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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AE_B6_E5_8F_91_E5_c80_320241.htm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

完善车辆生产企业及产品公告管理有关事项的通知（发改产

业[2006]1532号）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发展改革委、经贸委

（经委），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发展改革委、经贸委，有关中

央企业： 为加强车辆生产企业及产品管理工作，进一步完善

车辆生产企业及产品申报管理，提高《车辆生产企业及产品

公告》（以下简称《公告》）审查工作的规范性和科学性，

经研究，我委对《公告》管理流程进行适当调整，加强生产

一致性管理。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关于《公告》管

理流程的调整 （一）申报 已获得道路机动车辆生产资格的企

业，可以通过国家发展改革委指定的网络系统申报车辆新产

品、产品扩展、产品变更、产品勘误和产品撤销。 车辆新产

品是指新设计的全新产品或改进型产品；产品扩展是指车辆

产品在不改变其基本特征和产品型号的状况下，增加或减少

某些配置（或参数）；产品变更是指车辆产品在不改变其基

本特征和产品型号的状况下，替换某些配置（或参数）；产

品勘误是指车辆产品在申报环节中，由于疏忽造成参数填报

错误或漏报需要进行更正；产品撤销是指企业不再生产主动

撤销的产品、不符合国家实施新标准、规定强制撤销的产品

。 申报新产品、产品扩展、产品变更时应当报送《车辆产品

主要技术参数和主要配置备案表》（以下简称《备案表》，

见附件一）和《车辆产品强制性检验项目检验方案表》（以

下简称《检验方案表》，见附件二）。 申报产品勘误，应当



说明勘误理由并同时上报书面申请和相应的证明材料。对于

《公告》技术参数（详见附件一）只允许勘误一次。 在申报

产品扩展、产品变更或产品勘误时，同一型号的车辆产品在

审查周期（指从申报到《公告》公布周期）内只允许选择其

中之一申报。 （二）资料受理 国家发展改革委指定的中介机

构（以下简称中介机构）应在5个工作日内，对企业上报的资

料进行审查，企业申报资料完整的，应予以受理，并通知企

业；资料不完整的，不予受理，并通知企业。 （三）试验方

案确定及车辆识别代号审查 中介机构受理企业的申报资料后

，应在10个工作日内审查确定产品试验方案并进行车辆识别

代号（以下简称VIN）审查，出具VIN审查报告。必要时，应

与企业充分沟通后再予确定试验方案（沟通及补充材料的时

间不计算在本期限内）。 企业和检验机构可通过网络下载审

查后确定的试验方案、VIN审查报告及有关资料。 （四）产

品检验 检验机构按照《备案表》进行样品主要配置（或参数

）的核定，并按照中介机构确定的《检验方案表》进行强制

性检验项目检验，同时按照车辆有关定型试验规程，确定定

型试验方案并进行试验。检验和试验报告通过网络及时反馈

给中介机构。 （五）技术审查 中介机构负责组织专家进行产

品技术审查，应在收到全部申报资料后尽快完成审查工作，

并将该月审查结果于下月初报送国家发展改革委。 （六）批

准 国家发展改革委对中介机构的审查结果进行审核，并在政

府网站（www.ndrc.gov.cn）上公示。先行对载货类汽车及专

用汽车产品进行公示，再逐步扩大到其他类车型。对于符合

要求的产品予以批准，登录《公告》。 企业对上述管理程序

中各环节的结果有异议时，可提出申诉。对于审核和公示中



发现的问题，国家发展改革委可组织或指派中介机构对有关

情况进行核查，包括必要时对企业及检验机构进行现场核查

。 （七）产品有效期限 产品有效期限是指车辆产品从《公告

》公布之日起至《公告》公布撤销之日止。在此有效期内，

车辆产品为国家批准的产品，企业应当完成产品出厂检验、

签发产品合格证、销售等手续。 车辆新产品、产品扩展和产

品变更经批准后，企业应当按照《公告》公布车型及相关国

家标准进行检验，经出厂检验合格并发放产品合格证的产品

，方可进行销售（即产品出厂检验及签发合格证日期应当在

《公告》公布日期之后）。允许企业在新产品、产品扩展和

产品变更批准前进行试生产（即试制产品日期可先于《公告

》公布之前）。 产品变更经批准后，给予一定的过渡期销售

库存及在产的原参数产品（指按照原《公告》内产品参数生

产的产品），过渡期一般为6个月，经国家发展改革委同意，

可延长或缩短过渡期。超过产品过渡期后，按照原《公告》

内产品参数生产的产品不得再进行生产、销售。经批准产品

变更的同一型号产品，在过渡期内不得再次申报产品变更。 

产品撤销的，在《公告》规定的期限内有效。 二、关于产品

备案资料的要求 《备案表》分为汽车及挂车、摩托车、三轮

汽车和低速货车三个产品类别，填报内容主要包括：《公告

》公布的有关参数、整车产品技术参数、发动机及主要配置

状态、变速装置等总成、制动、转向和降噪系统、灯具、车

身附件、新型动力车辆产品、产品照片及主要结构的资料等

要求。 《备案表》内的有关资料或技术参数发生变化时，应

及时申报。属于《公告》技术参数（见附件一）发生变化的

，应当在获得批准后方可组织批量生产；其他配置（或参数



）发生变化的，可在3个月内更新备案，并提供相应的证明资

料。 在《备案表》中有关发动机及主要配置状态参数（指标

注“”的项目）可以由汽车发动机生产企业申报，经审查合

格后列入发动机产品数据库。进入发动机产品数据库的发动

机被车辆生产企业采用时，车辆生产企业可以简化《备案表

》的填写，即只需申报发动机ID号，标注“”项目可以免填

。 三、关于车辆产品技术审查规则 车辆产品的强制性检验项

目应依据相关国家标准、规定以及《车辆产品同一型式判定

技术条件》（以下简称《同一型式判定条件》，见附件三）

进行确定。 中介机构根据企业上报的《备案表》和《检验方

案表》，按照《同一型式判定条件》确定检验方案。 对于申

请同一车辆型号下的新产品、产品扩展和产品变更，应当依

据《车辆产品同一型号判定技术条件》（以下简称《同一型

号判定条件》，见附件四）进行判定。当申报的发动机产品

采用同一发动机型号时，应当符合《同一型号判定条件》中

有关汽车发动机同一型号判定原则的规定。 四、关于车辆识

别代号（VIN）审查 企业应当按照国家标准和有关规定及本

企业编制备案的VIN编制规则正确标示和使用VIN。 中介机

构应当按照《车辆识别代号（VIN）审查规则》（见附件五

）对企业申报产品的VIN进行审查，并出具审查报告。VIN审

查结果上传至网络，供检测机构和企业查询，书面审查报告

送申报企业。 五、关于执行时间 （一）自2006年10月15日起

，开始审查车辆产品的VIN，其中三轮汽车和低速货车的VIN

自2007年1月1日起开始审查。 （二）自2006年10月15日起，

申报M1类汽车和摩托车新产品的，应当通过网络向中介机构

提交产品的《备案表》和《检验方案表》；申报其他类别车



辆新产品的，由企业向中介机构提交产品的《备案表》，该

产品的《检验方案表》由检验机构按上述规定确定后进行试

验，并送中介机构备案。 （三）自2007年7月1日起，企业申

报所有类别车辆新产品、产品扩展和产品变更时，都应向中

介机构提交产品的《备案表》和《检验方案表》。 （四）

自2008年1月1日起，未填报《备案表》的产品不再保留在《

公告》内。 六、关于加强生产一致性监督管理 为加强生产一

致性管理，我委将通过采取对新产品进行公示、对企业现场

和销售市场产品抽查等方式进行车辆产品生产一致性监督检

查。对发现企业生产、销售的车辆产品与《公告》公布的产

品配置（参数）不一致或产品其他配置（参数）发生变化，

未在规定的时限内更新备案的，达不到强制性标准限值要求

的，弄虚作假的，将撤销产品《公告》，并追究企业及有关

检验机构及审查专家的责任。情节严重者，暂停或撤销企业

车辆产品生产资格及有关检验机构的资格。 生产企业用于检

测的样车，应当在所有试验项目检验完成之后，在一段时间

内保证样车的可追溯性，专用作业类车辆的样车应不少于2个

月，其他类型车辆的样车应不少于3个月。 七、关于做好有

关宣传贯彻工作的要求 各省级主管部门和中央企业要及时将

本通知精神传达到辖区内有关企业和所属企业，并做好宣传

贯彻的有关工作。对实施中出现的情况和问题，及时报我委

。 中介机构要不断完善规章制度，既做好政府委托的各项工

作，又要在为企业服务的过程中不断积累经验，提高工作水

平。《公告》审查工作方式要尽快从目前定期集中审查的状

况向全日制工作方式转变，要有针对性地组织好对企业的培

训工作。 各企业要进一步健全和完善企业管理，选拔德才兼



备的人才充实产品申报管理工作，不断适应新的管理，提高

企业管理水平和竞争力。各企业要提前做好《公告》管理流

程调整后的申报准备工作，避免因产品申报工作脱节给企业

生产、销售造成影响。 附件：一、车辆产品主要技术参数和

主要配置备案表 二、车辆产品强制性检验项目检验方案表 三

、车辆产品同一型式判定技术条件 四、车辆产品同一型号判

定技术条件 五、车辆识别代号（VIN）审查规则国家发展和

改革委员会二○○六年七月二十八日 附件一：车辆产品主要

技术参数和主要配置备案表第一部分 汽车和挂车产品 一、《

公告》技术参数┌───┬──────────────

──┬───┬────────────────┐│ 序

号 │ 项 目 │ 序号 │ 项 目 │├───┼────────

────────┼───┼─────────────

───┤│ 1 │产品商标 │ 23 │前轮距（mm） │├───

┼────────────────┼───┼────

────────────┤│ 2 │产品型号 │ 24 │后轮距

（mm） │├───┼────────────────

┼───┼────────────────┤│ 3 │产

品名称 │ 25 │总质量（kg） │├───┼───────

─────────┼───┼────────────

────┤│ 4 │企业名称 │ 26 │轴荷（kg） │├───┼

────────────────┼───┼─────

───────────┤│ 5 │是否基础车型 │ 27 │额定

载质量（kg） │├───┼──────────────

──┼───┼────────────────┤│ 6 

│底盘型号 │ 28 │整备质量（kg） │├───┼────



────────────┼───┼─────────

───────┤│ 7 │底盘ID号 │ 29 │准拖挂车总质量

（kg） │├───┼────────────────┼

───┼────────────────┤│ 8 │底盘

生产企业名称 │ 30 │质量利用系数 │├───┼────

────────────┼───┼─────────

───────┤│ 9 │底盘名称 │ 31 │半挂车鞍座最大允

许承载质量（kg）│├───┼────────────

────┼───┼────────────────┤

│ 10 │底盘商标 │ 32 │额定载客（含驾驶员）（座位数）

（││ │ │ │人） │├───┼───────────

─────┼───┼────────────────

┤│ 11 │底盘类别 │ 33 │驾驶室准乘人数（人） │├──

─┼────────────────┼───┼───

─────────────┤│ 12 │外形尺寸（长×宽×

高）（mm） │ 34 │接近角/离去角（o） │├───┼──

──────────────┼───┼───────

─────────┤│ 13 │燃料种类 │ 35 │前悬/后悬

（mm） │├───┼────────────────

┼───┼────────────────┤│ 14 │排

放依据标准 │ 36 │最高车速（km/h） │├───┼───

─────────────┼───┼────────

────────┤│ 15 │排放水平 │ 37 │发动机型号 │

├───┼────────────────┼───┼

────────────────┤│ 16 │转向形式 │

38 │发动机生产企业 │├───┼───────────



─────┼───┼────────────────

┤│ 17 │货厢栏板内尺寸(长×宽×高)(mm) │ 39 │发动机

排量（ml） │├───┼───────────────

─┼───┼────────────────┤│ 18 │

轴数 │ 40 │发动机额定功率（kW） │├───┼────

────────────┼───┼─────────

───────┤│ 19 │轴距（mm） │ 41 │油耗

（l/100km） │├───┼───────────────

─┼───┼────────────────┤│ 20 │

钢板弹簧片数（前/后） │ 42 │车辆识别代号（VIN） │├

───┼────────────────┼───┼─

───────────────┤│ 21 │轮胎规格 │ 43 

│其它 │├───┼────────────────┼

───┼────────────────┤│ 22 │轮胎

数 │ │ │└───┴────────────────┴

───┴────────────────┘ 二、整车其

他主要技术参数和配置┌───┬───────────

─────┬───┬────────────────

┐│ 序号 │ 项 目 │ 序号 │ 项 目 │├───┼─────

───────────┼───┼──────────

──────┤│ 1 │整车生产地址 │ 12 │“R”点坐标 │

├───┼────────────────┼───┼

────────────────┤│ 2 │底盘生产地址 

│ 13 │整车供电电压 │├───┼───────────

─────┼───┼────────────────

┤│ 3 │车辆类型 │ 14 │车门数量 │├───┼─────



───────────┼───┼──────────

──────┤│ 4 │车身或驾驶室型式、型号与生产企业

│ 15 │车身本体材料 │├───┼───────────

─────┼───┼────────────────

┤│ 5 │最小离地间隙 │ 16 │运送爆炸品/剧毒化学品的品

名 │├───┼────────────────┼──

─┼────────────────┤│ 6 │最小转弯

直径 │ 17 │专用装置名称、型号、生产企业等 │├───

┼────────────────┼───┼────

────────────┤│ 7 │带双车轮的车轴数与位

置 │ 18 │悬架型式（前/后） │├───┼───────

─────────┼───┼────────────

────┤│ 8 │转向轴数量、位置 │ 19 │行驶记录仪型号

与生产企业 │├───┼───────────────

─┼───┼────────────────┤│ 9 │

转向轴满载轴荷 │ 20 │整备质量状态下，各轴质量分配 │

├───┼────────────────┼───┼

────────────────┤│ 10 │驱动型式、驱

动轴数量与位置 │ 21 │其他需要说明的内容 │├───┼

────────────────┼───┼─────

───────────┤│ 11 │发动机布置型式与位置 │

│ │└───┴────────────────┴──

─┴────────────────┘ 100Test 下载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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