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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国缺陷汽车产品召回

汽车产业是当今时代世界经济的重要产业，对汽车产业实施有效监管

是保障汽车消费者权益、促进汽车产业健康快速发展的重要手段。早在

２０世纪６０年代美国汽车产业就开始实行缺陷汽车产品召回制度，并逐渐

扩展到美国其他消费品安全领域，其他国家也纷纷效仿建立了自己的缺陷

产品召回制度。

２００４年，质检总局、发展改革委、商务部、海关总署等四部委联合发

布的 《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规定》，标志着我国开始实行缺陷汽车产品

召回制度。至２０１２年１２月３１日，我国共实施召回５３５次，累计召回缺陷

汽车产品９４３．８９万辆，对促使生产者高度重视和不断提高汽车产品质量，

保障汽车产品安全及道路交通安全，发挥了重要作用。为进一步加强和完

善我国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保障汽车产品的使用安全，２０１２年 《缺陷

汽车产品召回管理规定》上升为 《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条例》，该行政

法规进一步明确了召回程序、完善了监管措施。

召回活动的有效实施不仅需要国家法律的保障，更需要生产经营者、

消费者等多方配合。提高全社会对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制度的认识，是

推动召回管理活动高效进行、保障消费者合法权益的重要基础。

１１　缺陷汽车产品召回概念

１１１　缺陷
《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第四十六条将 “缺陷”定义为 “产品存在危及人身、他人财产安

全的不合理的危险；产品有保障人体健康和人身、财产安全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是指不符合该

标准。”

对于汽车产品的 “缺陷”，《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条例》将其明确为 “由于设计、制造、标识等

原因导致的在同一批次、型号或者类别的汽车产品中普遍存在的不符合保障人身、财产安全的国家标

准、行业标准的情形或者其他危及人身、财产安全的不合理的危险。”

上述汽车 “缺陷”的定义涵盖了如下三个层面的含义：

（１）存在危及人身、财产安全的不合理危险。

（２）在同一批次、型号或者类别的汽车产品中普遍存在。

（３）因为设计、制造或标识等原因而导致的。

总体而言，“缺陷”的定义包括由于生产者的原因造成的各类安全隐患。而对于因用户对汽车产

品不当使用、维护或保养而引发的安全问题，不应视为条例所称的 “缺陷”。

１１２　汽车产品
根据 《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条例》规定，我国汽车召回管理活动所涉及的 “汽车产品”是指

１



“在中国境内生产、销售的汽车和汽车挂车”。

（１）汽车

根据 《汽车和挂车类型的术语和定义》 （ＧＢ／Ｔ３７３０１—２００１）、 《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

（ＧＢ７２５８—２０１２），汽车的定义为：由动力驱动，具有四个或四个以上车轮的非轨道承载的车辆，主要用

于载运人员和 （或）货物、牵引载运人员和 （或）货物及其他特殊用途、专项作业。主要指如下两类：

———载客汽车，主要包括乘用车、客车、校车等；

———载货汽车，主要包括货车、半挂牵引车。

（２）汽车挂车

根据 《汽车和挂车类型的术语和定义》 （ＧＢ／Ｔ３７３０１—２００１）、 《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

（ＧＢ７２５８—２０１２），汽车挂车是指就其设计和技术特性需要由汽车牵引才能正常使用的一种无动力的

道路车辆。主要用于载运货物或专项作业。汽车挂车包括牵引杆挂车、半挂车和中置轴挂车。

１１３　召回
《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条例》明确 “召回”为 “汽车生产者对其已售出的汽车产品采取措施消

除缺陷的活动”。该定义明确了三层意思：

（１）明确了汽车召回的主体

召回的主体是汽车产品生产者，生产者的定义见 《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条例》第八条。此外，

根据 《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条例》第二十七条规定，汽车随车装备的轮胎 （包括备胎）由汽车生产

者负责召回，未随车装备的轮胎 （即在售后服务环节更换的轮胎）由轮胎的生产者负责召回。

（２）明确了汽车召回的对象

召回的对象是生产者已售出的汽车产品，“已售出”的含义是指该汽车产品的产权依法从生产者

拥有转变为其他组织或自然人所拥有。对于进口汽车，尚未完成办理海关进口手续的不包含在内，但

这部分车辆如果存在缺陷，必须在消除缺陷之后才能销售。生产者在报告召回的汽车产品数量和范围

时，应当将其已经销售给经销商但尚未出售给最终用户的在途或者库存的车辆涵盖在内。

（３）明确了汽车召回的内涵

召回的内涵是汽车产品生产者为消除缺陷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和活动，包括通知用户和消除缺陷

等。结合 《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条例》第十九条 “对实施召回的缺陷汽车产品，生产者应当及时采

取修正或者补充标识、修理、更换、退货等措施消除缺陷”，可以看出召回的措施主要包括补充标识、

修理、更换、退货。为了使召回措施能够有效实施，生产者采取各种有效手段通知用户并公布召回信

息也属于召回过程中的重要环节。

１２　召回管理制度

１２１　召回管理制度的建立完善
２００４年３月，《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规定》公布实施，以部门规章的形式对缺陷汽车产品召回

的对象、主体、程序、监管部门等作了规定，此规定首先从 Ｍ１类车辆 （包括驾驶员座位在内，座位

数不超过９座的载客车辆）开始实施，我国的缺陷汽车产品召回制度开始建立。

２００４年６月，《缺陷汽车产品召回信息系统管理办法》、《缺陷汽车产品召回专家库建立与管理办

法》、《缺陷汽车产品调查和认定实施办法》和 《缺陷汽车产品检测与实验监督管理办法》作为 《缺陷

汽车产品召回管理规定》的４个配套实施细则先后发布，分别对召回信息系统管理、专家库建立与管

理、缺陷调查和认定、缺陷监测与实验监督等进行了细化规定，进一步完善了我国缺陷汽车产品召回

２



管理制度。

２００６年，质检总局发布了 《关于对Ｍ２和Ｍ３类车辆实施缺陷召回管理的公告》，开始对９座以上

客车实施召回管理，扩大了汽车产品的召回管理范围。

２００９年，《关于对Ｎ类和Ｏ类车辆实施召回管理的公告》的发布将载货汽车、汽车挂车纳入召回

管理范围，进一步扩大召回管理范围。

２０１２年，《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条例》公布实施，首次在行政法规层面对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

理做出规定，对汽车产品应予召回的情形、召回的责任主体、召回程序、应采取消除缺陷的措施、政

府部门对召回的监管职责和监管措施，以及不履行召回义务的法律责任等，做出了明确规定，进一步

完善了我国的缺陷汽车产品召回制度，标志着我国对缺陷汽车产品的召回管理进入一个崭新阶段。

１２２　召回管理体制
汽车行业的发展状况、汽车产品本身的特点、汽车产品消费者的分布情况以及国内外有关立法和

实践等因素，决定了需由国务院产品质量监督部门作为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的主管部门，统一负责全国

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的监督工作。

在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监督管理过程中，根据实际需要，质检总局可委托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

政府产品质量监督部门和进出口商品检验机构协助开展部分召回监督管理工作。

由于汽车技术复杂，召回监管工作中需要大量的技术工作作为支撑，技术工作贯穿于召回监管的

各个环节，故２００４年９月，质检总局批准成立国家质检总局缺陷产品管理中心，作为我国汽车产品召

回监管的技术支持机构，国家质检总局缺陷产品管理中心开展技术性、辅助性和服务性工作，主要承

担全国汽车、玩具等缺陷产品召回的日常管理与技术支持工作，具体承担如下工作：

———技术性业务工作。缺陷信息收集、备案信息管理、缺陷信息综合分析、缺陷技术初步分析、

缺陷技术认定建议、制造商召回报告技术评估、召回过程监测、召回效果技术评估等。

———技术保障工作。专家和检测机构资源管理、信息系统建设与维护、缺陷工程分析实验室建设

与运行、车辆事故深度调查体系建设与运行、产品伤害监测体系建设与运行。

———汽车召回关键技术研究。缺陷产品管理制度研究、缺陷产品管理相关标准化研究、汽车产品

召回关键技术研究。

———消费者宣传教育。组织开展产品安全和召回管理技术培训、组织开展消费者产品安全普及

教育。

１２３　生产经营者职责与义务
（１）生产者职责与义务

我国 《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条例》明确了生产者的以下职责和义务：

———对缺陷汽车产品，应当依照 《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条例》全部召回；

———应当建立并保存汽车产品设计、制造、标识、检验等方面的信息记录以及汽车产品初次销售

的车主信息记录，保存期不得少于１０年；

———应当将生产者基本信息、汽车产品相关信息等报国务院产品质量监督部门备案；

———获知汽车产品可能存在缺陷的，应当立即组织调查分析，并如实向国务院产品质量监督部门

报告调查分析结果；

———确认汽车产品存在缺陷的，应当立即停止生产、销售、进口缺陷汽车产品，并实施召回；

———应当配合主管部门的缺陷调查，提供调查需要的有关资料、产品和专用设备；

———认为其汽车产品不存在缺陷的，可在１５个工作日内提出异议并提供证明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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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责令实施召回时，应当立即停止生产、销售、进口缺陷汽车产品，并实施召回；

———应制定召回计划，并报国务院产品质量监督部门备案；

———修改已备案的召回计划应当重新备案；

———应将报国务院产品质量监督部门的召回计划同时通报销售者；

———应当按照召回计划实施召回；

———实施召回，应当以便于公众知晓的方式发布信息。告知车主汽车产品存在的缺陷、避免损害

发生的应急处置方法和生产者消除缺陷的措施等事项；

———对实施召回的缺陷汽车产品，应当及时采取修正或者补充标识、修理、更换、退货等措施消

除缺陷；

———应当承担消除缺陷的费用和必要的运送缺陷汽车产品的费用；

———应当按照主管部门的规定，提交召回阶段性报告和召回总结报告。

（２）经营者职责与义务

《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条例》同时明确了经营者的相关职责和义务：

———销售、租赁、维修汽车产品的经营者 （以下简称经营者）应当按照国务院产品质量监督部门

的规定建立并保存汽车产品相关信息记录，保存期不得少于５年；

———经营者获知汽车产品存在缺陷的，应当立即停止销售、租赁、使用缺陷汽车产品，并协助生

产者实施召回；

———经营者应当向国务院产品质量监督部门报告和向生产者通报所获知的汽车产品可能存在的缺

陷的相关信息；

———经营者应当配合缺陷调查，提供调查需要的有关资料。

１３　召回实施情况

自２００４年开始实施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制度至２０１２年１２月３１日，我国共实施缺陷汽车产品

召回５３５次，累计召回９４３８８７４辆缺陷汽车产品，历年召回数量随着汽车产销量的增加而逐年增多

（见表１）。

表１　历年召回数量及汽车产销量

年份
召回次数

（次）

召回数量

（辆）

汽车产量

（辆）

召回数量

占产量比

汽车销量

（辆）

召回数量

占销量比

２００４ １３ ３３１７２２ ５０７０５００ ６５４％ ５０７１１００ ６５４％

２００５ ２７ ５７８２５ ５７０７０００ １０１％ ５７５８２００ １００％

２００６ ４０ ３３６１４０ ７２８００００ ４６２％ ７１１００００ ４７３％

２００７ ３１ ６０５２１１ ８８８２４００ ６８１％ ８７９１５００ ６８８％

２００８ ４７ ５３８６２０ ９３４５１００ ５７６％ ９３８０５００ ５７４％

２００９ ５６ １３６１２６６ １３７９１０００ ９８７％ １３６４４８００ ９９８％

２０１０ １２３ １１７６９９５ １８２６４７００ ６４４％ １８０６１９００ ６５２％

２０１１ ８５ １８２７４９３ １８４１８９００ ９９２％ １８５０５１００ ９８８％

２０１２ １１３ ３２０３６０２ １９２７１８００ １６６２％ １９３０６４００ １６５９％

总计 ５３５ ９４３８８７４ １０５６２９５００ ８９０％ １０６０３１４００ ８９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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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历年召回数量及汽车产销量

图２　历年召回数量占汽车产销量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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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缺陷汽车产品召回情况分析

本报告在对国家质检总局２０１２年度发布的汽车产品召回通报情况进

行统计的基础上，分析了我国在本年度内缺陷汽车召回的产品缺陷类型

分布、缺陷涉及总成系统与产品数量的分布、品牌属性分类、对缺陷问

题的解决措施、缺陷汽车召回所涉生产者及召回数量、进口汽车缺陷产

品召回情况、汽车召回实施时间规律、受缺陷调查影响的召回情况等８个

方面的数据。

从召回次数来看：设计缺陷是２０１２年度我国汽车缺陷产生的主要因

素；缺陷涉及最多的总成系统依次是车身、电子电器、发动机、转向／悬

架、制动／车轮；生产者对汽车缺陷所采取的主要解决措施是更换总成或零

部件 （以下简称更换）。

３１　概述

３１１　本报告说明
汽车产品召回①是指汽车产品生产者对其已售出的汽车产品采取措施消除缺陷的活动。对缺陷汽

车产品实施召回，不仅是汽车生产者承担产品质量主体责任的表现，也是保护消费者人身与财产安全

的具体行动。

汽车召回通报数量或召回次数的变化，与汽车保有量、汽车产品质量、汽车生产者主体责任、

公共监管资源的投入等因素有关。汽车企业的主动召回行为应理解为其社会责任感的体现。

本统计分析的结果，可为汽车生产者判断其正在设计、生产、销售的产品是否存在类似的风险

并及时采取预防、纠正或改善措施提供参考；同样，对消费者及公众获知自己正在使用的或即将购买

的产品是否存在类似风险具有参考价值。

针对我国的缺陷汽车产品召回情况，本报告对国家质检总局在２０１２年度１１３次缺陷汽车产品召回

情况进行了统计分析，细节研究要素包括：

（１）缺陷汽车产品召回所涉缺陷类型分布；

（２）缺陷汽车产品召回所涉总成系统与产品数量的分布；

（３）缺陷汽车产品召回所涉品牌属性 （自主／合资／进口）分类；

（４）生产者对缺陷汽车产品召回所涉缺陷问题的解决措施；

（５）缺陷汽车产品召回所涉主要生产者及召回数量分布；

（６）进口缺陷汽车产品召回情况；

（７）缺陷汽车产品召回实施时间规律；

（８）受缺陷调查影响的缺陷汽车产品召回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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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１２　综合分析
根据国家质检总局发布的缺陷汽车产品召回通报，２０１２年度共发布召回１１３次。缺陷汽车产品召

回总数量为３２０３６０２辆，有７４家汽车生产者主动实施了缺陷汽车产品召回 （见表２）。

表２　我国２０１２年度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相关统计

缺陷汽车召回次数 缺陷汽车召回总数量 主动实施召回的生产者数量

１１３次 ３２０３６０２辆 ７４家

根据对２０１２年度的数据统计，分析结果如下：

（１）本年度汽车产品缺陷因素引发的召回，主要是设计缺陷，其次是制造缺陷。没有出现因标识

缺陷而引发的汽车产品召回。

统计结果表明，从召回次数上看，设计缺陷最为突出，为６３次，占总次数量的５５７５％。

（２）本年度汽车产品缺陷所涉各总成系统的召回次数从多到少依次是：车身、电子电器、发动

机、转向／悬架、制动／车轮。

统计结果表明，从车辆系统分布上看，车身系统缺陷最为突出，为４８次，占总次数的４２４８％。

（３）本年度缺陷汽车产品所涉各总成系统的召回数量从多到少依次是：电子电器、车身、转向／

悬架、制动／车轮、动力传动系统。

统计结果表明，从召回车辆数量上看，电子电器涉及的汽车数量最多，涉及用户的覆盖面最大，

为２２８１５３７辆，占缺陷汽车产品召回总量的７１２２％。

（４）本年度缺陷汽车产品召回所涉各品牌属性的召回次数从多到少依次是：进口品牌、自主品牌

和合资品牌。

统计结果表明，进口品牌汽车生产企业召回次数为５３次，占总次数的４６９０％。

（５）本年度缺陷汽车产品召回所涉各品牌属性的召回数量从多到少依次是：合资品牌、自主品

牌、进口品牌。

统计结果表明，合资品牌召回车辆数量最大，总数为２６７３１４７辆，占总召回数量的８３４４％。

（６）本年度汽车生产者对召回的缺陷汽车产品主要采取更换和修理两种措施消除缺陷。召回次数

从多到少依次是更换、修理。

统计结果表明，生产者主要采取更换措施来解决汽车缺陷问题，共为９４次，占缺陷汽车产品召回

总次数的８３１９％。

（７）本年度进口汽车缺陷产品召回其缺陷类型主要有两种，分别是制造缺陷和设计缺陷。

统计数据表明：从召回车辆数量上看，进口汽车实施召回的问题，制造缺陷是其主要缺陷，涉及

车辆１１９３０８辆，占进口汽车召回总量的６４３１％。

（８）本年度进口汽车所涉消除缺陷的主要措施是更换，其次是修理。

统计数据表明：采取更换措施消除缺陷问题的汽车数量为 １３１２９７辆，占进口汽车召回总数量

的７０７７％。

（９）本年度 “缺陷汽车产品召回时间敏感度”（简称Ｒｓｅｎ，即从产品的生产日期到发出对该产品

实施召回的时间间隔值）最快的为四个月，最慢超过了五年。

统计数据表明：本年度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的时间敏感度以大于五年为主体，共召回５８次，占汽车

召回总次数的５１３３％。

（１０）本年度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的 “月频次”（即每月发生召回的次数）最高的前三个月依次是：

１１月、３月和７月。

统计数据表明：１１月份共召回４８次，占总次４２４８％，涉及车辆３２４５２１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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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本年度受缺陷调查影响的缺陷汽车产品召回共计９次，占总召回次数的７９６％，涉及车辆

９３５０７８辆，占总召回数量的２９１９％。

３２　缺陷汽车产品召回所涉缺陷类型分布

３２１　缺陷的分类
根据 《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条例》规定，“本条例所称缺陷，是指由于设计、制造、标识等原

因导致的在同一次、型号或者类别的汽车产品中普遍存在的不符合保障人身、财产安全的国家标准、

行业标准的情形或者其他危及人身、财产安全的不合理的危险”。

因此，在汽车召回领域，对汽车产品的缺陷分类主要划分为三类：

（１）设计缺陷①：指由于技术的局限性、选材不当或其他原因，产品在最初设计时由于未考虑全

面，而使产品在使用过程中存在的某种潜在缺陷。

（２）制造缺陷②：指产品因在加工、制作、装配过程中某个工序或环节出现偏差、错误或疏忽，

而使一批产品存在缺陷。

（３）标识缺陷③：又称指示缺陷，指产品存在未能提供完整的、符合安全使用要求的操作使用说

明或警示说明等告知缺陷。

除了上述设计缺陷、制造缺陷及标识缺陷外，还有其他一些因素造成的缺陷，如运输、改装过程

中产生的缺陷。

３２２　缺陷类型的分布
根据上述对缺陷类型的划分，在２０１２年度的１１３次缺陷汽车召回中，属于制造缺陷的有５０次，

占总次数量的４４２５％，属于设计缺陷的有６３次，占５５７５％。２０１２年度没有出现因标识缺陷而实施

的汽车产品召回。

由此看出，汽车产品缺陷的产生，主要是制造缺陷和设计缺陷引起的。其相关数据和分布图分别

见表３和图３。

表３　２０１２年度产品缺陷类型分布

序号 缺陷类型 召回次数 占总次数比

１ 制造缺陷 ５０ ４４２５％

２ 设计缺陷 ６３ ５５７５％

３ 标识缺陷 ０ ０

合计 — １１３ １００％

通过进一步对其中的国产汽车召回产品的缺陷分类研究，统计结果表明：１１３次的召回中，涉及

国产汽车 （包括自主品牌和合资品牌）召回６０次，其中制造缺陷１８次，设计缺陷４２次。２０１２年度，

设计缺陷是我国生产车辆中缺陷汽车产品引发召回的主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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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２０１２年度缺陷汽车产品召回１１３次涉及缺陷类型的分布统计

３３　缺陷汽车产品召回所涉总成系统与产品数量分布

３３１　总成分类①

借鉴国外汽车召回产品缺陷归属总成系统的分类方法，结合我国实际情况，本研究将各类缺陷问

题分别划分到汽车的各总成系统中。研究结果表明，２０１２年度汽车缺陷主要涉及到如下六个汽车总成

系统：

（１）发动机

（２）车身部分

（３）转向／悬架

（４）制动／车轮

（５）动力传动系统

（６）电子电器

３３２　缺陷归属总成系统的分布统计
我国２０１２年度１１３次的缺陷汽车召回产品中，各总成系统召回次数及涉及车辆数见表４。

表４　２０１２年度缺陷汽车产品所涉总成系统统计

总成分类 召回次数 占总次数比 召回数量 占总数量比

发动机 １５ １３２７％ ４５１７６ １４１％

车身部分 ４８ ４２４８％ ４１８４００ １３０６％

转向／悬架 １３ １１５１％ ２６３９６０ ８２４％

制动／车轮 １１ ９７４％ １４８５３８ ４６４％

动力传动系统 ３ ２６５％ ４５９９１ １４３％

电子电器 ２３ ２０３５％ ２２８１５３７ ７１２２％

合计 １１３ １００％ ３２０３６０２ １００％

根据上表数据可看出：

（１）缺陷属于发动机系统的为１５次，占总次数的１３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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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缺陷属于车身系统的为４８次，占总次数的４２４８％；

（３）缺陷属于转向／悬架系统的为１３次，占总次数的１１５１％；

（４）缺陷属于制动／车轮系统的为１１次，占总次数的９７４％；

（５）缺陷属于动力传动系统的为３次，占总次数的２６５％；

（６）缺陷属于电子电器系统的为２３次，占总次数的２０３５％。

其统计分布图４、图５所示。

图４　２０１２年缺陷汽车产品１１３次涉及各总成系统的分布

图５　２０１２年缺陷汽车产品１１３次涉及各总成系统所占比例

对１１３次缺陷汽车产品的缺陷归属总成系统统计，２０１２年度汽车缺陷涉及最多的五类总成系统分别是：

（１）车身　　　　　４８次，占４２４８％

（２）电子电器 ２３次，占２０３５％

（３）发动机 １５次，占１３２７％

（４）转向／悬架 １３次，占１１５１％

（５）制动／车轮 １１次，占９７４％

３３３　各类总成系统所涉及的汽车数量统计
对１１３次计３２０３６０２辆缺陷汽车产品的召回统计，各总成系统涉及缺陷汽车的数量分布：
（１）发动机 ４５１７６辆，占１４１％

（２）车身 ４１８４００辆，占１３０６％
（３）转向／悬架 ２６３９６０辆，占８２４％

（４）制动／车轮 １４８５３８辆，占４６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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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动力传动系统 ４５９９１辆，占１４３％

（６）电子电器 ２２８１５３７辆，占７１２２％

其统计分布图６、图７所示。

图６　２０１２年度缺陷汽车产品召回总数量在各总成系统的分布

图７　各总成系统的召回数量占２０１２年总召回数量的比例

由上述统计数据可见，按总成系统分类，涉及汽车数量最多的五类系统分别是：电子电器、车身、

转向／悬架、制动／车轮、动力传动系统。

３３４　各类总成系统所涉主要零部件
各类总成系统所涉及到的主要零部件见表５及图８～图１２：

表５　２０１２年度缺陷汽车产品各总成系统所涉主要零部件

总成 所涉零部件 召回次数 召回次数占比

车身

门锁 ３６ ７５％

风窗 ３ ６２５％

检视盖板 ２ ４１７％

其他 （底盘涂层、安全带、车架、防摩

擦卡扣、前导流板、座椅、气囊）
７ １４５８％

小计 ４８ １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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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

总成 所涉零部件 召回次数 召回次数占比

电子电器

外部灯 ５ ２１７３％

车窗主控开关 ３ １３０４％

燃油压力传感器 ２ ８７０％

线束 ２ ８７０％

充电系 ２ ８７０％

气囊 ２ ８７０％

其他 （喇叭、刮雨器、仪表、胎压监控、

空调、安全带、其他）
７ ３０４３％

小计 ２３ １００％

发动机

燃油系 ６ ４０％

水泵 ４ ２６６６％

曲轴 ２ １３３３％

润滑系 １ ６６７％

活塞 １ ６６７％

涡轮 １ ６６７％

小计 １５ １００％

转向／悬架

转向管柱 ５ ３８４６％

转向助力 ４ ３０７７％

后轮外倾角 ２ １５３８％

三角臂 １ ７６９％

后桥螺栓 １ ７６９％

小计 １３ １００％

制动／车轮

行车制动 ７ ６３６４％

车轮 ２ １８１８％

驻车制动 １ ９０９％

其他 １ ９０９％

小计 １１ １００％

动力传动系统

变速器 １ ３３３３

车桥 １ ３３３３

换挡机构 １ ３３３３

小计 ３ １００％

— 合计 １１３ １００％

（１）主要涉及的车身零部件是门锁、风窗等，占比各为７５％和６２５％；

（２）主要涉及的电子电器零部件是外部灯、车窗开关、燃油压力传感器等，各占 ２１７３％、

１３０４％、８７０％；

（３）主要涉及的发动机零部件是燃油系、水泵等，占比各为４０％和２６６６％；

（４）主要涉及的转向／悬架零部件是转向管柱、转向助力等，占比各为３８４６％和３０７７％；

（５）主要涉及的制动／车轮零部件是行车制动、车轮等，占比各为６３６４％和１８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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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８　主要涉及的车身零部件占比

图９　主要涉及的电子电器零部件占比

图１０　主要涉及的发动机零部件占比

图１１　主要涉及的转向／悬架零部件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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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２　主要涉及的制动／车轮零部件占比

３４　缺陷汽车产品召回所涉品牌属性分类

３４１　缺陷汽车产品品牌属性分类
本研究中，将汽车产品所属品牌属性进行了划分，分为自主品牌、合资品牌和进口品牌三类。

（１）自主品牌①：指由国内企业自主开发，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品牌。

（２）合资品牌②：亦称合资自主品牌。指国内企业通过购买、引进外方产品技术平台，并在此基

础上重新开发出知识产权归属于合资企业的品牌。

（３）进口品牌③：指产品及相关知识产权等均由国外企业所拥有的品牌。

２０１２年度自主、合资与进口三类品牌汽车产品召回次与涉及车辆数量的统计分析见表６所示。

表６　２０１２年度三类品牌汽车产品召回次数与涉及车辆数量统计

序号 合资／自主／进口 召回次数 占总次数比 召回数量 （辆） 占总数量比

１ 自主 ３３ ２９２０％ ３４４９２９ １０７７％

２ 合资 ２７ ２３８９％ ２６７３１４７ ８３４４％

３ 进口 ５３ ４６９０％ １８５５２６ ５７９％

合计 — １１３ １００％ ３２０３６０２ １００％

３４２　缺陷汽车产品召回所涉及品牌的分布统计
在我国２０１２年度１１３次的缺陷汽车产品召回中，自主品牌汽车的召回次数为３３次，占总次数的

２９２０％。合资品牌汽车的召回次数为２７次，占总次数的２３８９％。进口品牌汽车的召回次数为５３次，

占总次数的４６９０％。其分布如图１３与图１４所示。

图１３　２０１２年度缺陷汽车产品召回１１３次在三类品牌中的分布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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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４　２０１２年度缺陷汽车产品召回１１３次数在三类品牌中的比例

根据以上数据统计可以看出，按缺陷汽车产品所属品牌属性排序，召回次数由多到少依次为是：

进口品牌、自主品牌和合资品牌。

３４３　对三类品牌所涉及汽车数量的统计分析
根据对１１３次计３２０３６０２辆缺陷汽车产品的召回情况统计，各品牌所涉及的缺陷汽车产品数量分别为：

（１）自主品牌：涉及车辆数３４４９２９辆，占总召回数量的１０７７％

（２）合资品牌：涉及车辆数２６７３１４７辆，占总召回数量的８３４４％

（３）进口品牌：涉及车辆数１８５５２６辆，占总召回数量的５７９％

其分布如图１５与图１６所示。

图１５　２０１２年度缺陷汽车产品召回总数量在三类品牌中的分布

图１６　三类品牌涉及车辆数在２０１２年度总召回数量的比例

根据对２０１２年度缺陷汽车产品召回３２０３６０２辆的统计，按各品牌涉及缺陷汽车产品数量的多少排

序，由多到少依次为：合资品牌、自主品牌、进口品牌。

３５　缺陷汽车产品召回所涉消除缺陷措施分布

３５１　缺陷汽车产品召回所涉消除缺陷措施
《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条例》规定：“对实施召回的缺陷汽车产品，生产者应当及时采取修正或

者补充标识、修理、更换、退货等措施消除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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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中，生产者对缺陷汽车产品的解决措施主要为更换、修理两类。

３５２　缺陷汽车产品所涉消除缺陷措施分布统计
对２０１２年度１１３次缺陷汽车产品召回中的解决措施进行统计见表７及图１７、图１８：

（１）采取更换措消除缺陷的为９４次，占缺陷汽车产品召回总次数的８３１９％；

（２）采取修理措施消除缺陷的为１９次，占缺陷汽车产品召回总次数的１６８１％。

表７　２０１２年度汽车生产者对缺陷产品采取的解决措施情况统计

序号 消除缺陷措施 召回次数 占总次数比

１ 更换 ９４ ８３１９％

２ 修理 １９ １６８１％

３ 补充标识 ０ ０

４ 退货 ０ ０

合计 — １１３ １００％

图１７　２０１２年各召回措施所占召回次数分布

图１８　２０１２年各召回措施的召回次数占总召回的比例

该统计数据表明：２０１２年度，汽车生产者对所召回的缺陷汽车产品主要采用了更换、修理两种消

除缺陷的措施，更换措施占最大比例，其次是修理。

３６　缺陷汽车产品召回所涉生产者及召回数量分布

根据国家质检总局缺陷汽车召回通报，２０１２年度我国汽车召回总数量为３２０３６０２辆，有７４家汽车

生产者主动实施了缺陷汽车产品召回。实施召回的主要生产者及其数量分布统计见表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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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８　２０１２年度汽车产品生产者召回数量统计

序号 生产者 召回数量 占总数量比

１ 天津一汽丰田汽车有限公司 ８１０４６０ ２５３０％

２ 广汽丰田汽车有限公司 ７０６８１６ ２２０６％

３ 东风本田汽车有限公司 ６０４１９８ １８８６％

４ 浙江豪情汽车制造有限公司 ３１０９７６ ９７１％

５ 上海通用汽车有限公司 １４７９７７ ４６２％

６ 华晨宝马汽车有限公司 １２０７６９ ３７７％

７ 北京现代汽车有限公司 ９７４５２ ３０４％

８ 神龙汽车有限公司 ６３３０１ １９８％

９ 长安福特马自达汽车有限公司 ６２４４５ １９５％

１０ 斯巴鲁汽车 （中国）有限公司 ５２６８２ １６４％

１１ 东风汽车有限公司 ４４２４１ １３８％

１２ 丰田汽车 （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３９４４２ １２３％

１３ 保时捷 （中国）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２０８９８ ０６５％

１４ 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乘用车分公司 １７８５３ ０５６％

１５ 四川一汽丰田汽车有限公司 １６２３７ ０５１％

１６ 沃尔沃汽车销售 （上海）有限公司 １２７９８ ０４０％

１７ 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１２３４０ ０３９％

１８ 其他 ６２７１７ １９６％

合计 — ３２０３６０２ １００％

２０１２年度我国缺陷汽车实施召回的主要生产者及其召回数量分布与所占比例，如图１９～图 ２０

所示。

图１９　２０１２年度我国汽车召回涉及的主要生产者及其数量分布

１—广汽丰田汽车有限公司；２—东风本田汽车有限公司；３—浙江豪情汽车制造有限公司；４—天津一汽丰田汽车有限公司；５—华晨

宝马汽车有限公司；６—北京现代汽车有限公司；７—上海通用汽车有限公司；８—神龙汽车有限公司；９—长安福特马自达汽车有限公

司；１０—斯巴鲁汽车 （中国）有限公司；１１—丰田汽车 （中国）投资有限公司；１２—东风汽车有限公司；１３—保时捷 （中国）汽车

销售有限公司；１４—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乘用车分公司；１５—四川一汽丰田汽车有限公司；１６—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１７—

沃尔沃汽车销售 （上海）有限公司；１８—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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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０　２０１２年度我国汽车召回主要生产者汽车召回数量所占比例统计

１—广汽丰田汽车有限公司；２—东风本田汽车有限公司；３—浙江豪情汽车制造有限公司；４—天津一汽丰田汽车有限公司；５—华

晨宝马汽车有限公司；６—北京现代汽车有限公司；７—上海通用汽车有限公司；８—神龙汽车有限公司；９—长安福特马自达汽车有

限公司；１０—斯巴鲁汽车 （中国）有限公司；１１—丰田汽车 （中国）投资有限公司；１２—东风汽车有限公司；１３—保时捷 （中

国）汽车销售有限公司；１４—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乘用车分公司；１５—四川一汽丰田汽车有限公司；１６—长城汽车股份有

限公司；１７—沃尔沃汽车销售 （上海）有限公司；１８—其他

３７　进口缺陷汽车产品召回情况

３７１　进口缺陷汽车产品召回所涉缺陷类型
对２０１２年度进口汽车的５３次召回进行统计分析：

（１）属于设计缺陷的汽车召回为２１次，占进口汽车召回总次数的３９６２％，涉及汽车６６２１８辆，

占进口汽车召回总数量的３６６９％；

（２）属于制造缺陷的汽车召回为３２次，占进口汽车召回总次数的６０３８％，涉及汽车１１９３０８辆，

占进口汽车召回总数量的６４３１％。

统计结果见表９。其数量分布及比例如图２１、图２２所示。

表９　２０１２年度进口汽车召回所涉产品缺陷类型统计

序号 缺陷分类 召回次数 占进口汽车总次数比 召回数量 占总数量比

１ 设计缺陷 ２１ ３９６２％ ６６２１８ ３６６９％

２ 制造缺陷 ３２ ６０３８％ １１９３０８ ６４３１％

３ 标识缺陷 ０ ０ ０ ０

合计 — ５３ １００％ １８５５２６ １００％

图２１　２０１２年度进口汽车召回缺陷类型的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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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２　２０１２年进口汽车召回所涉汽车数量统计

由该统计数据表明：从进口汽车的召回次数及召回数量来看，制造缺陷都是主要缺陷，其次是设

计缺陷。

３７２　进口汽车召回所涉消除缺陷措施的分布
在对２０１２年度进口汽车的５３次召回所采取的缺陷消除措施进行统计：

（１）采取更换措施消除缺陷问题的召回有４１次，占总次数７７３６％，涉及车辆数量为１３１２９７辆，

占进口汽车召回总数量的７０７７％；

（２）采取修理措施消除缺陷问题的召回有１２次，占总次数２２６４％，涉及车辆数量为５４２２９辆，

占进口汽车召回总数量的２９２３％。

统计结果见表１０。

表１０　２０１２年度进口汽车召回所涉消除缺陷措施分布

序号 消除缺陷措施 召回次数 占总次数比 召回数量 占总数量比

１ 更换 ４１ ７７３６％ １３１２９７ ７０７７％

２ 修理 １２ ２２６４％ ５４２２９ ２９２３％

３ 补充标识 ０ ０ ０ ０

４ 退货 ０ ０ ０ ０

合计 — ５３ １００％ １８５５２６ １００％

２０１２年度进口汽车召回所涉消除缺陷措施及其比例如图２３、图２４所示。

图２３　２０１２年进口汽车召回所涉消除缺陷措施的召回次数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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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４　２０１２年进口汽车召回所涉消除缺陷措施的召回次数占比统计

２０１２年度进口汽车召回所涉消除缺陷措施所涉及的车辆数量统计及其比例见图２５、图２６所示。

图２５　２０１２年进口汽车召回各消除缺陷措施所涉召回数量统计

图２６　２０１２年进口汽车召回各消除缺陷措施所涉召回数量的占比

由该统计数据表明：进口汽车实施召回的问题产品，消除缺陷问题的主要措施是更换，其次是修理。

３８　缺陷汽车产品召回时间规律

３８１　进口汽车产品召回的时间敏感度分析
“缺陷汽车产品召回时间敏感度” （简称Ｒｓｅｎ）① 是指投入市场的汽车产品从其生产 （出厂）的

日期到发出对该产品实施召回的时间间隔值，以年为计算单位。如：

Ｒｓｅｎ＝０５　　表示０５年，即六个月

Ｒｓｅｎ＝１ 表示１年

Ｒｓｅｎ＝５ 表示５年

本研究对２０１２年度５３次进口汽车产品召回进行了Ｒｓｅ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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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Ｒｓｅｎ＜０５即所召回的汽车产品，其时间跨度小于半年的为５次，占进口汽车召回总次数

的９４３％。

（２）０５＜Ｒｓｅｎ＜１即所召回的汽车产品，其时间跨度为半年到一年的为１０次，占进口汽车召回

总次数的１８８７％。

（３）１＜Ｒｓｅｎ＜２即所召回的汽车产品，其时间跨度为一年到两年的共９次，占进口汽车召回总

次数的１６９８％。　

（４）２＜Ｒｓｅｎ＜３即所召回的汽车产品，其时间跨度为两年到三年的共３次，占进口汽车召回总

次数的５６６％。　

（５）３＜Ｒｓｅｎ＜５即所召回的汽车产品，其时间跨度为三年到五年的共３次，占进口汽车召回总

次数的５６６％。

（６）Ｒｓｅｎ＞５即所召回的汽车产品，其时间跨度大于五年的共 ２３次，占进口汽车召回总次数

的４３４０％。

２０１２年度进口汽车Ｒｓｅｎ统计与比例分析见表１１及图２７、图２８所示。

表１１　２０１２年度进口汽车Ｒｓｅｎ涉及召回次数统计与比例分析

序号 Ｒｓｅｎ 召回次数 占总次数比

１ Ｒｓｅｎ＜０５（小于半年） ５ ９４３％

２ ０５＜Ｒｓｅｎ＜１（半年到一年） １０ １８８７％

３ １＜Ｒｓｅｎ＜２（一年到两年） ９ １６９８％

４ ２＜Ｒｓｅｎ＜３（两年到三年） ３ ５６６％

５ ３＜Ｒｓｅｎ＜５（三年到五年） ３ ５６６％

６ Ｒｓｅｎ＞５（大于五年） ２３ ４３４０％

合计 — ５３ １００％

图２７　２０１２年度进口汽车Ｒｓｅｎ涉及召回次数分布

图２８　２０１２年度进口汽车Ｒｓｅｎ涉及召回次数所占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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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８２　２０１２年度我国全部召回的 “缺陷汽车产品召回时间敏感度”（Ｒｓｅｎ）分析
本研究对２０１２年度共实施召回１１３次进行了Ｒｓｅｎ分析：

（１）Ｒｓｅｎ＜０５所召回的汽车产品，其时间跨度小于半年的为１１次，占汽车召回总次数的９７３％；

（２）０５＜Ｒｓｅｎ＜１所召回的汽车产品，其时间跨度为半年到一年的共１３次，占汽车召回总次数的１１５０％；

（３）１＜Ｒｓｅｎ＜２所召回的汽车产品，其时间跨度为一年到两年的共１１次，占汽车召回总次数的９７３％；

（４）２＜Ｒｓｅｎ＜３所召回的汽车产品，其时间跨度为两年到三年的共８次，占汽车召回总次数的７０８％；

（５）３＜Ｒｓｅｎ＜５所召回的汽车产品，其时间跨度为三年到五年的共１２次，占汽车召回总次数的１０６２％；

（６）Ｒｓｅｎ＞５所召回的汽车产品，其时间跨度大于五年的共５８次，占汽车召回总次数的５１３３％；

２０１２年度我国缺陷汽车产品召回与其生产时间间隔分析统计见表１２及图２９、图３０所示。

表１２　２０１２年度Ｒｓｅｎ涉及召回次数统计与比例分析

序号 Ｒｓｅｎ 召回次数 占总次数比

１ Ｒｓｅｎ＜０５（小于半年） １１ ９７３％

２ ０５＜Ｒｓｅｎ＜１（半年到一年） １３ １１５０％

３ １＜Ｒｓｅｎ＜２（一年到两年） １１ ９７３％

４ ２＜Ｒｓｅｎ＜３（两年到三年） ８ ７０８％

５ ３＜Ｒｓｅｎ＜５（三年到五年） １２ １０６２％

６ Ｒｓｅｎ＞５（大于五年） ５８ ５１３３％

合计 — １１３ １００％

图２９　２０１２年度Ｒｓｅｎ涉及召回次数分布图

图３０　２０１２年度Ｒｓｅｎ涉及次所占比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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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数据表明：本年度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的时间敏感度以大于五年为主体，共召回５８次，占汽车

召回总次数的５１３３％。

３８３　缺陷汽车产品召回次数的时间分布规律
本研究对２０１２年我国缺陷汽车产品月度召回次数及涉及车辆数量进行了统计，统计结果见表１３

及图３１、图３２、图３３所示。

表１３　２０１２年度我国缺陷汽车每月召回次及涉及汽车数量统计

月份 召回次数 占总次数比 召回数量 （辆）

１月 ２ １７７％ ５３８１６

２月 ５ ４４２％ ３８７９０

３月 １１ ９７３％ ７００２６３

４月 ８ ７０８％ ７１５７６

５月 ７ ６１９％ ４９５８３

６月 ３ ２６５％ １１１４１６

７月 １０ ８８５％ １０２２７１

８月 ５ ４４２％ １６３５２５

９月 ３ ２６５％ ６２５６５

１０月 ５ ４４２％ １３９６７３４

１１月 ４８ ４２４８％ ３２４５２１

１２月 ６ ５３１％ １２８５４２

合计 １１３ １００％ ３２０３６０２

图３１　２０１２年各月份缺陷汽车产品召回次数分布

图３２　各月份缺陷汽车产品召回次数占２０１２年总召回次数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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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３　２０１２年度我国缺陷汽车产品召回通报涉及车辆数量月份统计图

　　统计表明，２０１２年度我国缺陷汽车产品召回最为频繁的三个月份依次是：１１月、３月、７月。召

回次数分别为４８次、１１次和１０次。

统计结果表明，２０１２年度缺陷汽车产品召回数量最为集中的月份，分布在１０月、３月、１１月，依

次为１３９６７３４辆、７００２６３辆和３２４５２１辆。

３９　受缺陷调查影响的召回①情况

２０１２年度，我国汽车生产者主动发起召回１０４次，占总召回次数的９２０４％，涉及车辆２２６８５２４

辆，占涉及车辆总数的７０８１％。受缺陷调查影响的召回９次，占本年度召回次数的７９６％，涉及车

辆９３５０７８辆，占涉及车辆总数的２９１９％。

本研究对２０１２年度中国汽车产品召回类型统计见表１４及图３４～图３７。

表１４　２０１２年度中国汽车产品召回类型统计

召回类型 召回次数 占总次数比 召回数量 占总数量比

生产者主动召回 １０４ ９２０４％ ２２６８５２４ ７０８１％

受缺陷调查影响的召回 ９ ７９６％ ９３５０７８ ２９１９％

合计 １１３ １００％ ３２０３６０２ １００％

图３４　我国２０１２年度汽车召回类型分布

７２

① 本报告中 “受缺陷调查影响的召回”是指在召回主管部门的介入下，生产者对缺陷产品实施召回的活动。



图３５　我国２０１２年度汽车召回类型分布占比

图３６　我国２０１２年度各类汽车召回数量

图３７　我国２０１２年度各类汽车召回数量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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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外汽车召回情况比较

　　美国、欧盟、日本等发达国家均有发展得较为成熟完善的召回管理制

度，其召回程序、监督管理和赔偿问题等都有明确的法律规定，强有力地

维护着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２０１２年度美国、欧盟、澳大利亚、日本、韩国等国家或地区共发起缺

陷汽车产品召回１２１６次，在上述几个主要国家中，美国发起的召回次数是

最多的，平均每０６１天召回１次。

本研究选取召回制度最为成熟的美国为例，与我国召回情况进行比较

分析，我国与美国主动召回占比都较大，中国略高于美国，在召回车辆数

量上，美国２０１２年召回数量超出了其产销量。

４１　国外召回概述

４１１　美国
美国是最先实行缺陷汽车产品召回制度的国家，也是实际运用汽车召回措施最频繁的国家。

美国主管汽车召回的部门是国家高速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ＨｉｇｈｗａｙＴｒａｆｆｉｃＳａｆｅｔｙ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ＮＨＴＳＡ），隶属于交通部，下设政策运营、交通伤害控制、车辆安全三大部门。

车辆安全部门下设执法局，负责缺陷调查、机动车安全符合性监管等汽车召回工作，其中，缺陷

调查办公室 （ＯｆｆｉｃｅｏｆＤｅｆｅｃｔｓ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ＯＤＩ）负责接受车辆用户投诉并开展车辆缺陷调查，

车辆安全监管办公室 （ＯｆｆｉｃｅｏｆＶｅｈｉｃｌｅＳａｆｅｔｙＣｏｍｐｌｉａｎｃｅ，ＯＶＳＣ）负责对新产品标准符合性进行

监管，车辆研究与测试中心 （Ｖｅｈｉｃｌｅ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ＴｅｓｔＣｅｎｔｅｒ，ＶＲＴＣ）负责汽车产品缺陷工程技

术实验分析。

《美国法典》第４９主题３０１篇 《机动车安全》，《联邦行政法典》第４９主题５７３部分 《缺陷

不符合报告》、５７４部分 《轮胎确认和信息记录》、５７７部分 《缺陷和不符合的通知》、５７８部分

《民事处罚和刑事处罚》和５７９部分 《缺陷和不符合的责任》，都对机动车的安全召回明确予以

规定。

４１２　欧盟
欧盟与产品召回密切相关的部门是健康与消费者保护总司 （ＨｅａｌｔｈａｎｄＣｏｎｓｕｍｅｒｓＤｉｒｅｃｔｏｒａｔｅ－

Ｇｅｎｅｒａｌ）。欧盟通过制定统一的汽车产品安全规章、工作程序、指南、框架等指导性文件确保欧盟各

国在汽车召回执法工作上的公平、公开和一致性，并对各成员国的执行情况进行监督。

２００４年欧盟颁布了 《欧盟通用产品安全指令》，适用于其管辖范围内所有产品的通用安全要

求，《欧盟通用产品安全指令》界定了产品安全、召回等基本概念，规定了产品安全的基本要求、

合格评定的程序和标准的采用等。该法由欧盟各成员国转化为国内立法，成为产品召回遵守的基

本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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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１３　日本
日本负责汽车产品召回的部门为国土交通省 （ＭｉｎｉｓｔｒｙｏｆＬａｎｄ，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ａｎｄ

Ｔｏｕｒｉｓｍ），组织开展缺陷调查，收集来自各个渠道的投诉信息，组织开展验证性实验，出具技术分析

报告，通知生产者发起召回并向社会公布召回信息。其下属的汽车交通局技术安全部审查课负责汽车

事故原因的调查、要求制造商调查汽车安全性能、责令召回等工作，其技术支撑机构交通安全环境研

究负责从技术上分析制造商缺陷调查报告及评估制造商召回的有效性。

日本是召回制度最为严格的国家之一。其道路运输车辆的根本法是１９５１年６月颁布的 《公路运输

车辆法》，这也是汽车召回制度最重要的法律依据。

４１４　澳大利亚
澳大利亚产品召回主管部门为行业竞争及消费者委员会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ｎ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ａｎｄＣｏｎｓｕｍｅｒ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ＡＣＣＣ），其中负责机动车召回的下属机构是交通与地区服务部 （ＤＯＴＡＲＳ）。

澳大利亚１９７４年颁布的 《联邦贸易实践法》对产品召回做出了明确规定，该法第６５条规定了召

回相关的惩罚措施。

４１５　韩国
韩国汽车召回主管部门是韩国国土交通海洋部 （ＭＬＴＭ），技术支持机构是韩国汽车检测研究院

（ＫＡＴＲＩ）。ＭＬＴＭ负责制定与召回执法相关的政策、法规，启动缺陷调查程序，下达召回建议或命令。

ＫＡＴＲＩ通过收集相关缺陷信息开展安全标准符合性验证和缺陷调查。韩国从１９９２年开始实施汽车召回

制度，《汽车制造安全标准》是其缺陷汽车产品召回所依据的重要法规标准。

４２　国内外汽车召回次数及月频次比较

２０１２年度美国、欧盟、澳大利亚、日本、韩国共发起汽车产品召回１２１６次。其中，美国发起的召

回次数是最多的，其次是日本。召回次数的统计结果参见表１５及图３８、图３９所示。

表１５　２０１２年度国内外汽车产品召回次数及召回月频次统计

序号 召回发起国／地区 召回次数 Ｆｍ平均值 （次／月）

１ 中国 １１３ ９４２

２ 美国 ５８６ ４８８３

３ 欧盟 １４６ １２１７

４ 澳大利亚 １４０ １１６６

５ 日本 ２７９ ２３２５

６ 韩国 ６５ ５４２

— 合计 １３２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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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８　国内外汽车产品召回次数统计图

图３９　国内外汽车产品召回月频次比较图

２０１２年度各国及地区发布汽车产品召回结果如下：

（１）美国：２０１２年度召回５８６次，Ｆｍ平均值为４８８３次／月；

（２）日本：２０１２年度召回２７９次，Ｆｍ平均值为２３２５次／月；

（３）欧盟：２０１２年度召回１４６次，Ｆｍ平均值为１２１７次／月；

（４）澳大利亚：２０１２年度召回１４０次，Ｆｍ平均值为１１６６次／月；

（５）中国：２０１２年度召回１１３次，Ｆｍ平均值为９４２次／月；

（６）韩国：２０１２年度召回６５次，Ｆｍ平均值为５４２次／月。

统计分析结果表明，美国是发起汽车产品召回月频次最高的国家，平均每月发起４８８３次召回，

即每０６１天就发布１次召回，其次是日本，平均每月发起２３２５次。

４３　国内外汽车产品召回数量及产销量比较

２０１２年度各国缺陷汽车产品召回数量与其产销量的情况统计见表１６及图４０～图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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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６　中国、美国２０１２年度召回数量、汽车产销量比较

序号 国家 召回数量 汽车产量
召回数量占

产量比
汽车销量

召回数量占

销量比

１ 中国 ３２０３６０２ １９２７１８００ １６６２％ １９３０６４００ １６５９％

２ 美国 １６２２１５７７ １０３２８９００ １５７０５％ １４４９２３９８ １１１９３％

３ 日本 ５９５１０３４ ９９４２７００ ５９８５％ ５３７００００ １１０８２％

４ 韩国 １６２１８０ ４５５７７００ ３５６％ ８１９８３６５ １９８％

图４０　２０１２年度各国的召回数量、产销量比较

图４１　２０１２年度各国的召回数量占产销量的比例

２０１２年度中国召回３２０３６０２辆缺陷汽车产品，占汽车产量１６６２％，占汽车销量１６５９％。

２０１２年度美国召回１６２２１５７７辆缺陷汽车产品，高于汽车产销量，占汽车产量１５７％，占汽车销

量１１１９３％。

２０１２年度日本召回５９５１０３４辆缺陷汽车产品，占汽车产量５９８５％，占汽车销量１１０８２％。

２０１２年度韩国召回１６２１８０辆缺陷汽车产品，占汽车产量３５６％，占汽车销量１９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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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４　中国、美国汽车产品主动召回情况比较

２０１２年度，中国生产者主动召回１０４次，占总召回次数的９２０４％，受缺陷调查影响的召回９次，

占总召回次数的７９６％。

２０１２年美国有４４４次是由汽车生产者主动发起的，占总召回次数的７５８０％，受缺陷调查影响的

召回是指由ＮＨＴＳＡ发起的１４２次召回，占总召回次数的２４２０％，分别由其下设部门ＯＤＩ与 ＯＶＳＣ发

起１３８次和４次。见表１７及图４２、图４３。

表１７　中国、美国２０１２年度主动召回、受缺陷调查影响召回情况统计

国家 主动召回次数 主动召回占比 受缺陷调查影响的召回次数 受缺陷调查影响的召回占比

中国 １０４ ９２０４％ ９ ７９６％

美国 ４４４ ７５８０％ １４２ ２４２０％

图４２　中国、美国２０１２年度主动召回、受缺陷调查影响的召回次数

图４３　中国、美国２０１２年度主动召回、受缺陷调查影响的召回次数占比

　　２０１２年度，中国生产者主动召回车辆数量为２２６８５２４辆，占召回总量的７０８１％，受缺陷调查影
响的召回数量为９３５０７８辆，占召回总量的２９１９％。
２０１２年度，美国生产者主动召回车辆６８４０６８１辆，占召回总量的４２１７％，受缺陷调查影响的召

回数量为９３８０８９６辆，占召回总量的５７８３％。见表１８及图４４、图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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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８　中国、美国２０１２年度主动召回、受缺陷调查影响召回的召回数量情况

国家 主动召回数量 主动召回占总数量比 受缺陷调查影响的召回数量 受缺陷调查影响的占总数量比

美国 ６８４０６８１ ４２１７％ ９３８０８９６ ５７８３％

中国 ２２６８５２４ ７０８１％ ９３５０７８ ２９１９％

由上述分析可见，从召回次数上看，中国、美国主动召回的比例均高于受缺陷调查影响的召回比

例，中国企业主动召回现象更为明显。

从召回数量上看，中国主动召回的汽车数量超过７０％，而美国受缺陷调查影响的召回数量高于主

动召回数量。

图４４　中美２０１２年度主动召回、受缺陷调查影响的召回数量

图４５　中美２０１２年度主动召回、受缺陷调查影响的召回数量占总量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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