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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电动汽车标准的现状与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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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标准的历史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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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辙具有较小的行驶阻力，颠簸振动小，且
易于操控车辆。

《礼记 中庸》：今天下车同轨，书同文，
行同伦。
《史记 秦始皇本纪》：一法度衡石丈尺，
车同轨,书同文字。



历史上的车辆标准成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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闭门造车 出门合辙

只要大家按照统一的标准，即使关起门来造车，使用起来也能和路上的车辙完全符合。



现代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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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版的“车同轨” GB 1589-2016

1)标准是一种规范性文件

2)标准具有共同使用和重复使用的特征

3)制定标准的目的是“获得最佳秩序”、“促进最佳的共同利益”

4)标准的制定要以科学、技术的综合成果为基础

5)标准的制定应经充分协商一致，并由公认的机构批准



汽标委秘书处-成熟的工作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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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主管部门职能司
局长担任主任委员

➢发改委、环保部、交
通运输部、商务部主管
处长担任副主任委员

➢专家委员来自行业研
究机构、行业协会&学
会和汽车检测机构、汽
车企业、摩托车企业等

国标委下属最大的专业技术委员会，下设30个专业分委会

SC 01
摩托车

SC 02
车轮

SC 03
基础

SC 06
非金属制品

SC 07
专用汽车

SC 08
仪表

SC 09
安全玻璃

SC 10
车辆动力学

SC 11
制动

SC 13
挂车

SC 14
矿用汽车

SC 15
电器

SC 16
发动机

SC 18
车身

SC 19
整车

SC 21
灯具灯光

SC 22
客车

SC 23
火花塞

SC 24
活塞（环）

SC 25
滤清器

SC 26
底盘

SC 27
电动车辆

SC 28
燃气汽车

SC 29
汽车电子

SC 30
转向

SC 31
变速器

SC 32
汽车节能

SC 33
汽车碰撞试验及防护

全国汽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114）

工业和信息化部（MIIT）

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SAC）

国家标准（GB）行业标准（QC）

SC 34
智能网联汽车

SC 17
车身附件

1988年成立



汽车标准制定过程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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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

组织

企业

个人

立项 起草
征求
意见

审查 报批
WTO
通报

发布 复审

任何单位和个人均可提出标准制修订建议；国家标准委、工信部统一下达计划。

各利益相关方（企业、机构、高校等）组成工作组，共同开展标准的制修定。

发送相应分标委委员，并通过汽标委及工信部、国标委网站公开征求意见。

相应分技术委员会组织开展技术审查（须表决），必要时可邀请其它专家。

审查通过的标准，由汽标委按程序向工信部、国标委报批并提出实施建议。

对属于技术法规范畴的强制性国家标准，依法向WTO通报（通常为60天）。

国家标准委发布标准，并明确实施日期或过渡期。

开展标准实施效果评估，定期组织复审并形成继续有效、修订、废止结论。



中国标准分类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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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标准

+

行业标准

强制性标准

强制性标准，必须执行。

不符合强制性标准的产品，禁止生产、销售

和进口

推荐性标准 国家鼓励企业自愿采用。

强制性标准类似技术法规，而推荐性标准类似国际上的自愿性标准。

技术法规（强制性）：GB  = UN R, GTR, FMVSS

技术标准（推荐性）：GB/T、QC/T=ISO, IEC



不断更新完善的汽车标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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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制性国家标准
（127）

主动安全（34）

一般安全（40）

节能环保（24）

结构与防盗（27）

照明（23）

车辆操控（11）

污染物排放（12）

噪声（3）

燃料经济性（7）

视野（5）

被动安全（29）

车辆防护（12）

乘员防护（11）

防火（6）

归口：104项
相关：23项

信号指示（8）

推荐性国家标准
（395）汽车

标准
（1350）

行业标准
(828)

电磁兼容性（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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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术语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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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km

~600 km

纯电里程
纯电动汽车

燃料电池
电动汽车

纯电里程

混动里程 插电式混合动
力电动汽车

纯电里程

非插电式混合
动力电动汽车

新
能
源
汽
车

电
动
汽
车

混动里程



针对特殊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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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动汽车首先属于车辆，要满足车辆该满足的标准；

• 电动汽车是特殊车辆，主要特殊在车辆的高能量存储方式、高电压系统以及部分特殊

的操作方式。

• 电动汽车的标准围绕这些特殊性展开

——储能系统：燃油箱→动力蓄电池、储氢罐、超级电容器…

——驱动系统：内燃机+变速器→驱动电机

——补能方式：燃油加注→充电、压缩氢气加注

——电气系统：12\24V低压→~500V高压+低压



聚焦高电压高电能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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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推荐性标准实行多年的基础和
国际协调经验，2020年首批三项电
动汽车安全强标发布



统一试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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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动汽车能耗和续驶里程试验方法

试验条件

试验质量

车辆条件

环境温度

试验挡位

试验程序

充电

行驶工况

测量电能

让电动汽车的续驶里程性能具备统一的评价方法。



统一试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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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动汽车动力性能试验方法

试验条件

车辆状态

环境条件

试验仪器

道路条件

车辆准备

充电

里程表

预热

试验方法

30min最大
车速

完全放电

…

让电动汽车的动力性能具备统一的评价方法。



统一试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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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导充电互操作性测试规范

测试条件

环境条件

电源条件

试验仪器

车辆要求

直流充电

充电过程

充电异常

充电适应性

交流充电

充电过程

充电异常

充电适应性

让电动汽车的充电兼容性具备统一的评价方法。



支撑政府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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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通过技术指标来界定

最高车速

续驶里程



支撑政府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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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准入通过标准来实施

• 19类检验项目

• 39项标准

• GB

• GB/T

• QC/T

1
储能装置（单体、模块）

储能装置（电池包）

2 电机及控制器

3 电动汽车安全

4 电磁场辐射

5 电动汽车操纵件

6 电动汽车仪表

7 能耗

8 电动汽车除霜除雾

9 纯电动乘用车技术条件

10 燃料电池发动机

11 燃料电池电动汽车 加氢口

12 燃料电池电动汽车 车载氢系统 技术要求

13 电动汽车传导充电用连接装置

14 通信协议

15 碰撞后安全要求

16 超级电容电动城市客车

17 插电式混合动力电动乘用车技术条件

18 电动汽车远程服务与管理系统技术规范

19 定型试验

已开展新能源汽车准入管理制度十多年：

a) 标准与产业“硬连接”

b) 产业的活力衬托标准的生命力

c) 标准工作方向体现了产业的发展趋势



统一接口、规范兼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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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规范、统一的充电接口

端子定义 端子布置

结构尺寸 安装尺寸

空间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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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动汽车标准沿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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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8年成立电动汽车分标委

• 2001年第一批6个电动汽车标准出台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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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动汽车总标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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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动汽

车标准

体系

整车

子体系

车载储

能子体

系

驱动电

机子体

系
燃料电

池汽车

子体系

充/换电

子体系

电磁兼

容子体

系

发挥
作用

• 保证安全/ 促进

互换/推进电动

汽车普及

统一要求

• 促进交流/加速

新技术引用
引导技术

• 提升质量/降低

成本/增强竞争

力

促进产业

• 市场准入/产品

公告/型式检验
支撑管理

• 现行有效标准93项（国家标准67项，行业标准26）；
• 报批阶段的标准共有10项；
• 在研标准28项（国家标准21项，行业标准7项）。

标准体系现状



电动汽车国家标准海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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纯电动汽车

1 GB/T 18385—2005
电动汽车动力性能 5 GB/T 28382—2012

纯电动乘用车技术条件

2 GB/T 18386—2017 
电动汽车能量消耗率和续驶里程 6 GB/T 34585—2017

纯电动货车技术条件

3 GB/T 18388—2005
电动汽车定型试验规程 7

GB/T 36980—2018
电动汽车能量消耗率限值

4
GB/T 24552—2009
电动汽车风窗玻璃除霜除雾

混合动力电动汽车

1 GB/T 19750—2005
混合动力汽车定型试验规程 4 GB/T 19754—2015 

重型混合动力汽车能耗试验方法

2 GB/T 19752—2005
混合动力汽车动力性能 5 GB/T 32694—2016 

插电式混合动力电动乘用车技术条件

3 GB/T 19753—2013 
轻型混合动力汽车能耗试验方法 6 GB/T 34598—2017 

插电式混合动力电动商用车技术条件

燃料电池电动汽车/系统/加氢

1 GB/T 24549—2009
燃料电池电动汽车 安全要求 4 GB/T 26990—2011

车载氢系统 技术条件+【修改单】 7 GB/T 35178—2017
燃料电池电动汽车氢气消耗量

2 GB/T 24554—2009
燃料电池发动机性能试验方法 5 GB/T 29126—2012

车载氢系统 试验方法+【修改单】 8 GB/T 37154—2018
燃料电池电动汽车整车氢气排放

3 GB/T 26991—2011
燃料电池电动汽车 最高车速 6 GB/T 34593—2017

燃料电池发动机氢气排放 9 GB/T 26779—2011  加氢口+【修改单】
GB/T 34425—2017  加氢枪

其他系统及部件

1 GB/T 24347—2009
电动汽车DC/DC变换器 3

GB/T 38661-2020
电动汽车用电池管理系统技术条件

2
GB/T 37133—2018
高压大电流线束和连接器

基础通用

1 GB/T 4094.2—2017  
操纵件、指示器及信号装置标志 8 GB/T 31498—2015

电动汽车碰撞后安全要求

2
GB/T 18384.1—2015
GB/T 18384.2—2015
GB/T 18384.3—2015
电动汽车安全要求

9
GB/T 32960.1—2016
GB/T 32960.2—2016
GB/T 32960.3—2016
电动汽车远程服务与管理系统

3 GB/T 18387—2017
电磁场发射强度 10 GB/T 37153—2018

电动汽车低速提示音

4 GB/T 19596—2017
电动汽车术语 11

GB/T 37340—2019
电动汽车能耗折算方法

5 GB/T 19836—2019
电动汽车用仪表 12

GB 22757.2—2017 
轻型汽车能源消耗量标识

6 GB/T 24548—2009
燃料电池电动汽车术语 13 GB/T 38117-2019

电动汽车产品使用说明 应急救援

7 GB/T 31466—2015
电动汽车高压系统电压等级 14 GB/T 38283-2019

电动汽车灾害事故应急救援指南

新能源汽车领域3项强标，
2021年1月1日起实施

1 GB 18384-2020
电动汽车安全要求

2 GB 38032-2020
电动客车安全要求

3 GB 38031-2020
电动汽车用动力蓄电池安全要求

电驱动系统

1
GB/T 18488.1—2015
GB/T 18488.2—2015
驱动电机系统技术条件、试验方法

3 GB/T 29307—2012
驱动电机系统可靠性

2
GB/T 36282—2018
驱动电机系统电磁兼容性

车载储能系统

1 GB/T 18333.2—2015
锌空气电池 6

GB/T 33598—2017
动力电池回收利用 拆解规范

2
GB/T 31467.1—2015
GB/T 31467.2—2015
GB/T 31467.3—2015
锂离子动力蓄电池包和系统

7
GB/T 34013—2017
动力蓄电池规格尺寸

8
GB/T 34014—2017
动力蓄电池编码规则

3 GB/T 31484—2015
动力蓄电池循环寿命

9
GB/T 34015—2017回收利用 余能检测
GB/T 33598.2-2020回收利用 材料回收要求
GB/T 38698.1-2020回收利用 包装运输规范
GB/T 34015.2-2020回收利用 拆卸要求

4 GB/T 31485—2015
动力蓄电池安全

5 GB/T 31486—2015
动力蓄电池电性能

充电系统及接口

1
GB/T 20234.1—2015
GB/T 20234.2—2015
GB/T 20234.3—2015
传导充电用连接装置

3 GB/T 27930—2015
非车载传导式充电机与BMS之间的通信协议

4 GB/T 18487.1—2015
传导充电系统 第1部分：通用要求

2 GB/T 34657.2—2017
传导充电互操作性 第2部分：车辆 5 GB/T 38775.1-2020

电动汽车无线充电系统 第1部分：通用要求



标准子体系—电动汽车整车及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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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耗
GB/T 18386-2017 电动汽车能耗试验方法（修订在研）
GB/T 36980-2018 纯电动乘用车能耗限值
GB/T 37340-2019电动汽车能耗折算方法

⚫ 动力性 GB/T 18385-2005 电动汽车动力性试验方法（修订预研）

⚫ 定型
GB/T 18388-2005 电动汽车定型试验
QC/T 925-2013超级电容器城市客车定性试验

⚫ 技术条件
GB/T 28382-2012 纯电动乘用车技术条件
GB/T 34585-2017纯电动货车技术条件
QC/T 1087-2017纯电动环卫车技术条件
QC/T 838-2010超级电容城市客车

⚫ 除霜除雾 GB/T 24552-2009 纯电动乘用车除霜除雾

• 电动汽车整车及基础子体系共发布标准32项；
• 报批标准1项；
• 在研标准5项；
• 预研标准2项。

⚫ 能耗
GB/T 19753-2013 轻型混动能耗试验方法（修订在研）
GB/T 19754-2015 重型混动能耗试验方法（修订在研）

⚫ 动力性 GB/T 19752-2005 混动汽车动力性试验方法（修订预研）

⚫ 技术条件
GB/T 32694-2016 插混乘用车技术条件（修订在研）
GB/T 34598-2017 插混商用车技术条件

⚫ 排放 QC/T 894-2011 重型混动排放测量方法

⚫ 定型 GB/T 19750-2005 混动汽车定性试验

GB/T 4094.2-2017 操纵件、指示器及信号装置标志
GB/T 19836-2019 电动汽车用仪表
GB/T 31466-2015 电动汽车高压系统电压等级
GB/T 32960.1-2016、GB/T32960.2-2016、GB/T 32960.3-2016 远程服务与
管理系统
GB/T 37153-2018  电动汽车低速提示音
QC/T 837-2010 混合动力电动汽车类型
GB/T 19596-2017 电动汽车术语

GB 四轮低速电动车辆技术条件（在研）

GB 18384-2020 电动汽车安全要求（代替 GB/T 18384.1、GB/T 18384.2和
GB/T 18384.3）
GB/T 31498-2015 电动汽车碰撞后安全要求（修订报批）
GB/T 38283-2019 电动汽车灾害事故应急救援指南
GB/T 38117-2019 电动汽车产品使用说明：应急救援
GB 38032-2020 电动客车安全要求



标准子体系—车载储能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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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 31486-2015 单体模块电性能要求（修订预研）
GB/T 31467.1-2015 系统/高功率应用测试规程（修订预研）
GB/T 31467.2-2015 系统/高能量应用测试规程 （修订预研）

• 电动汽车车载储能子体系共发布标准24项；
• 报批标准3项；
• 在研标准2项；
• 预研标准6项。

GB/T 31485-2015 单体模块安全要求
GB/T 31467.3-2015 系统安全要求
GB 38031-2020 电动汽车用动力蓄电池安全要求（代替
GB/T 31485-2015，GB/T 31467.3-2015）

GB/T 31484-2015 单体/模块/系统循环寿命要求（修订预研）

GB/T 34013-2017 电池规格尺寸（修订预研）
QC/T 840-2010 电池规格尺寸

GB/T 38661-2020 电动汽车用电池管理系统技术条件
GB/T 混合电源技术要求（在研）
GB/T 18333.2、QC/T 741、QC/T742 、QC/T744

QC/T 动力电池热管理系统（预研）

GB/T 34014-2017 电池编码
GB/T 34015-2017余能检测
GB/T 33598-2017 拆解规范
GB/T 33598.2-2020材料回收要求
GB/T 38698.1-2020包装运输规范
GB/T 34015.2-2020拆卸要求
GB/T 梯次利用要求（已报批）
GB/T 梯次利用产品标识（已报批）
GB/T 放电规范（在研）
QC/T 单体拆解技术规范（已报批）



标准子体系—驱动电机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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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动汽车驱动电机系统子体系共发布标准13项；
• 报批标准2项
• 在研标准1项；
• 预研标准5项。

GB/T 18488.1-2015 驱动电机系统 技术要求（修订预研）
GB/T 18488.2-2015 驱动电机系统 试验方法（修订预研）

GB/T 29307 驱动电机系统可靠性（修订在研）
QC/T 926-2013 ISG可靠性
QC/T 893-2011电机故障分类
QC/T 电动汽车用IGBT环境要求及试验方法（已报批）

QC/T 896—2011电机系统接口

GB/T 24347 电动汽车DC/DC变换器（修订报批）
QC/T 1068-2017 异步电机
QC/T 1069-2017 永磁同步
QC/T 1088-2017 充放电控制器
QC/T 1022-2015 减速器技术条件（修订预研）
QC/T 1086-2017 增程器
QC/T 电动汽车用IGBT（预研）
QC/T 电动汽车用轮毂电机系统（预研）

QC/T 1132 电动动力系噪测量方法



标准子体系—燃料电池电动汽车

28

• 燃料电池电动汽车标准子体系共发布标准14项，报批标准2项，在研标准4项，预研12项。

驱动电机

电机控制
器

DC/DC

动力电池

车载充电机

低压
蓄电池

燃料电池
系统

DC/DC DC/DC

储氢瓶 加氢口

整车&基础通用

基础通用 GB/T 24548-2009 燃料电池电动汽车 术语

安全性

GB/T 24549-2009 燃料电池电动汽车 安全要求（修订报批）

GB/T 37154-2018 燃料电池电动汽车 整车氢气排放测试方法

GB/T 燃料电池电动汽车 碰撞后安全要求（预研）

动力性
GB/T 26991-2011 燃料电池电动汽车 最高车速试验方法（修订在研）

GB/T 燃料电池电动汽车 低温起动性能试验方法（预研）

经济性
GB/T 35178-2017 燃料电池电动汽车 氢气消耗量测量方法

GB/T 燃料电池电动汽车 能量消耗量与续驶里程 测试方法（预研）

定型试验 GB/T 燃料电池电动汽车 定型试验规程（报批）

关键系统

燃料电池系统

GB/T 24554-2009 燃料电池发动机 性能试验方法（修订在研）

GB/T 34593-2017 燃料电池发动机 氢气排放测试方法

GB/T 燃料电池发动机 耐久性试验方法（预研）

车载氢系统
GB/T 26990-2011燃料电池电动汽车 车载氢系统 技术条件（修订预研）

GB/T 29126-2012 燃料电池电动汽车 车载氢系统 试验方法（修订预研）

接口、通信和示范运营

接口

GB/T 26779-2011 燃料电池电动汽车 加氢口（修订报批）

GB/T 34425-2017 燃料电池电动汽车 加氢枪（修订在研）

QC/T 816-2009 加氢车技术条件

通信 GB/T 燃料电池电动汽车 加氢通信协议（在研）

示范运营
GB/T 29123-2012 示范运行氢燃料电池电动汽车 技术规范

GB/T 29124-2012 氢燃料电池电动汽车示范运行配套设施规范



标准子体系—燃料电池电动汽车—燃料电池系统

29

燃料电池系统附件

空气供应系统

燃料电池发动机用空气滤清器（预研）

燃料电池发动机用空气压缩机（预研）

燃料电池发动机用增湿器（预研）

冷却系统 燃料电池发动机用去离子器（预研）

氢气供应系统
燃料电池发动机用氢气循环泵(预研）

燃料电池发动机用引射器 (预研）

氢气供应系统

空气供应系统

燃料电池堆

DC/DC变换器

空滤

空气
流量

计

空
压机

M

散
热

器

消音器

增
湿

器

去
离

子
器

M

M

引射器

水泵

＋ －

流量阀

氢气循环泵

气液分离器

冷却系统

• 空气供应系统
• 氢气供应系统
• 冷却系统

燃料电池系统附件构成：



标准子体系—充/换电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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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动汽车

电网

GB/T 20234.1-2015GB/T 20234.1-2015 GB/T 20234.2-2015GB/T 20234.2-2015 GB/T 20234.3-2015GB/T 20234.3-2015

GB/T 34657.1-2017（设施侧）GB/T 34657.1-2017（设施侧）GB/T 34657.2-2017GB/T 34657.2-2017

GB/T 18487.1-2015
（设施侧）

GB/T 18487.1-2015
（设施侧）

GB/T 27930-2015
（设施侧）

GB/T 27930-2015
（设施侧）

GB/T 34658-2017
（设施侧）

GB/T 34658-2017
（设施侧）

充
电
设
施

充
电
设
施

车辆侧互操作性要求

设施侧互操作性要求

充电接口

通用要求 AC 接口 DC 接口

充电系统通用要求 DC充电通信协议 通信协议一致性测试

batterybattery

GB/T 38775.1-2020GB/T 38775.1-2020

无线充电通用要求

GB/T 电动汽车换电安全要求（已报批）GB/T 电动汽车换电安全要求（已报批）

电动汽车换电

• 电动汽车充换电系统子体系共发布标准8项；
• 报批标准3项
• 在研标准8项；
• 预研标准9项。



标准子体系—电磁兼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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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动汽车
EMC

整车

行驶状态

充电状态

传导充电

无线充电

系统

驱动电机

动力电池 BMS

OBC

DC/DC

高压连接

`

体现在产
品标准中

独立的EMC标准

序
号

标准名称
适用
范围

保护
对象

规范
内容

1
GB/T 18387—2017《电动车辆的电磁场发
射强度的限值和测量方法》

整车 车外 骚扰

2
GB/T 36282—2018《电动汽车用驱动电机
系统电磁兼容性要求和试验方法》

系统 车内
骚扰
抗扰

3
GB/T XXXX《电动汽车充电耦合系统的
电磁兼容性要求和试验方法》（在研）

整车
系统

车外
车内

骚扰
抗扰

4
GB/T XXXX《电动汽车无线充电系统电
磁兼容性要求和试验方法》（在研）

整车
系统

车外
车内

骚扰
抗扰

• 电动汽车电磁兼容性子体系共发布标准2项；
• 在研标准2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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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中国电动汽车标准及体系概况

04 中国参与电动汽车国际标准与法规情况

05 电动汽车标准工作未来展望

02 电动汽车标准工作思路

01 汽车标准总体情况



标准国际化

33

标准法规协调

专家队伍

技术法规协调

C-WP29

协助
政府主管部门参加管

理委员会会议

参与
WP.29下属6个工作组

及非正式工作组会议

跟踪

汽车技术法规协调动态

参与

组建

非正式工作组
IWG工作组GR

• 自动驾驶与网联车辆工作组（GRVA）副主席

• GRVA下属自动驾驶汽车功能要求（FRAV）

非正式工作组联合主席

• GRPE下属电动汽车安全（EVS）非正式工作

组副主席

• GRPE下属电动汽车与环境（EVE）非正式工

作组副主席

• GRPE下属氢燃料和燃料电池车（HFCV）全

球技术法规第二阶段非正式工作组副主席

• GRSG下属多工况噪声（ASEP）非正式工作

组副主席

联合国世界汽车法规协调论坛（WP.29）



标准国际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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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委托，承担ISO/TC22、IEC/TC69、

IEC/SMB/SEG11国内对口单位职责

投票/评议

召集

国内专家学者

标准文件

组织/承担
国际会议和

其他国际标准化活动

跟踪

国际标准化动态
参与/主持

积极成员
（P-member）

国际标准制修订

注册

提案

国际标准新项目

和新技术领域提案

国际标准化组织专家

担任ISO/TC22/SC33/WG9

自动驾驶测试场景工作组召集人

IEC SEG11



标准国际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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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国际化-电动汽车领域成果

UN GTR20 电动汽车安全

IEC 62196-3:2014 直流充电接口

ISO 18243:2017 电动摩托车锂离子电池
ISO/TR 13062:2015 电动摩托车术语



安全标准同步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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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动汽车安全全球法规（EVS-GTR）-中国首次作为副主席国制定的全球技术法规

⚫ 第一阶段工作完成，我国牵头制定的电动汽车安全全球技术法规UN GTR20完成发布。

WP.29 

GRSP
WP.29

UN 秘

书处
建立
GTR

专家讨论

协约国（CP）

接受GTR

协约国法规

法规协调

主席国:

副主席国:

协约国:

指导单位:

秘书处单位： 组长单位:                副组长单位:

主要参与单位：

EVS-GTR 国内专家组与秘书处-2013年4月成立EVS-GTR 各成员国角色



安全标准同步推动

➢ 各个成员国通力合作、积极协调，在共同的努力下最终促成了EVS-GTR的推出。

➢ 启动电动汽车安全法规（EVS-GTR）的研究和制定工作，推动法规全球协调，主要包括中国的
GB/T 18384和GB/T 31467.3、美国的FMVSS 305、欧盟和日本的ECE R100 等，其讨论的基
础是基于ECE R100的法规。

⚫ 历经6年时间-2012年至2018年

⚫ 跨越3个大洲，7个国家

⚫ 15次国际会议



深度参与 卓越贡献

38

一阶段中方主要提案

TF1：电动车遇水后的触电防护

通过在整车模拟涉水及洗车试验后进行绝缘电阻测试，验证整车防
水性，保证车辆在遇水情况下不会对驾乘人员造成触电风险；

TF5：电池热失控、热扩散

TF8：商用车安全要求

使用安全、功能安全以及电池包安全

单个电芯失效不能
威胁乘员安全

38



大量的试验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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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F 1 
EV 防水测试



大量的试验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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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F 5 
热失控扩散



大量的试验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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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F 8 
商用车
安全测试



汽车标准实现一带一路“软联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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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
联通
一带
一路

同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

克斯坦签署合作谅解备忘录，举办“‘一带一路’

（中国-中亚国家）汽车标准法规交流合作推进会”

与摩洛哥标准化研究所签署了汽车标准法规相关领域

的合作备忘录

探访北非

走进中亚

在瑞士设立中国汽车标准国际化中心（日内瓦）

1. ISO、IEC中央秘书处及UN ECE、欧盟等决策层日常联络；

2. 系统跟踪、全面参与 ISO/IEC及联合国汽车标准法规协调；

3. 支持国内专家参与 ISO/IEC及联合国的汽车标准法规协调；

4. 各国的政府机构、国际组织和主要企业的日常联络与沟通；

5. 承接国家标准委、工信部等政府部门及中心授权交办工作。

成立“中国东盟汽车标准法规研究中心”，举办“中

国-东盟汽车标准法规交流合作对话会”，与印尼汽车

研究院签署合作备忘录，在印尼电动车标准体系建设

活动中持续贡献中国方案

成立东盟中心

以电动汽车标准法规为突破口，实现中国标准“走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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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中国电动汽车标准及体系概况

04 中国参与电动汽车国际标准与法规情况

05 电动汽车标准工作未来展望

02 电动汽车标准工作思路

01 汽车标准总体情况



工作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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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强化标准顶层设计：

• 完成“汽车行业‘十四五’技术标准体系建设方案”中电动汽车领域编制工作；

• 开展第三版《中国电动汽车标准化工作路线图》修订。

◆ 做好重点领域标准研究：

• 依据“年度新能源汽车标准化工作要点”开展重点项目研究

• 持续关注电动汽车安全、能耗、充换电及燃料电池电动汽车等重点领域。

◆ 深化国际标准法规参与力度

• 切实履行WP.29下EVS、EVE、GTR13工作组副主席国职责，牵头做好相关国际法规制定；

• 全面提升ISO/TC22/SC37、IEC/TC69参与力度，在动力电池、燃料电池电动汽车以及充

电领域开展牵头制定国际标准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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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您的聆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