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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四轮低速电动车逐渐成为不少地方
人们出行的交通工具。然而，作为一种交通工
具，它未被列入“国家机动车产品公告目录”，不
具备按照机动车实行登记上牌管理和强制保险
的条件。不少人认为，四轮低速电动车处在交管
部门的监管盲区，存在着安全隐患。

随着多地陆续出台关于低速电动车的整治
和管理措施，低速电动车的上路合法性和身份问
题，再次成为人们讨论和关注的焦点。四轮低速
电动车如何规范上路？行业如何更好发展？近
日，记者采访了相关企业和业内人士。

需求大市场广阔
四轮低速电动车由于具有遮风挡雨、价格亲

民、充电方便等特点，被广泛用于农产品运输、乡
村旅游以及日常通勤代步。特别是在农村乡镇
地区大受欢迎，从专门从事电动车制造的江苏金
彭集团有限公司的销量数据中可见一斑。

“我们生产的电动车基本都是销往农村乡镇
地区。”江苏金彭集团有限公司副董事长刘志培
告诉记者，从2020 年开始，企业已经连续3年稳
居四轮低速电动车产销量全国第一。今年1月份
至4月份的销量更是增势迅猛，比2022年同期增
长了150.7%。

四轮低速电动车一头连着消费者，另一头连
着数以万计的上下游企业。数据显示，以江苏徐
州地区为例，四轮低速电动车行业相关从业人员
已经超过1.3万人。

“这是一个产值近百亿元的产业。”刘志培
说，近10年来，四轮低速电动车实现了飞速发展，
预计今年全国总产量将达150万辆，全国范围内
也催生了一条包括200余家生产企业、3万余家供
应商链配套和10万余家经销商的产业链。

高度关注四轮低速电动车产业发展的江苏
民营经济统战研究协同创新基地负责人兼首席
专家卢勇表示，四轮低速电动车匹配了乡村道路
实际和乡村需求，符合我国国情。“四轮低速电动
车产业兼具显著的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在广泛
需求背景下，市场发展潜力巨大。预计‘十四五’
时期我国老龄人口总量将达3亿，其中超亿老龄
人口在县域以下，他们需要有买得起、用得起的
交通出行工具。”卢勇说。

受欢迎也存争议
四轮低速电动车在市场中广受欢迎的同时，

争议也一直伴随左右。
在6月份举行的《江苏省道路交通安全条例

（修订草案）》立法听证会上，公安部交通管理科
学研究所研究员应朝阳表示，按照《道路交通安
全法》，不存在“四轮低速电动车”的提法，因此它
属于机动车一类，从性质和属性上来说四轮低速
电动车就是一类汽车。

针对四轮低速电动车的产品定性问题，刘志
培有自己的看法。“四轮低速电动车的重点在于
低速度和限区域，产品主要是在县域的非机动车
道上行驶，不进主城区、不上高速和高架等快速
路，不能归属于高速汽车类别，而应该是二轮、三
轮电动车的升级换代产品。”刘志培说，四轮低速

电动车产业属于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生产规模
大，从业人员多，应该引导其合规有序发展。应
该将四轮低速电动车定义为国家尚未明确产品
品类和技术标准的一个“市场有需求、管理未规
范”的灰度产业。

卢勇认为，2018年，国家工信、发改、科技、公
安、交通、市场监管等六部委曾联合发布《关于加
强低速电动车管理的通知》，按照“升级一批、规
范一批、淘汰一批”总体思路来梳理四轮低速电
动车产业的发展，提出加快制定发布国家标准，
建立完善低速电动车管理体系。“四轮低速电动
车的提法是有出处的，国家标准委于 2016 年 10
月正式立项并下达《四轮低速电动车技术条件》
推荐性国家标准的制定计划。而且产业发展总
体是符合国家节能与新能源产业政策的，也匹配
乡村经济发展，有很强实用价值，应尽快出台相
关技术标准，引导和规范行业健康有序发展。”卢
勇说。

统筹发展和安全
2018年以来，经过5年多的规范和行业洗牌，

在技术进步推动下，四轮低速电动车已向驾乘智
能化、高端化方向发展，产品品质有了很大提
高。未来，四轮低速电动车的路该怎么走？社会
上出现两种声音：一些人认为应该正视需求，积
极引导产业发展。另一些人则认为四轮低速电
动车安全隐患大，应限制上路。

南京市公安局交管局秩序大队四级高级警
长张家驯表示，低速电动四轮车并未列入“国家
机动车产品公告目录”，不具备按照机动车实行
登记上牌管理和强制保险的条件，一旦上路行驶
存在严重的安全隐患。

对此卢勇并不认可。“理论上来讲，从配置、
安全保障上看，四轮电动车的事故率应该是比较
低的。为什么二轮、三轮低速电动车可以有生产
许可证，四轮低速电动车却不能有？”卢勇认为，
没有权威部门公布的四轮低速电动车的道路交
通事故率与二轮、三轮低速电动车以及汽车的对
比分析数据，不足以说明其安全性较低。

如何推动产业健康发展，卢勇建议，可以借
鉴二轮电动车标准制定和治理历程，在牌照、路
权方面进行分级管理，理顺产业发展、百姓需要、
道路交通和社会治理的关系，构建四轮出行多元
生态。“应当把四轮低速电动车定义为乘用车新
的品类，发挥我国四轮低速电动车产业链完整、
产品竞争力强等优势，引导企业坚持创新，实现
产业规范发展、高质量发展。”卢勇说。

江苏师范大学法学院院长菅从进则表示，从
立法角度看，对于四轮低速电动车这样的“新生
事物”的管理和引导，涉及千家万户的生命财产
安全，应更具灵活性和适用性。对四轮低速电动
车要实现从生产设计、销售、运行、矛盾纠纷化
解、管理等方面的法律规制化，并将其纳入法治
规范。

“可以考虑将审批权限下放给地方政府，允
许各地方根据自身交通状况，因地制宜地制定四
轮低速电动车的路权限制政策，更好满足群众需
求。”菅从进说。 来源：经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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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暑期，全国旅游市场复苏势头强
劲，旅游人次和收入节节攀升。连日来，全
国各地一些热门景区，总是能见到一群群着
装整齐、肩背小书包的中小学生，在带队老
师的组织下，满怀期待与兴奋踏上研学之
旅。

自2016年教育部等11个部门联合印发
《关于推进中小学生研学旅行的意见》后，研
学旅行被纳入中小学生的日常教学计划当
中。数据显示，2019年研学旅行人数为480
万人次，2021 年达到 494 万人次，2022 年突
破600万人次，创下历史新高，研学旅行越来
越受到学校和家长的重视。

此前被疫情抑制的出游需求得以释放，
今夏游客出行量激增，暑期有明显的出游
潮。携程平台发布的数据显示，研学游成为
众多学生和家长的热门选择。2023年研学
暑期订单量同比增长超30倍，7月订单量环
比前两个月增长280%。从供给侧角度看，北
京一地的研学产品数量是去年的1.8倍。

研学游一头连着课堂，一头连着广阔的
自然与社会。旅行平台数据显示，目前最受
欢迎的研学内容设计，以人工智能、科学探
索、名校参访为主。以北京某旅行社推出的
名校名企研学线路为例，学生们可以前往国
内顶尖学府，与在校大学生面对面沟通交
流；到知名企业智慧物流体验基地，实地参
观自动化设备，感受科学技术在各行各业的
应用。学生还可以亲自动手体验智能化操
作流程。

不少家长认为，暑期让孩子跟随研学旅
行线路参访名校、逛博物馆、体验非遗技艺
等，能够让他们感受到真实的大学校园生
活，接触多元文化，激发孩子的学习兴趣，让
孩子在旅行中增长见识，开阔眼界。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研学之旅并非单
纯让孩子外出游玩，而是要在“万里路”中读
好“万卷书”。他们不仅仅是观光者，更是文
化交流的参与者和体验者。让学生们学到
课堂上没有的知识，开拓学生的眼界，丰富
对世界的认知，深度体验多元文化的魅力，
才是研学游的要义所在。

面对暑期家长和孩子旺盛的出游需求，
市场上一时涌现大量研学游项目和产品，难
免产生货不对板、服务欠缺等问题，给学生
和家长带来“体验落差”。部分研学课程设
计不够科学，没能合理平衡“游”与“学”的比
例，导致出现“游而不学”的情况。此外，一
些进行学科类培训的机构也转战研学旅行，
这让研学旅行活动设计趋向同质化。

在“乱花渐欲迷人眼”的研学线路选择
中，家长需审慎甄别，选择符合孩子个人特
点和兴趣的研学项目。研学机构要更加注
重产品设计，深入挖掘研学项目主题，科学
设置“学”“游”活动时长；加强师资力量，配
备优质研学游导师，让学生在“第二课堂”中
能够“游有所学”，真正获得文化的滋养。政
府部门应加大监管力度，加快制定行业标
准，让研学旅行发展更加规范、安全。

来源：光明网

研学游
要“游有所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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