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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洲日报全媒体记者/陈驰

4月 9日，微风不燥，间断的细雨，点缀

着春日里的浪漫。

走进株洲南方摩托车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南方摩托”）生产一线，工人们正聚

精会神忙碌着，一辆辆新款整车陆续下

线。这样的场景，让行政部长苗金魁会心

一笑。

这段时间，来自北京、西安等地的订

单纷纷涌向厂内。截至 3月底，“南方摩托”

销售额已达 4700多万元，再创新高。

深藏在许多株洲人记忆里的“南方

摩托”，销声匿迹很长一段时间后，又重

回人们的视线，正行驶在特殊的转型之

路上……

辉煌，年销量近30万辆
沿路绕行南方摩托的厂区，近万平方

米的面积似乎在“倾诉”着这里昔日的荣

光。如今，这里大片厂区已租借给其他企

业，摩托车实际生产使用面积仅占 2700多

平方米。苗金魁说，提及南方摩托，“60 后”

“70 后”的株洲人，基本都比较了解，它的

崛起，曾带动过株洲一个产业、一个市场。

走到厂房边的居民楼，院里下棋的老

人们，有些曾是南方摩托生产线的工人或

是技术员，接过话茬，往日种种，浮现眼

前。

上世纪 80年代初，根据国家“军转民”

政策要求，生产航空发动机的株洲三三一

厂，更名为国营南方动力机械公司，开始

开拓民品市场，瞄准的拳头产品就是摩托

车，并以雅马哈摩托车为蓝本，研制出南

方 125车型。1987年，南方摩托车与雅马哈

正式开启技术合作，并引进雅马哈技术，

开始生产南雅 125 车型，这就是南方摩托

当时最畅销的两款车型。

“那个时候，南方摩托所有的产品都

是二冲程发动机。因结构简单，动力强劲，

价格相对亲民，深受消费者喜爱。”苗金魁

说，湖南省的地形大多以山地丘陵为主，

乡村道路崎岖不平，摩托车成为自行车的

最佳替代品，加上农村地区多是倚山而建

的散居状态，亲戚间串门比较远，因此摩

托车在湖南一直有较大市场。

在上世纪 90年代最辉煌之时，南方摩

托主力车型零售价在 5000元左右，2000多

名员工加班加点生产，年产量近 30 万辆，

依旧是供不应求。老人们回忆说，经销商、

代理商等客户直接用塑料袋装着现金来

厂里排队提车，队伍有时绵延约 1 公里。

1997 年 6 月，股票代码为 000738 的“南方

摩托”在深交所上市，更是让企业和产品

的知名度大增。

因为有了这个能生产整车的摩托车

厂，故而在距离南方公司不远建起了一个

中南摩托车大市场，这是国内建设较早的

摩托车专业市场之一。同样，周边各种生

产摩托车零配件的小厂也随之崛起。

中南摩托车大市场造就了一大批从

事摩托车销售的生意人，不少厂里工人

当时辞职下海，在中南摩托车大市场开

起批发部，或去广东、湖北等地，成为品

牌代理商。

落寞，国企一度转为民企
这样的盛况，一直维持到本世纪初

期，南方摩托走入千家万户，成为时代的

记忆。

南方摩托技术主管白彬说，新世纪到

来后，四冲程发动机的摩托车问世，这对

二冲程的南方摩托，可谓“降维打击”。加

上国企当时普遍社会负担较重，其粗放的

生产和经营模式也逐步显现；此时重庆的

民营摩托车企业迅速崛起，南方摩托不管

从质量到成本控制，都缺乏竞争力，伴随

大批技术人员和工人流失，颓势难以阻

止。2005 年，南方摩托股份有限公司变更

为南方宇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经过改制重组，株洲南方摩

托车有限公司成立；2017 年，对于南方摩

托是个特殊年份，从国企转为民企，曾经

的浙江代理商李启华接手了这家已经落

寞的企业。

“我是第一批做南方摩托代理的，有

着深厚的‘南方情结’，不想看到这个国民

品牌就此倒下。”李启华说，接下这个“烫

手山芋”后，能不能再做起来，他心里也没

底，但他利用手里销售渠道广这个优势，

决定试一试。

2018 年，各大摩托车厂商进入白热化

竞争状态，各种款式层出不穷，价格战如

火如荼，电动车开始走俏市场，多地相继

“限摩”。现实的情况，似乎比预想更为艰

难、窘迫。李启华也不知道，持续亏损的状

态下，还能坚持多久。

创新，新车实现扭亏为盈
正所谓不破不立。

边销售改进版的“南方 125”，李启华

边联系意大利等地厂商寻求合作。

“继续生产改良产品已无路可走，必

须要找一条能够让我们生存下去的路，让

创新产品从车间走出来，去抢占市场。”李

启华说，拿出 600万元研发资金时，感觉压

力很大，一旦周转不畅，南方摩托将岌岌

可危，“但推倒重来才能赢得机会。”

2021年，经过 3年沉淀，南方摩托推出

复古外观的“蒙娜丽莎”踏板车，一经问

世，备受女孩青睐，车辆安装 TCS、ABS 等

系统后，当年便售出近万辆。也就是这一

年，经过近 20 年的变迁，这个老品牌扭亏

为盈。

尝到甜头后，南方摩托继续加大研发

投入力度，推动车辆外形、智能驾驶系统

以及减震性能、车辆整体性能进一步提

升。2022 年，南方摩托推出迭代产品“南方

飞戈”，年销量一举破万辆，销售额达到 1.5

亿元。2023 年，飞戈系列再度升级，南方摩

托当年盈利突破千万元。

“我们的飞戈系列，产品智能化已经

走在行业前端，一次性可以跑 550 公里。”

白彬介绍，摩旅爱好者们自驾南方摩托去

了西藏、海南、甘肃等地。目前，飞戈系列

日产量达到 100 多辆，南方摩托在浙江台

州也设有生产基地了。

点进“摩托范”App，今年 3 月，全国摩

托车销售热度榜上，飞戈产品位列全国前

五，也让大家看到了南方摩托再度崛起的

希望。

“如今，南方摩托在北京、贵州、西安、

广州等地都很热销，反而在省内的销量还

未打开。”白彬感慨说，也许人们淡忘了曾

经的南方摩托，希望能依靠产品实力，再

次走进三湘大地的广袤市场。

“我们将对市场做进一步的细分和

了解，不断进行迭代升级，只要订单持续

上涨，南方摩托随时能够增设生产线。”

苗金魁介绍，今年公司早已定下营业额

实现翻倍，达到 3 亿元的销售目标。让创

新研发加速到成果转化，南方摩托已有

了自己的“心得”，衍生的新产品也即将

下线。

芦 淞 区 副 区 长 张 勇 在 企 业 调 研 透

露，南方摩托与春风雅马哈是株洲目前

唯二能够进行整车制造的厂商，政府正

牵线搭桥，让企业抱团发展，提高本地配

套率，引进更多链上企业与技术人才，利

用好芦淞区“厂所”发动机研发的固有优

势 ，进 一 步 开 拓 市 场 ，让 株 洲 摩 托 再 度

“燃”起来。

“回忆”品牌更应敢于创新
“你去了南方摩托，要记

得拍照发我。”这是父亲得知

我要去南方摩托采访后，电话

里的叮嘱。

父亲今年 61岁了，身为一

个常德人，我未曾料到他会如

此在意一个企业。茶后闲谈，

他问我是否还记得当年驾驶

南方 125，带我去看火车。

那是 1995年，彼时的我才

3 岁，而父亲拿着积攒了好几

年的存款，以 4700余元购买了

他人生中的第一辆摩托车。

“那时候在澧县乡村，你

要有一辆南方摩托，是很拉风

的事情。”父亲告诉我，当时母

亲在另一乡镇上班，这辆车，

陪着一家三口来回奔波。

此刻我才明白，让父亲在

意的，不只是这辆车，更多是

经历、回忆与温馨。

当我把改良款的照片发

给父亲，微信那头，看着照片

的他，思绪回到了上世纪 90年

代。许久，他感慨说，南方摩托

承载过一代人的青春，可一定

要做起来啊！

如父亲一般的人很多，这

两天，点开南方摩托网页，飞戈

产品介绍栏下，满是忆青春回

忆的留言和鼓励。我想，这般有

“回忆感”的品牌，只要敢于创

新、注重创新，以实力和口碑折

服消费者，必定能够重塑荣光。

记者手记

从上市公司到改制重组转为民企，从全线停摆到新品热销……

“南方摩托”活力再现

厂房内，刚下线的摩托已被客户订购。 记者/陈驰 摄

白彬正介绍改良后的“南方 125”。记者/陈驰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