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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瑞控股集团董事长尹同跃谈成绩来之不易：

走了不少弯路
挨了很多暴揍

尹
同
跃

追求爆款，但要合乎逻辑

记者：2019年奇瑞混改之后发生了很大变化，
你们具体做了哪些重大调整？

尹同跃：奇瑞这么多年来，一直是按照自己的
方向、自己的节奏在走，没有做大的调整。唯一大
的调整是2019年进行了混改。除此之外，奇瑞一
直专注于技术创新、体系化建设以及全球化市场的
发展。这两年，我们的努力开始显现成效，这得益
于我们多年来的积累和机制改革的推动。

记者：在新能源领域，奇瑞布局很早，但收获较
晚。对奇瑞来说，之前转型的阻碍主要在哪里？

尹同跃：奇瑞做的事情太多，我们有燃油车，有
电动车，同时在国际市场也有很多布局。但我们有
自己的优先级和节奏。去年我们想把油车做扎实，
因为这块的效益确实还不错，尤其是国际市场对油
车的需求量比较大。至于电动车，我们之前是亏损
在做，这是我们不能接受的。但今年基本可以实现
收支平衡，甚至开始盈利，所以要重点发力。我们
没有发力，不代表我们没有这个能力。

记者：奇瑞一直以来都有一个高端梦，也做了
很多尝试，但之前好像不是很理想，为什么在星途
这款产品上就成功了？

尹同跃：之前公司规模小，积累也少，还没有学
会怎么走，就开始跑了。当然失败也是公司的一种
财富。现在企业的规模大，也有技术的储备和实
力。过去奇瑞的研发人员有一两千人，现在拥有2
万人，团队更加成熟。我们过去屡败屡战的经历，
也积累了经验和教训。

记者：奇瑞还是在做加法？
尹同跃：我们既在做加法，又在做减法。比如

星途品牌，和华为、捷豹路虎合作，这些就是在做加
法。我们主动砍掉QQ业务，就是做减法，因为它
的市场在萎缩。做减法其实是不容易的。国外市
场和国内市场不一样，有的产品国内不好卖，但在
国外它很受欢迎。所以我们不追求一刀切。我们
希望在同样的资源下，先看看哪个品牌能跑出来，
能跑得更快，之后资源就往这个品牌倾斜。比如捷
途就是一个很好的样板，我们预计今年销量能实现
60多万台，明年预计100万台。

记者：去年就有观点说，奇瑞的销量虽然很好，
但是感觉爆款不多，从公司的角度来看，爆款打造
需要一个过程？

尹同跃：我觉得我们的一切都合乎逻辑。有时
候故意强调爆款，损失很大。比如通过价格战的方
式，销量增加了，但是没有利润，要这个量有什么用
呢？另外随意调价，会打乱我们整个价格体系，影
响整个公司的价值。所以我们一步一步都要按照
节奏来。我们是追求爆款，但一定是有合理利润的
爆款，这需要时间。

走得太快，容易出现问题

记者：所有的自主品牌都有一个高端梦，大家
都想仰攻，但都不是靠一款车型打出来的，它有一
个探索的过程。回过头看，奇瑞做了哪些行为上的
调整，导致目前看来星途做得还不错？

尹同跃：其实也没有很好的成绩，我对每一个
板块都不满意。一个领导对下面满意了，企业危险
了。我认为企业家还是要不满足，这样才能进步。
我们现在会针对每一件事做战败分析，如果重来一
遍的话，是不是还可以做得更好？一方面，是对自
己不满意，现在也没到总结成绩的时候。另一方
面，我们担心走得太快，企业很容易出问题。去年
奇瑞增长了52.6%，这个速度其实是不正常的。因
为市场没有增长这么快，市场今年可能才持平，甚
至到现在还是负增长。那你这么高的增长，是不可
持续的。

记者：你觉得公司合理的增长是多少？

尹同跃：如果有8%~10%的增长，就已经很不
错了。当然，我现在也不能说让他们慢一点。我还
是希望大家把事情做稳、做扎实。因为我们面临的
挑战会越来越大，尤其是管理方面，复杂系数呈指
数级增长。奇瑞去年卖了将近200万台车，大家已
经很辛苦了，今年又想要卖到250万台，甚至300
万台车，其实压力是很大的。就像农夫挑担子，越
挑越重，总有一天会压折了腰。所以一个企业要追
求健康的、可持续的增长。你一次性把劲儿用完，
那一定会带来灾难。我们希望花更多时间修炼内
功，做技术创新。我们希望每个产品都能实现大的
突破，找到自己的定位，找到自己的客户，形成客户
共鸣。只有这样，产品才有价值，企业才能够生存，
我们才能实现一年几百亿美元的利润，而不是现在
的几百亿元人民币。

记者：现在需要再做对哪几件事，才有可能把
人民币变成美元？

尹同跃：三件事：第一是技术创新。我做出来
别人做不到的东西，我就能够垄断技术，进而垄断
产品、垄断定价。第二是品牌向上。第三是去别人
不敢去的市场，别人拦不住的市场。

记者：方向都很明确，但是知易行难，比如在技
术创新层面，目前方向是什么？

尹同跃：我们现在对技术进行层层分解，内部
叫“根技术”。我们现在已经分解了2万多件根技
术，每个技术都要找人去研究。我不指望能百分百
成功，如果有1%的成功概率，那我们就能掌握200
多项根技术。我们再通过技术的组合创新，像生产
线一样不断生产新的东西，就能创造出跟别人不一
样的产品。

资源有限，创新是无限的

记者：过去几年汽车工业发生的变化可能超过
过去100年的发展，这是不是也给奇瑞探索根技术
提供了一些机会？

尹同跃：技术的发展是没有止境的。北京车展
期间，我和张朝阳一起讲了一堂物理课，提到受限
于米勒循环，发动机热效率通常只有百分之二十
几，奥拓循环发动机的热效率有40%，奇瑞现在发
动机热效率能实现48%，已经超过物理极限了。怎
么实现的？就是不断通过技术创新。

记者：这些都是奇瑞在燃油车领域积累的技
术，在电动化和智能化领域，你们是不是要突破更

多的技术？
尹同跃：我们现在有很多布局，但是传播得少。

比如大卓智能，团队里有大量的博士。奇瑞在这方
面的布局晚了一点，但我们的发展速度很快，装车量
也很大。我们希望明年年底，城市NOA功能能够上
车。电动车方面，一是销量在提升，二是技术也上来
了。另外我们的固态电池也很快要出来了。我们也
对电池设计了安全监控系统，能够实现全天候监控
每个电芯的温度、电阻等等。

记者：要向根技术扎根，意味着产业链还要做
得更长？现在电池也要自己研发？

尹同跃：新能源车中电池成本占的比重很大。
但是有些电池要么质量很差，我们不敢用，要么很
好，但是很贵，我们买不起。那电池技术我们能不
能啃下来？我们是可以啃下来的，所以我们现在就
是两条腿走路。总之，还是把核心技术、核心部件
掌握在自己手上，这才是一个企业的生存之道。

记者：你们投入了大量的资金做根技术的研
发，怎么进行商业化落地？

尹同跃：资源是有限的，创新是无限的。怎么
让有限的资源进行高效搭配，非常重要。对于那些
很快能实现产业化落地的技术，我们要加大投入；
对于那些比较难、短期内实现不了的技术，我们就
做一些技术性研究，比如先做一些样品出来。固态
电池我认为就是当下需要加强投入的领域，我们也
很重视。上一代电池我们没有赶上，但我们在这个
过程中也锻炼了队伍，熟悉了这个行业。

记者：这两年奇瑞在根技术上的探索，做了哪
些调整？

尹同跃：我们在三条线上做了调整。一是产品
开发调整。我们不断进行完善，提高效率。二是体
系流程的优化。奇瑞过去是V字形开发，只局限在
汽车行业内部，现在我们是集成产品开发。三是优
化创新体系。比如明年哪些东西必须做出来，后年
哪些东西必须做出来，都要有规划。

守住底线，不能攻击别人

记者：现在很多企业家都在做网红企业家，尤
其在车企这个圈子更为盛行，你对企业家的这个行
为怎么看？

尹同跃：他们是互联网企业出身，非常擅长做
这些事。现在新媒体的传播方式是很高效的，我们
当然也要利用好这种工具，适应这个时代的变化。
但是做的时候，也要守住底线，不能攻击别人，要克
己复礼。

记者：实际上这背后是车企讲故事的模式在发
生变化。奇瑞在讲故事这方面，还存在什么短板？

尹同跃：我们是从很典型的传统车企走出来
的，不可能一夜之间就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我鼓
励下面的人用一些新的营销模式，但是我会给他们
设置底线，不能攻击别人，不要卷入无谓的口舌之
争。只说自己的好，不说别人的坏，这是我们的一
个底线。

记者：你说奇瑞要去别人不敢去的市场，奇瑞
出海已经有23年的历史，有哪些经验可以分享？

尹同跃：早期是别人不敢出海，我们先出海，现
在看奇瑞出海做得还可以，也积累了很多经验，更
多的是教训。所以现在车企开始出海以后，都来
挖我们的人，或者向我们取经。我们都跟别人讲，
出海有很多坑，不能只看到了“贼吃肉”，没看到

“贼挨揍”，我们是走了不少“弯路”、挨过很多“暴
揍”才取得了今天的成绩。企业一定要学会本土
化，进行法规开发、适应性开发、竞争力开发等等，
否则一定会出问题。今天的汽车行业一定要警惕，
不能再走摩托车的老路。结合奇瑞多年的出海实
践，我认为重点要做好四件事：坚持自律，珍惜口
碑；转变思路，品牌向上；先予后取，贡献价值；开放
合作，成果共享。 据中国企业家、中经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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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瑞智能网联超级一工厂生产车间

今年上半年，奇瑞依然保持了高增长态势，实现销量110万辆，同
比增长48.4%，首次半年度销量突破百万辆。但在奇瑞控股集团董事
长尹同跃看来，奇瑞依然没有到总结成绩的时候，“企业要追求健康
的、可持续的增长。你一次性把劲儿用完，那一定会带来灾难。”

他强调，奇瑞有自己的优先级和节奏。他的目标是，让企业的
盈利规模从几百亿元人民币，变成几百亿美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