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月13日，电动自行车强制
性国家标准修订后正式对外发
布。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

应急管理部、市场监管总局、国家消防救
援局组织修订的强制性国家标准《电动自
行车安全技术规范》将于2025年 9月 1
日实施，旧版标准将被替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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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火防盗防篡改
“小电驴”有了新国标
《电动自行车安全技术规范》9月1日实施
已经购买的不符合新标准的不会强制淘汰

身边事

焦 点

车速不变
最高设计车速不超25km/h

“十次事故九次快”，车速过快是引发交通
事故的最主要因素。新标准提到，“使用电驱动
功能行驶时，最高车速不应超过最高设计车速，
且最高设计车速不应超过25km/h；如果车速
超过25km/h，电动机不应提供动力输出。”

对于车速问题，工信部相关负责人介绍，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五十七、
第五十八条规定，“电动自行车在非机动车道
内行驶时，最高时速不得超过十五公里”。为
减少交通伤亡事故，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
全，车辆的最高设计车速不宜过高。

工信部相关负责人介绍，“新标准强化对
电动机额定连续输出功率、空载反电动势等关
键参数的要求和测试方法，从技术上确保即使
提高输入功率，车辆也无法超速行驶，防范通
过在控制器中预留‘后门’提高车辆行驶速度；
同时增加电动机低速运行转矩限值，保证车辆
正常的短距离爬坡能力，便利消费者使用。”

防火阻燃
压缩非必要塑料件的使用

我国是电动自行车生产、销售大国，社会
保有量超3.5亿辆，2023年规模以上企业累计
生产电动自行车4228万辆。但历经多年发
展，电动自行车火灾事故频发，严重威胁人民
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国家消防救援局通报，电动自行车引发的
火灾2021年有1.8万起，2023年就迅速增加
到2.5万起，年均增长约20%；电动自行车火
灾在全年较大火灾中的占比，从2021年的
5.9%上升到2023年的12.7%。

新标准完善电动自行车所用非金属材料
的防火阻燃试验要求和方法，提高整车及鞍座、
导线绝缘层等部件防火阻燃性能要求，并新增
塑料件占比指标，引导企业压缩非必要塑料件
的使用，确实需要使用时也应选择不易燃的材
料，从而起到降低火灾发生风险、延缓火灾蔓延
速度、减少火灾荷载和有毒气体释放量的效果。

工信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本标准修订过
程中，修订专家组始终以防范化解火灾风险为
重点，通过对近年来电动自行车引发火灾事故

的原因开展细致的调查分析，针对当前电动自
行车产品存在的非金属材料防火阻燃性能不
足、易燃塑料件使用过多、发生火灾事故后不
便于溯源调查等问题，在新标准中完善了材料
防火阻燃要求、塑料件占比、整车唯一性编码
和耐高温永久性标识等条款，有助于电动自行
车火灾事故的防范和事故发生后的全链条溯
源调查工作。”

续航更久
铅蓄电池车型重量扩至63kg

铅蓄电池因其性价比高、稳定性好的优
势，深受电动自行车消费者青睐；但铅蓄电池也
具有能量密度低、体积大重量重等缺点，导致符
合现行标准55kg重量限值的铅蓄电池车辆不
能很好地满足消费者对于续行里程的需求。

本次标准修订期间，通过对近13万名网
民的问卷调查发现，倾向于选择铅蓄电池的消
费者数量是锂电池的2倍。超过一半的被调
查者希望电动自行车充满电后续航里程能够
达到70公里以上。按照现行标准中55kg的
整车重量限值计算，使用铅蓄电池的车辆续航
里程只能达到40公里左右，与消费者实际需
求存在差距。

新标准将使用铅酸蓄电池的电动自行车
整车质量上限由55kg提升到63kg。工信部
相关负责人表示，“通过放宽铅蓄电池车型重
量限值，为消费者提供性价比更高、续航里程
更长、使用体验更好的产品；不再强制安装脚
踏骑行装置，提升产品的实用性，节约生产成
本，也为消费者提供更多的车型选择空间。”值
得一提的是，旧版标准中规定，电动自行车必
须具有脚踏骑行功能。

防盗防改
落实“一车一池一充一码”

新标准完善了电池组、控制器、限速器的
防篡改要求，增加了6类防篡改检查方法示
例；增加互认协同功能，落实“一车一池一充一
码”，从技术上大幅提高非法改装门槛，有利于
逐步减少乃至杜绝改装行为。

新标准通过增加北斗定位、通信与动态安
全监测功能，方便消费者实时了解电动自行车
关键安全信息，一旦发生车辆被盗、温度过高
或蓄电池电压过高等异常情况，可借助通信模
块第一时间提醒消费者及时处置，从而增强车
辆的主动安全性能。此外，通过在铭牌、产品
合格证上明确标注建议使用年限，提醒消费者
及时淘汰超期服役产品。

工信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增加北斗定位、
通信及动态安全监测功能，其中用于城市物流、
商业租赁等经营性活动的电动自行车，应具有
北斗模块，对于其他类型的电动自行车，应设计
有北斗模块，销售时由消费者选择是否保留，方
便消费者实时了解电动自行车所在位置。

吃得放心
预制菜不得添加防腐剂
国家市场监管总局：正完善预制菜标准体系

临近春节，五花八门的预制菜，不断攻占年
夜饭餐桌，卖爆各大渠道，引发许多消费者的
抵触心理，遭遇各式各样的“口诛笔伐”。其
中，预制菜最不让公众放心的便是食品安全问
题。

日前，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披露了数位代
表委员提出的针对预制菜行业发展要建立统一标
准体系建议的答复。国家市场监管总局称，目前
正在完善预制菜标准体系。同时，国家卫生健康
委员会已将《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制菜》列入食
品安全国家标准立项计划，组建专项工作组，有序
推进标准研制工作。

2024年3月，国家市场监管总局等联合印发
《关于加强预制菜食品安全监管 促进产业高质
量发展的通知》（下称《通知》），专门提出，中央厨
房制作的菜肴，不纳入预制菜范围。同时，《通知》
强调，不经加热或者熟制就可食用的即食食品，以
及可直接食用的蔬菜（水果）沙拉等凉拌菜，不属
于预制菜范畴。

既然预制菜要突出工业化预加工的特点，那
么食品添加剂是必须解决的问题。

新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添加剂使用标
准》(GB 2760—2024)将于2025年2月8日起正
式实施，之前的2014版标准行将废止。

《通知》对预制菜产业的食品添加问题提出了
较高的监管要求。就国家层面的政策规定看，预
制菜是不被允许添加防腐剂的，这是为何？

这是因为预制菜虽经过工业化预制，但仍属
于菜肴范畴，规定预制菜中不添加防腐剂更加符
合消费者期待。同时，此规定的目的也是兼顾产
业实际，引领预制菜产业高质量发展方向的需
要。食品添加剂“非必要不添加”“在达到预期效
果的前提下尽可能降低食品添加剂在食品中的使
用量”已逐步成为行业共识。预制菜通过冷冻、冷
藏等贮存条件和杀菌后处理工艺，无须使用防腐
剂技术。 据法治日报

民航“加价选座”
不得成为行业惯例
中消协：本质是额外收费行为，损害消费者权益

针对近期民航选座额外收费问题，中消协13
日表示，“加价选座”不得成为“行业惯例”。“加价
选座”限制了消费者的选择权、侵害了消费者的知
情权、违背了公平交易原则。

一些航空公司以所谓“行业惯例”为由，在选
座这一基本服务中引入加价机制，将靠窗、靠过道
或前排等座位锁定，要求消费者支付额外费用。
有消费者反映，值机时发现若不付费选座，免费可
选座位寥寥无几，甚至带未成年子女出行也难以
选择相邻座位，迫使他们不得不支付选座费。

中消协表示，航空公司售票时已经区分头等
舱、公务舱、经济舱，不同时间段购票还有不同的
价格，售票时已考虑了各种不同因素，消费者购票
后理应有权自由选择座位。航空公司将座位选择
与额外付费挂钩，迫使消费者额外支付费用，限制
了消费者自由选择权。

中消协认为，“加价选座”本质上是一种额外
收费行为。许多航空公司在这方面的规定模糊隐
晦，既不明确哪些座位需要加价，也不说明加价标
准如何制定，消费者在购票时缺乏充分的信息支
撑，等到值机时才发现想选的座位都需要付费。
航空公司推出“加价选座”模式，是经营者利用优
势地位将原本免费的基本服务变为自行创收的手
段。不同舱位定价不同是因航空公司提供的服务
不同，而经济舱提供的服务是相同的，要求消费者
加价选座本身缺乏定价基础。

中消协表示，“加价选座”行为如果不加以遏
制，将影响整个消费市场的风气，其他商品或服务
在一定条件下，都有可能在定价之外另行区分情
况加价销售，侵蚀市场秩序，损害消费者权益。

据新华社

重庆晨报
民生在线
扫码关注
难事、烦事、委
屈事、不平事、
新 鲜 事 告 诉 我
们，记者帮你办

新标准额外给予2025年8月31日及之前
按照旧标准生产的车辆3个月的销售过渡期，
允许销售至2025年11月30日；2025年12月1
日之后，所有在售电动自行车产品均必须符合
新标准规定。

不过，消费者已经购买的不符合新标准的
车辆不会被强制淘汰，可由各地政府根据当地
实际情况，借助以旧换新等政策加速更新换
代。

据央视、新京报

已买旧国标电驴不会被强制淘汰

安全生产检查人员进社区对电动自行车充电区域进行用电安全排查 一名男子驾驶电动自行车 新华社发

工人在预制菜加工生产线作业 新华社发

预制菜车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