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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律热点问题

家用汽车产品三包规定的主要变化与解读

从 2004 年国家质检总局起草汽车三包草案开始，历

经多次意见征求，“难产”的三包政策终于登上了

台面。2013 年 10 月 1 日起即将实施的《家用汽车产

品修理、更换、退货责任规定》(以下简称“《家用

汽车三包规定》”)是中国汽车市场发展历程中的一

件大事，对数亿中国汽车消费者而言，这是维护正

当权益的一把利器，也是推动国内生产企业加快提

升产品质量和售后服务水平的一种动力。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家用汽车三包规定》仅仅是

由国家质检总局发布，法律地位并不是非常高，但

是由于这是国内关于汽车市场退换货的第一部相关

规定，将会产生重要的示范效应，社会关注度极高，

谁轻视它，最后可能都要付出惨重的代价。

尽管从 10 几年前有关部门就开始酝酿汽车三包政

策，相关条文更是历经 400 余次的修改完善，但由

于在全世界范围内没有模板，国内的市场情况更是

复杂难料，汽车三包在实施过程中肯定还会遇到非

常多的困难。不管是执法部门还是生产企业、消费

者，也包括公众舆论，对此应该有清醒的认识。随

着更多配套法规、标准的出台，更多信息、技术平

台的建立，很多看似困难的问题可能都会找到简便

的解决办法。

一、《家用汽车三包规定》的出台背景

在中国汽车业已经持续十年增长的态势下，旨在保

证消费者权益的汽车三包规定却迟迟无法出台。早

在 2001 年 3 月，国家质监局委托中国机械工业联合

会开展了家用汽车三包规定的前期起草工作。2003

年 4 月，国家质检总局邀请国家税务总局、交通部、

国家工商总局、中国消协代表、消费者代表、法律

专家和部分汽车生产、销售企业的代表对汽车三包

规定中的一些关键条款进行讨论和修改。

2004 年 12 月 30 日，国家质检总局就公布了《家用

汽车产品修理、更换、退货责任规定(草案)》(以下

简称“《家用汽车三包规定（草案）》”)，在全国

范围内征求意见。但是历经 8 年之久，该《草案》

仍未能转正，始终处在“只听打雷、不见下雨”的

尴尬境地。究其主要原因，汽车三包制度是关乎消

费者、厂家、经销商利益的民生政策，也正是因为

其是关乎民生、关乎各方利益的政策，如何平衡厂

家、经销商与消费者之间的利益关系，一直是汽车

三包政策制定中的一个敏感话题。需要介绍的是，

《家用汽车三包规定》的出台曾经历了如下几个关

键时期：

1、2004 年 12 月，国家质检总局起草了《家用汽车

三包规定（草案）》，当时汽车三包政策未能出台。

2、2010 年 10 月，国家质检总局按照立法计划再次

启动该立法项目。对汽车三包规定需要完善的事

项，组织有地方质监局、消费者协会、汽车行业

协会、生产企业、汽车 4S 店和律师等各方面代

表召开了 3次研讨会。

3、2011 年 8 月，国家质检总局在吉林省长春市召

开研讨会，广泛听取了汽车生产企业对汽车三包

规定的建议，得到汽车生产企业的广泛支持。

4、2011 年 9 月，国家质检总局再次组织修订并发

布了《家用汽车三包规定》（第一次征求意见稿），

在中国政府法制信息网和国家质检总局网站向



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得到社会各界的普遍关注。

5、2011 年 10 月，国家质检总局在北京召开了《家

用汽车三包规定》的立法听证会，进一步听取了

社会各界的意见和建议。

6、2011 年 12 月，国家质检总局组织汽车企业召开

专题会，收集汽车企业的意见。

7、2012 年 1 月，国家质检总局在认真研究各方面

反馈意见的基础上，再次通过上述网站向社会公

开征求对《家用汽车三包规定》（第二次征求意

见稿）的修改意见。

8、2012 年 5 月，国家质检总局组织国内汽车合资

企业召开专题会，收集合资企业的意见，并最终

形成《家用汽车三包规定》（送审稿）。

9、2012 年 8 月，国家质检总局根据《规章制定程

序条例》规定和国务院各有关部门提出的联合发

布意见，将《家用汽车三包规定》印送工业和信

息化部及商务部，商请联合发布事宜。工业和信

息化部及商务部复函不参与联合发布。

10、经与国家质检总局有关业务主管司（局）沟通，

并向国家质检总局的局领导请示后，《家用汽车

三包规定》于 2012 年 12 月 29 日由国家质检总

局的局领导签字并公布，自 2013 年 10 月 1 日起

施行。

二、《家用汽车三包规定》的主要条款解读

《家用汽车三包规定》主要调整消费者为生活消费

需要购买和使用的乘用车，以保护为生活消费需要

购买和使用汽车产品的消费者的权益为主旨 ，主要

是考虑到由于汽车产品技术复杂、信息不对称、消

费者个体分散等原因，消费者在处理三包纠纷谈判

中往往处于弱势。此外，企业、事业单位、政府机

关为生产、公务等购买的汽车产品的三包责任不属

于《家用汽车三包规定》的调整范围，其三包责任

可依据《产品质量法》等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和双方约定执行。

（一） 在三包有效期内修理时间超过 35 天或者 5

次可换车

根据《家用汽车三包规定》，三包有效期限是不低于

2年或者是行驶里程 5万公里，以先到者为准。

限时限次原则。在三包有效期内，因产品质量问题

修理时间累积超过 35 天的，或者因同一产品质量问

题累积修理超过 5 次的，消费者可以凭三包凭证、

购车发票要求换车。

（二） 在包修期内修理时间超过5天需提供备用车

根据《家用汽车三包规定》，包修期限是不低于 3年

或者行驶里程 6 万公里，以先到者为准。如在包修

期内出现产品质量问题，消费者可以要求免费修理

（包括工时费和材料费）。值得注意的是，如果家用

汽车产品经营者明示的包修期高于 3 年或者 6 万公

里，必须依据该经营者的规定执行。

超时补偿原则。在包修期内，每次修理时间超过 5

天，应为消费者提供备用车或者给予合理的交通费

用补偿。

（三） 在三包有效期内更换或退货的条件限定

1、动力传输有限责任原则。家用汽车产品自销售者

开具购车发票之日起60日内或者行驶里程3000

公里之内（以先到者为准），发动机、变速器的

主要零件出现质量问题的，消费者可以选择免费

更换发动机、变速器。发动机、变速器的主要零

件的种类范围由生产者明示在三包凭证上，其种

类范围应当符合相关国家标准的规定。

2、缺陷列举原则。自开具购车发票之日起 60 日内

或者行驶里程 3000 公里之内，可免费更换或退

货的情形仅限于：转向系统失效、制动系统失效、

车身开裂或燃油泄漏。

3、传动系统排除原则。家用汽车产品的传动系统出

现质量问题，固然会影响车辆的正常使用或无法

正常使用，但通常不会立即危害人身、财产安全，

所以在上述期限内加以排除，消费者不可以因为

传动系统的质量问题请求退货或者更换。

4、限次原则。在三包有效期内虽采用“先修理后退

换”的原则，但因严重安全性能故障累计修理 2

次，发动机、变速器或其同一主要零件因质量问

题累计更换 2次，其他总成（转向系统、制动系

统、悬挂系统、前/后桥、车身）的同一主要零

件更换 2次，仍不能正常使用，消费者可以选择

更换或退货。

（四） 消费者更换或者退货应支付因使用产品所

产生的合理使用补偿



根据《家用汽车三包规定》符合更换或者退货条件

的，消费者应当支付因使用家用汽车产品所产生的

合理使用补偿（销售者应当免费更换、退货的除外）。

合理使用补偿费用的计算公式为：[(车价款(元)×

行驶里程(km))/1000]×n。使用补偿系数 n 由生产

者根据家用汽车产品使用时间、使用状况等因素在

0.5%至 0.8%之间确定，并在三包凭证中明示。家用

汽车产品更换或者退货的，发生的税费按照国家有

关规定执行。

（五） 汽车"三包"凭证丢失可补办且不随所有权

转移而改变

消费者遗失家用汽车产品三包凭证的，销售者、生

产者应当在接到消费者申请后10个工作日内予以补

办。消费者向销售者、生产者申请补办三包凭证后，

可以根据《家用汽车三包规定》继续享有相应权利。

根据《家用汽车三包规定》更换家用汽车产品后，

销售者、生产者应当向消费者提供新的三包凭证，

家用汽车产品的包修期和三包有效期自更换之日起

重新计算。在家用汽车产品的包修期和三包有效期

内发生家用汽车产品所有权转移的，三包凭证应当

随车转移，三包责任不因汽车所有权转移而改变。

（六） 八种情形下三包责任免除

存在下列八种情形之一的，家用汽车产品的经营者

将不承担三包责任：

1、易损耗零部件超出生产者明示的质量保证期出

现产品质量问题的；

2、在家用汽车产品包修期和三包有效期内，无有效

发票和三包凭证的；

3、消费者所购家用汽车产品已被书面告知存在瑕

疵的；

4、家用汽车产品用于出租或者其他营运目的的；

5、使用说明书中明示不得改装、调整、拆卸，但消

费者自行改装、调整、拆卸而造成损坏的；

6、发生产品质量问题，消费者自行处置不当而造成

损坏的；

7、因消费者未按照使用说明书要求正确使用、维

护、修理产品而造成损坏的；

8、因不可抗力造成损坏的。

（七） 出现争议可通过协商、调解、申诉、仲裁、

起诉等方式解决

如因家用汽车产品三包责任发生争议，消费者可以

与经营者协商解决，可以依法向各级消费者权益保

护组织等第三方社会中介机构请求调解解决，可以

依法向质量技术监督部门等有关行政部门申诉进行

处理。

家用汽车产品三包责任争议双方不愿通过协商、调

解解决或者协商、调解无法达成一致的，可以根据

协议申请仲裁，也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

（八） 违反规定最高可处 3万元罚款

违反《家用汽车三包规定》且构成有关法律法规规

定的违法行为的，依法予以处罚；未构成有关法律

法规规定的违法行为的，予以警告，责令限期改正；

情节严重的，最高可处 3万元罚款。

未根据《家用汽车三包规定》承担三包责任的，责

令改正，并依法向社会公布。《家用汽车三包规定》

规定的行政处罚，由县级以上质量技术监督部门等

部门在职权范围内依法实施，并将违法行为记入质

量信用档案。

《家用汽车三包规定》涉及的有关信息系统以及信

息公开和管理、生产者信息备案、三包责任争议处

理技术咨询人员库管理等具体要求由国家质检总局

另行规定。

（九） 易损件的质保期时限依从企业规定和国家

标准

家用汽车产品的易损耗零部件在其质量保证期内出

现产品质量问题的，消费者可以选择免费更换易损

耗零部件。

根据与《家用汽车三包规定》配套的国家标准—《家

用汽车产品三包主要零件种类范围与三包凭证》的

规定，轮胎、灯泡、蓄电池等零部件被列入易损耗

零部件种类范围，其质量保证期将会明示在三包凭

证上，且应该符合国家相关标准或规定。

（十） 四个另行规定

1、家用汽车产品自销售者开具购车发票之日起 60

日内或者行驶里程 3000 公里之内（以先到者为



准），发动机、变速器的主要零件出现产品质量

问题的，消费者可以选择免费更换发动机、变速

器。发动机、变速器的主要零件的种类范围由生

产者明示在三包凭证上，其种类范围应当符合国

家相关标准或者规定，具体要求由国家质检总局

另行规定。

2、家用汽车产品的易损耗零部件在其质量保证期

内出现产品质量问题的，消费者可以选择免费更

换易损耗零部件。易损耗零部件的种类范围及其

质量保证期由生产者明示在三包凭证上。生产者

明示的易损耗零部件的种类范围应当符合国家

相关标准或者规定，具体要求由国家质检总局另

行规定。

3、转向系统、制动系统、悬架系统、前/后桥、车

身的主要零件由生产者明示在三包凭证上，其种

类范围应当符合国家相关标准或者规定，具体要

求由国家质检总局另行规定。

4、《三包规定》涉及的有关信息系统以及信息公开

和管理、生产者信息备案、三包责任争议处理技

术咨询人员库管理等具体要求由国家质检总局

另行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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