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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潍坊

关注 C03

早在2012年7月3日，寿光市人民政府
办公室印发《寿光市电动车管理暂行办
法》，对全市电动轿车进行上牌管理。截
止今年9月23日最新数据，共有632辆电动
轿车进行了备案登记。

寿光市交警部门告诉记者，暂行办法
实施以后，最重要的是可以给电动汽车进
行确切的定位。“上牌之后就是机动车，行
驶机动车道，按照机动车事故处理办法进
行处理”。寿光市交警相关工作人员告诉记
者，原先的时候电动轿车没有明确定位，驾
驶人员也不需要持有驾照，出现交通事故
在责任认定方面有困难，暂行办法实行以
后让电动轿车在管理方面有据可依。

在办理备案方面门槛也很低，仅需要
最低的800元左右的交强险费用，加上相
关备案费用，总共不到一千元，而且还设
立了专用通道，不到一天就可以全部办完
上牌。

电动轿车挂牌寿光已试行一年

昌昌乐乐试试行行电电动动轿轿车车上上牌牌管管理理
上牌后可上保险，车辆丢失可根据备案查寻

本报9月26日讯（记者 李晓东 刘
蒙蒙）9月16日，《昌乐县小型纯电动汽
车管理暂行办法》正式向社会公布并正式
施行。该办法适用的对象仅限于由电动机
驱动的最大时速不超过80km/h四轮纯电动
汽车。根据这一办法，今后昌乐县电动汽
车在上路前，必须到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
门进行注册登记，由管理部门核发号牌和
行驶证后，才可上路行驶。25日，记者从
昌乐县交警部门了解到，目前，多个部门
正在针对暂行办法细则进行制定，暂时未
对电动轿车进行备案和上牌。

昌乐县车管所穆建伟说，难定位是
目前电动轿车面临的最大问题，电动轿
车未上牌只能按非机动车进行定位，但
是目前电动轿车时速能达到80km/h，而
且车型也越来越像汽车，跟机动车发生
事故还好界定，但如果跟非机动车发生
事故，就面临无法可依，只能通过协商
解决和民事诉讼。而且没有保险，在赔
偿方面只能由车主承担，上牌后可以购
置保险，在事故赔偿时，为车主减轻一
定的负担。

施行上牌管理之后，不光可以明确定
位，还可以在安全管理方面起到一定作
用，如果车辆被盗，公安机关可根据备案
车牌号进行调查，寻获被盗车辆。



电动轿车厂商也盼加快上牌管理

25日，记者从寿光市交警部门
了解到，8月11日下午，寿光市孙
集街道在发生一起交通事故，一辆
电动轿车与行人相撞致其当场死
亡。因寿光市交警部门对电动轿车
实行挂牌登记政策，电动轿车购买
了交强险。9月中旬，保险公司对
涉事电动轿车予以赔付。

8月11日，寿光市孙集街道
羊临路上发生一起交通事故，一辆

挂有电动轿车专用牌照的电动轿车
将一名行人撞倒，被撞行人摔倒
时，头部受路边下水井盖撞击，导
致其当场死亡。事发后，因电动轿
车为有牌照且购有交强险车辆，事
故按照机动车交通事故处理流程进
行处理。在交警部门进行责任认定
后，电动轿车肇事司机共需为死者
赔付23万元。9月中旬，保险公司
为其赔付了12 . 5万元的最高额赔

偿款。
25日下午，记者从寿光市交警

部门了解到，寿光市从2012年7月
份在潍坊各区县中首推电动轿车
实施上牌管理并配有车辆行驶
证，电动轿车购置交强险，驾驶
人员需要持C3及以上驾照方可上
路行驶。此次保险公司对电动轿
车交通事故进行赔付或为潍坊首
例。

电动轿车撞死人保险公司赔12 . 5万元

上牌容易执法尴尬

据专业人士称，虽然电动轿车上牌门槛
低，有了交强险的保障，但依旧面临诸多问
题。机动车上牌为地方性法规，如果出现电
动车跨区域行驶，依旧为非机动车，而且牌
照也仅在本地有效，到外地就可被认定为伪
造车牌。

更为尴尬的是，虽然进行了上牌管理，
但是对上牌的电动轿车在违章方面没有处
罚依据，导致交警执法部门在对其违章进行
处罚时无法可依。“看到违章，但是针对电动
轿车没有相关法律，也没有违章代码，哪怕
开出罚单，驾驶人不交罚款，我们一点办法
也没有”。一名路边执勤的交警说，碰到没有
驾照就驾驶电动轿车的，他们也是无可奈
何。

在寿光和昌乐两区县实施的电动轿车
上牌管理方法中都规定小型纯电动汽车走
机动车道，并要求驾驶人员应当取得C3及
以上驾驶证。据了解，C3准驾低速载货汽
车，考试科目等与C1无异，仅车型不同而
已。记者从寿光交警部门了解到，寿光交
警部门到目前为止从未接到过有人专门考
取C3驾照，昌乐县交警部门的统计数据显
示，昌乐县报考C3驾照的市民一年也不足
百人。

“过了60岁就不让考驾照，但是电动轿
车又多为老年人开的多”。市民王先生
说，规定在制定的时候应该为这一点制定
一个细则，要不很多老年人就不可能驾驶
电动轿车上路。

目前电动轿车相关险种几乎为空白
25日，记者电话咨询了多家

拥有车险业务的保险公司，几乎
都没有开车针对电动轿车的险种
和相关业务。

相关业内人士分析，大型有

实力的保险公司在政府政策的引
导下可能会开设相关险种，但是
中小型保险公司就会因为电动轿
车驾驶人员及事故率等方面考
虑，出险频率会相对较高，是其

所承担的成本相对就高，特别是
在相关规定还未完善的前提下，
除非政府给予一定的补贴，否则
多数保险公司不会愿意对电动轿
车承保。

山东泰汽电动车辆有限公司董
事长张风太认为电动轿车上牌管
理，对于电动轿车生产厂商来说利
大于弊，驾驶人员需取得C3及以上
驾驶证，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电动
轿车普及的门槛，对销量稍有影响。
但是，电动轿车从非机动车到机动
车身份的转变，电动轿车管理逐渐
步入正轨，从长远发展来看，其节能

环保、价廉的优势将会得到越来越
多消费者的认可。

张风太说就目前电动轿车的适
用人群来看，主要集中于公务用车、
城乡结合部55岁到60岁左右的老
人、部分年轻上下班族。电动轿车挂
牌管理后，在保险、交通事故处理、
道路交通等方面正规了不少。但是，
对于电动轿车主要消费人群老年人

来说，大部分人只有行车技术，要想
取得必须具有的驾驶证有难度，这
样就限制了一部分人拥有电动轿
车。

“应该加强对这部分人群的培
训，提高他们的驾驶能力，然后颁发
专门的驾照。”张风太说作为电动轿
车生产厂商，他们期盼政策更加趋
于完善。

寿光市私家车车主李先生说，寿光市在
推行电动轿车挂牌上路以前，电动轿车在路
上行驶时经常随意变换车道。由于电动轿车
时速较慢，有时电动轿车跑到机动车道上行
驶，占着车道慢悠悠地行驶，让后面行驶的
机动车非常着急。

“超车、大骂、喇叭按得吱吱响。”李
先生说，有时还会出现刮蹭，双方就赔偿问
题纠缠不清。“大多数电动轿车都是一些老
人开，我每次遇到时都会躲着这辆车开。”
李先生遇到这类车时总是小心翼翼。

李先生认为，电动轿车上路，驾驶人员
必须取得C3及以上的驾驶证，这样就提高
了电动轿车驾驶员上路的门槛，而拥有驾驶
证的驾驶员在驾车技能和素质能力相对较
高。“马路杀手少了，交通秩序也会得到改
善吧。”多数私家车车主纷纷表示。

马路杀手少了

交通秩序会改善

电动轿车挂牌寿光已试行一年。

随着电动轿车的增多，电动轿车的管理也越来越受关注。

本版采写 本报记者 李晓东 刘蒙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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