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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多年来，汽车工业不仅一直是工业发达周家经济的支柱产业之一，而且在一些发展中国家汽车工
业也占有重要的地位。
汽车的生产、销售和使用已同国家的经济、交通、物流、能源、资源、环境以及人民的生活密不可分
。
我国的汽车工业从2l世纪初开始进入迅猛发展阶段，2007年，国內汽车产量突破888万辆，汽车销售量
达到879.15万辆，成为世界第三大汽车生产国和第二大汽车消费国。
　　从现代汽车的设计、制造、使用和市场要求来看，动力性能、安全、节能与环保仍然是首要的问
题。
汽车车体轻量化、外形多样化、制造低成本以及材料的可回收再利用等在不断推动着现代汽车材料技
术的发展，汽车工业的发展与原材料工业，尤其是钢铁工业已形成密切的关系。
在汽车制造所使用的原材料中，钢铁材料占有最大的比重（约占三分之二左右），而钢铁材料中用量
最大的是薄钢板。
在汽车轻量化发展的过程中，尽管近年来一直存在钢铁材料同铝合金、镁合金、塑料及复合材料的竞
争，但到目前为止，大量的研究结果表明，从汽车安全性、制造成本、材料的回收循环再利用以及轻
量化与节能的综合效果来看，积极开发和采用高性能、高强度钢及其先进的设计与加工成形技术仍然
具有明显的优势和良好的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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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现代汽车板工艺及成形理论与技术》荣获2008年国家科学技术学术著作出版基金资助出版《现
代汽车板工艺及成形理论与技术》全面、系统地介绍和论述了现代汽车板工艺及成形理论与技术，是
一部将现代汽车板的内在和外在质量有关的冶金生产工艺全过程控制及其成形与应用技术融为一体的
专著。
《现代汽车板工艺及成形理论与技术》包括 绪论、低（微）碳铝镇静钢板、超深冲IF钢板、热轧高强
钢和先进高强度钢板、冷轧高强钢和先进高强度钢板、汽车用表面处理钢板、薄板坯连铸连轧工艺生
产汽车板、 特殊性能汽车板、汽车板的表面质量控制、板材成形性及其评价方法、汽车板的先进成形
技术、板材成形中的动态摩擦等。
　　《现代汽车板工艺及成形理论与技术》可供冶金工业、汽车工业及薄板冲压成形企业的工程技术
人员、研究人员、设计人员以及从事金属材料产品开发、深加工和应用部门的专业人员阅读，同时也
可作为大专院校有关专业师生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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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 绪论　　1.1　现代汽车的发展及对材料的要求　　自从19世纪80年代第一辆汽车问世，尤其是
从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北美、日本和西欧的汽车工业得到了飞速发展。
作为移动手段的汽车的基本功能（起步、行走、转弯、停止）至今虽然没有大的变化，但随着计算机
、新材料以及各种新技术的发展，汽车的性能得到了迅猛提高，并不断增添新的活力。
与此同时，汽车工业为社会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巨大的推动力，给人们的生活方式带来了飞跃性的变化
。
　　从全世界和北美、欧洲、日本自1969年以来的汽车生产量变化来看川，世界汽车的生产量因20世
纪70年代的两次石油危机曾出现过下跌，从1983年起开始逐年上升，到1997年接近5620万辆，尤其是
日本的汽车产量连年增加，到1997年已达到1100 万辆/a。
汽车工业形成日、美、欧三足鼎立的局面。
图1—1为1994～2003年世界汽车产量变化情况。
到2003年，全世界年产汽车6100万辆，其中，美国平均年产汽车约1200万辆，日本平均年产1000万辆。
而根据文献、2004年预测，2004年到2011年，世界汽车仍然有较快的增长，欧洲、北美、日本和韩国
等成熟市场的增长在6％左右，中国、印度、巴西、俄罗斯等快速增长市场将增长8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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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责任心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
　　——阿里巴巴集团董事局主席　马　云　　一个优秀的员工。
一定会不断地给自己增值。
一个优秀的组织，一定会不断地提升品牌价值。
责任是一个人自我增值的最大砝码也是一个组织自我升值的关键因素。
　　——太平洋建设集团原董事局主席严介和　　创新能够让一家企业走向优秀，而责任更能让一家
企业走向伟大。
　　——伊利集团董事长潘　刚　　20年来，责任推动了苏宁的发展，不论是家庭责任、员工责任还
是更大范围的社会责任，而发展又使苏宁承担起更大的责任.责任不断鞭策着苏宁，成为苏宁不断发展
的源泉。
　　——苏宁集团董事长兼总裁张近东　　责任不仅是一种商业伦理，更是一种商业模式，是最成功
的一种商业模式。
坚守责任就会赢得成功。
　　——聚成集团董事长 刘松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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