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交通运输部公路局局长吴德金解读

《关于进一步做好货车非法改装和超限超载

治理工作的意见》

(2016年8月22日)

货车超限超载不仅严重破坏公路基础设施,给公路和桥梁带

来严重危害,降低公路使用寿命,而且威胁交通安全,极易引发

交通事故。为进一步做好货车违法超限超载治理工作,更好地保

护广大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近日,交通运输部、工业和信息

化部、公安部、工商总局、质检总局联合发布了 《关于进一步做

好货车非法改装和超限超载治理工作的意见》 (简称 《意见》),

提出了四个方面十八条的具体措施,并决定开展了三个专项行

动。为什么要出台进一步加强货车非法改装和超限超载治理的相

关政策? 新的治超措施和手段有哪些? 有何措施确保 《意见》执

行效果? 为了让广大社会公众更加全面了解这项政策,全国治超

工作领导小组成员、交通运输部公路局吴德金局长对 《意见》进

行了深入解读。

一、治理违法超限超载的必要性

违法超限超载被称为公路第一杀手,不仅严重破坏公路和桥

梁设施,容易引发道路交通事故,危害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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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而且严重扰乱运输市场秩序,造成我国汽车工业畸形发展,

依法进一步加强违法超限超载治理刻不容缓。一是极易诱发交通

安全事故。超限超载车辆长期处于超负荷运转状态,车辆制动、

操作等安全性能较低,极易发生爆胎、刹车失灵、钢板弹簧折

断、半轴断裂等险情,给交通安全带来严重隐患。据统计,载重

货车道路交通事故中有80%以上是由于超限超载运输引起。二

是大幅缩短公路使用寿命。超限超载车辆的荷载一般远超公路和

桥梁的设计承受荷载,其频繁行驶公路,造成路面损坏、桥梁断

裂,大幅缩短公路正常使用年限,致使提前大中修。据测算,如

果行驶公路的车辆超限超载50%左右,公路正常使用寿命将缩

短约80%,以一般等级沥青路面的设计使用年限12年到15年为

例,实际使用寿命仅为2年到2.5年,给国家财产造成了巨大损

失。三是严重扰乱运输市场秩序。我国货运市场开放较早,由于

宏观调控还不完善,造成供求失调,车多货少,过剩运力拥挤在

有限的货运市场空间,导致运价降低,而运价下滑又刺激了车辆

超限超载,靠超限超载来弥补损失,从而形成越超限超载运价越

低,运价越低越超限超载的恶性循环。甚至在一定时期内,由于

公路运价过低,使原先由铁路或水路运输的货物也转而通过公路

运输,加剧内部竞争,扰乱了运输市场秩序。四是造成汽车工业

畸形发展。为了追求利润的最大化,一些货运经营者在购置车辆

时,往往选择马力大、装载多的货车。而一些汽车制造业和改装

企业为了打开销路,迎合购车者的逐利心理,随意生产、改装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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吨位、车轴小的重型车,伪造型号和技术数据,甚至对同一车型

任意提供产品合格证等手段,以谋取不正当的经济利益,严重妨

碍了车辆的更新换代和车辆结构调整,阻碍了货物运输向大型

化、专业化和高档化方向发展。

二、深入理解 《意见》内涵

《意见》确立了 “严格落实地方政府主体责任,综合运用法

律、行政、经济、技术等手段,加强对货车生产、改装、销售和

道路货物运输的全过程监管”的治超总体思路,提出了 “基本杜

绝货车非法改装现象,基本消除高速公路和国省干线公路超限超

载,农村公路超限超载得到有效遏制,初步建立法规完备、权责

清晰、运行顺畅、执行有力、科学长效的治超工作体系”的治超

工作目标。

(一)统一超限超载执法标准

长期以来,交通运输部门负责依据车辆轴荷和路桥承载能力

进行超限管理,公安部门负责按照行驶证标注载质量进行超载管

理。此外,2004年国家出台强制性标准 《道路车辆外廓尺寸、

轴荷及质量限值》 (GB1589),提出了车辆生产标准。但是在实

际执行中,各部门依旧按照各自标准执行,造成超限与超载标准

不统一、车辆管理与车辆生产标准不统一等问题,群众反映强

烈。此次 《意见》中有一个重大突破,就是结合新修订的 《汽

车、挂车及汽车列车外廓尺寸、轴荷及质量限值》 (GB1589),

统一了车辆超限超载执法认定标准,将六轴及以上车辆重量限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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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55吨统一调为49吨,实现了车辆管理与生产标准相统一,交

通运输部门与公安部门执法标准相统一。

(二)狠抓车辆生产改装和货运装载两个源头治超

治超工作是一场难度极大的攻坚战,超限超载的深层次原因

尚未完全消除,特别是货车非法改装、货运源头违法装载等现象

仍然较为严重,给路面执法带来了巨大压力。控制不住源头,仅

靠路面执法,无法从根本上治理违法超限超载。《意见》针对与

超限超载相关的车辆生产、改装、销售、注册、市场准入、检

验、使用和路面检查执法等全过程、各环节,逐一落实了责任主

体,明确了措施手段,提出了具体要求,将治超关口前移,从源

头遏制非法超限超载行为,使治超工作由被动防守变主动出击。

一是狠抓车辆生产和改装源头监管。重点组织开展货车生产

改装、销售企业及产品集中清理,严格追究法律责任;健全完善

车辆生产监管制度,规范机动车产品许可与认证、特殊车辆出厂

检验、委托改装、产品一致性评价、违规生产责任追究等行为;

加强汽车维修市场监管,依法查处非法经营、无证经营、超范围

经营、违法拼装改装和承修报废车等违法行为;加强货车登记和

检验,对不符合标准、与产品公告不一致的车辆,不得予以注册

登记,对检验不合格的车辆,不得出具检验合格报告;加强营运

车辆准入管理和综合性能检测,对不符合相关标准规定的车辆,

不得允许进入道路运输市场;加强道路查纠,发现非法改装的,

责令恢复原状并依法处罚。

—621—



二是狠抓货物装载源头监管。重点加强矿山、水泥厂、港

口、物流园区等货物集散地排查,确定重点货运源头单位,报地

方政府批准后向社会公布;引导货运源头单位安装使用称重设

备,采取执法人员驻点、巡查、视频监控等方式,加强重点货运

源头单位货物装载工作的监管,从源头杜绝超限超载车辆上路行

驶;清理取缔公路沿线的非法煤场、砂石料场及其他货物分装站

场,杜绝货车中途加载。

(三)构建路面联合执法协作机制

路面执法是治理违法超限超载的最后一道屏障,也是一道不

能被突破的底线,必须强力推进。但一直以来,部分地区路面执

法中仍存在一些薄弱环节,如路面监控网络不完善、路警联合机

制不健全、执法手段较单一等,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治理成效。围

绕这些薄弱环节和困难问题,《意见》有针对性的提出了解决方

案和措施,着力通过完善监控网络、强化处罚措施等,使路面执

法真正发挥好防火墙的作用。

一是完善道路监控网络。目前治超工作出现新动向,大量违

法超限超载车辆为躲避检查,由高速公路转向普通国省干线乃至

农村公路行驶,对公路造成极大破坏。为此,亟需针对三大路网

特点,进一步完善监控网络。对于普通国省干线公路,主要结合

公路网发展变化等情况,调整优化现有的公路超限检测站点布

局,加大执法检查力度。对于农村公路,主要指导完善限宽限高

保护设施,防止重车驶入。对于高速公路,主要实行高速公路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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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检测管理,禁止超限超载车辆进入高速公路行驶。同时鼓励探

索安装技术监测设备,研判超限超载多发高发的点段,开展针对

性查纠,加强非现场监管。

二是加强路面联合执法。健全完善路警联合执法协作机制,

以超限检测站点为依托,开展联合执法,并推动联合执法常态

化。对经检测确认超限超载的车辆,由公路管理机构监督消除违

法行为;公安交通管理部门依据公路管理机构开具的称重和卸载

单,依法进行处罚、记分后放行。对堵塞交通、强行冲卡、暴力

抗法、破坏相关设施设备等违法行为,由公安机关依法及时处

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三是严格实施 “一超四罚”。建立健全车辆注册登记、市场

准入和路面执法等相关信息的共享机制。各地公安交通管理部门

和公路管理机构在执法中发现超限超载车辆,除依法责令卸载并

处罚外,将有关信息抄送道路运输管理机构,由道路运输管理机

构按照 《公路安全保护条例》的规定,对1年内违法超限运输超

过3次的货运车辆和货运车辆驾驶人、1年内违法超限运输的货

运车辆超过本单位货运车辆总数10%的运输企业实施处罚,并

对货运场所经营者依法实施处罚。对因超限超载发生事故,致人

伤亡或者造成公路桥梁垮塌等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构成犯罪

的,移送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四)强化大件运输许可便民服务

根据法律法规规定,对于运载发电设备、大型构件等不可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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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物品的车辆 (以下简称大件运输车辆),经交通运输部门许可

同意,采取必要的措施后,可按照指定的路线、时间、速度行驶

公路。在实践中,大件运输许可管理工作中,一定程度上存在着

程序繁琐、办理时间较长等问题,特别是跨省大件运输,这些问

题更加突出。为更好地提供许可便民服务,在 《意见》确立的治

超框架下,交通运输部修订了 《超限运输车辆行驶公路管理规

定》,着重从简政放权、优化流程、规范管理、以人为本等方面,

对大件运输许可管理进行系统规定,提供多种便民服务措施。如

实行大件运输许可等级管理,在申请材料、程序要求、办理时限

上予以区别对待,进一步提高许可效率;指导各地建立超限运输

许可管理平台,为公众提供网上提交申请、实时查询办理进度、

网上打印通行证等便民服务;建立跨省许可联合审批机制,对跨

省大件运输申请,由起运地统一受理和发证、沿线联合审批负

责,实现一证通行全国,目前交通运输部正在组织部分省区市开

展跨省大件运输联合审批试点工作。

(五)联合加强道路运输信用管理

治理超限超载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必须运用法律、行

政、经济、技术等手段进行综合治理。受到现行法律法规制约,

往往对违法超限超载采取行政处罚为主的管理手段,缺乏威慑

力。结合国家正在推进的信用体系建设,着力加强治超信用管

理,以守信激励和失信约束为奖惩机制,提高行业的诚信意识和

信用水平。对超限超载行为建立信用记录,推动将运输企业的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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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信息,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进行公示,纳入国家统

一的信用信息交换平台和 “信用中国”网站,实现有机对接和信

息共享;并在政府采购、工程招投标等工作中,将信用信息作为

重要考量因素,对列入严重失信 “黑名单”的道路运输企业和驾

驶人,依法予以限制或者禁入。探索实行超限超载车辆保险费率

上浮制度。

(六)开展三个专项行动

《意见》是在总结2004年以来全国治超工作实践经验教训的

基础上研究起草的,其内容是对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车辆超

限超载治理工作的通知》(国办发 〔2005〕30号)等现行规范性

文件的继承和发展,体现了新时期深入推进治超工作的要求,以

及综合施策、精准发力的治超理念。为确保 《意见》实施效果,

近期将重点开展三个专项行动。一是由工业和信息化部会同有关

部委开展为期一年的整治货车非法改装专项行动,通过加强车辆

生产、销售、改装、登记检验、使用等环节监管,从车辆生产源

头严厉打击违法行为,推动形成健康合法的市场秩序。二是由交

通运输部会同公安部开展为期一年的整治公路货车违法超限超载

行为专项行动,全面推进路警联合执法,按照调整后的超限超载

认定标准,统一认定违法行为,严厉打击超限超载车辆上路行驶

违法行为。三是由交通运输部会同有关部委开展为期两年的车辆

运输车联合执法行动,分阶段开展整治,第一阶段督促企业将严

重违规的 “双排车”限期整改为 “单排车”,第二阶段督促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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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 “单排车”整改为GB1589要求的标准化车型。

(七)加大督导考核力度

非法改装和超限超载,主观上是道路货运企业、车辆生产、

改装企业为了追求超额利润而突破安全底线,客观上也存在着地

方政府及有关部门的监管措施还不完善,监管职责还不落实等问

题。特别是在经过多年治超高压态势下,一些地方政府对治超工

作重视程度有所下降,源头监管的措施落实不到位,治超威慑力

不足,加之部门间权责分散,协作机制不完善,监管责任尚未完

全落实,造成难以从根本上消除非法改装和超限超载的利益驱

动。应该说,近年来出台的一系列治超政策和措施是比较健全

的,有关各部门治超职责分工也是明确的。关键在于抓执行、抓

落实。下一阶段,全国治超办将制定全国治超工作督导检查制

度,并组织各部委深入各地一线,开展督导检查。同时五部委也

将加快建立健全本系统督导检查机制,定期或不定期地组织开展

不同范围、不同层面的督导检查活动,确保各地在政府统一领导

下,各部门执行政策不走样、落实职责不打折、完成时间不拖

延。对发现非法改装和超限超载的车辆,或者因此导致重大人员

伤亡和财产损失的,要严格开展责任倒查,认真排查车辆生产、

改装、注册登记、市场准入、检验检测、货物装载、路面检测执

法等各个环节的失职、渎职行为,依法严肃追究相关责任人的

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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