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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中国汽车市场年鉴》

内容概要

《中国汽车市场年鉴2002》是由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主办、中国国内贸易年鉴社承办，并有国务
院15个有关部委局、各专业总公司和我国各主要汽车、摩托车生产流通企业共同参与编撰的综合性年
刊，内容涉及我国汽车生产、流通、消费、行业管理的各个方面，是一部全面、系统反映我国汽车市
场发展与变化的资料性工具书，具有权威史料价值和实用功能，也是业内人士研究市场、制定政策的
重要依据，是国内外了解中国汽车市场的重要“窗口”，也是广大消费者的汽车消费指南。
《中国汽车市场年鉴2002》分设“专文”、“大事记”、“汽车生产”、“汽车流通”、“汽车进出
口贸易”、“汽车消费与服务”、“摩托车”、“统计资料”、“政策法规”、“名录”、“汽车零
部件”和“附录”等12个部类，“汽车零部件”是今年新增部类。但汽车部件品类太多太广，目前只
收录部分发动机生产企业及其产品，待以后再逐步扩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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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3.客车档次提高，增强了客运时效性，提高了客货运输组织管理水平和服务能力；减
少了交通事故，提高运行安全性，也促进高等级公路客车的发展。道路状况改善了，车速提高了，不
可想像高速公路上突然转向失效或制动失灵的后果，也不能忍受因为交通事故或车辆抛锚堵塞交通的
现象经常发生。为此，就要求在高速公路运行的道路客运车辆必须是具备较高的安全性能和可靠性的
高等级客车。【结构调整的管理措施】1.客运企业资质评定。2001年，全国范围内实施了对道路客运
企业进行经营资质等级的评定，并在资质等级评定后按照企业的经营资质等级进行经营分工。这一举
措的实施，除了能够推进道路客运业自身改变经营主体多、小、散、弱的现状，维护客运市场的正常
秩序，调控客运市场运力与运量平衡，促进客运企业合理分工，优化运力资源配置，引导道路客运规
模化经营和规范化服务以外，对客车生产企业的发展与提高产生了很大影响。客运企业资质条件对每
一级企业拥有客车总数、中高级客车的数量、车辆座位数量配置、车辆平均新度系数都有严格的规定
，从而促进了客车生产总量和中、高级客车的数量增长，促进了大、中、小车型比例的调整。加快了
营运客车的及时更新，促进了客车销售对象集中度的提高，促进了客车生产企业生产技术、产品结构
的提高与更新。2.营运客车类型划分及等级评定。从客车性能、配置上规范了营运客车的市场准入条
件，使客车生产企业及运输企业有章可循，有力地推动了客车的技术进步和运输企业服务质量的提高
。营运客车类型划分及等级评定结果将作为今后交通部门对客运企业资质评定、客运班线审批、客运
定价的重要依据。2001年，结合道路客运企业资质评定工作，客车类型划分及等级评定工作进展顺利
，再加上交通部统一《评定表》的发布实施，有效规范和加快了营运客车类型划分及等级评定工作
。3.建立完善道路运输车辆进退运输市场管理制度。GB18565《营运车辆综合性能要求和检验方法》国
家强制性标准的发布实施，为建立该项制度提供了技术标准依据。今后凡不符合该标准的车辆不得进
入道路运输市场，已经进入而不符合该标准的要强制退出运输市场。【宣传贯彻《营运客车类型划分
及等级评定》新标准】这是交通部在总结实施1997《营运客车类型划分及等级评定》的基础上，结合
道路客运运力结构调整需要，重新修订的新标准，将于2002年7月1日正式实施。新标准的特点：（1）
更加注重乘客的舒适性指标，对悬架、座椅参数、座间距、空气调节、行李舱、车间噪声等提出了更
加严格和合理的要求。（2）更加注重客车的安全性能，增加对部分等级客车无内胎子午线轮胎、制
动器及蹄片自动调隙装置和底盘自动润滑系统和动力转向的要求。（3）解决了原325标准评定中出现
的高级车不高的问题，突出了对高级客车装备及性能的要求，尤其是对ABs及悬架类型提出具体的技
术性能要求。（4）结合我国实际并逐步和国际标准接轨。新标准许多参数采用了国际标准，吸收先
进技术，操作性和技术性强。对原标准不合理的地方进行了调整，比如对行李舱容积提出按人均要求
的具体指标，更加合理化；对比功率、最高设计车速、车内匀速行驶噪声和座椅间距作了适当调整。
交通部将加大新标准宣传和贯彻工作，并委托标准起草单位中国公路学会客车学会进行培训，包括客
车生产企业和省级道路运政管理机构。要求各地交通主管部门切实加强标准宣传、贯彻和实施工作，
并渗透到各级道路运政管理机构车辆技术管理人员、道路客运企业车辆技术管理人员和汽车综合性能
检测站检测人员。【进一步完善实施客车类型划分及等级评定制度】1.客车类型划分及等级评定对加
强道路运输客车技术管理，提高旅客乘坐舒适性和安全性，优化车型结构具有积极意义。新标准为道
路运政管理机构正确划分营运客车类型、合理评定营运客车等级提供了技术依据和方法。各级道路运
政管理机构将以新标准实施为契机，进一步加强这项工作，真正将营运客车类型及等级和运输线路审
批及核定运输价格挂起钩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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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汽车市场年鉴2002》是由中国商业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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