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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汽车产业符号性人物张小虞因病辞世

○葛帮宁

张小虞，1945 年出生于四川，1968

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动力机械系，1968—

1978 年 在 新 疆 汽 车 厂 任 技 术 工 程 师，

1979—1993 年任中国汽车工业总公司规

划司司长、副总经济师，1994—1998 年

任机械工业部汽车司司长，1998—2000

年任机械工业局副局长，2001 起任机械

工业联合会副会长。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副会长张小虞于

2014 年 11 月 12 日早上 8 点在北京友谊

医院因病辞世，享年 69 岁。

在公众记忆里，他最后一次亮相是今

年天津泰达汽车论坛期间。那是 2014 年

9 月 5 日，他一如既往地提前 10 分钟到

达现场。甫一落座，便不断有政府和企业

代表过来与他握手问候。他嗓音洪亮，精

神矍铄，丝毫看不出他已病魔缠身 3 年。

熟悉的面孔，还有似曾相识的场景。

于他，却有着更难以言说的情怀。需要提

及的是，他每月都要回医院做例行检查，

并接受注射治疗。

2014 年 10 月 28 日，由他倡议发起

的 2014 中国老汽车人联谊会在北京杏林

山庄召开，他因例行检查不能到会，但仍

念念不忘老同志们的聚会情况。当月的最

后一天，《汽车商业评论》记者到医院向

他汇报情况。那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他

躺在病榻上，身上插着各种管子，正在打

点滴。看起来，他消瘦了很多，身体虚弱，

与我们交流时，因为疲倦，他会时不时闭

上眼睛。

即便如此，他仍寄语中国汽车自主品

牌要自强。其一，不要怨天尤人。他说，

国务院已颁布文件，到 2020 年中国要成

为创新型国家。创新型国家需要若干创新

型产业，一方面国家有意识，一方面企业

有发展根本，任何企业要在国际环境中生

存，没有自己的品牌，他怎么生存？

其二，要有信心。他说，不要老去讲

国家没有政策，什么公车买得少，什么政

策不到位，这些都没有用。有人说，现在自

主品牌打到持久战阶段，我的看法是，从战

略上讲是持久战，从战术上讲是攻坚战。

其三，不要妄自菲薄。他说，我们有

基础，有人才，这 60 多年没有白干。商

用车我们搞得早，坚持自主，市场覆盖得

很好。过去几年老说汽车没人才，这十来

年，一大批人才已被培养起来……

我们非常抱歉在这样的非常时刻打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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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他，未能久留。那次离开，竟是永别。

2011 年 8 月，他感到身体有些异样，

便去医院做常规检查。拍完 X 光片后，

医生直接让他住院——几个月后，他们才

告诉他，诊断结果为癌症。综合考虑癌细

胞扩散情况和身体素质，医生对他采取保

守治疗。

然后是无穷无尽的放疗、化疗、注射、

体检和周而复始的循环。我们只知道他这

一路走来的些许轨迹，却无从知晓更多细

节：如这段历程中的艰辛与历练，希望与

失望等。

但当这些繁琐的常态检查结束，约傍

晚时分，他仍然雷打不动地坚持阅读助理

送过来的报纸和文件，或者打开手机查看

重要信息和留言。必要时，他会回电或者

短信。

去医院探望他的人很多，除亲戚和同

学外，大部分是业界人士。他暂时别离汽

车界的这段日子，中国汽车市场不再高歌

猛进，汽车制造商几家欢乐几家愁，合资

企业稍领风骚，自主品牌如履薄冰，合资

自主再惹争议……

但他从来不曾离开。

2012 年 3 月初的一天，他在北京友

谊医院的看护病房里，为中国汽车工业咨

询委员会主办的“中国汽车 50 人论坛”

做寄语。当天，他着黑色中山装，面对镜

头侃侃而谈。他说：“六十年一甲子，中

国汽车工业从知天命到了耳顺之年。在这

六十年里，我国汽车工业从无到有，从小

到大，现在正处于由大向强迈进的进程中，

应该抓住这个机遇，认真反思过去，展望

未来……恰逢此时，举办论坛，这很有意

义。”

20 天后，北京金茂威斯汀酒店，中

国汽车 50 人论坛现场，与会嘉宾听完他

这段视频寄语后，无不为之动容。这天晚

些时候，他接到了好几个电话，其中既有

企业代表，如北汽集团董事长 ，也

有中国汽车工业咨询委的一些老同志，他

们都不约而同地提到他对论坛的寄语，并

祝愿他早日康复。

此后，他又陆续接受了几家媒体的采

访，他的名字和图片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平

媒和网络上。他仍然健谈，一如既往地“亲

媒”，中国汽车工业 60 年的发展历程，

关键时期的关键数字仿佛就印在他的脑海

里，因此他总能娓娓道来，他总能信手拈来。

没有人知道他内心深处那份对汽车的

情结。这份情结由来已久，并深受其父影响。

他的父亲 1931 年考上南京交通研究

院，毕业后到滇缅公路工作，后升任运输

大队长。他 1945 年出生在四川泸州，后

随父亲搬到重庆。从能记事起，家里就经

常有司机来串门，可谓从小就对汽车耳濡

目染。

抗战期间，海岸线被日本占领，外援

物资进不来，父亲所在运输线成为国家的

生命线——所有同盟国援助物资的惟一通

道。从那时起，他就知道，“打起仗来时

没有汽车不行 ( 张小虞语 )”。

1962 年他考入清华大学汽车专业，6

年后大学毕业。他想，越远的地方越能发

挥自己的才能，便申请去新疆工作。当时

中央鼓励每个省都自己造汽车，新疆有 3

个汽车厂。他的同学中，大部分被分配到

一汽、二汽 ( 现在的东风汽车公司 )、南

汽 (2007 年 12 月被上汽集团重组 ) 和北汽

等大企业，其中有 1 人去西藏，2 人去青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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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则如愿以偿。

初到新疆汽车厂，他什么都干：当过

钳工、车工、钣金工；做过汽车装配工；

烧过锅炉。“那时人年轻，主要是学习，

干什么都是干。别人不上班，我自己上，

反正也单身一人。”多年后，他向《汽车

商业评论》记者回忆道。

这一干就是 10 年。

1978 年，改革开放的春风吹向大江

南北，令人精神一振。这一年，二汽基本

建成，已调任机械部副部长的饶斌同志认

为，( 二汽 ) 生产不能全都在山沟里，因

此派专家组到全国为二汽选组装厂。调查

到新疆时，饶斌同志的秘书随行。他 ( 张

小虞 ) 作为新疆机械厅的陪同人同与专家

组对接，“将近一个月，吃住都在一起”。

回京后，秘书立即向饶斌同志推荐了

他。他随即被调往一机部。“从 1968 到

1978 年一机部没进过新大学生，我算是

特需”。说的时候轻描淡写，但却是他人

生的关键转折点。

汽车局里他最年轻，也是什么都要

干：工会福利委员，宣传委员，工会干部

等。他给大家买过苹果，买过肉……谁加

班加点，他就顶上去……这期间，一段后

来经常被提及的故事是：在他的积极推动

下，东风汽车重组新疆汽车厂：地方持股

25%，东风汽车持股 75%。重组后的东风

公司新疆汽车厂除生产东风卡车外，还做

部分零部件。其产品除满足新疆外，还出

口到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国家。

时光流逝。他从处长做到司长，再到

局长，却从来不曾动摇过坚守汽车行业的

信念。当年国家计委需要人，托人带话给

他，希望他过去，他拒绝了；后来张德邻

同志调任重庆市委书记，希望他去，他亦

婉言谢绝；2001 年机械局撤销，他还不

到 60 岁，本可以换个地方做几年官，但

他选择了留下。

“人一辈子只做一件事。”他的理由

是，“专业部门需要专业干部，我就留在

机械工业联合会，为大家做点事。”

这一干又是 10 年，他笑称自己已成

为“( 机械工业 ) 联合会的元老”。

2012 年 9 月 1 日下午 3 时，这位中

国汽车界符号性人物接受本刊独家访谈。

在两个多小时的对话中，他为我们详

细解构中国汽车 60 年产业图景及未来航

向，其内容几乎涉及当下汽车产业所有热

点问题：汽车合资与自主路线；汽车行业

管理机构变革；民企和合资续签；兼并重

组以及他的汽车情结等。

我们在此对这位德高望重的汽车界符

号性人物致以最深切的敬意和悼念。

（原载《汽车商业评论》

2014 年 11 月 12 日）

诉衷情·手足情深

——悼念张小虞同学

○梁颂辉（1968 汽车）

惊闻噩耗夜寒侵，千里寄哀音。汽

车青史留载，成果有人吟。

回望首，忆琴心，泪湿襟。六年甘

苦，难忘窗谊，手足情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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