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穷则思变 闯出一片天

新中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交通运输面貌十分落
后，能通车的公路不过8万公里。客车大多由国外卡车底
盘改装而来，且不能批量生产，当时主要的运输工具还
是畜力车。

从 1953年起，国家开始有计划地进行交通建设。在
此背景下，河南省交通厅郑州客车修配厂于 1963 年成
立，同年成功试制出河南省第一辆JT660型长途客车，填
补了河南省多年来不能生产公路长途客车的空白。

这家从事客车修理和配件生产的小厂子，正是宇通
的前身。

上世纪 80年代，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神州大地。国
家放开了对汽车工业的合资限制，行业里出现一批走

“技术引进—合资—合作生产”道路的企业，这让在计划
经济时代习惯了购、销靠国家指标“包办”的老企业进
入“寒冬”，其中就包括宇通。

穷则思变。面对经济体制转型的重大考验，宇通选
择了变革。变革围绕产品和内部体制机制展开，不是小
修小补，而是大刀阔斧。首先把试制车间分离出去，采
用承包方式，开发出一片“试验田”。

变则通，通则久。体制机制的束缚一旦被冲破，内
生的创新活力便会持续迸发。90年代初，中国国内人口
流动活跃。由于铁路运力有限、航空价格偏高，公路出
行成为首选。但如果是长途客运，乘客长时间栖身在狭
小的座椅上，难免不适。

能否设计生产出一种卧铺客车，让大家上车可以
睡，“躺着”就能到终点。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宇通瞄
上长途客运市场巨大需求，瞅准商机，加紧设计研制，
推出了自主研发的卧铺客车。一经推出，广受市场欢
迎。之后，宇通又对卧铺客车进行了多次改良升级，开
启了长途客运新时代。一直到卧铺客车退出历史舞台，
宇通卧铺客车的市场占有率始终保持在50%以上。

卧铺客车的问世，让宇通收获了开拓市场的第一桶
金，更重要的是行业影响力显著提升。但此时的宇通深
知，要想做大做强，变革不能止步，眼光必须长远。

1993 年，宇通抓住国家实行股份制改革试点的机
遇，率先在行业内进行股份制改革。4年后，在上海证券
交易所上市，成为客车行业首家上市公司。

基于以上两次变革，宇通快速发展的步伐更显稳健
从容。凭借上市后的融资，投建占地 1700亩、亚洲规模
最大的新客车生产基地，并于 1998年正式启用。当年产
能迅速提升至4700辆，成功实现规模升级。

2003年，宇通以1.5万辆的国内销量首次登顶，成为
中国大中型客车销量领跑者，并持续至今。

自主研发 创新不停步

抓创新就是抓发展。只有做到自主研发、自主创
新，产品在市场上才会有更强竞争力。对此，宇通有清
醒认识。“在自主研发上，我不怕投入，要做中国客车第
一，你得有真功夫。”宇通董事长汤玉祥表示。

为此，宇通每年将营业收入的 3%-5%作为研发经
费，建立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客车安全控制技术国家地
方联合工程实验室、国家电动客车电控与安全工程技术
研究中心等多个研发创新平台，承担 46项国家和省级科
研项目，参与制定 123 项国家和行业标准，拥有 2117 项
有效专利。

随着绿色、环保、节能的理念逐渐深入人心，新能
源的推广是大势所趋。早在 1997年，宇通便开始研发新
能源客车，2年后推出首款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纯电动客
车。截至去年底，已累计推广新能源客车超 13 万辆。

“我们兴建了国内规模最大的节能与新能源客车研发和
制造基地，有力推动了新能源客车的普及。”宇通市场
需求与产品管理中心高级产品经理李刚强介绍，氢燃料
电池客车也已在多地投运，加速推进燃料电池汽车产业
化进程。

近年来，孩子上下学路上的交通安全问题备受社会
关注。“我们在2005年成立了一支专业校车研发团队，但
当时国内并没有相关的技术标准，真的是摸着石头过
河。”李刚强谈到，团队通过深入研究国外校车安全技术
标准，并结合中国学童自身特点、交通环境等要素，打
造出国内首款“大鼻子”校车。贯通式钢制大梁、360度

全方位无盲区、防遗忘系统……从第一代到第三代，宇
通校车的设计日趋人性化，更加安全可靠。在国内，几
乎每两辆校车中就有一辆来自宇通。

在很长一段时期里，高端公商务车市场被合资品牌
垄断。2015年，历时3轮11年、投入100名技术人员参与
研发的宇通T7正式上市，一举打破垄断，填补了中国自
主品牌高端公商务客车空白，成为国内外高端会议及活
动服务用车“标配”。

除了产品创新，技术研发同样可圈可点。今年 7月，
宇通收获了2019年度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新能
源、汽车等领域的核心部件，需要采用激光焊接和切割
技术才能满足其性能和加工效率要求。经过近 13年的产
学研用攻关，我们联合湖南大学、深圳大族激光在该领
域取得重大突破。”宇通技术体系工艺部副部长刘炳伟表
示，联合研制生产的系列高端装备，打破了国外对激光
切割技术及设备的垄断，大批量替代了进口，取得良好
的社会和经济效益。

这并非宇通首次摘得国家级奖项，4年前，其《节能
与新能源客车关键技术研发及产业化》 项目也曾获同等
殊荣。此外，宇通推行了国内客车行业首个电泳标准，
使产品使用寿命、防腐防锈性能得到全面提升。

善创新者行久远。当前，5G、大数据、人工智能等
新技术方兴未艾，宇通主动拥抱科技，积极开展智能
化、网联化、自动驾驶等研究和应用，推出高端智能网
联公交和L4级自动驾驶巴士，为智慧交通贡献整体解决
方案，为未来出行探索更多可能。

客车“出海” 与世界同行

在海外，宇通坚持“一国一策”的个性化设计，即
每进入一个新的国家和地区，会派团队对当地气候、路
况、客户习惯、法律法规等进行全方位调研，以此为依
据制定产品策略，优化出口车型。

15 年前，宇通客车走进古巴。如今，在古巴的大街
小巷，20余款、1万余辆各式各样的宇通客车往来穿梭，
成为一道靓丽的风景线，而宇通也成为当地人心中“客
车”的代名词。

古巴地处加勒比地区，常年高温、高湿、高盐，起
初车辆经常出现漆面脱落和锈蚀现象。经过反复设计打
磨，团队采用整车阴极电泳技术，大幅提升车辆防腐防
锈性能，并通过加强地板骨架有效解决了潮湿、载重
问题。

整车出口外，宇通在当地还开展全散件组装业务，
组织管理、技术人员赴华培训，为古巴交通车制造领域
节省 1500万—2000万美元外汇，并带动了古巴客车产业
的发展。对此，哈瓦那大学经济系副主任何塞·波索认
为，组装工厂为古巴创造了大量就业，对促进当地经济
发展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古中两国企业合作更加趋于
全面和深入。

“我们已实现从‘要啥卖啥’到‘啥好卖啥’的转
变，真正为客户创造价值。”宇通非洲大区经理朱文然表
示，在非洲，团队会关注给客户的各项配套服务能不能
跟上。对于交通基础能力不足的，宇通致力于帮助客户
建立这种能力。凭借这种理念，宇通已在非洲近 50个国
家建起销售服务网络，朋友圈不断扩大，越来越多的企
业尝试购买中国客车。

欧洲是世界客车工业的发源地。从 2010年打开欧洲
市场大门，到俄罗斯世界杯完美亮相、出口英国第 500
辆客车交付，再到纯电动客车相继进入北欧四国，疫情
期间拿下欧洲单笔纯电动客车最大订单，宇通用可靠舒
适的产品和细致周到的服务赢得了欧洲用户的认可与
信赖。

今年7月，宇通在法国朗斯设立了欧洲首家区域配件
中心库。宇通欧洲区服务经理杜景军表示，中心库的设
立，将满足欧洲客户的日常配件采购、紧急调拨和批量
订单车辆的配件需求，也将大大缩短配件供货周期和有
效服务距离。

目前，宇通客车已批量销往全球 40 多个国家和地
区，累计出口超7万辆，日益成为当地交通的重要组成部
分，成为中国客车走出去的典范。

“与世界的每一次互动，与客户的每一次交流，对我
们来说都是学习的过程。”在宇通海外市场总经理王文韬
看来，服务全球美好出行的过程中，最大的收获就是发
现了与世界共同前行、共同进步的机会。

本报记者 史志鹏

9月8日，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会在京举行。会前，由河
南郑州宇通客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宇通”）自主研制的高端
公商务客车T7全程护送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前往人民大会
堂。这是宇通客车多次参与国家重大会议和活动的一个剪影。

如果把时间拨回1963年，或许人们难以想象，一个以维修为主的
小作坊，乘着改革开放春风，如今已成长为123个产品系列覆盖各个
细分市场、年产能突破5万辆、大中型客车国内市场占有率达37%的行
业领军者。采访中，宇通人说的最多的是创新。唯有坚持创新，品牌
方可长盛不衰。正是依靠创新，宇通从小到大、由弱变强。其奋斗发
展史，是中国客车工业发展的缩影。

以宇通为代表的中国客车企业拥有国际视野，积极布局全球。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加快“出海”步伐。他们不仅为海外提供
优质产品、技术和服务，还带去全新的生活方式与多样的文化体验，
助力全球美好出行，更是努力把中国制造打造成中国品牌。

放眼国内汽车市场，会发现一个很有
意思的二分现象：在私家轿车领域，多年
来都是外资品牌与合资品牌主导的局面；
而在客车领域，则完全是国产品牌的天下。

中国客车统计信息网数据显示，2019
年，5米以上公交客车销量前十强均为国产
品牌，共占国内市场份额的82%以上。

为什么在客车领域，中国品牌能够成
功“逆袭”？其中有两大关键因素。

满足客户核心需求。轿车属于乘用
车，是用来代步、享受的消费品；客车属
于商用车，是用来运营赚钱的生产资料。
性质不同，决定了客户的核心需求不同。
对客车来说，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投入
产出比”是购买者优先考虑的要素，品
质、性能、舒适度等要素一般而言要稍微

“让位”。而性价比恰恰是国产品牌的优
势，档次相近的客车，进口价格要比国产

高一倍左右。虽然在性能和舒适度上有些
与外资品牌尚存差距，但在更广泛的商用
场景中，国产品牌的优势要远远大于其
劣势。

满足客户个性化要求。比起轿车市场
每年千万级的销量，客车的市场容量要
小，这让客车领域呈现出买方市场的特
征，厂商必须在满足客户的个性化要求上
下更多功夫。同时，中国幅员辽阔、自
然条件差异巨大，出于安全和降低成本

的考量，各地区客户对产品也会呈现出
更多定制化需求。比如黑龙江与海南的
客户，对于客车内部设备的要求就不尽
相同。买方市场+大量个性化需求，造就
了中国客车企业灵活的设计能力，以及
高度定制化的制造能力。

向海外市场挺进。自 2005 年宇通客车
进入古巴市场起，中国客车企业纷纷将

“出海”作为自身发展的重要战略方向。仅
在今年5月，各大国产客车品牌出口就捷报

频传：宇通 760 辆燃气客车出口哈萨克斯
坦、金龙200辆公交客车出口塞浦路斯、安
凯700辆客车出口沙特……如今，在不少发
展中国家，中国客车已成为市场占有率最高
的品牌。

发挥优势，大有可为。近年来，国产
客车在走向海外的同时，不断增强创新能
力，发力高端市场。2016 年-2018 年，宇
通 客 车 的 研 发 投 入 从 14.58 亿 元 上 涨 至
18.63 亿 元 ， 占 营 收 比 从 4.07% 增 加 到

5.87%，这个研发强度和占比在国际上都属
于较高水平；在 2019年的比利时世界客车
博览会上，金龙客车的两款展车——L4 级
自动驾驶巴士阿波龙和 5G 公交车 PEV12，
也足以与世界先进水平同台竞技。中国客
车正借助电动化、智能化的东风乘势赶超。

创新突围，一路向上。这是中国客车
未来取得更大成绩的必由之路。这就需要
国产客车在保持超高性价比、高度定制化
能力的同时，继续练好内功，不断提升品
质、性能，做出更多人无我有、人有我优
的产品。只有持续升级中国制造，才能不
断擦亮中国品牌。

中 国 客 车 一 路 向 上
韩维正

产品批量远销产品批量远销4040多个国家和地区多个国家和地区，，累计出口客车超累计出口客车超77万辆万辆

中国宇通中国宇通 善创新者行久远善创新者行久远

▲宇通L4级自动驾驶巴士示范运行 （2019年5月摄）。
◀宇通客车驶过芬兰赫尔辛基街头 （2019年10月摄）。
▶宇通客车驶过古巴革命广场 （2016年6月摄）。

图片均由宇通提供

英国伦敦大街上行驶的宇通客车 （2019年10月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