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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2005年12月11日举行)申论试题一共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

是从试卷提供的信息当中概括出我国目前普遍存在车辆超载

现象的核心事实，另一部分则是根据考生概括提炼出的核心

事实进行论述，并为治理超载献计献策。 参考资料： ●5

月11日，国家七部委联合召开了全国治理车辆超载超限工作

电视电话会议，重拳出击超载超限，拉开了在全国开展公路

车辆超载超限治理“攻坚战”的帷幕。 ●我国每年因车辆超

限超载造成的损失超过300亿元，全国70%的道路安全事故和

超载超限有关，超载超限已成为严重影响国家和人民生产安

全、危及社会经济秩序稳定的一个突出社会问题。 ●超载现

象得到标本治理，只有政府部门的联合，统一行动才能取得

真正的效果。 打响治超“攻坚战” 5月11日，交通部、公安

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家质检总局、国家工商总局

、国务院法制办、国家安全生产监管局七部门联合召开了全

国治理车辆超载超限工作电视电话会议，拉开了在全国开展

公路车辆超载超限治理“攻坚战”的帷幕。 据悉，我国每年

因车辆超限超载造成的损失超过300亿元，全国70%的道路安

全事故和超载超限有关，超载超限已成为严重影响国家和人

民生产安全、危及社会经济秩序稳定的一个突出社会问题。

为此，国务院成立了由交通部牵头、公安部等其他六部门参

加的全国治理超载超限工作领导小组，并批准了七部门联合

制定的《关于在全国开展车辆超限超载治理工作的实施方案



》。 ◆三个阶段：交通部部长张春贤代表治理领导小组指出

，这次整顿将分三个阶段进行。从现在至6月中旬，为集中宣

传阶段和“大吨小标”车辆恢复吨位的准备阶段；从今年6月

中旬至明年2月底，为集中治理阶段；明年3月初至5月底，为

总结阶段。张春贤说，交通管理部门将建立货运经营企业和

营业性货运驾驶员信誉档案，实行违章登记行为的登记、抄

告和公告制度。凡同一车辆违章公告超过2次，取消违法驾驶

员的营业性运输从业资格；同一运输企业违章公告车辆超过

总数5%的，降低企业的资质等级。 ◆五项主要任务：交通部

长张春贤，受全国道路交通安全工作部级联席会议的委托，

对治理超载超限工作进行了部署。张春贤说，治超工作要明

确以下五项主要任务。 广泛宣传，全面动员。要把宣传工作

贯穿始终，使超载超限运输者自觉停止违法违规行为。 清理

“大吨小标”车辆，整顿非法改装行为。公安车管部门要免

费为“大吨小标”车辆更正核定载质量或换发车辆行驶证；

交通部门对“大吨小标”车辆以前应缴纳交通规费的差额部

分，免予追缴。 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对未经批准擅自从事汽车

改装的企业，要坚决予以取缔。同时，对擅自改装的车主，

也要依法处罚。 加强路面执法，开展集中治理。前一个月重

点治理车货总重超过20吨的违规车辆，然后全面展开。对鲜

活农产品、危险化学品等运输车辆，要区别对待，行驶途中

原则上不予卸载。 采取经济手段，调节利益关系。交通部门

要适当降低车辆通行费征收标准，并对多轴大型车辆给予收

费优惠，以降低运输成本。同时，可适时在一些重点地区和

重点路段推行计重收费，并按照不超过车辆超限超载认定标

准的要求，收取车辆通行费。 整顿道路运输市场秩序。要实



行违章行为的登记、抄告和公告制度，凡同一车辆违章公告

超过2次，同一运输企业违章公告车辆超过车辆总数5%的，

取消违法驾驶员的营业性运输从业资格，降低该企业的资质

等级。 以往超限超载为什么攻不下来？ ◆超载屡禁不止的核

心问题是利益驱动。 当超载成为一个普遍事实的时候，运输

行业在价格盘算之时，实际上已经把超载获得的额外收益计

算入内，超载者必然比不超载者拥有更高的盈利空间，更多

的竞争优势。 “超限超载现象之所以屡禁不绝，核心问题是

利益驱动。”北京市交通委员会主任赵文芝指出。顺着这一

思路不难发现，超限超载现象背后是一根长期结成的利益链

条，其所衍生的，是公路货运行业的畸形生态。 有人把形成

超载的原因归结为运输行业的恶性竞争。交通部公路司运输

管理处处长谢家举说，目前全国公路车辆运力总体上是供大

于求，惟一的竞争手段就是杀价，致使运价多年停滞不前，

“20世纪80年代每吨公里2毛钱左右，如今20多年了，只涨

到3毛钱左右，这不是很奇怪？” 车主们以竞相压价来承揽

货源，以超限超载来获取利润，形成了“压价超限超载运力

过剩再超限超载”的恶性循环。正常使用年限在10年左右的

货运车辆，一般2至3年后即报废。一段时间交通部门对超限

超载简单地“以罚代管”，更加剧了货车的超限超载行为。 

◆过去在治理超限超载的过程中，虽然各个部门决心、力度

都很大，但互相之间很少密切配合。各部门在自己的职权范

围内执法，自扫门前雪，治点不治面，成效却并不明显。 超

载问题的形成，是由市场发展过程中的无序竞争引起的，竞

争带来运费的下降。为了获得更多利益或保住已有的利益，

用户便以超载来弥补竞争带来的运费下降。 以往公安和交通



部门，仅从查处超载行为的执法角度来解决超载问题，固然

没有错，但仅靠一两个部门从“堵”的方面来执法，并没有

让运输户的利益问题得到根本解决，只会使原本就已经存在

的经济利益问题更加突出。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

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