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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豪华型”车更像是摩托车
十多辆崭新的电动自行车，从大到小，

排列在闵行区莘朱路虹梅南路口。“欢迎光
临，我们车行里品种齐全，各种款式随便挑。”
一个年轻的车行员工在店门口热情地招揽生
意，说到“品种”和“款式”时，刻意用重
音强调。

陈列在路边的，近半数属于超标车，而且
销路不错，这个车行员工对此毫不避讳。“对
车速、车身大小、电池续航距离，不同顾客有
不同需求，我们都会尽量满足。”他知道不久
前全市专项整治超标电动自行车，“那 !个月
大家都在避风头，等到 "月结束整治以后，周
围几乎每家店又开始卖‘豪华型’车了。”超标
车的体积和重量偏大，通常被冠以“豪华型”
的名头。在外行看来，它们更像摩托车。
“我们如果不卖，生意没法做，估计要跌

一半销量，早就关门了。”他的说法并不夸张，
记者昨天暗访莘朱路、莲花路、罗秀路、龙吴
路、百色路等路段近十家电动自行车销售点，
坚持不卖超标车的，寥寥无几。大多数车行门
口，都出现了同一幅画面———“大块头”超标
车，和小一号的达标车挤在一起，“环肥燕
瘦”，任君挑选。

业内人士介绍，出现在闵行的画面并非
特例，而是全市的一个缩影。在众多城郊结合
部以及郊区不少乡镇，都能轻而易举地看到
大量“豪华型”电动自行车。

号称代办外牌实为假货充数
“这几款可以办理上海牌照，那些‘豪华

型’都不行。”顺着车行员工手指的方向，好几
辆超标车“正大光明”地和达标车并排而立，
从前脸到车身，都明显“胖”一大圈。

买超标车，肯定不能上沪牌———所有销
售商都会这么告诉消费者。从 #$$"年 %月
开始，交管部门就制定了《上海市二轮非机动
车产品上牌备案登记表》，即“上牌目录”，并
且不定期更新。只有名列“目录”的车，才能办
理沪牌。

市自行车行业协会秘书长郭建荣解释
说，“目录”由协会负责制作，送交管部门备
案，上牌时严格比对、查验品牌和型号。超标
车不可能被列入“目录”，所以无法上沪牌。

一旦无牌无证上路，驾驶者将面临数百
元处罚，所以许多人选择上外牌“曲线救车”。
“我们店能帮你解决外地牌照。”昨天下午，一
个车行员工拍着胸脯承诺说，只要把身份证
复印件交给车行，就能免费代办江苏牌照。

多名业内人士透露，事实上，近年来随着
本市加强整治力度，并与其他省市密切联动，
上海超标车办外地牌照越来越难。罗秀路一
家车行老板老杨坦言：“现在根本上不了外
牌，号称能代办的，其实全是拿假牌假证忽悠
人。”他说，超标电动自行车除了没法上牌，一
般也拿不到发票。“车行只愿提供收据，以此
作为保修凭证。生怕将来消费者被查到后，有
关部门根据发票追究销售商的责任。”

“暗度陈仓”只为逃避检查
浙江人老杨 &$年前就在上海做起了电

动自行车的生意。他说，今年全市启动专项整
治前，生产、销售超标车属于基本行规。
“这次整治，我被罚了 &$$$元，本来打算

再也不卖超标车了，可没想到周边同行那么
快都恢复了，把我生意抢走一半。”于是，老杨
赶紧在车行附近的小区租下了一个仓库。
“我准备偷偷进货，放在仓库里。顾客进

门之后，先给他们看图片，有需要的，再带去

仓库交易。”老杨这招“暗度陈仓”，是业内不
少商家逃避检查的惯用手法。

如顾客坚持要先看样车，老杨也有应对
之策。“选两辆新车，拆掉包装，然后推到旁边
的水果店和便利店门口。”他解释，万一遇到
整治，就说是路人临时停车，和本店无关。
“移花接木”的另一种方法是直接拆掉车

前轮或后轮，摆在店内陈列，如果执法人员问
起来，就谎称是正在维修的问题车，不属于销
售范围。

有的商家喜欢和执法单位捉迷藏：白天

歇业，晚间运作；工作日关门，双休日开张。
不过，更多销售商比老杨胆子大，肆无忌

惮地把超标车摆在店门口或店堂中，公然叫
卖。近几年，针对超标电动自行车，全市集中
整治多次，每次只能维持一段时间疗效。久而
久之，违规者便掌握规律，有了“耐药性”———
只要避过风头，总能强势反弹。要想保持长久
疗效，保护守法厂商，专项整治后亟需执法常
态化。建议有关部门不定期、不定点突击抽
查，加大处罚力度，对屡禁不止者，除了罚款，
还可吊销执照。

违规生产、销售超标电动自行车整治行动结束
一个多月后，记者暗访本市多家车行———

“豪华型”车：避过风头 公然叫卖
本报记者 曹刚

今年2月15日至5月15
日，本市公安、工商、质量技
术监督局、经济和信息化委
员会四部门开展为期3个月
的联合执法行动，查处违规
生产、销售超标电动自行车
的行为。

专项行动结束一个多
月后，记者走访本市多家电
动自行车生产、销售企业，
发现沉寂多日的违规现象
又迅速死灰复燃，令部分守
法诚信的厂商苦不堪言。

! ! ! !一般而言!时速超过 !"公里!外观豪

华!体积庞大!或没有脚踏功能的电动自行

车!均属超标"

但从严格意义上说! 根据国家标准

#$%&&'%(%))) #电动自行车通用技术条

件$规定!与是否合格相关的检验项目共有

*+项% 其中最高车速&制动性能&车架,前

叉组合件强度等 *个'否决项(必须全部达

标)整车重量&脚踏功能等 %-个'重要项(

中至少 %.项达标)轮胎宽度&整车外观要

求等 %*个'一般项(中至少 )项达标!就可

判为合格% 反之即超标%

超标车中!不乏三无产品!但更多出自

正规厂家!其中有一些还是知名品牌&著名

商标%单看售价!同一品牌的超标车往往比

达标车贵!但消费者为何明知超标!还宁愿

多出钱*

超标车的一些特点! 确实迎合了部分

消费者的喜好+++外观豪华! 漂亮! 有派

头)行驶速度快)座椅宽大!驾驶或载人时!

坐着舒服)载重较大!可以装更多货)车身

重!电池多!续航里程更长%

然而! 驾驶者却面临交通事故概率增

大的严重后果% 虽然超标车能满足不少需

求!但这些需求往往并不合理!超速&超重&

超宽!埋下了安全隐患%

目前购买超标车后! 很可能无牌无证

或假牌假证开上路!面临一系列经济处罚%

,上海市道路交通管理条例$第九章第六十

五条规定! 对不能提供来源合法凭证的车

辆!可以暂扣或者没收)能提供车辆来源合

法凭证!但未取得号牌&行车执照的!对助

动自行车驾驶人员! 处 %""元以上 .""元

以下罚款%

如果车辆被扣! 驾驶人员还要多支付

一笔拖车费和停车费% 本报记者 曹刚

! ! ! !本市几家电动自行车的生产和销售企
业近日联名给本报写信：专项整治本是维
护道路安全、规范市场环境的好事，为何反
倒让守法经营的商家吃亏？

销售商 生意一天不如一天
李大明-化名.是上海一家专营电动自

行车的车行老板，最近一个月，他的生意一
天不如一天。按往年经验，'月已进入销售
旺季，但现在店里的销量却比去年同期跌
了 !$(。最近 !天，才卖了 &辆车。原因只
有一个———不允许卖超标车，他遵守了，但
别人没有。

今年联合执法行动刚开始，李大明就
把原本占店内总销量 )$(的“豪华型”车
退给了生产厂家。“现在我只卖可以上牌的
达标车，但一些消费者点名要买‘豪华型’
车，我没法满足，亏了。”
从 "月起，李大明发现，身边有车行开

始偷偷卖超标车。“本来大家都在同一起跑
线上竞争，现在人家店里的品种多得多，我
的生意就很难做了。”

生产商 工人做两天休三天
“车行卖超标车，是因为还有企业在生

产，没止住源头。”夏峰-化名.是本市一家

电动自行车生产企业的销售经理。“今年我
们厂停产超标车后，)条生产线停了 #条，
工人往年这个时候都在忙着加班，现在却
只能做两天休三天。”最近几天，频频有车
行老板催他，快点恢复生产“豪华型”车。
夏峰在这一行已干了 *年，其间历经

多次整治：“#$$"年和 #$$'年，全市都有
专项整治，但没过多久就死灰复燃了，这次
也不例外。”

夏峰记得，#$$'年整治后，企业停产
“豪华型”车，支撑了#年，专卖店关掉一大
半，最终还是迫于市场压力，步其他生产企
业后尘，又走回违规的老路。他期盼有公平
的市场竞争环境。“我们守法经营，他们却
趁机占领市场，获取高额利润。这样下去，
守法有什么意义呢？” 本报记者 叶薇

!焦点关注"

守法经营的商家岂能吃亏？

!焦点链接"

何为超标电动自行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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