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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用车外观类改装检验指南》编制说明

一、 工作简况

1、任务来源

《乘用车外观类改装检验指南》团体标准由中国消费品质量安全促进会于

2020年 7月批准立项，文件号中消促办函〔2020〕44号。主要起草单位：中国汽

车技术研究中心有限公司、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汽车经销商商会、北京汽车集

团越野车有限公司、本田技研科技（中国）有限公司、成都铭泰赛车文化传播有

限公司、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宝马（中国）汽车贸易有限公司等。

2、主要工作过程

为确保标准内容的科学性和准确性，保障已放开外观类改装的安全性，起草

工作组主要开展了以下工作：

2020年 6月，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有限公司联络相关单位并成立标准起草

工作组，成员单位包括科研院所、行业机构、整车企业、零部件企业等，制定了

标准编制工作计划。

2020年 7月，标准起草工作组对相关标准、规范等文件资料进行了收集和整

理，在充分研究、分析的基础上形成《乘用车外观类改装检验指南》初稿，并召

开第一次标准编制研讨会，根据讨论意见对初稿进行了修改。

2020年 9月，经书面征求起草工作组内各成员意见，反馈后形成《乘用车外

观类改装检验指南》标准征求意见稿。

二、 标准编制原则和主要内容

1、标准的编制原则

本标准的制定符合产业发展的原则，本着先进性、科学性、合理性和可操作

性的原则以及统一性、协调性、适用性、一致性和规范性原则进行制定。

本标准主要按 GB/T 1.1－2009《标准化工作导则第 1 部分：标准的结构和编

写》进行编写，标准起草过程中主要参考了以下标准或文件：

GB 11566-2009 《乘用车外部凸出物》

https://www.so.com/link?m=aKvg6t3RxPFv4vWPVdQ+rfIBW09N2YTqKuMpxqXID2ivldU5AdMnzxgxIBTJe+LIAPMLcxCtL0WaHXxwe29vHokJ9U1LEBgFmh52ew/Zw1vBlKgUHiED55gI/pSE9o3Z0HCPhGtXqVcvGVMC68J1GnTMWfuhacNk6UBfM4HMDvGMDLmQUfKlc++nRWf+Hz6cJ4figqH4H4eIeSec6r1SUPh2r8GzKCCMCyKJajDuKXePHbmUZQy4OwQ==


GB 1589-2016 《汽车、挂车及汽车列车外廓尺寸、轴荷及质量限值》

GB/T 3730.1-2001 《汽车和挂车类型的术语和定义》

GB 38900-2020 《机动车安全技术检验项目和方法》

GB 7258-2017 《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

GA 801-2019 《机动车查验工作规程》

2、标准的主要内容

2.1 标准名称

乘用车外观类改装检验指南

2.2 标准主要内容

本标准规定了乘用车外观改装的范围、术语和定义、一般要求、特殊要求及

检验方法。

（1） 范围

本标准适用于乘用车外观类《公告》选装部件、车顶行李架、出入口踏步件、

散热器面罩、保险杠、车轮等改装。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部分内容给出了在标准的编制过程中，所引用的相关的标准、规范等，对

于本标准的实施是必不可少的文件。

（3） 术语和定义

本部分内容参考现行相关标准，给出了外观类改装、《公告》选装部件、车顶

行李架、出入口踏步件、散热器面罩、保险杠和车轮的术语解释。

（4） 一般要求

规定了乘用车外观类改装需要满足的一般条件，包括合规性、凸出物、紧固

程度、安装要求等内容。

（5） 特殊要求

规定了外观类改装部件需要满足的特殊要求，如加装车顶行李架整车高度增

加不能超过 300mm等内容。

（6） 检验方法



考虑到检验机构的设备条件和操作便利性，采用以目视为主，存疑时再使用

测量工具进行检测。

三、主要试验（验证）情况分析

通过广泛深入的调研分析汽车外观类改装的特点、现状和需求，确定了相关

术语和定义、要求指标和检验方法等。

为规范乘用车外观类改装市场，本标准主要在现有国家标准指标要求的框架

下提出外观改装的相关指标。针对行李架侧向外伸尺寸，主要考虑到车辆行驶过

程中对其他交通参与者的影响，并与起草工作组成员企业协调一致的结果。

四、标准中如果涉及专利，应有明确的知识产权说明

本标准不涉及专利和知识产权。

五、产业化情况、推广应用论证和预期达到的经济效果等情况

近年来，我国汽车保有量快速增长，车主更加追求时尚、美观、舒适和个性，

针对汽车的消费型改装需求越来越多，其中以外观、内饰类改装最为普遍。根据

CADCC汽车定制改装行业发展委员会的统计，2019年市场销售规模达到 609 亿

元。此外，车企也越来越重视汽车改装，通过生产定制版、出厂后 4S店加装、出

售改装套件、推动改装文化等多种方式提升品牌、促进销售、满足年轻消费群体

需求，定制化已经成为汽车产业发展的重要方向。本标准的制定将保障乘用车外

观类改装的安全性，指导行业合规开展改装业务，并作为检验工作的重要技术支

撑。

六、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情况，与国外样品、样机的相关数

据对比情况

本标准涉及的范围尚无国际标准可以参考。本标准基本达到国内领先水平。

七、本标准在标准体系表的位置，与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相

关标准，特别是强制性标准的协调性

本标准在现行的标准体系和法律法规框架下编制，有关安全条款引用相关国

家标准，或非等同采用相关国家标准，无任何抵制和冲突。

九、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本标准制定过程中无重大分歧意见。



十、标准性质建议与说明

本标准作为团体标准，并非强制性要求，供社会自愿使用。

十一、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本标准作为团体标准，并非强制性要求，企业根据产品需要，可依据该标准

进行设计、开发产品。建议标准的实施日期为批准发布后 1 个月，以便于相关企

业和用户理解、消化和吸收。

十二、废止现行相关标准的建议

本标准为全新制定，无替代标准版本。

十三、其它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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