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商用车大赛项目设置主旨说明 

中国汽车维修行业协会 



借助大环境东风，推动行业技术升级 
 交通部多年以来不断推动建立安全、环保、绿色、高效的运输体系。 
 根据公安部和行业的统计，截止今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3.19亿辆， 
其中汽车保有量2.29亿辆。载货汽车（含非营运）保有量达到2470万辆，2018
年上半年新注册登记的载货汽车达172万辆，高于2017年同期的156万辆。 
 根据统计我国目前道路货运经营户643万，全国营运货车1368万辆，道路货

运行业从业人员超过2100万，公路货运量占比整个交通运输量的78%。 
 国务院和国家相关部门提出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计划，目前国内重点区域已

经计划提前实施国六排放标准，2019年也将供应符合国六标准的车用柴油重

型柴油机国六标准也将与2021年7月1日开始实施。北京、天津、河北、河南

将在2019年1月1日实施汽油车国六排放标准，北京还明确指出，2019年7月
其对公交、环卫行业实施重型柴油车国六（B）排放标准。 



重型柴油车面临的任务 

 刘晓明副部长在讲话中指出交通运输行业即是能源消耗大户，也是排放

大户，特别是中重型的柴油货车尾气排放已成了大气污染的主要污染源

之一。 
 《中国机动车环境管理年报》（2018）显示，尽管2017年柴油货车保

有量仅占全国汽车保有量的7.8%，但氮氧化物的排放占却占到排放总量

的57.3%，颗粒物占了77.8%。 
 因此蓝天保卫战的重要战役之一就是监管和整治重型柴油车的排放污染。

目前我国已建成国家-省-市三级联网的机动车排放定期检验机构监控平

台，对近90%的机动车排放检测机构实现实时监控。 
    因此，本届大赛的主体是安全与环保 



维修行业管理的改革 

 9月11日李克强总理考察国家市场监督总局时指出在‘放管服’的改革
中对一般性商品和服务领域可全面实施“双随机，一公开”的监管，对
投诉举报的突出问题或公众关注的产品和服务要开展重点监管。对食品
药品、特种沈北等实行全程监管，严把每一道关口，坚决守住人民生命
健康和安全的防线，用严管重罚把“害群之马”逐出市场。 

 随机抽取检查对象，随机选派执法检查人员 
 维修行业准入取消，但监管不会放松，只会更严 
 二级维护：安全，虽强制取消，但事中事后管理加强 
 法律责任，谁维修谁负责。禁止随意改动排放控制装置 
 即使挑战，也是商机 



此次比赛的初衷 

 品牌考虑：作为行业协会，应从全行业出发，首先是准备吸纳主流车系
品牌，没有明确冠名。 

 由于在商用车方面是第一次，也是一种尝试，可能制造商企业不一定完
全了解，最后只有单一品牌（福田戴姆勒）愿意全力赞助，且也是商用
车主流品牌，且以前企业举办过本品牌的竞赛，有一定大赛经验，所以
此次采用了单一品牌冠名的方式。 

 比赛只是一个形式，我们更希望通过比赛，推动维修技术的普及，推动
行业的发展，落实国家相关规定，实现交通部提出的行业战略转型，满
足广大消费者的需求。因此我们鼓励企业面对社会的技术培训和维修技
术信息的公开。 

 为了更好的推动这个项目，我们将与主机厂尽可能安排好培训。 



项目设置的出发点 

 我国重型柴油车排放法规的进程： 

     2008年7月1日  重型柴油车-国三  

     2013年7月1日  北京率先执行国四 

     2015年1月1日  全国执行国四 

     2015年6月1日  北京执行国五 

     2017年7月1日  全国执行国五 



项目设置的出发点 

 不同的法规要求决定了不同的技术路线，根据目前的技术发展和实际维修作业

的具体情况，确定了下述三个内容： 

 发动机：发动机故障（机械和电子控制）在故障中占比最高，加上后处理系统   

后使之成为现代柴油车上最为复杂的系统之一，也直接关系车辆的动力性、经

济性和排放。所以项目中设置了发动机机械部分的拆解、测量和装配，以及发

动机系统（包括后处理系统）的故障诊断和排除 

 二级维护：从安全行驶来讲，定期的检查和维护即是保障安全最主要的预防手

段之一， 也是节约时间成本，提高运营效率的重要措施之一。 
 

            三个项目的具体内容由项目负责人进行详细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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