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长安汽车王俊：三次创业
从“找米下锅”到“技术攻坚”
本报记者 季为民 童海华 赵毅

重庆报道

“发展新能源汽车是中国从汽

车大国迈向汽车强国的必由之路，

长安汽车也有幸参与到这一轮汽车

产业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中。”近

日，在接受《中国经营报》记者采访

时，长安汽车总裁王俊说道。

20世纪80年代初，老一辈长安

人面对当时汽车产业“缺轻、少重、

无微、没轿”的现状，敏锐发现机会，

在“无人、无钱、无技术”的艰苦条件

下，自筹 3500 万元资金，通过技贸

合作方式，进入汽车领域，拉开了第

一次创业的序幕。

在谈到第一次创业时，王俊感

慨老一代长安人拥有敏锐的洞察

力，带领长安汽车实现从0到1的跨

越。“40 年的历史长河中长安汽车

一共经历了三次创业，从‘找米下

锅’到‘技术攻坚’，长安人始终坚持

技术创新驱动发展。”

在与王俊交流的过程中，他多

次提到“创新”“科技”“智能”。新一

轮的能源与技术革命已悄然打响，

时代将带领长安汽车走向哪里？

正如格林德在《语言程式学概

论》中写道：“能够感知的地图往往

是有界的，而创新者们正冲破确定

性静态正确的天幕，去探寻那本就

没有疆域的地图，未来已来。”

1984 年 11 月 15 日，对于长安

人来说，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长

安牌SC112微型厢式货车和SC110

微型载货汽车下线，这是中国第一

批微型汽车。

“第一次创业始于 1984 年，老

一代长安人敏锐地发现，市场上

‘缺轻、少重、无微、没轿’，于是以

市场为导向，走差异化的发展道

路，开启了大刀阔斧的改革。”王俊

谈道。

回溯20世纪80年代初，长安汽

车积极响应“军转民”的国家战

略，从军工企业转型为涉足民用

汽车领域的企业。在王俊看来，

老一辈长安人的这次创业是为了

“求生存”不得不“找米下锅”。长

安人通过拆解车辆研究，成功制

造出仿制样车，迈出了技贸合作

的关键一步。

沐浴着改革开放的春风，长安

人始终坚信发展才是硬道理。“21

世纪初，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推

进，人民的生活水平和要求也开始

发生变化，一个标志性的事件是私

家车的普及，于是长安汽车开启了

第二次创业，由微车引领者义无反

顾地向打造主流乘用车自主品牌

转型。”作为第二次创业的参与者，

王俊回忆起那段奋斗史时仍记忆

犹新。

2003年，为了满足大众日益高

涨的私家车出行需求，长安汽车从

以商用车为主的企业，正式进入乘

用车领域，开启了第二次创业。从

2001 年第 100 万辆汽车下线，到

2021年第2000万辆汽车下线，长安

汽车成为全国第一个跨过 2000 万

辆的自主品牌。

在王俊看来，作为第二次创业

的亲历者，他见证了长安汽车从有

到强的发展史。

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内新能源

汽车产业快速发展，逐步成为世界

新能源汽车领域的创新高地。习

近平总书记提出：“一定要把关键

核心技术掌握在自己手里，把民族

汽车品牌搞上去。”

长安人早就明白，技术是第一

生产力，掌握关键的、核心的、基础

的技术，才是中国汽车产业最为扎

实、有效的发展破局之道。

2023年，长安汽车全年研发投

入90.08亿元，占营业收入的比例的

5.95%。王俊表示：“目前，长安汽车

有 70000 多名员工，技术研发人员

共18000人，占比超过20%。”

在技术、人才双重储备下，2017

年长安汽车开启并实施第三次创

业——创新创业计划，逐步确立新

能源“香格里拉”、智能化“北斗天

枢”、全球化“海纳百川”三大计划，

向着智能低碳出行科技公司转型。

王俊认为：“总书记的话一锤

定音，也为企业的发展锚定了方

向，如果企业的战略和国家的战略

相匹配相适应，就会产生双向激发

的效应。”

“中国第一批微型汽车下线”

“供需两侧变化激发市场活力”

美年健康俞熔：科技正在改变体检行业生态

本报记者 曹学平 上海报道

新一轮科技革命正在深刻

影响着和改变着商业逻辑、人

类生活及社会形态，对体检行

业有着怎样的影响？

美 年 健 康（002044.SZ）董

事长俞熔在接受《中国经营报》

记者专访时认为，近年，体检行

业在需求端，个性化、智能化的

体检需求越来越明显，个检占

比呈现持续提升的趋势，AI技

术在医疗行业的广泛应用持续

满足民众日益明显的个性化、

定制化需求，个性化服务更加

便捷，为体检行业在传统的体

检产品及服务基础上提供了更

多创新增量；在供给端，体检行

业格局总体稳定，非公体检机

构增长快于公立医院，AI+辅助

体检升级，AI医疗趋势明显；在

营销端，体检产品逐渐呈现严

肃医疗与消费医疗双重特质。

在俞熔看来，当前科技日

新月异，以医疗大模型、大数据

驱动的生成式AI迅速发展，疾

病早筛技术不断突破，AI在医

疗服务领域具备绝佳的商业化

落地应用场景，运用好 AI 科

技，将深度影响未来3—5年整

个医疗健康行业的发展，算力、

模型、数据和场景构成了医疗

健康行业新质生产力的四大核

心要素。行业现在正处于拐点

来临的前夜。

《中国经营报》：20年一路走

来，经历哪些标志性事件或者抉择

让美年行稳致远？

俞熔：20年一路走来，两大标

志性事件让美年行稳致远：一是

市场布局，在深圳A股上市、控股

慈铭体检、收购“世界三大健检机

构之一”美兆健康；二是开启数字

化转型升级。

美 年 健 康 始 创 于 2004 年 ，

2015 年在深圳主板上市，同年控

股非公体检行业知名品牌慈铭体

检，改变了当时相对分散的体检

市场格局。此后，公司旗下拥有

“美年大健康”“慈铭体检”“慈铭

奥亚”“美兆健康”四个健康体检

品牌，形成多层次的品牌结构，成

为全国最大的专业健康体检连锁

企业。

2018 年之前，美年更多依靠

的是规模发展，依靠网点增加、设

备增加、人员增加，以规模和服务

驱动，进行市场渗透和教育，并在

很多低线城市普及体检概念、健

康管理观念。

2018 年之后，美年明确地依

靠品质和数据双轮驱动，强调精

细化运营与管理。

2021年是公司转型升级关键

之年，将创新作为重要发展战略，

制定了公司未来 3 年的整体数字

化转型规划。

2022 年，美年自主研发的新

一代智慧体检管理系统“扁鹊”正

式上线，开启了新一代智慧体检

云平台时代，也是公司数字化转

型的重要成果。

基于独有的累计过亿人次

的影像数据及 2 亿人次的结构化

健康数据，2023 年，美年提出全

面实施“All in AI”战略，进一步

深挖健康数据资产价值，深化

AI 大数据创新力与 AIGC 科技产

品力。

《中国经营报》：公司2017年

就率先布局AI应用，2023 年提出

“All in AI”，怎么看待AI的落地应

用？目前，AI整体布局如何，后续有

哪些规划？

俞熔：健康体检是 AI 应用落

地最可持续的场景之一，具备很

好的商业场景。AI技术的应用不

仅可以助力疾病早筛、提升客户

满意度，还可以进一步提升效率、

降低成本，并且基于体检流量带

来的优质健康大数据，也将进一

步赋能优化 AI 算法，在体检早筛

与健康管理等细分领域开启更多

应用场景。

2024 年 11 月，国家卫生健康

委等三部委联合发布《卫生健康

行业人工智能应用场景参考指

引》的基本概念和多个应用场景

中，美年已经有落地实操。

基于海量健康大数据基石，

美年早在 7 年前就积极布局 AI

技 术 在 预 防 端 的 落 地 应 用 。

2017年，公司开始持续推出AI专

精特新体检项目，目前，在已有

的脑卒中 AI 风险评估、脑认知

AI 风险评估、冠脉钙化积分 AI

诊断等创新产品应用的基础上，

进一步结合 AI 技术，发布国内

首个健康管理 AI 机器人“健康

小美”数智健管师；同时持续推

出“AI 智 能 肝 健 康 管 理 产 品 ”

“AI 智 能 血 糖 管 理 创 新 产 品 ”

“中医智能体检项目”等重点 AI

专精服务产品应用，拓展健康管

理边界。

全面数字化升级

《中国经营报》：《中国经营报》

迎来40岁生日，美年也成立了20周

年。你认为美年现在处于什么状态？

俞熔：如果从大的企业成长

生命周期来看，我认为美年处在

一个青壮年的阶段，就像早上八

九点钟的太阳。我们见证和陪伴

预防医学产业发展 20 年，这是非

常年轻的朝阳产业。

从整个时代背景来看，疫情

以后，大家对预防和体检特别重

视，这几年对防大于治的观念也

大幅提升。所以整个行业在加速

发展，还处在一个青年阶段。

目前，作为中国预防医学龙

头企业，美年在规模、人才、创

新、管理、服务、客户资源、品牌

等方面具有较强的竞争优势。

美年的专业健康体检服务网络

已实现中国内地版图全覆盖，每

年约为 3000 万人次提供健康体

检服务。

《中国经营报》：和你认识这么

多年，我感觉你是一个工作狂。是

什么信念在支撑着你这么做？创办

美年的初心是什么？20年风雨兼

程，你创业最大的感悟是什么？

俞熔：医疗行业是人类终极

问题，其中蕴含很多思想、哲学，

从一个个体如何健康管理，到一

个国家怎么应对公共卫生挑战，

使命和责任不言而喻。美年自

创立之初，以“守护中国人的生

命健康”为企业使命，希望通过

专业的体检服务，帮助人们及早

发现健康隐患，预防疾病的发

生，提升国民的健康水平。我们

相信，健康是幸福生活的基石，

也是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的重

要支撑。而美年通过精细化管

理、技术创新、健康知识普及是

可以做到的，而做成这些事情，

对社会有贡献 ，这 些 贡 献 又 反

过 来 增 强 我 们 的 自 信 心 和 创

造力。

我 们 对 行 业 前 景 充 满 信

心，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生活水

平的提高，我们看到了中国健

康体检市场的巨大潜力和迫切

需求，医疗科技迅速发展、公众

健康意识提升、对高质量健康

服务的需求日益增长等，都对

健康管理行业提出了更高的要

求。医疗行业是一条需要长期

耕耘且高速增长的赛道，美年

在扎实做好内功的同时，也要

通过科技创新实现长期稳健增

长，做一个耐力型长跑选手。

正值青壮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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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一轮科技革命推动下，新

汽车产业演进成为新兴科技产业，

供给侧和需求侧的变化赋予汽车

更高价值。

近年来，随着技术的快速迭

代，汽车已经不再是过去简单的交

通工具，而是成为集成高科技的智

能移动平台。这些创新技术正在

彻底颠覆传统汽车设计、驾驶体验

以及整个交通出行的模式。

“过去，汽车作为一个机械产

品，是用来提高人们的出行效率，

满足日常生活需求。而现在汽车

成为移动的家，所有信息的交互都

能在这个空间完成。根本原因是

供给侧和需求侧都发生了翻天覆

地的变化。”王俊表示。

他认为：“供给侧的变化主要

体现在技术突破，芯片成为汽车核

心要素，能源的提供方式也发生改

变。而在需求侧，汽车从单一的出

行工具变成了可以寄托精神需求

的空间载体。”

在王俊看来，当前有三类“刚

需”推动汽车产业生态向着智能低

碳新生态演变，即出行、能源、信息

交互。

“当前大众的出行需求已经不

再满足于从A地到B地的位移，而

是通过智能化、网联化，让更多元、

更个性的出行体验成为一种基本

要求。”王俊谈道。

他进一步指出，随着大众环

保意识逐渐增强，消费者对新能

源汽车需求大幅增长。而科技发

展拉动消费市场对数智汽车的需

求，用户期待汽车能够像智能手

机 一 样 ，实 现 终 端 信 息 互 联 互

通。新能源汽车只是序章，数智

新汽车才是未来。

“供需两侧的变化激发市场活

力，同时也导致企业竞争加剧。”对

于当下的竞争，王俊用“惨烈”来形

容。正如他所言，消费者多元化的

需求持续升级导致新能源汽车的

迭代周期缩短，供给侧的软件化水

平需要不断为产品快速迭代提供

解决方案。

这些年，长安汽车不得不拼命

“卷技术”来应对市场竞争。先后成

立16个技术、产品研发中心，17家

科技公司，打造1.8万人技术研发团

队，累计掌握自然交互、高阶智驾、

三电研测等2251项关键技术。

“随着行业的发展，这种竞争

格局一定会走向稳态，如果不走向

稳态，汽车产业无法做到可持续发

展。相信通过市场调节机制，企业

将会逐步走向规范竞争的市场。”

王俊表示。

“未来AI重新定义汽车”

科幻电影《全面回忆》中，主

角驾驶飞行汽车在未来城市中

飙车的情节让人印象深刻。如

今，科技进步让我们在科幻片中

看到的场景逐渐走入现实，一场

属于智能汽车的变革正在悄然

颠覆着我们的生活。

2024 年广州车展上，长安

汽车首次提出了两个空前的概

念——飞行汽车、人形机器人。

“长安不仅要造机器人，还

要造飞行汽车，布局海陆空立体

交通解决方案。在机器人领域，

将开展类人机器人、汽车生态机

器人等相关产业布局。”随着这

个规划落地，长安汽车计划在5

年内投入超500亿元，2026年前

推出长安飞行汽车产品，2027

年前发布人形机器人产品，加速

向智能低碳出行科技公司转型。

“长安汽车正在用软件定

义+AI赋能，把新汽车重新定义

一遍。”王俊表示，“目前的竞争

会加速推动汽车产业与 AI，包

括通讯5G、下一代通讯技术、能

源、数据等新要素深度融合。”

在王俊看来，第三次工业革

命中的互联网发展，实现了信息

的高效互通，AI 会推动个体智

能升级为群体智能，最终引领汽

车产业革命驱动汽车成为可进

化的智能汽车机器人。

为了给产业赋能，长安汽车

打造了一个数智工厂。王俊透

露：“这是一座全域5G数智AI柔

性超级工厂，标志着长安汽车迈

入了智能制造的新时代。数智

工厂以全制造流程数字化为目

标，广泛应用 5G、AI、数字孪生

等40余项先进技术，拥有数据采

集点超27万个、5G卡点近1400

个，2000多个机器人手臂全部实

现联网，制造全过程数字化。”

“必须具备全球领先的创新

技术。科技是培育新质生产力

的关键要素，只有通过先进技术

的搭载和赋能才能形成新质生

产力，才能创造出面向未来的数

字产品，不断催生新产业、新模

式、新生态。”王俊说道。

在坚持自主创新的同时，长

安汽车也秉持着开放合作的心

态加速全球化步伐。王俊表示：

“我们将在全球化背景下坚定推

进合作、开放、融合，坚持开放合

作和自主创新相结合，以海纳百

川的心态迈向汽车产业发展的

全新阶段。”

在采访的过程中，王俊给记

者留下的印象是一个长期的乐

观主义者。“长安汽车历经40年

的发展，在三次创业创新中传承

狼性拼搏的精神，肩负引领汽车

文明、造福人类生活的使命当

担。我们始终坚信中国汽车产

业将崛起于世界之巅，而长安汽

车定会成为一个真正的世界级

品牌。”他说。

在技术、人才双重储备下，2017年长安汽车开启并实施第三次创业——创新创业计划。

在王俊看来，当前有三类“刚需”推动汽车产业生态向着智能低碳新生态演变，即出行、能源、信息交互。

2024年广州车展上，长安汽车首次提出了两个空前的概

念——飞行汽车、人形机器人。

俞熔

美年健康董事长

王俊

长安汽车总裁

40年40人专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