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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托车二手车鉴定评估技术规范》 

编制说明 

1. 工作简况 

1.1 任务来源 

本标准任务来源于中国摩托车商会 2022 年 4 月 14 日下发的中摩商通

[2022]17 号《关于下达 2022 年第一批团体标准制订计划的通知》，计划编号为

“2022-2”。 

本标准起草单位为天津内燃机研究所（天津摩托车技术中心）等。 

1.2 标准制定背景 

摩托车产品作为主要的交通工具满足了人们日常生活和交通出行的需要。

目前，中国摩托车保有量已超过 1 亿辆。近几年，摩托车市场逐渐升温，自

2017 年之后，年产销量均超过 1500 万辆。摩托车产销量不断攀升的同时，其

二手车市场也在快速发展。据中国摩托车商会数据显示，截至 2021 年底，全国

摩托车二手车当年交易量已超过 200 万辆，其中，排量≤250mL的国产二手车

约 145 万辆、排量＞250mL的国产二手车约 40 万辆、排量＞250mL 的进口二

手车约 18 万辆。摩托车二手业务和市场不断增长。 

 

图 1   摩托车二手车交易情况 

目前，汽车产品的二手车市场及相关标准已比较健全，针对不同类别的车

型制定了二手车鉴定评估相关的国家推荐性标准、地方标准以及团体标准，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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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了相关的行业协会进行管理。但是，摩托车产品还没有二手车鉴定评估相

关的标准，其从业人员只能依据个人经验或参考汽车相关标准开展鉴定评估活

动，从而导致摩托车二手车鉴定评估的方法和结论均存在较大差异。 

1.3 工作过程 

2021 年 9 月，天津内燃机研究所（天津摩托车技术中心）根据中国摩托车

商会要求和前期调研情况成立工作组，并在标准制定相关任务下达后，召集相

关单位成立了标准制定项目组。 

天津内燃机研究所（天津摩托车技术中心）对相关的国内标准进行调研，

组织召开多次工作会议和技术交流，开展了相关技术验证，为标准的起草工作

打下了坚实基础。 

2022 年 4-7 月，天津内燃机研究所（天津摩托车技术中心）根据前一阶段

研究和验证情况完成了标准草案稿，并开展了多轮意见征集与讨论，于 2023 年

11 月形成了标准的征求意见稿，于 2024 年 6 月形成了标准的送审稿。 

主要技术会议及研究活动情况如下： 

表 1   主要技术会议及研究活动 

时间 会议活动 主要工作 

2020 年 12 月  中国摩托车商会第五次会员大会中提出标准制修

订要求。 

2021 年 6 月 第一次会议 中国摩托车商会四届一次秘书长会中对技术规范

的制定进行讨论。 

2021 年 9 月 第二次会议 
全国二手重机行业发展研讨会中确认由天津内燃

机研究所（天津摩托车技术中心）负责技术规范

的制定工作。 

2021 年 11 月 

与杜卡迪、

哈雷等交流

会议 

中国摩托车商会进口摩托车联盟会议中与杜卡

迪、哈雷等 13 个进口车企业针对二手车评估要求

进行讨论。 

2022 年 3 月 第三次会议 中国摩托车商会通过《摩托车二手车鉴定评估技

术规范》立项审查，下达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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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4 月  
编制标准草稿并进行调研，向二手重机联盟等行

业单位征求意见，根据主要问题提出调查问卷并

收集反馈意见与建议，收到有效回复约 30 份。 

2022 年 6 月  
与相关二手车企业进行技术交流，由具备摩托车

维修及评估经验的工程师对标准内容模拟操作并

提出相关建议。 

2022 年 6 月-7 月  完成标准草案稿并进行调研与征求二手车商意见

工作。 

2022 年 8 月 第四次会议 
中国摩托车商会技术专家委员会 2022 年第一次工

作会议中上会讨论《摩托车二手车鉴定评估技术

规范》（草案）。 

2022 年 9 月- 

2023 年 2 月 
 进行标准征求意见稿修订工作。 

2023 年 2 月 第五次会议 2023 年第二届全国二手重机行业研讨高峰论坛交

流会中讨论征求意见稿并征求意见。 

2023 年 3 月-4 月 
与摩宁检测

交流会议 
与二手摩托车检测机构摩宁检测等开展多次技术

交流和征求意见，并修订和完善征求意见稿。 

2023 年 9 月 第六次会议 
全国二手重机车商行业联盟第三届会议暨中国摩

托车商会二手车商工作委员会筹备大会中征求经

销商等相关方意见。 

2023 年 11 月  形成标准征求意见稿。 

2023 年 12 月 第七次会议 
中国摩托车商会技术专家委员会 2023 年第二次工

作会议中讨论《摩托车二手车鉴定评估技术规

范》（征求意见稿） 

2024 年 6 月  工作组对标准文稿及编制说明进行修改，形成标

准送审稿。 

2024 年 7 月 
标准送审稿

评审会 
中国摩托车商会技术专家工作委员会 2024 年第一

次工作会议中评审《摩托车二手车鉴定评估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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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送审稿） 

2024 年 11 月 
提交标准报

批稿 处理了标准技术评审会提出意见。 

2025 年 1 月 
提交标准报

批稿 处理了标准 GB/T1.1 审查提出意见。 

2. 标准编制原则和主要技术内容 

2.1 研究目标 

《摩托车二手车鉴定评估技术规范》标准制定满足政府主管部门和行业技

术团体组织的摩托车二手车鉴定评估的需求，同时满足消费者获取更客观和规

范的二手车鉴定评估信息的需要。标准制定目标包括： 

 建立摩托车二手车鉴定评估体系； 

 尽可能充分客观地体现摩托车二手车鉴定评估的价值和结果； 

 更符合我国摩托车二手车鉴定评估的行业现状。 

2.2 制定原则 

本标准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

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草。 

本标准主要规定了摩托车二手车鉴定评估的程序、方法、技术要求，以及

机构要求等内容。 

本标准技术框架参考 GB/T 30323-2013《二手车鉴定评估技术规范》，在前

期研究及征求意见过程中，确定了有针对性的摩托车二手车鉴定评估机构要求、

摩托车二手车鉴定评估程序、摩托车二手车技术状况鉴定要求等内容。 

2.3 适用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摩托车和轻便摩托车（除特殊说明外，以下简称“摩托车”）

二手车鉴定评估机构要求和鉴定评估程序。 

本标准适用于中国摩托车商会二手车商委员会开展二手车鉴定评估工作。

从事其他二手车鉴定评估，以及其他领域摩托车鉴定评估活动可参照执行。 

本标准不适用于因改装、收藏等行为而附加特殊价值属性的摩托车二手车

鉴定评估的活动。 

2.4 标准总体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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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共分为 5 个章节、6 个附录，正文规定了摩托车二手车鉴定评估的术

语和定义、摩托车二手车鉴定评估机构要求、摩托车二手车鉴定评估程序等内

容；附录中包含摩托车二手车鉴定评估机构经营管理要求、摩托车二手车鉴定

评估委托书、摩托车二手车鉴定评估报告、摩托车二手车技术状况鉴定表、摩

托车二手车技术状况鉴定要求、摩托车二手车鉴定评估作业表等内容。 

根据前期调研数据，国内摩托车二手车市场主要的产品类别为两轮跨骑式

摩托车，占摩托车二手车市场的比例高达 72%，所以本标准的具体内容以两轮

跨骑式摩托车结构为例进行规定，其他类型的车辆可根据本标准的内容进行适

用性调整。 

本标准包含以下主要内容： 

2.4.1 摩托车二手车鉴定评估机构要求 

对经营摩托车二手车鉴定评估的机构应具备的经营场所、设备设施以及人

员等进行了规定。 

2.4.2 摩托车二手车鉴定评估程序 

对摩托车二手车鉴定评估作业流程作出相应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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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作业流程 

2.4.3 判别是否为事故车 

对于车辆是否为事故车，采用对车架状态进行判断的方式，从车架 8 个主

要部位和前后轴线性度进行评价和判断。 

归类为事故车的车辆鉴定评估不在本标准的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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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车架结构示意图 

2.4.4 评估车辆价值 

本标准针对现行市价法、重置成本法两种评估方法进行规定，其中在正常

情况下，推荐选用现行市价法；在无参照物、无法使用现行市价法的情况下，

选用重置成本法。 

现行市价法根据相同车型、配置和相同技术状况鉴定分值车辆的近期成交

价格进行评定。 

重置成本法需要根据本标准中规定的车辆技术状况鉴定要求、剩余使用年

限等条件计算得出，见以下公式： 

eRW   

式中： 

W —— 车辆评估价值，单位为元； 

R —— 更新重置成本； 

e —— 综合成新率。 

2.4.5 车辆技术状况鉴定有关要求（附录 E） 

车辆的技术状况由车身外观、动力系统及传动系统、驾驶系统、启动和路

试等项目组成鉴定要求，满分为 100 分。 

（1）车身外观 

车身外观包括前面板、仪表总成、减震器、前后轮总成等共计 21 个项目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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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检查，共计 35 分。根据出现的缺陷描述进行打分。 

 

图 4   车身外观示意图 

（2）动力系统及传动系统 

根据动力系统及传动系统中 11 个项目可能出现问题的严重性进行打分，总

计 25 分。 

（3）驾驶系统 

在车辆静置状态下针对车辆进行功能性检查，包含 7 个项目，总计 10 分。 

（4）启动 

在车辆着车状态下对车辆运行状态及系统的功能完整性进行检查，包含 9

个项目，总计 15 分。 

（5）路试 

车辆行驶状态下，对车辆的功能状态及安全性进行检查，包含 9 个项目，

总计 15 分。 

3. 专利说明 

本标准不涉及专利。 

4. 预期达到的社会效益、对产业发展的作用等情况 

本标准的发布，可以对摩托车二手车的市场流通起到促进的作用，使摩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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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二手车鉴定评估方法有据可依，在规范操作流程的同时也使得摩托车二手车

产品的安全性得到保障，很大程度上排除摩托车二手车行车安全隐患及违法风

险，促进中国摩托车市场的良性发展。 

5. 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情况 

尚无。 

6. 在标准体系中的位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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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标准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相关强制性标准的要求，与现行的国家

标准、行业标准相协调。 

7. 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过程和依据 

尚无。 

8. 标准性质的建议说明 

建议作为团体标准进行推广。 

9. 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无。 

10. 废止现行相关标准的建议 

无废止现行相关标准的建议。 

11. 其它应予说明的事项 

在本标准编制过程中，重庆摩宁机动车鉴定评估有限公司、重庆摩托云网

络科技有限公司参与了本标准的调查、研究等工作，增加其作为标准起草单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