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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动自行车：全链条整治之后

新华社“新华视点”记者

三项新修订的强制性国标及修改单开始实施；
安全治理攻坚行动在各地铺开；建设充电设施、规范
充电收费……2024年，电动自行车迎来全链条整治。

系统治理之下，电动自行车正加速走向合规。

源头治理 疏堵结合

电动自行车是很多人生活中离不开的出行工
具。在中国，平均每4人就有一辆电动自行车。

然而，近年来电动自行车安全事故多发，引发深
层次的反思：如何纳入更规范的管理体系，确保其安
全又便利？

今年3月，记者深入多地调查，围绕劣质电池如
何流入市场、违规改装缘何屡见不鲜、违规停放和充
电如何治理等问题，推出电动车安全隐患系列调查。

4月，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开展电动自行车安全
隐患全链条整治工作。4月28日，国务院安委办召开
视频会议，剑指各环节问题：“电池本质安全水平不
高、产品质量把控不严、违规拼装改装行为屡禁不
绝、停放充电设施供需矛盾突出”。

电动自行车治理思路发生了变化，从过去侧重
管理车主转向全链条整治。

——更加强调源头治理。通过健全标准体系、
强力打非治违，提升产品质量，减少后端治理压力。

11月1日，三项新修订的强制性国标及修改单开
始实施。加上正在修订的《电动自行车安全技术规
范》，标准体系日臻完善。

针对非法拼装改装等问题，多部门组成联合检
查组，对各地经营网点和维修店铺开展专项检查。

“今年以来，明显感受到市场监管趋严、趋紧，对
电动车门店车辆是否合规、电池安全性能的抽检频
次也在明显增多。”星恒电源股份有限公司相关负责
人说。

——疏堵结合解决难题。大力推进充电设施建
设、蓄电池以旧换新等工作，更好满足人们的生活需求。

记者注意到，针对在居民小区实现电
动自行车停放场所和充电设施全覆盖，多
地列出时间表。如上海今年4月印发工作

方案，推进充电设施全覆盖；吉林也提出力争2025年
底前，符合条件的既有居住小区电动自行车实现停
放场所和充电设施全覆盖。

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参加电动自行车以旧换
新的销售门店数量由10月初的2.6万家增至目前的
4.1万家，增长57.7%。截至12月19日，全国电动自行
车实现售旧、换新各102.3万辆。

新标准实施 加速走向合规

新的标准实施后，电动自行车能否更安全？
在不少业内人士看来，新修订的几项标准对于

电动自行车电池、充电器及电气系统的安全性等方
面提出更严格的要求。正在修订的整车安全技术规
范，也对车身材料、续航能力、脚蹬设置、整车重量等
方面提出改进措施。

吉林大学汽车底盘集成与仿生全国重点实验室
副教授李伟峰注意到，新标准《电动自行车电气安全
要求》进一步细化了主回路的界定和布线要求，以减
少绝缘老化和漏电风险。此外，还加强了电池短路
保护要求，防范因电气线路老化和短路引发的火灾
事故。

11月1日开始实施的《电动自行车用锂离子蓄电
池安全技术规范》也填补了相关安全质量监管的技
术依据空白。

“根据最新标准，电动自行车锂电池组需配备包
含生产厂代码的耐高温永久性标识，相当于给每件
电池产品分配了唯一标识的‘身份证’，为极端火灾
条件下的电池组追溯提供了较高保障。”李伟峰说。

不少电动自行车卖家表示，新标准能在一定程
度上遏制电池改装。

吉林省长春市经营小刀品牌电动车的关老板认
为，新标准的电池防篡改功能非常实用。“这回谁都
改不了了，也省事儿了，不然还得一个个跟客人解
释，我家为啥改不了。”

严查之下，非法改装势头是否得到遏制？
9月25日，国家消防救援局消防监督司一级指挥

长王天瑞表示，各地各部门联合打击非法改装利益
链条，下架涉嫌非法改装的商品链接6823件，办理案
件6.1万起，查处非法改装的“黑作坊”3473家，收缴

非法改装电池2万余块。
王天瑞介绍，全链条整治行动开展半年以来，成

效进展比较明显，每百万辆电动自行车火灾由原来
的5.2起降至3.4起。

严格监管之外，一些地方着力解决电动自行车
停放、充电难题。

南宁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物业管理科科长田轶
介绍，2024年全市92个小区将电动自行车停车场所
和充电设施设备建设纳入旧改小区改造内容。今年
新增约9万平方米集中充电、停放区域，新增约8.2万
个充电端口。

王天瑞介绍，截至9月，全国新增各类充电端口
700余万个。同时国家发展改革委、市场监管总局印
发通知，要求居民小区充电端口的电价执行居民电
价，比原来商业电价降低一半。已有超27万个居民
小区执行这一政策。

应对新课题 精细化治理

随着一系列新标准正式实施，如何处理旧国标
车辆也成为市场监管部门面临的新课题。

一名市场监督管理局工作人员告诉记者，部分
厂家会将库存旧国标车辆以公司购买名义集中上
牌，再通过销售二手车方式转售。“这种行为属于合
理规避，难以进行查处。”此外，不少非法改装的“黑
作坊”仍在短视频平台上推广，通过改头换面的方式
与市场监管部门玩“猫鼠游戏”。

受访人士表示，目前电动自行车充电基础设施
分布仍存在不均衡现象，充电端口数量规划落后于
车辆增长量。“用地难、找钱难”，也是不少老旧小区
电动自行车管理的两大“拦路虎”。

南宁市城市更新和物业管理指导中心物业指导
科副科长于金龙说，老旧小区空间有限，符合消防距
离的区域难找，动用房屋公共维修基金进行改造需
三分之二居民同意，意见难以统一。

为解决充电难题、减少安全隐患，电动自行车
“以换代充”模式在国内多个城市逐渐兴起。如在福
州，已有不少运营商入局换电赛道，并加速在高校、
景区等场景落地。南宁市也计划 2025 年建设完成
2000个换电柜。

有受访专家提出，推广共享电单车或许也是一
种“解题思路”。共享电单车充换电可实现安全闭环
管理，无须上楼，且使用方便。企业通过制定规则，
可以统一解决停放、充电和维护问题。相较管理个
体而言，管理企业或许是更好的治理方式。

“电动自行车治理应更精细化。”清华大学社会
治理与发展研究院研究员许欢建议，为有效规范使
用行为、减少安全隐患，还需出台系列配套公共政
策，加强安全教育渗透。未来应进一步提升智能化
管理水平、推动回收处理机制建设、强化保险制度，
推动行业可持续发展、更好满足百姓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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