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引言
当今社会袁随着数字化尧智能化尧自动化的高

速发展袁汽车保有量迅猛增长遥 然而袁随着行驶里

程的增加和时间的推移袁 汽车车况将发生变化袁
零部件的老化等问题将给车辆和交通带来极大

的安全隐患遥 目前袁新建机动车检测机构的数量

越来越多袁如何加强机动车检测机构管理袁是一

项值得深思的课题遥
机动车检测机构发展现状

根据 RB/T 218要2017 的定义袁 机动车检验

是机动车安全技术检验渊以下简称野安检冶冤尧机动

车排放检验渊以下简称野环检冶冤尧汽车综合性能检

验渊以下简称野综检冶冤的统称 [1]遥 为了适应市场需

要袁我国将野安检冶尧野环检冶尧野综检冶三者有效整

合袁充分利用社会资源袁合理配置社会资源袁进一

步便民利民遥 机动车检测机构是从事这三类检验

活动的检验机构的统称遥 在较多的发达国家和地

区袁如日本和欧盟中的国际机动车委员会成员国

家袁非运营机动车主要由经政府认可审核批准的

私营机动车检测机构采用尾检尧安全检验的定期

强制性检验[2]遥 我国由市场监督管理局对机动车

检测机构实行资质认定管理和计量认证管理,检
验机构在资质认定能力范围的法定底线内实施

机动车检验袁为社会提供公证数据遥
目前我国的汽车保有量已超过 3 亿辆袁机动

车检测机构的数量也不断增长袁从 20 世纪 80 年

代在东北建立的第一家检测站始袁发展到现在遍

布全国各地的几千条检测线袁仅福建省就有超过

300 家的机动车检测机构遥 车辆检验业务迅猛增

长袁推动机动车性能检测尧诊断技术不断提高袁
机动车检测机构存在的问题

据官方数据显示袁 机动车检测机构在筹办尧
申证及有关行政监管部门对其进行执法检查过

程中袁均存在一定问题袁甚至不乏严重违法违规

并受到立案查处的现象袁这些问题大约可以归纳

为以下几点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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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场地环境条件不符合标准

根据 RB/T 214要2017叶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

定能力评价 检验检测机构通用要求曳 第 4.3.1 条

款的规定院野检验检测机构应有固定的场所 [3]遥 冶新
申请的汽车检测站袁 其场地建筑必须配备能够满

足开展安全性能各项指标检验所需的设备设施袁
如院对小型车辆尧大型车辆尧摩托车各自开展的车

辆安全性能尧工位尾气排放尧每增加一条检测线所

需的场地面积均有一定的要求袁试验车道的宽度袁
驻车制动性能检验的驻车坡道袁在任意 50m 范围

内的纵向坡度尧横向坡度袁试验车道的长度等都应

符合其特性要求袁而且试验车道应封闭尧配有安全

设施遥有些企业对检测项目不了解袁不理解为何要

那么大的场地袁有的企业因资金问题或其他原因袁
租赁到不合法或面积不足的场地袁 或环境条件不

规范袁 这些都会造成检验检测数据不准确或产生

严重误差遥
2. 检验设备无法满足要求

根据 RB/T 214要2017 第 4.4.1 条款院野检验检

测机构应配备满足检验检测 渊包括抽样尧 物品制

备尧数据处理与分析冤要求的设备和设施[4]遥冶同时袁
野应建立和保持检验检测设备和设施管理程序袁以
确保设备和设施的配置尧 使用和维护满足检测工

作要求 [5]冶 袁 除了定期对这些设备进行维护保养

外袁还要定期进行校准检定袁在二次检定或校准之

间应进行期间核查,当依据的标准更新时袁还应依

据资质认定评审准则的要求变更申请认定标准

渊方法冤遥然而袁有不少机构将利润和经济效益摆在

第一位,为了节约成本袁有的未按规定将检测设备

送到有资质的计量部门进行校准或检定曰 有的未

按照规定实施设备的期间核查曰 有的由于某些检

测设备使用频率较高袁如钢直尺尧钢卷尺尧轮胎花

纹深度计等常用的尺寸测量工具袁易损坏,需要常

更换袁就使用皮尺等不规范的检测设备替代曰还有

的未按周期对检测设备进行维修保养袁 导致检测

设备野带伤带病冶工作袁这样不仅使检测数据的准

确性尧质量受到影响袁设备故障也频频发生袁严重

降低检验效率遥

3. 从业人员素质不能满足要求

国家已经出台了多项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

件及其检验项目和方法尧查验工作规程尧排气烟度

排放限量及测量方法尧 排气污染物排放限值及测

量方法等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遥 随着社会的日新

月异袁技术不断更新袁检验检测的方法尧标准尧手段

等也不断变化遥而在现阶段袁多数机动车检测机构

虽然有些人员动手能力很强袁 也具有一定的实践

经验袁但是普遍存在学历低尧新知识接受程度低的

现象袁缺乏对检验标准及相关法律的再学习袁不能

及时掌握新标准袁不能进行专业技能的再更新曰有
的管理者对于机动车检验检测运营流程尧 专业技

能了解掌握不足曰有的机构人员流动性较大遥多数

检测人员没有经过系统的培训袁 不具备基本操作

能力袁人员服务意识尧法律意识淡薄袁使得检测中

违规操作的现象层出不穷遥
4. 检验检测不规范

检验检测不规范的问题形式多样袁 如有些检

测机构为利益驱动袁 对不在能力范围内的产品开

展检验工作袁并违规出具带 CMA渊计量认证冤标志

的检验报告[6]的超范围检验遥检验依据应随着标准

的更新换代进行变更袁 如新发布的 GB 38900要
2020叶机动车安全技术检验项目和方法曳是对 GB
21861要2014叶机动车安全技术检验项目和方法机

动车检测机构曳和 GB 18565要2016叶道路运输车

辆综合性能要求和检验方法曳的修订和替代遥在新

标准中袁修改了野前照灯尧机动车安全技术检验流

程尧外廓尺寸尧检验结果判定尧处置及资料存档冶[7]

等高达 80 多个条款的要求曰GB 7258叶机动车运行

安全技术条件曳 首次发布于 1987 年袁 并先后在

1997 年尧2004 年尧2012 年尧2017 年进行了修订换

版遥 而有些机构因怕麻烦而未对已作废的标准进

行及时更新袁仍然按作废标准开展检验工作曰有的

擅自减少检验项目曰 有的检验报告未经授权签字

人签发曰有的用其他车辆替代受检车辆等遥这些行

为严重损害了检验检测数据的公信力和权威性遥
加强机动车检测机构管理的建议

1. 加强宣传尧培训力度

叶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管理办法曳的颁布实

科学管理

40



施袁加严了对从业机构的规范性要求袁并加大了资

质认定后监督管理和违规处罚的力度遥 政府部门

应加强宣传尧培训力度袁让机动车检测机构全面了

解目前现行的法律尧法规尧标准尧义务尧责任和违反

规定所要承担的后果袁通过广泛的宣传尧培训袁让
检验检测机构了解未按照资质认定和相关法律法

规及技术规范的要求对社会出具具有证明作用的

数据和结果所应承担的法律责任遥 同时袁依托第三

方机构袁广泛开展机动车检验检测资质认可尧机动

车检验检测相关法律尧法规尧标准的培训遥
2. 提高办证尧现场评审尧事中事后监管质量

行政业务窗口人员的服务能力尧 业务素质的

提升袁可以提高行政效率遥 作为对外窗口人员袁应
第一时间掌握目前最新的政策法规袁 现行的国家

标准尧行业标准袁深入解读标准条款袁在文件审核

过程中及时指出检验检测机构筹办中的人尧 机尧
料尧法尧环等关键环节出现的不足与错误袁使检验

检测机构能及时洞察自身不符合国家政策尧 法规

的地方袁明确其改进提高的方向遥
在现场评审环节袁 建设高素质的机动车检测

机构资质认定评审队伍遥 评审过程中袁评审组应廉

洁自律袁杜绝徇私舞弊袁狠抓评审复查袁严格依据

资质认定标准和评审准则进行评审遥 评审员在专

业技能上要精益求精袁具有持续学习能力袁不断加

强自身的评审能力和专业技术水平遥 同时袁应不断

提高自身的组织尧协调尧沟通协调能力袁确保在较

短的时间内能完成评审工作袁 指出检测机构存在

的缺陷袁提出切实可行的整改意见遥
在事后监管环节袁环保部门尧市场监督管理部

门尧公安部门应发挥各自的优势袁实行部门联合监

管袁严格依法处理袁并利用媒体的舆论宣传作用袁
曝光不合格的检验检测机构的违规行为遥

3. 全面提升机动车检测机构人员素质

人员是检验机构的重要资源袁 上至机构负责

人尧技术负责人尧质量负责人尧授权签字人袁下至引

导员尧外观检验员尧底盘检验员尧质量监督员尧设备

管理员袁人员的职业道德尧专业素养对检验机构的

管理水平起着决定性的作用遥 在职业道德方面袁检

验机构应加强从业人员法律意识的培养袁 提高全

员守法意识袁在检验机构内部建立以法律为保障尧
技术和管理为支撑尧责任为基础的诚信保障机制遥
技术管理是检验检测机构的主线[8] 袁应根据检验

机构的规模和检验尧 设备维护检测工作的实际需

要袁 合理选择具备相应岗位条件的管理人员和检

测人员任职遥 确保从事抽样尧检测尧签发报告尧设备

操作等关键岗位的人员持证上岗遥 制定切实可行

的继续教育计划袁通过实施有效的教育培训袁提高

人员的专业技术能力和管理知识水平袁 确保人员

的能力持续满足要求袁 使检测人员可以最大程度

地满足岗位需求袁 以此全面提升检验检测机构从

业人员的素质遥
结语

机动车已经成为千家万户日常生活尧 工作不

可或缺的交通工具袁 它的安全性能关系到人民群

众的交通安全袁提高机动车检测机构管理水平袁使
道路交通事故大大减少袁 对保障全社会的安全具

有重要的意义遥
（作者单位：漳州市产品质量检验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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