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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汽车车故故障障鉴鉴定定，，难难寻寻““黑黑脸脸包包公公””
“三包”规定留下“小尾巴”，检测费恐需消费者掏

因众多主流车企提前实施汽车
“三包”政策，汽车“三包”维权第一
例已经出现。

据悉，在9月5日就已有消费者
向某网络汽车投诉平台反映“三包”
维权问题：一消费者9月2日购入一
辆新车，9月5日便发现发动机出现
问题。自行联系经销商后，经销商按
照汽车“三包”规定中“发动机或变
速器累计更换两次后或者发动机、
变速器的同一主要零件因其质量问
题，累计更换两次后仍不能正常使
用的，可以退、换车”的条款，协助车
主修车。

据相关经销商称，若在“三包”
规定实施前，经销商遇到此类问题
一般都直接给车主更换发动机。但
是实施“三包”后，按规定必须先修
理，累计修理两次仍不能使用的才
可以换。无奈之下，该消费者只能接
受维修。

汽车“三包”维权第一例以这样
一种结果收场，貌似消费者、经销商
和厂商都没有得到满意的处理结
果。反倒是将整个更换重要零部件
的过程复杂化了，延长了消费者的
维权时间，增加了经销商的处理工
序。这也反映出“三包”执行仍需时
间磨合。 (宗和)

修够两次才给换

反倒麻烦了

即将实施的汽车“三包”规定，对于销售者的责任进
行了明确。但规定也留下个“小尾巴”，即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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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售者可以不承担“三包”责任。

这样，问题就来了。汽车出现故障，到底是车主使用
不当造成的，还是汽车本身的质量问题？这时就需要第三
方检测机构的介入。不过，据记者采访，目前，这方面的力
量还很薄弱，谁能当这个“黑脸包公”，仍有待观察。

“一般来说，消费者如果
对于我们的鉴定结果提出异
议，那就需要自己去找有资质
的检测机构。不管结果怎样，
费用得由消费者承担。”省城
一家福特 4 S店的售后经理
说，在整个汽车销售行业，“谁
主张谁举证”是约定俗成的。

然而，对于弱势一方的消
费者来说，谁主张谁举证的潜
规则，动辄成千上万元的检测
费，都很难得到认可。“如果鉴
定结果确认是经销商的责任，

检测费就该经销商出。”济南
车主李先生说，如果鉴定结果
认定责任不在经销商，那么他
可以考虑承担检测费。

市民孟女士则认为，经销
商的做法就是霸王条款。“消
费者买了车，经销商就应该提
供配套服务，汽车质量检测是
其中之一。”

麻烦的是，即将实行的汽
车“三包”规定对此没有明确规
定。律师石统雨认为，这种情况
下，只能由双方协商确定。

关键词【举证难】

消费者为故障举证是潜规则

美国
美国1975年颁布的《马努

森·莫斯质保法》特别规定，一
旦消费者因质量问题与厂家打
官司并且胜诉的话，厂家必须
支付消费者的律师费。

日本
日本1994年颁布的《产品

责任法》规定，由于产品缺陷引
起的人身安全损失要追究责
任，并明确规定用户无需举证
缺陷的原因。日本有民间机构
汽车产品责任咨询中心，它的
主要作用是利用汽车行业拥有
的技术，保持中立性、公正性，
迅速、简单地解决纠纷。

韩国

韩国在《民法》中有一个
“缺陷物保修责任法”，规定对
产品的缺陷确认后要给用户赔
偿。韩国也有自动车工业会，内
设“汽车产品责任法咨询中
心”，负责受理用户投诉。程序
是首先通知厂家，厂家对缺陷
确认后，属于制造缺陷，根据产
品责任法给用户无偿修理。

本报记者 林媛媛 孟敏

日本汽车故障
无需车主举证

即便消费者愿意为检测埋
单，责任认定也不是易事。摆在
面前的问题是，上哪儿找独立、
公正的第三方检测机构？记者
在济南采访得知，汽车质量检
测机构若获得有关部门审批的
第三方检测资质，是可以承接
这项业务的，但现实并不乐观。

“我们并不是非常愿意接
因为汽车质量纠纷引起的技
术检测。”济南一家具备第三方
检测资质的技术检测机构技术
人员说，大部分技术检测中心
都是承接汽车生产企业的检测
工作。他们单位侧重发动机检
测，主要承接通用汽车发动机
的检测单，一单就是几十万
元。“接个人的单，检测发动机

最多一两千元，费时费力，肯
定不想做。”上述技术人员说。

另一家检测中心的工作
人员小李给出了同样的答案。

“济南具有第三方资质的检测
机构都比较专业，平时接的都
是大企业的检测工作，业务比
较稳定，收入也很高。”小李表
示，他们机构还没有接过个人
的检测申请。

那么，“三包”规定实施
后，消费者要上哪儿找检测机
构出具责任认定书呢？对此，
上述两家检测机构都表示，目
前政府部门正在跟他们沟通。

“如果政府给我们相应的补
贴，也许这个情况会有所改
变。”

关键词 【第三方检测】

费用太低，检测机构没兴趣
国家质检总局在出台汽

车“三包”规定的同时，便意识
到这个问题，并为此组建汽车

“三包”专业技术委员会，由27
位知名汽车技术专家和法律
专家提供技术指导。与此同
时，各省也都在组建自己的专
家库。据国家质检总局新闻办
副主任李本军9月29日透露，
各省共19129名专家提交了申
请，其中795人被聘用。

记者从济南市有关方面
获悉，济南的汽车“三包”专家
组名单已经基本确定，大约20
人。其中既有科研机构的技术
人员，也有资深的一线维修人
员以及法律界人士。省质监局
一位负责人透露，山东其他市
也都在筹建自己的“三包”专

家组，目前已经基本完成。
济南的多名汽车经销商

告诉记者，根据公司规定，以
后一旦因汽车质量问题发生
纠纷，专家组将是解决问题的
第一选择。“专家组是政府出
面组建的，成员是专业的技术
人员，我们是比较认可的。”某
品牌经销商如是说。

不过，对消费者来说，专
家“出身”仍存争议。据记者
了解，济南市的专家组不乏
包括银座汽车、润华汽车在
内的多家大型销售公司的
技术人员。

“他们来自汽车销售公
司，会不会在鉴定过程中表现
出倾向性？”有消费者提出这
样的疑问。

关键词 【专家组】

“出身”厂商，专家立场存疑

他国做法

本报记者 林媛媛 孟敏 实习生 曾艳

在济南市一家汽修厂内，工人正在检修一辆汽车。 本报记者 张中 摄

“三包”维权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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