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政策解读：取消机动车维修经营许可的影响  

8 月 3 日消息，日前，国务院发布“关于取消一批行政许可等事项决定”，其

中，国务院将取消机动车维修经营许可。 

 

附件《国务院决定取消的行政许可等事项目录》第三项显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道路运输条例》，此次取消审批后，交通运输部要制定完善并公布维修业务标准，督

促地方交通运输主管部门通过以下措施加强事中事后监管： 

1. 建立健全机动车维修经营备案制度，及时公布相关信息。 

2. 要求机动车维修企业严格按照标准开展维修服务，维修服务完成后应提供明细单，

作为车主追责依据。 

3. 加强对机动车维修行为监管，对维修企业出现违法违规行为，依法予以处罚。 

4. 建立黑名单制度，深入推进维修诚信体系建设。 



 

 

 



政策解读 

1. 建立健全机动车维修经营备案制度，及时公布相关信息。 

由审批制改为备案制，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维修经营行业的门槛，已经接触这个行

业的老人可以了解原来得不到审批通过时的痛，现在改为备案制，好处显而易见：政

策推出后，维修企业可以节省一笔维修资质审批费用；拟进入后市场的企业节省去了

繁琐的审批手续和时间，能将更多的精力用在如何创新经营模式上；为产业资本进入

汽车后市场清除了障碍，比如车享家等全国维修连锁企业就不需要在各地申请许可

证。正准备进入该领域的瓜子二手车和滴滴等新势力企业正当其时。 

行业进入门槛的降低，可能又会催生一批对市场不了解的投资者和从业人员入局，忽

视市场专业性和复杂性，和当初互联网＋后市场的浪潮一样，群起弄潮，又要看市场

大浪淘沙了；另一方面，设备不再是拿维修资质的必要条件，对部分设备生产商而言

影响较大。 

2. 要求机动车维修企业严格按照标准开展维修服务，维修服务完成后应提供明细单，

作为车主追责依据。 

看到这个其实首先想到的是近年来交通部一直在努力推行的维修电子健康档案，从

维修企业到当地行业部门最后统一到交通部，行业透明化，也是大家一直以来追求的

结果，但过程必然是艰辛的。“按照标准”开展维修服务，是一句比较笼统的话，行业

内有开业标准，维修标准，但是不同地区似乎还有地区性的标准，也看到网上有贴出

部分地区标准越提越高，似乎已经成为了正常经营的阻碍。 

所以政策必定会催生制定公布维修行业业务标准，按标开展业务，根据不同的承修业

务进行细化标准，让经营者可以自觉对比自身经营业务，实行标准；而“维修服务完



成后，应提供明细单，作为车主追责依据”也算是推进维修诚信体系建设落地的一个

开始吧。 

3. 加强对机动车维修行为监管，对维修企业出现违法违规行为，依法予以处罚。 

既然降低了入行的门槛，为了行业稳定发展，自然会提高行业的监管，毋庸置疑的，

日后的监管力度只会越来越大，去年环保风暴之后，三类维修企业或无证经营的路边

店违规喷漆作业，在大中城市成效明显。而今年“环保”仍是中央三项重点工作之一的

大背景下，预计环保仍是持续高压状态。处罚会越来越严格，很明显也是对原来“重

审批，轻监管”政策的改变，市场不会亏待诚信经营的人，这句话以后可能会更站得

住脚吧。 

4. 建立黑名单制度，深入推进维修诚信体系建设。 

可以想象日后第一批进入黑名单的企业会是怎样的一个结果，在中国，一个进入黑名

单的企业将寸步难行。历史维修档案、黑名单，这都是推进维修诚信体系建设实打实

的行动，就像业内人士说的一样，在一个散乱、缺乏诚信的行业里，最好最有效的初

期肃清手段就是黑名单，虽然暴力，但效果明显。 

政策颁布，到细致化可执行标准的出台和落地还必然需要一段时间，此时有心之人已

经开始和自己对比，对自己的影响究竟有多大，该去做什么准备来应对市场变化，相

信大家心里已经有了自己的考量。 

 

利好 or 利空？ 

此次政策一推出，引起行业人热议，那么对维修企业是利好还是利空？这个政策落地

应该是政府职能转变的具体举措，对市场应该有促进作用。 



1、目前汽修行业小散乱明显，市场中存在大量无证经营情况，事实上政府在管理中

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所以完全放开许可也是常理，而政府应该主要抓环保这个底

线。 

2、按属性来说，汽服行业逐步变成一个社区基本服务，跟小区门口的便利店差不多，

与民生息息相关，税收价值不大，而且很多门店也提供没有社保，虽有经营瑕疵。但

解决了很多基层人士就业，所以也是关乎社会稳定的问题，在目前稳定压倒一切前提

下，政府不宜对汽修有过多的限制。 

3、这个政策对行业有一定的促进作用，特别对于跨区域的大连锁，有利于推动更多

地域的门店落地。是利好消息，本来就没有必要搞那么个审批。这应该学美国，自律，

出了问题再找。我们这儿是审批，审完了就不管了，没有意义。 

每一类资质设置很多条款，面积、设备等。比如说设备，最典型的就是防污染的那个，

店里面基本没有用，但办证一定要。每个店开业的时候不会买的，都是借来的。然后

对付一下正式发票的，就把设备还回去了。 

管理部门设置坎儿以后，就收起钱来了。如果设备没到位，或者被投诉了，资质就没

了，罚款一万两万甚至十万二十万都有。行业的问题不是罚款就能解决的。 

门店的发展还是离不开这些规范，如果门店自身没有一颗坚石和规范的决心，淘汰门

店的不是这些规范，而是时间。 

总而言之，这一决定的实施，给企业、行业管理部门和维修行业协会带了新的机遇和

挑战，企业、管理部门和协会如何应对，是需要尽快、尽早探讨的问题。（转自中国

润滑油信息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