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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与中国民族汽车工业 

1949 年 3 月，中共中央由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向北平（今北京）迁移。载乘毛

泽东驶入北平，并在西苑机场对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检阅的是一辆从国民党军队

手中缴获的美式军用吉普车。  

  新中国成立以前，毛泽东并没有专用轿车。延安时期，著名爱国华侨领袖陈

嘉庚先生出于对中国共产党人的爱戴和敬仰，专程将两辆“福特”牌轿车送给党

中央。有关部门在研究如何使用这两辆车时，大多数人都主张给毛泽东配一辆，

毛泽东知道后立即表示坚决反对。后来，一辆配给了指挥作战的朱老总，另一辆

则由年岁较大的林伯渠、谢觉哉、董必武、吴玉章、徐特立等“五老”使用。当

然，由于当时延安仅有这两辆轿车，因此，偶尔也会被毛泽东或其他中央领导人

紧急调用。 

  毛泽东拥有专车是在新中国成立后。进入北平时，他乘坐美式吉普车检阅部

队的照片被斯大林看到，斯大林马上批示有关部门，将当时苏联制造的最先进的

“吉斯”牌高级轿车赠送给中国领导人。这是一辆黑色防弹“吉斯”，1950 年

毛泽东访问苏联期间曾经坐过，回国后，斯大林便把它送给了毛泽东。1971 年 9

月，毛泽东南巡抵达北京丰台后，正是这辆“吉斯”载着他一路平安地回到万寿

路住所。而真正实现中国自己生产汽车，一直是萦绕毛泽东心中的愿想。 

““““我们也要有这样的大工厂我们也要有这样的大工厂我们也要有这样的大工厂我们也要有这样的大工厂”””” 

  中国不能造汽车的历史，一直持续到新中国成立。刚刚从苦难的旧中国走过

来的人们深深体会到，没有现代工业的国家是永远不可能强大的。建立自己的工

业体系，是中国人寻求了一个多世纪的梦想，也成为了这个刚刚取得政权的政党

的首要任务。1949 年，新中国成立伊始，党和政府就已开始考虑在旧社会的一

片工业废墟上建立新中国自己的汽车工业。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重工业部，年底

就开始酝酿建立汽车工业。 

  1949 年，共和国开国大典的礼炮声响过不久，56 岁的毛泽东乘坐专列抵达

莫斯科。此行的目的，既是为了中苏结盟，同时也是为新中国的经济建设争取外

援。面对几近崩溃的民族工业，毛泽东曾感慨地说: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

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

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 

  12 月的冬日，刚刚抵达莫斯科的毛泽东便参观了斯大林汽车厂。当看到一

辆接一辆的汽车驶下装配线时，他对随行人员说:“我们也要有这样的大工

厂。”1950 年 1-2 月，毛泽东、周恩来在与苏联政府商谈援华建设项目时，将

“建设汽车制造厂”的设想纳入了苏联援华“156 项工程”之中，大大加快了中

国汽车工业的发展进程。后来，中央政府将汽车制造厂的兴建列为发展国民经济

第一个五年计划中的一个重点项目。 

  1950 年 3 月 3 日，毛泽东回到沈阳，在东北局的高级干部会议上，讲到了

他的访苏观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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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参观了苏联一些地方，使我特别感兴趣的是他们的建设历史。他们现

在的工厂有很大规模，我们看到这些工厂，好像小孩子看到了大人一样，因为我

们的工业水平很低。……他们现在的许多大工厂在十月革命时很小或者还没有。

汽车工厂、飞机工厂在十月革命时只能搞修理，和我们现在差不多，不能造汽车，

不能造飞机。……而现在一个工厂一年能造出几万台汽车。这一历史告诉我们一

些什么呢？这就是说，我们现在可以从极小的修理汽车、修理飞机的工厂、发展

到制造汽车、制造飞机的大工厂。” 

  苏联的建设历史，引起了毛泽东浓厚的兴趣，他下决心要发展中国的民族汽

车工业。 

  1950 年 3 月初，重工业部下成立了汽车工业筹备组，着手筹建我国的汽车

工业。1950 年 8 月，重工业部被撤销，第一机械工业部（简称“一机部”）接

管汽车工业。当时，苏联最高领导人也十分重视援建汽车项目，重大问题都亲自

过问。苏方按 3 年建成安排工作，并希望中方集中力量使建厂进度与苏方计划一

致。 

  1953 年 5 月，一机部党组报告中共中央，详细说明苏方的建议和第一汽车

制造厂筹备情况:“按我部现有力量，四年完成犹有困难，三年完成更无把握，

但不按苏方三年进度进行，亦有若干需要考虑之处。”这里“需要考虑之处”是

指进口设备积压和专家延聘等一系列问题。报告很快提到政治局会议上讨论，一

机部副部长段君毅列席了会议。会上，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

等一致支持 3 年建成汽车厂。6 月 9 日，毛泽东亲自签发了我国工业发展史上具

有重要意义的文件《中共中央关于力争三年建设长春汽车厂的指示》。6 月下旬，

周恩来向毛泽东报告了第一汽车制造厂即将破土动工的喜讯。毛泽东听了非常高

兴，欣然提笔，在一张 8 开的宣纸上，写下了 11 个遒劲有力的大字——“第一

汽车制造厂奠基纪念”。而中央的指示也促成了举全国之力支援一汽建设的局

面，大大加快了建厂进度。 

  1953 年 7 月 15 日，长春市郊的一片荒芜土地上，镌刻着毛泽东题字的汉白

玉基石，被 6 名年轻的共产党员徐徐地抬放在了基座上，第一汽车制造厂宣告诞

生。经过不懈奋战，1956 年 7 月 14 日，第一批汽车试制成功。一汽建设者按照

中央的指示，以 3 年时间建成了中国有史以来第一个汽车厂，成为中国工业建设

史上的里程碑,从此结束了中国不能生产汽车的历史。就在这一年，毛泽东高兴

地宣布:“自盘古开天辟地以来，我们不晓得造飞机、造汽车，现在开始能造了。”  

““““什么时候我们开会能坐上自己生产的小轿车就好了什么时候我们开会能坐上自己生产的小轿车就好了什么时候我们开会能坐上自己生产的小轿车就好了什么时候我们开会能坐上自己生产的小轿车就好了”””” 

  一汽是一个年产 3 万辆载货汽车的大厂，由谁来执掌，自然引起了毛泽东的

高度关注。这其中还有一段佳话:1950 年，毛泽东访苏回国时，途经哈尔滨，听

取了当时哈尔滨市市长饶斌的工作汇报，留下了一定的印象。这一年，中央政治

局在讨论一汽厂长饶斌的任命时，毛泽东问:饶斌就是在哈尔滨当过市长的那个

白面书生吗？当时列席会议的一机部副部长段君毅回答说“是”。毛泽东又问:

他厉害吗？看来，毛泽东对这个白面书生能否以足够的魄力率领千军万马进行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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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工程建设还有些顾虑。但熟悉饶斌的同志都回答:还可以。任命也就顺利通过

了。 

  饶斌的确不负重托。用 3 年时间建成一汽，在 20 世纪 50 年代是一件很了不

起的成就，即使是在当时的国际汽车界也并不多见。就此，饶斌作为中共八大代

表在大会上作了专题发言，使全国上下为之振奋。 

  一汽作为国家“一五”重点建设工程，从毛泽东和斯大林会晤确定此项目，

到毛泽东亲自为新车命名为“解放”，一直受到党中央和毛泽东的高度重视。关

于“解放”牌载重汽车的命名，还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由段君毅将讨论和

征集的若干名称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给汽车起了个名字叫“解放”；另一

种说法是:段君毅在列席政治局会议时提到这件事，朱老总说，我们的部队叫解

放军，汽车也叫“解放”吧，毛泽东表示赞同，确定新车就叫“解放”牌。无论

何种说法，都可以确定最先生产的国产汽车是由毛泽东亲自命名的。尔后，便以

毛泽东为《解放日报》题写的“解放”二字的手写体，刻写到了汽车车头的第一

套模具上。 

  第一辆国产汽车的下线，是当时中国工业化的一个缩影。从前连铁钉都要进

口的中国，第一次拥有了自己的汽车工业。也正是在这年的 9 月 15 日，中共八

大在政协礼堂开幕，毛泽东在会上致开幕词，他表示，希望有一天能坐上国产的

轿车。 

  此前，在 1956 年 4 月的党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论十大关系》时，毛

泽东就提到过汽车工业，还说:“什么时候我们开会能坐上自己生产的小轿车来

就好了。”1957 年 5 月，一汽设计处接到了时任一机部部长黄敬下达的关于加

紧试制小轿车的任务，并取“东风压倒西风”之意，定其名为“东风”牌。 

  1958 年 2 月 13 日，汽车城春寒料峭。从苏联回国不久的毛泽东来一汽视察

工作，在肯定工人们制造出“解放”牌汽车后，他对陪同的饶斌说:“什么时候

能坐上我们自己生产的小轿车呀？”这是毛泽东第三次提到希望坐上自己生产

的小轿车，这句话给试制工人带来了一股更加强劲的动力。 

4 月，一汽全厂动员，组建了突击队，经过 23 天的日夜苦战，第一辆国产轿车

终于诞生了。而此时距毛泽东视察才仅仅 3 个月时间。闻此，毛泽东兴奋不已，

并于 1958 年 5 月 21 日下午，专门检阅了由铁道部派专用车厢从长春接运至北京

的轿车。他绕着轿车看了又看，询问了轿车的生产情况和技术性能，以及护送轿

车的技术人员和司机的姓名，最后还兴致勃勃地和在场的林伯渠一起坐上“东

风”轿车，绕着怀仁堂行驶了两周。下车时，毛泽东满面笑容如春风般和煦，他

说:“坐上我们自己制造的小汽车了！”《人民日报》很快发表了这个场景的照

片，令多少中国人欢欣鼓舞，备感骄傲。 

  一汽的工人们更是群情激奋，积极性高涨。8 月 1 日，新中国第一辆“红旗”

牌高级轿车又诞生了。不久，他们将精心设计和创造的新型“红旗”牌高级轿车

献给毛泽东。1972 年，毛泽东还坐上了他们生产的“红旗”防弹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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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8 年 10 月 1 日，国庆阅兵仪式庄重井然。在缓缓行进的队伍中，毛泽东

看到了第一汽车制造厂送至北京接受检阅的多种汽车——“红旗”牌轿车、“解

放”牌载重车、翻斗车、农用车、洒水车……当它们一一驶过时，毛泽东露出了

欣慰的笑容。 

““““附件厂能够制造小汽车附件厂能够制造小汽车附件厂能够制造小汽车附件厂能够制造小汽车，，，，很好很好很好很好，，，，谢谢你们谢谢你们谢谢你们谢谢你们”””” 

  同样在受阅队伍中的，还有北京汽车制造厂生产的汽车——3 辆“北京”牌

高级轿车为前导，几十辆“井冈山”小轿车紧随其后，浩浩荡荡地驶过了天安门，

接受了毛泽东的检阅。 

  这一年，“让毛主席坐上自己生产的小轿车”可是不少省份加紧试制生产的

口号。 

  在北京市委的大力支持下，北京第一汽车附件厂经过反复论证，于 1958 年

5 月开始了小轿车的试制工作。作为一个汽车附件厂，尽管并不具备生产汽车的

基本条件，但全厂职工自力更生、艰苦奋战，仅用了 40 天的时间就试制成功了

北京历史上的第一辆国产“井冈山”牌小轿车。彭真市长十分赞赏这部国产轿

车，他还兴致勃勃地乘坐它到长安街和天安门亲自试验车子的性能。 

  当时，彭真市长还传达了一个特大喜讯——中共中央政治局正在中南海开

会，毛泽东和其他领导也很想看看这部车子。报喜的轿车很快开进了中南海。政

治局临时中断了会议，刘少奇、朱德、周恩来、邓小平等中央领导都来观看这辆

国产轿车。这可是北京历史上的第一辆国产轿车，领导们边看边问，兴致极高。

朱德还亲自乘坐绕驶中南海一周，一下车便连声说好。 

  在随同前来报喜的北京第一汽车附件厂厂长李锐的急切盼望中，车子开到毛

泽东办公的地方。下午 3 时许，毛泽东身着便装来到了现场。他对这辆“井冈山”

牌小汽车很感兴趣，不时地同其他领导交流感受，并认真倾听李锐的解说。最后，

毛泽东握着李锐的手说:“附件厂能够制造小汽车，很好，谢谢你们！” 

  毛泽东的这份关怀与牵念还在延续着。这年 11 月 12 日出版的《经济消息》

第 34 期刊载的《长春汽车厂发动群众的好经验》送到毛泽东手中后，受到了他

的重视。这篇消息报道了长春汽车厂在充分发动群众大闹技术革命的运动中，提

出明年 10 月 1 日实现年产 15 万辆汽车的跃进方案。在大搞技术革命的运动中，

工人不仅参加行政管理，而且全面地参加设计和技术管理，并对生产工作和技术

工作的规章制度实行改革。毛泽东对厂里的这些做法很感兴趣，在 11 月 18 日专

门批示把它印发到在武昌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将题目改为《长春

汽车厂发动群众大闹技术革命的好经验》，并肯定道:“要实行技术革命，就应

当这样做。” 

““““将来我们还将来我们还将来我们还将来我们还要有第二汽车厂要有第二汽车厂要有第二汽车厂要有第二汽车厂、、、、第三汽车厂第三汽车厂第三汽车厂第三汽车厂，，，，生产更多的汽车生产更多的汽车生产更多的汽车生产更多的汽车”””” 

  在世界汽车史上整整落伍了近半个世纪的中国民族汽车工业开始崛起了。在

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人的领导下，中国人民正式进入了振兴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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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的新的发展时期。汽车工业作为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成为毛泽东备加关

注的领域。 

  在毛泽东与斯大林的会晤中，斯大林曾友好地建议:“你们那么大个国家，

只建一个汽车厂不行，最少也得搞两个，况且汽车工业是精密机械制造业，可以

带动其他很多工业项目的发展。” 

  “你说得太对了！我们先建一汽，紧接着就考虑建设第二汽车制造厂。”毛

泽东习惯性地挥起他那宽大的右手，慨然答道。 

  在苏联的援助下，第一汽车制造厂应运而生。期间，由于美国悍然发动了侵

朝战争，严重威胁中国的领土安全。1953 年初，毛泽东亲自敦促国务院速召专

家思谋献策，提出“要加快建设第二汽车制造厂”，并于 4 月 24 日批准在中南

腹地选址筹建。1956 年，毛泽东在参观机械工业汇报展览时说:“我们一个省顶

欧洲一个国，将来我们还要有第二汽车厂、第三汽车厂，生产更多的汽车；将来

我们的汽车也要出口。”但是由于种种原因，二汽上马之举却未能实施。 

  星转斗移，毛泽东并未淡忘兴建二汽的构想。一晃 12 年过去了，期间 1958

年虽又上马一次，但终受客观条件的影响，不得不再次搁置。1964 年，当共和

国刚刚摆脱饥饿困厄的一个晚上，毛泽东又想起了斯大林的那番建议，情不自禁

地自言自语道：建设第二汽车制造厂，是时候了。 

  鉴于当时国民经济的发展和国防建设的需要，在毛泽东关于“三线建设要抓

紧”批示的指引下，1965 年 12 月 21 日，党中央、国务院决定成立第二汽车制

造厂筹备处，调饶斌等 5 人组成领导小组。随后，各项筹备工作开始紧张有序地

进行。1966 年底，厂址、建设规模、指导思想、建厂方针等总体方案便已初步

确定。 

  1969 年 1 月 9 日，经国务院批准，二汽建设指挥部在十堰宣布成立。9 月，

全国各路建设大军纷纷汇聚十堰。经过几万建设大军 6 年多的艰苦拼搏，1975

年 7 月 1 日，在建党 54 周年的喜庆日子，第一个基本车型——两吨半越野车正

式诞生了。经国务院批准，第二汽车制造厂生产的汽车被命名为“东风”牌。长

春之后，华夏大地再次矗立起了一座现代车城。在毛泽东的宏伟构想和眷眷关怀

之下，中国民族汽车工业驶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