造汽车的愿望早在孙中山先生的《建国方略》中就已

提出。１９２８年，张学良在沈阳先后给民生工厂（前身为沈阳迫击炮厂）拨款８０万元试

制汽车。聘美国人迈尔斯（Ｍｙｅｒｓ）为总工程师，还雇用了几名外国工程师。１９２９年３
月，民生工厂进口了一辆美国瑞雪牌汽车。后将该车拆卸、测绘，对部分零件、部件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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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１３　进入中国的第一辆汽车

行设计制造。历时２年，于１９３１年５月试制成功第１辆，定名为民生牌７５型汽车。这

是中国生产的第一辆汽车，它开辟了中国人自己制造汽车的先河（图１－１４）。当时曾有

人做过统计：在全车６６６种零件中，有４６４种是自制的，２０２种是进口的。民生牌７５型

载货汽车可装载１．８ｔ货物，适于城镇使用。曾计划制造另一种为１００型的货车，可装

载２．７ｔ，适用于较差路面，后因抗日战争爆发和资金等种种原因未果。刚刚萌芽的中

国民族汽车制造工业就这样被扼杀了。

图１－１４　中国第一辆民生牌汽车

１９３２年１２月山西汽车修理厂仿美国飞德乐（Ｆｅｄｅｒａｌ）牌汽车试制成装载量１．５ｔ
的汽油载货汽车一辆，定名为山西牌。到１９３３年夏，试车行驶约１８０００ｋｍ，各部件都
很完好。

山西省虽有创办汽车厂的举措，后终因资金短缺、工业基础薄弱，时局动荡而没有
继续制造。

１９３６年曾筹建中国汽车制造公司，并于１９３７－１９３９年间用进口的散件组装约

２０００多辆柴油汽车。抗日战争期间，资源委员会也曾筹办并由中央机器厂生产过
汽车。

在当时的中国，尽管存在资金和技术等方面的不足，但是，主要由于日本对华的侵
略战争，使当时的中国从根本上丧失了建立汽车工业、生产汽车的条件。抗日战争胜
利后，天津又曾尝试批量生产三轮汽车，但只是昙花一现。在新中国成立之前，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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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民族汽车工业的夙愿始终未能实现。中国民族汽车工业在新中国成立以后才变

成了现实。

二、新中国汽车工业

新中国成立后，兴建第一汽车制造厂的任务列入了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

划。１９５０－１９５３年，在党中央和国务院决策下展开了建设一汽的筹备工作，１９５３年７
月１５日举行第一汽车制造厂奠基典礼。经过三年的奋力拼搏、艰苦创业，于１９５６年７
月１４日从一汽总装配线开出第一批１２辆解放牌载货汽车（图１－１５）。一汽建成投产

取得了经验、培养了人才，实现了“出汽车、出人才、出经验”的建厂目标，成为中国汽车

工业的摇篮，在以后的年代里也为中国汽车工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１９５８年全国“大跃进”运动开始，经过第一个五年计划，国民经济的发展需要更多

的汽车。仅仅几个月内，除西藏和宁夏外，各省、市、自治区有上百个厂点制造出各类

汽车达２００余种，试制的汽车品种重复、技术落后、水平不高、数量少。据１９５９年统

计，全国共生产各类汽车１．６万辆，其中一汽生产１．４９万辆，其余众多厂点仅生产

１１００辆。

进入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国民经济执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方针，汽车行业经过
“关、停、并、转”的结构性整顿，１９６３年全国共有汽车制造厂１８家、改装车厂４５家，当

年共生产汽车约２万辆，形成了南京、上海、北京、济南四个较有实力的汽车生产基地。

南京汽车制造厂的前身是南京汽车制配厂，仿制苏联嘎斯５１型２．５ｔ载货汽车于

１９５８年开始试制生产命名为“跃进牌”的载货汽车（图１－１６），１９６６年基本形成年产

５０００辆的综合能力。

图１－１５　ＣＡ１０Ｂ型解放牌汽车

北京汽车制造厂的前身是北京第一汽车附件厂，１９５８年起先后试制出“井冈山

牌”（图１－１７）轿车和“北京牌”轿车，后因资金和技术力量不足停止试制，１９６０年又参照

苏联伏尔加轿车图纸试制出“东方红牌”轿车，并拟建设年产５０００辆的能力，后来按照

中央军委要求，安排北京汽车制造厂生产军用轻型越野汽车即“北京牌”越野车（图１－
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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