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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车工业是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目前，轻型汽车已成为我国汽

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整个国民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中发挥着重

。回顾我国轻型汽车工业所走过的独特的发展道路，是十分有

部《中国轻型汽车工业史》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通过大量

历史资料，比较全面客观地展示了我国轻型汽车艰难起步，艰

，曲折发展的历史轨迹，是一部观点鲜明、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的专业史作。

历史是一面镜子，也是一部教科书。

建国后的50年代初期，为推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国家投

入大量资金，于1 956年在长春建成了第一汽车制造厂，随后六、七十

年代又陆续建设了第二汽车制造厂、四川汽车制造厂、陕西汽车制造

厂，初步建立了具有一定经济规模的中型和重型汽车生产基地。在此

期间，虽然国民经济的发展更需要轻型汽车，但是，由于众所周知的

历史原因，国家不可能再投入更大的资金用于轻型汽车工业的建设。我

国轻型汽车就是在这样历史条件下发展起来的。

从50年代末期到60年代中期，为适应工农业和交通运输事业发

展的需要，在各地方政府和主管部门支持下，南京、北京、上海等地

区的一批汽车修理和附配件生产企业，率先通过仿制和自行设计开发

出我国第一代轻型汽车主导产品，这些生产厂家在国家较少投资的条

件下，经过不同程度的技术改造，逐步建立起地区和跨地区的专业化

生产协作体系，形成了一定的生产能力，完成了从汽车修配和附配件

生产向汽车制造的转变。

从60年代到70年代末期，全国各地区通过技术交流，互相借鉴，

地区配套，在全国范围内较普遍地仿制第一代轻型汽车主导产品，并

更广泛地建立起生产协作配套体制，进一步推动了轻型汽车工业的发

展。

从70年代末期到80年代，在党的改革开放路线指引下，南京、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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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南昌和重庆等地区又率先引进意大利依维柯和日本五十铃等轻型

汽车的第二代产品，使我国轻型汽车工业进入了一个换型改造的新的

历史发展时期。

四十多年来，我国轻型汽车工业经历了一条从无到有，从小到大，

艰难曲折的发展道路，这是轻型汽车战线上广大职工克服困难，自力

更生，艰苦创业的结晶。她的发展过程体现了几个显著的历史特征。首

先是我国轻型汽车厂家的前身均为汽车修理和附配件生产企业，物质

和技术基础都很薄弱；二是这些企业是在各个历史时期为适应国民经

济和国防建设的需要应运而生的；三是这些企业是在国家较少投资的

条件下，经过各地方政府和主管部门的组织和支持，逐步发展起来的；

四是这些企业都是在人力物力和资金不足的条件下通过自力更生，艰

苦创业，以老养新，自我积累，用“滚雪球’’方式，逐步成长起来的；

五是轻型汽车虽然品种比较单一，但由于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起较完整

的配套体系，整车和零部件通用性好，互换性强，有较好的适用性和

社会效益。

我国轻型汽车工业历经了风风雨雨，到80年代末期，已经有了很

大发展，很多轻型汽车厂家已进入全国500家大中型企业行列，他们

在国民经济和国防建设中已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做出了重大历史贡

献。

任何事物在从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中都不可避免地存在着自身

的历史局限性。目前，我国轻型汽车产品结构单一，产品质量不高，工
艺技术落后，产业结构分散，企业规模偏低，这些都是制约轻型汽车

工业进步发展的主要因素。但是，我们相信，在改革开放不断深入发

展的新形势下，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推动下，通过横向经济联合，生

产要素的优化组合，调整产业和产品结构，遵循集约化集团化的发展

方向，轻型汽车工业在四十多年艰苦创业的基础上，一定能够写出更

好的历史新篇章。 ．

溺克，枷姊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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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轻型汽车工业史》是遵照中国汽车工业总公司和中国汽车工

业史编审委员会的要求组织编写的；是一部反映中国轻型汽车工业在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发展综述；是《中国汽车

工业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为了编写这部史书，根据中国汽车工业史编审委员会的安排，由

北京轻型汽车有限公司牵头，组建了包括南京汽车制造厂、北京汽车

制造厂、金杯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市汽车制造厂、天津市客车厂

(现天津三峰客车有限公司)、江西汽车制造厂(现江铃汽车集团公

司)、北京第二汽车制造厂、北京旅行车股份有限公司、广州羊城汽车

厂、武汉轻型汽车制造总厂(现东风武汉轻型汽车公司)、合肥江淮汽

车制造厂、成都汽车制造厂、一汽长春轻型车厂、长沙汽车制造厂、国

营星光机器厂、云南蓝箭汽车制造厂、沈阳松辽汽车厂、北京燕京汽

车厂、昆明茶花汽车厂、沈阳双马汽车制造厂、烟台汽车制造厂、宁

波汽车拖拉机工业公司、郑州轻型汽车制造厂24家轻型汽车生产企业

参加的中国轻型汽车工业史编委会。下设编辑部，负责史料的征集和

撰稿工作。

从1990年12月组建编委会开始，编委会各成员单位的领导及编

辑部人员，以会议的形式，先后经历了研究拟定史料征集提纲，讨论

确定全书的指导思想和篇目大纲、研究分析史料长编、审查修定史稿、

编撰修订稿和终审稿等阶段。史书的编辑工作，自始至终是在所有轻

型汽车生产企业和主管公司的大力支持下，在中国汽车工业史编审委

员会和编辑部的关怀指导下进行的。是按照大家所共同确定的总体构

思和纲目设置，根据各生产企业和主管公司所提供的史料，在编委会

统一组织下的一次集体性创作。

本史编辑部人员系由编委会各成员单位及主管公司的有关人员组

成，由于经验不足，水平有限，加之轻型汽车生产厂家众多，情况复

杂，发展各异，，在章节编排、语言文体、材料处理等方面，难免存在

失误、遗漏和错误之处，敬请广大读者予以指正。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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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收集和汇总资料的过程中，得到《中国统计师事务所》和《中

国统计信息咨询服务中心》有关统计专家、教授的大力协助，在此深

表感谢。 ．

’

谨以此书敬献给战斗在轻型汽车工业战线上的广大职工和各级领

导。

中国轻型汽车工业史编辑部

一九九四年八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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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书是遵照中国汽车工业总公司和中国汽车工业史编审委员
会的要求组织编纂的，是《中国汽车工业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本书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针，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

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以生产力发展为主线，详今略昔，详近略远，按

轻型汽车工业历史发展的不同时期和特点，分为萌芽、创建、形成、改

革发展四个阶段，结构为篇、章、节、目四个层次。所限时间上限起

自1949年新中国建立，并上溯到解放前对轻型汽车研制的一些事例，
下限止于1989年，个别主要事件延伸到1990年。

三、为了全面反映中国轻型汽车工业的发展情况，全书还设有专

述、大事记、部分生产企业介绍和各项统计资料附录等四个部分。其

中生产企业介绍部分，下限止于1992年。

四、本书体例，以编年体为主。对一些内容联系密切，时间相距

不远的事例，适当采用记事本末体。

五、本书所记载的各种统计数字，以各轻型汽车生产企业和中国

信息情报局统计数字为准。

六、书中字体，除必要时使用繁体字外，一律用国家公布的简化

字。所用数字，除习惯用汉字表示者外，一般用阿拉伯数字。

七、本书不设“人物篇"。对于为中国轻型汽车工业发展作出重大

贡献的人物，采用以事系人的方法予以记载。

八、本书是在中国轻型汽车工业史编委会组织领导下编纂的。由

各轻型汽车生产企业或主管公司提供史料，由轻型汽车工业史编辑部

统一撰稿，编委会领导成员审核通过，并得到各主要生产企业或主管

公司的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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