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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 汽 拓 新

本版编辑 刘 佳

（上接第一版）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傻大粗笨”的重卡形象

已经被陕汽集团的工程师们颠覆，轻量化、电动

化、智能化成为新的发展方向。一键启动、车载

冰箱、可调多功能方向盘、加热/通风的气囊悬浮

座椅、车辆智能诊断、360°环境监控⋯⋯仅看这

些描述，很难把这些配置和重卡联系在一起。但

正是凭借着这样的设计，陕汽集团一步步锻造着

新一代重卡汽车。

如今，陕汽集团高端化、智能化产品技术不

断取得突破，拥有国内第一张重卡自动驾驶测试

牌照，是全国唯一的智能网联汽车领域国家高端

装备制造业标准化试点企业。走出国门的陕汽

重卡在阿尔及利亚、肯尼亚等 14 个“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实现了本土化生产，产品出口到 110 多

个国家和地区。

薪火相传谱新篇

创新对陕汽集团而言，是与生俱来的奋斗
基因。从第一辆越野车到国家科技进步奖，陕
汽 集 团 立 足 自 主 的 创 新 之 路 薪 火 相 传 ，从 未
中断。

创新对陕汽集团而言，从来就不仅是发展的

需要，而是与生俱来的奋斗基因。

20 世纪 60 年代，随着国产火炮体积和重量

不断升级，填补国产重型越野牵引车的“空白”已

是迫在眉睫。如何打破“有炮无车也白搭”的

困局？

秦岭北麓，陕西省岐山县曹家乡麦李西沟。

1968 年 2 月，陕汽集团的前身陕西汽车制造厂在

国家三线建设的背景下应运而生，扛起了研制重

型越野军车的重担。

东西走向五公里的山沟里，全国各地数以千

计的建设者汇聚成了“陕汽人”，毕业于北京十三

中的冯剑秋就是其中一员。谈起在老厂区艰苦

创业的时光，冯剑秋说，大家从不同的地方来到

这儿，落差肯定是有，但只有享不了的福，没有受

不了的苦。退休后的冯剑秋至今还住在山沟里

的老厂区，对于这片奋斗了一辈子的热土，他不

舍离开：“我是陕汽人，陕汽是我家！”

边建设、边施工、边安装、边生产⋯⋯作为第

一次创业的见证者、陕汽集团原董事长张玉浦感

慨道，“陕汽的建设当时非常艰苦，但人们的精神

状态很好”。1968 年 5 月，陕汽人在一穷二白的

艰苦条件下开始了夜以继日的研制工作。“我们

那时候都是靠有限的资料去钻研，弄清咱们的产

品、国际上类似的产品，弄明白安装、使用和运行

当中应该注意什么，应该怎么维修。”

1968 年 12 月 30 日，陕汽打造出 SX250 第一

轮样车。1970 年 12 月 26 日，经过数轮试制，陕

汽完成 SX250 首台样车生产。1974 年 12 月 27

日，国家车辆定型委员会批准样车设计定型，从

此这辆车有了响亮的名字——延安 250 型越野

汽车。1984 年 10 月 1 日，新中国成立 35 周年阅

兵式上，32 辆延安 250 威风凛凛地驶过天安门

广场。

自此，陕汽军车成为阅兵式上的明星，陕汽

也成为唯一 6 次参加大阅兵的重型军车生产企

业。“陕汽的技术发展路线一直是坚持以我为

主。在条件有限的基础上，创新性地研究开发出

5 吨级重型越野汽车。”陕汽集团原总工程师王

小峰说。

从 5 吨越野军车起家的陕汽集团，如今已

发展成为中国西北地区最大的制造业企业，位

列中国企业 500 强第 236 位，下辖 100 余家参股

控股子公司，拥有整车、专用车、零部件、后市

场四大业务板块，产品覆盖 130 多个国家和地

区 。 工 业 总 产 值 从 2012 年 的 398 亿 元 到 2021

年 的 900 亿 元 ，年 产 量 从 8.63 万 辆 到 20.09

万辆。

“陕汽集团发展到今天，是通过不同的项目

积累下宝贵的经验，一代又一代人不断去叠加，

一步步实现的。”回顾陕汽 54 年的研发之路，张

文博总结道。

2012 年，陕汽集团被确定为首批陕西省低碳

试点单位，承担国家 863 项目“增程式纯电动重

型商用车开发”。2014 年，国内首款 LNG 非公路

矿用自卸车及混合动力重卡——油电混合压缩

式垃圾车、二甲醚环卫车研制成功，开辟了重卡

新能源运营的新模式。

2019 年 1 月 8 日，2018 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

励大会在北京举行。陕汽集团子公司陕重汽、汉

德车桥与潍柴动力、法士特齿轮、山东大学联合

完成的“重型商用车动力总成关键技术及应用”

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

此外，陕汽集团主导制定了液化天然气汽车

技术条件、液化天然气燃料系统技术条件、甲醇

燃料系统技术条件等国家及行业标准，参与制修

订国家、行业标准 23 项。

2022 年 以 来 ，陕 汽 集 团 面 对 市 场 竞 争 加

剧 的 挑 战 ，积 极 寻 求 产 品 和 市 场 增 量 。 2022

年 6 月份，陕汽民品重卡月销量过万。2022 年

前 9 个月，实现出口订单 3.3 万辆，创历史最好

水平。

在国内卡车的市场版图中，陕汽集团处于

第 一 梯 队 ，但 仍 面 临 着 激 烈 的 市 场 竞 争 。 北

汽、重汽、东风各家车企都在你追我赶，不停创

新。在这样的情况下，稍有懈怠就有可能滑落

甚至掉队。为此，陕汽集团在“2035 战略”中特

别提出“双轮驱动”和“再造一个新陕汽”。除

了现有的重卡汽车板块，陕汽商用车是其全力

打造的另外一轮，也是“再造一个新陕汽”的主

要载体。

2019 年，陕汽商用车在陕西省蔡家坡经济技

术开发区建设新基地，投资 27 亿元，占地约 1000

亩。2019 年年底，新基地首台样车下线。2020

年上半年，陕汽商用车完成整体搬迁。陕汽商用

车定位于重、中、轻、新能源全系列商用车，其中

自主研发、与欧美对标的 1∶1 尺寸长头车适合高

端产品、危化品等长途标载物流。陕汽商用车党

委副书记、总经理王建斌介绍，长头车是具有完

全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从 2018 年开始研发。

相比平头车，长头车由于发动机前置，车辆安全

系数更高、风阻系数更低、更节油。此外，长头车

的卧铺更宽，为长途运输中以车为家的驾驶员提

供了更好的舒适度。

肩负重任的陕汽商用车可谓“马力全开”。

不过，在经历了连续两年的高速增长之后，2022

年年初至今，在商用车行业整体出现下滑的背景

下，陕汽商用车迎来了新的考验。中国汽车工业

协会数据显示，2022 年上半年，我国商用车产销

总量分别为 168.3 万辆和 170.2 万辆，同比分别下

降 38.5%和 41.2%。

王建斌说，“市场下行过程中，我们要努力

抓住产品需求结构性变化带来的机会。比如为

满足‘双碳’的要求，大量以柴油为主的城市用

车面临整体更新，包括冷藏车、洒水车等。目前

快递业广泛使用的末端配送车辆会面临更新需

求，我们也正在试制可以开进小区地库的小型

物流车”。

中国电动汽车百人会副理事长董扬表示，目

前，陕汽商用车面临着市场低迷以及实力不够强

等诸多困难，这些都是推动企业加快改革转型的

动力，关键看转型能不能成功。

革故鼎新创拓空间

陕汽集团的发展史是一部从制造到智造、不
断聚集和激发产业要素效能的机制创新史。

架构在众多基层创新单元之上，陕汽打造的

几个“新业态”创投型试验田，为专业技术团队拓

展出前所未有的创新机制和空间。

2021 年 10 月 28 日，德创未来汽车科技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德创未来”）在陕西西咸新区泾

河新城诞生。

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围绕创新链布局产

业链，是总书记对陕汽的期许。德创未来的成

立，就是陕汽集团探索新模式的新载体。

在德创未来的展示大厅，记者看到，作为一

个孵化平台，德创未来旗下有质子汽车科技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质子汽车”）、德宜智行（苏州）科

技有限公司、陕西质镁融合科技有限公司、陕西

清研精准汽车科技有限公司、陕西德创数字工业

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等多家公司。

德创未来目前有 240 多名员工，其中 210 多

人从事研发工作。值得一提的是，德创未来执行

董事、总经理王钊是陕汽技术中心原主任，两位

副总经理李司光、晁鹏翔都是技术中心原副主

任，大量骨干人员也来自陕汽技术中心。

这 是“ 一 套 班 子 两 块 牌 子 ”还 是“ 集 体 出

走”？都不是。

德创未来是集“政产学研用金服”七位一体

全要素融合的创新平台，是全新的融合体和试验

田，如果仅仅把技术中心改个名或搬个家，那是

换汤不换药。如何让创新有效地发挥作用，靠的

是模式。德创未来的模式之新可归结为：一、高

度市场化；二、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三、设立跟

投机制；四、成立配套基金。陕汽集团对于高度

市场化的德创未来的基本要求是“产品成功+商

业成功”。

德创未来的研发方向是商用车智能化、电动

化、网联化、轻量化。对此，毕业于清华大学汽车

工程系的袁宏明坦承：“我是学汽车的，在陕汽工

作了 35 年，但对这些领域也是外行。做创新，核

心是让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

为此，德创未来的股权架构也经过精心设

计。公司注册资本 1.5 亿元，其中陕汽集团占

50%，公司所在地西咸新区泾河新城产业发展集

团有限公司占 40%，产业链相关企业占 9%，创业

团队占 1%。李司光归纳了 4 个“不”，陕汽集团的

持股比例虽然最大，但是不并表、不担保、不通过

职能部门直接管理，各股东不直接向经理层派

员，全部竞聘上岗。此外，为了适应创业阶段对

市场的快速反应要求，德创未来暂不设董事会，

只设一名执行董事；不同额度的投资分级、分类

确定决策清单由不同决策层进行决策。

在德创未来，创业团队的股权占比只有 1%，

但在德创未来孵化的二级公司中，行业资源、科

研专家等核心创业团队可以通过“跟投”的方式，

实现更大比例的利益绑定。

德创未来的四大研发方向细分了数十个领

域。某个领域的研发成功后，要把它孵化、产业

化，项目团队必须跟投。这么做的好处是什么？

项目能不能落地、能不能实现产业化与个人利益

挂钩。研发团队会更关注市场需求，有效地避免

闭门造车。

成立配套基金也是对现有体制的一种突破，

行政管理很难做出百分百正确的判断，基金的最

大好处是能够对项目把控起到主要作用。基金

团 队 有 专 家 和 专 业 团 队 进 行 分 析 ，决 定 是 否

投资。

领导需要魄力，员工需要勇气。在体制机制

层层通关的同时，对于创业团队而言，还有一个

关最难过。

“大家要从原来保障感十足的环境里跳出

来，走到市场化的平台，思想关是最难过的。”李

司光坦承，“技术中心原主任王钊，当时是集团同

级部门一把手里最年轻的。我是技术中心原副

主任，当时是集团最年轻的正高工。我们到德创

未来，心情多少有些忐忑，很多事情都得自己摸

着石头过河。原先我们只做技术就行了，现在要

出去跑市场、对接客户。”

新模式试水一年来，效果如何？德创未来先

后完成了氢燃料牵引车、换电自卸车、纯电动钢

厂车等多款重点产品的开发，在自动驾驶、全电

固态底盘、电控电驱、智能座舱、镁合金零部件等

关键技术中取得突破性进展。

德创未来孵化的整车公司——质子汽车以

及多家二级公司获得用户与资本的双重认可。

围绕细分场景，质子汽车已自主研制出 30 余款

新能源智能商用车，在售车型 18 款，有针对性地

提供绿色、高效、安全的运输解决方案。

2022 年 9 月 14 日，A 股创业板公司光莆股份

发布公告称，公司拟参与对质子汽车的投资。此

前，质子汽车已完成 3 亿元 A 轮融资。

“轻”“新”制胜拓新路

以重载汽车起家的陕汽集团，近年来在车联
网服务、自动驾驶等领域不断取得新的突破，为
集团发展拓展了新路。

以重载汽车起家的陕汽集团，近年来变得

“轻”“新”起来。2022 年 7 月 15 日，西安商用车产

业园，庆祝德银天下港交所上市的仪式热闹非

凡。陕汽集团旗下首家上市公司诞生。

“作为港交所‘商用车服务第一股’，德银天下

成功登陆资本市场，是陕汽集团贯彻落实习近平

总书记 2020 年视察陕汽重要指示的实际行动，

是陕汽集团按照国企改革三年行动要求，借助资

本市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又一重大举措，也是陕

汽新征程上一个重要里程碑，标志着陕汽正式进

入资本市场。”袁宏明在致辞中说。

德银天下成立于 2014 年，是陕汽集团全面

聚合物流及供应链服务、供应链金融服务、车联

网及数据服务而设立的子公司。德银天下执行

董事兼副总经理王文岐对记者表示，上市是提升

公司治理能力的重要途径。

此前，德银天下分别于 2021 年 4 月和 11 月

两次递表港交所未果。直至 2022 年 5 月 24 日，

德银天下第 3 次递表，终于获准上市。

据王文岐介绍，上市前，德银天下对业务结

构进行了调整，并入了重资产企业通汇物流，物

流和仓储收入占总收入的比例大幅提升。招股

书显示，2019 年至 2021 年，德银天下的营业收入

分别为 28.92 亿元、32.62 亿元和 31.27 亿元，其中

物流及仓储服务占比接近一半，分别为 48.0%、

45.3%和 46.7%。

目前，德银天下的业务主要由物流及供应链

服务、车联网及数据服务、供应链金融服务三大

板块组成。其中，看似不起眼的车联网及数据服

务为其他业务发展提供着重要的技术支撑。早

在 2011 年，陕汽集团就开始布局车联网，从最初

的定位导航到运行数据分析，再到远程故障诊

断，直至成为数一数二的商用车车联网平台。

在天行健车联网体验中心，大屏幕上实时更

新的各类数据让人目不暇接。日均在线车辆近

百万辆、每秒接收 120 万条数据、7×24 小时呼叫

中心服务用户⋯⋯这是天行健的日常工作。截

至 2021 年末，天行健重卡接入数量达 94.4 万辆。

天行健可实时采集司机驾驶行为，包括空挡

滑行、紧急制动、猛踩油门等，并对驾驶行为进行

分析和统计评分，反馈给物流公司和车队管理人

员。同时，还可以实时采集发动机燃油消耗量，

计算测定路段油耗、百公里油耗等。如果监测到

油箱油量发生异常变化会发出警报。

2020 年，陕汽集团通过车联网平台调度车

辆，远程支持武汉火神山、雷神山医院和西安市

公共卫生中心建设。2021 年，天行健车联网团队

自主开发全新架构的新一代“双活”数据平台，资

源层、数据层、业务层分工协作，数据接入能力提

升 3 倍以上，网关服务器资源节约 30%以上，实现

了车联网领域核心自研能力跨越式突破。

远程故障诊断也是天行健的一大优势，不仅

可为用户提供发动机、整车电气等诊断，还可以

告知故障原因及解决办法，对提高运营效率、防

范交通事故、降低能源成本及保护财产安全等起

到很大作用。

记者通过天行健的排名榜，联系了多位“节

油高手”，想看看车联网记录的数据是否名副其

实。司机李师傅来自安徽宿州，已有 10 多年驾

龄，日常主要是运输汽车配件和钢材，接受采访

时正在新疆赛里木湖作业。李师傅说，“我这台

车百公里油耗最低 23 升，在同级别车型搭载同

样重量货物的情况下，可以说是国产货车的天花

板了。我对于陕汽重卡的表现非常满意”。

作为上市公司，面对投资者关注营收、利润

增长的压力，德银天下必须不断拓新，探寻“长坡

厚雪”。王文岐说，“公司内部已形成共识，要积

极拥抱新能源产业。在新业态方面，我们现在做

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围绕新能源重卡提供一体

化物流解决方案，尤其是对矿山、港口等适合新

能源重卡的业务场景”。

在王文岐看来，只要是适合新能源重卡的使

用场景，就可以把运力接过来。客户可以降本增

效、减少排放，德银天下增加收入的同时，还可以

促进陕汽集团的新能源重卡加速走向市场。在

这个业态中，德银天下的优势在于工具很全，可

以整合金融、保险、物流、管理系统等方面，形成

整体方案。

对于方案中的核心——新能源重卡，陕汽汽

车工程研究院自动驾驶项目组技术总监薛令阳

表示，陕汽已经形成了多级别（L2/L3/L4）、多场

景、多车型的系列化产品，可以根据用户运营需

求，提供定制化自动驾驶解决方案，并且提供全

生命周期的技术保障和服务。

目前，在新能源汽车自动驾驶领域，主机厂

往往通过购买第三方服务的方式提供自动驾驶

方案。但陕汽集团坚持全部自主研发，从商用车

到重卡车，多种车型均有相应的技术匹配，以提

升整体方案可靠性。张文博介绍，在解决方案中，

车底盘是自己的，自动驾驶技术也是自己的，无

论是交车还是售后，都非常受客户欢迎。从这个

角度看，陕汽集团坚持的“全部自主”不可多得。

德银天下的赴港上市，打响了陕汽集团挺进

资本市场的头炮。在陕汽集团的管理层眼中，推

进上市只是起点，陕汽集团内部的管理、运营模

式等各个方面都在发生巨大变化。

艰难方显勇毅，磨砺始得玉成。“化危为机，

善于从眼前的危机和挑战中创造机遇”，这是陕

汽集团进入新发展阶段的新定位、新目标。

前 方 之 路 ，暴 风 雨 还 会 有 ，或 许 还 会 更 猛

烈。对于陕汽集团，对于陕汽人，唯有相信，唯有

坚信！

（调研组成员：本报记者 张 毅 于 泳

证券日报记者 贺 俊 龚梦泽）

工作人员在陕西汽车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总装车间验收一辆装配完毕的陕汽重型卡车。

新华社记者 李一博摄

上图 陕汽西安商用车产业园。 （资料图片）

下图 陕汽商用车厂区。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