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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用汽车产品严重安全性能故障判断指南》 

国家标准（征求意见稿）编制说明 

一、 任务来源 

国家标准《家用汽车产品严重安全性能故障判断指南》由中国标

准化研究院提出，2017 年列入国家标准委国家标准制、修订计划，

计划号为 20173998-T-469。本标准由全国产品缺陷与安全管理标准

化技术委员会归口，由中国标准化研究院负责组织起草工作。 

二、 目的及意义 

《家用汽车产品修理、更换、退货责任规定》（以下简称《汽车

三包规定》）于 2013 年 10 月 1 日起施行，其中第十六条、第二十条

和第四十三条均涉及车辆发生严重安全性能故障后的处理措施。为配

合《汽车三包规定》实施，汽车三包专业技术委员会编制了《家用汽

车产品严重安全性能故障判断指南》（二 O 一三年第一版）（以下简称

《判断指南第一版》），经过多年的实施和实践，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随着车辆技术、道路交通规则、车辆使用情况的不断发展和变化，

《判断指南第一版》的部分规定，需要进行相应地修订和更新，同时

部分条款也需要进一步明确和细化。例如：新能源汽车严重安全性能

故障的主要故障模式，严重安全性能故障的判断流程等内容。 

本标准的制定旨在配合《汽车三包规定》，为消费者、经营者、

行政管理部门、技术咨询人员和消费者权益保护组织等单位、个人及

第三方机构，在执行《汽车三包规定》和处理汽车三包争议中使用。 



 2 

三、 标准的主要内容 

本标准适用于对家用汽车产品严重安全性能故障进行判断，给出

了家用汽车产品严重安全性能故障判断的流程。 

本标准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 术语及定义 

主要给出严重安全性能故障的相关术语及定义。 

—— 判断原则 

说明判断严重安全性能故障的要点、判断过程中主要考虑的因素

等内容。 

—— 判断方法 

严重安全性能故障的判断方法：采集故障信息、判定是否为产品

质量问题、识别故障发生场景、确定主要属性。 

—— 严重安全性能故障判断流程 

给出了严重安全性能故障判断的具体步骤，分为： 

采集故障信息，主要包括确定具体的故障现象、故障涉及的系统

或零部件等基本情况。 

产品质量问题的判定，确定故障是否由产品质量问题导致。  

故障发生场景分析，主要识别和分析故障场景信息。 

主要属性识别，确定故障是否具有故障突发性、危险不可控性和

后果严重性三个属性。 

故障突发性是指，故障发生前驾驶员无法预见故障将要发生。 

危险不可控性是指，驾驶员无法采取合理措施，预防或减小由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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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导致的危害。 

后果严重性是指，故障已经或可能导致严重的人身、财产损害发

生。 

—— 判断结果 

如故障同时具有突发性、危险不可控性和后果严重性三个主要属

性，则判断为严重安全性能故障。 

—— 特定的严重安全性能故障判定 

对车辆安全性影响较大的系统、总成或部件出现制动失效、转向

失效、动力失控、气囊装置失效、车辆起火、视野丧失等故障，具有

后果严重性，如不同时具备故障突发性和危险不可控性，按照本章节

的规定，也将其判定为严重安全性能故障。 

 

四、 工作过程 

1、成立国家标准起草组 

中国标准化研究院于 2017 年初成立了标准起草组，起草组的人

员组成兼顾了行政管理、整车企业代表、维修行业代表、研究人员等，

结构完善、来源广泛。 

2、形成标准草案 

标准起草组通过对收集整理的汽车三包案例和《判断指南第一

版》的分析研究和反复讨论修正，初步拟定了标准的内容，形成了标

准草案。 

3、形成标准征求意见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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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草组分别于 2018 年 5 月 31 日、2018 年 7 月 18 日、2018 年 8

月 9 日、2018 年 9 月 20 日、2019 年 3 月 13 日、2019 年 11 月 20 日、

2020 年 5 月 26 日和 2020 年 8 月 4 日召开标准草案研讨会，经过研

讨，根据与会专家意见修改完善，于 2020 年 9 月形成了标准征求意

见稿。 

现将《家用汽车产品严重安全性能故障判断指南》国家标准征求

意见稿向各有关单位征求意见。 

《家用汽车产品严重安全性能故障判断指南》 

国家标准起草工作组 

                             二○二○年九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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