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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据《中国证券报》报道，
1月15日，工信部公布符合《锂离子
电池行业规范条件》的企业名单
（第二批），多氟多、欣旺达、国能电
池、盟固利动力、中兴派能、中航锂
电等18家锂电企业进入名单。

按产品类型划分，7家为生产
储能型电池企业，6家为生产消费
型电池企业。上海德朗能动力电
池有限公司同时生产储能型电池
和消费型电池。其余分别为电解
液、正负极材料、隔膜生产企业。

2015年8月，为加强锂离子电
池行业管理，引导产业转型升级，
工信部出台了《锂离子电池行业规
范条件》，对企业的生产规模等设
立了门槛：包括电池年产能不低于
1亿瓦时；正极材料年产能不低于
2000 吨；负极材料年产能不低于
2000 吨；隔膜年产能不低于 2000
万平方米；电解液年产能不低于
2000 吨，电解质产能不低于 500
吨。企业申报时上一年实际产量
不低于实际产能的50%。

2017年4月17日，工信部公布
了符合《锂离子电池行业规范条
件》企业名单（第一批），8家企业入
选。其中，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作为唯一的储能型电
池企业入选。

值得注意的是，在第二批企业
名单中，储能型电池企业数量超过
消费型电池企业。业内人士分析
称，这与新能源汽车迅速发展密切
相关。

根据中汽协数据，2017年，新
能源汽车产销分别达到79.4万辆和
77.7 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53.8%和
53.3%。随着新能源汽车产业进一
步发展，储能型电池比重将进一步
加大。 （中证）

符合锂电池行业规范
第二批企业名单公布

本报讯 开车外出，剐蹭在所难
免，如果为了一点儿划痕就把车送
到 4S 店补漆，费用贵而且还费时
间。汽车维修行业协会专业人士韩
未军支招，对于车身上的小斑点、小
划痕，车主可以购买汽车补漆笔自
己修补。

首先按照车型及车身颜色选择
合适的补漆笔，避免色差。这种方
法适用于面积小、数量少的划痕或
油漆剥落处，补漆后即可修补及掩
盖划痕等。汽车补漆笔和普通的碳
素笔相似，里面装的是车漆。一般
有两个笔头，一头像圆珠笔，可以修
补较细的划痕；另一头是笔刷，可以
一次性修补更多车漆。

补漆前要完全除掉漆面上的锈
蚀、污垢以及油脂，可先用极细的水
砂纸蘸水轻轻磨去锈斑，然后完全
擦净，保证锈迹不会扩大。若近期
给汽车做过打蜡、镀膜，也要先清除
掉，不然影响补漆的附着力。摇晃
补漆笔，使漆混合均匀，并先在纸上
试一下颜色是否匹配。要注意的是
要朝一个方向刷，不要来回刷，比较
深的划痕可以多刷两次，中间间隔
2至3分钟，使漆稍干再刷。面积比
较大的，涂后如果不平整，等漆完全
干透之后，用胶带将原车漆保护好，
用细砂纸将补漆打磨平整。（狄慧）

汽车小划痕
自己动手补

本报讯 昨天上午，消费者
网联合北京阳光消费大数据研
究院，公布了“2017年十大汽车
消费维权舆情热点”。价格潜规
则、质量纠纷和霸王合同占前
三。其他七个汽车消费维权舆
情热点，分别为金融套路、售后
服务、新能源车痛点、低价骗局、
汽车召回、二手车平台和维权
难。

价格潜规则 低价吸引变
花样要钱

2017年 4月，消费者李女士
在上海锦弘4S店看中一款东风
风行 F600 汽车，总价接近 11 万
元。她当时支付了 3000 元定
金。两个月后，李女士到4S店提
车时，被告知用信用卡支付，需
要额外支付0.6%的手续费。如
果不支付手续费，她就没办法提
车，而且定金也不退。无奈之
下，李女士只好交了这笔手续
费。

舆情数据显示，消费者对汽
车价格方面的投诉，主要集中在
明码标价不规范、标价之外加价
收费、强制收取服务费用等问
题。

有的汽车销售企业不明码
标价，有的汽车销售企业定价不
明确或不规范，有的汽车销售企
业交付车辆时间不具体，还有的
汽车销售企业不按购车款数额
开具发票。甚至有个别销售企
业在卖车过程中强制消费行为，
如强制搭售保险、挂牌、装修等
服务。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中国法
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学研究
会副秘书长孙颖认为：随着汽车
销售竞争越来越激烈，销售商表
现出来的不诚信行为也越来越
明显。说是免息、零利率，实际
上额外还会收取一笔手续费，最
后总支出比一次性付款还多。
究其原因，部分汽车销售企业为
了能多卖车，不惜对消费者进行
虚假承诺，引诱消费者上当。

其中，销售商网上报价的最
大目的不是让消费者了解真实
的价格，而是诱使消费者前去咨

询、试驾，让消费者在购车过程
中更加关注汽车性能和自己的
用车需求，而不是把主要精力纠
结在价格上。因此应当具体规
范汽车销售市场报价内容与方
式，保护消费者免于上当受骗。

质量问题突出 三包维权
难

消费者王先生在北京某现
代4S店购买了一台名图 1.6T自
动智能型汽车，刚开5公里，车辆
就出现车身剧烈颤动、动力严重
缺乏的状况。他当即到4S店检
查，4S 店说是汽油存在质量问
题，换了汽油再出现同样问题，
就无条件退换。王先生换了汽
油后，问题仍然存在，但4S店却
变卦了，只同意排查检修，根本
不同意之前说好的退换车辆。

舆情数据显示，汽车质量一
直是消费者投诉的热点问题，并
且呈现出频发高发、复杂多样、
解决困难等特点。从消费者反
映的情况看，汽车质量问题主要
集中在发动机、变速器、车身系
统三个“重灾区”。

此外，汽车售后服务也登上
了舆情第五名。汽车售后服务
问题主要集中在不履行“三包”
义务、不履行售后承诺、同一质
量问题多次维修等三个方面。
对于汽车销售后出现的问题，有
的经销商找各种理由搪塞推诿，
不严格执行“三包”规定；有的经
销商对销售后的车辆真实的故
障原因避而不谈，故意夸大问题
获取更多利润；有的售后维修人
员技术水准不高，多次维修找不
到故障的真正原因，导致车辆屡
修不好。

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
护法学研究会副秘书长、北京阳
光消费大数据研究院首席分析
师陈音江认为：汽车质量是消费
者人身财产安全的生命线，必须
高度重视。过去汽车市场快速
增长，不管好车赖车，都能卖出
去。随着汽车市场逐渐饱和，汽
车品质必然会成为消费者选购
车辆的首要因素。

如果汽车企业仍然不重视

质量问题，一方面势必影响汽车
品牌形象，降低市场认可度，从
而直接影响汽车销量；另一方面
由于车辆屡屡出现质量问题，需
要不断返回维修，势必增加售后
成本，加重企业负担。因此，汽
车企业唯有真心重视质量，真正
打牢质量基础，才能利人利己，
最终赢得市场。

购车合同霸王条款多

广东消费者邓先生称，他
2017年元旦在佛山顺德一家上
汽大众4S店交了1万元购车“订
金”，当时约定购买蓝色汽车。
销售人员表示，蓝色车需要等3
个月才能提车。等了3个月后，
邓先生多次催4S店交车，销售人
员每次都以车辆未到为由，建议
邓先生购买同样配置的黑色或
者白色车。后来销售人员明确
表示，4S店无法调货蓝色车，只
能选购其他颜色或者退款。邓
先生以为自己当初交的是“定
金”，可以双倍返还。但购车合
同明确约定：“如果4S店不能按
时交付车辆，全额退还1万元购
车款，双方均不负额外赔偿责
任。”

舆情数据显示，目前汽车销
售合同中普遍存在免除自身责
任、加重消费者负担、排除消费
者主要权利等内容的霸王条
款。消费者投诉的汽车合同纠
纷问题主要有：购车不签订书面
合同或提车后购车合同收回；合
同不规范，对车辆交付时间、配
置标准等售后服务条款轻描淡
写，混用定金和订金造成双方权
利不对等；签订合同不履约；部
分汽车销售人员为了业绩和提
成，口头承诺购车优惠或补贴，
车辆售出后，不兑现承诺。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
教授、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中
心主任苏号朋分析认为：购车合
同文本都是由汽车销售企业提
供，并且合同在订立时未与消费
者协商，因此属于典型的格式合
同。目前，购车合同在内容上存
在的主要问题是：条款较为简
单、约定不够明确、未就一些重

要事项作出约定、多存在免除经
营者责任或排除消费者权利的
条款。一旦出现纠纷，消费者很
难依据合同保护自身权益。

在购车时，销售人员往往违
反商业诚信，采取口头承诺的方
式诱使消费者签约，却不将其口
头承诺的内容写入合同，以欺诈
的手段损害消费者权益。另外
要提醒的是，很多汽车销售合同
的尾部规定，“销售方对合同的
具体内容有最终解释权”。汽车
销售企业试图运用最终解释权
增加消费者维权的难度，为其推
卸责任“闪转腾挪”提供借口。

金融套路和二手车平台
问题也成舆情热点

除了排名前三的舆情外，还
有一些热点舆情也是饱受消费
者诟病。其中，金融套路，计算
复杂程度之大很难让消费者一
次性弄清情况，更是让普通消费
者容易落入陷阱。而二手车平
台作为2017年的新模式，则也存
在诸多问题。

记者了解到，目前汽车金融
类投诉主要有：部分经营者强制
消费者在购车时必须在本店购
买保险，强制贷款买车的消费者
缴纳金融服务费等；缴纳续保押
金或续保保证金，即汽车销售商
规定车主在按揭还贷期间，每年
必须在店内续保，否则押金不予
退还；收取按揭手续费，现在许
多经营者开展“零费率”车贷优
惠活动，但“零费率”不等于零手
续费，经营者售车时往往淡化两
者的区别，导致购车纠纷。“以租
代购”存在一言不合将车收回、
一车多租、车辆来源不明以及租
到事故车等问题。

而二手车投诉主要集中在
销售欺诈、隐瞒车辆真实信息方
面，如有的事故车佯装零事故、
修改车辆里程等问题突出。除
了买到问题二手车，消费者在后
续维权过程中，也是困难重重。
不少消费者反映在维权过程中
遇到过平台与原车主之间的相
互推诿，导致维权久拖不决。

（张鑫）

2017汽车消费维权热点盘点
价格、质量、霸王合同占前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