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违规修改车辆额定功率、替车检

验、使用OBD（车载诊断系统）作弊器

……一段时间以来，生态环境部公布多

批机动车排放检验领域造假案例。

“新华视点”记者调查发现，有些检

测机构篡改数据故意“放水”，替车检验

已成灰色产业链，环检造假让一些尾气

超标车辆“带病上路”。

数据被频频“动手脚”
违规修改车辆额定功率

2024年4月，福建省漳州市生态环

境局在日常巡查时发现，铭进汽车检测

服务有限公司尾气环检合格率高达

99%，远高于行业一般水平。同时，在

该机构进行检测的同车型车辆，报告上

的额定功率各不相同，引起了执法人员

的怀疑。

执法人员表示，额定功率是机动车

检测过程中的重要参数，对于同一辆车

来说，检测时车辆功率越高，尾气排放

值也相应增高。

“我们到检测站现场检查时，发现有

4辆车的实际额定功率与检测报告上显

示的不一致。”漳州市生态环境局副局长

占国兵说，重新检测后，这几辆车的氮

氧化物浓度等指标均比此前检测结果高。

在执法人员提供的一份“在用车检

验（测）报告”上，记者看到，一辆某

物流公司的重型半挂牵引车实际额定功

率为339千瓦，报告上被修改为120千

瓦。漳州市生态环境局执法支队二大队

大队长李政新说，调低功率后，该车辆

氮氧化物浓度等指标达标，最终取得了

合格报告。

通过篡改额定功率来造假并不罕

见。辽宁大连近期公布的4起机动车检

测机构弄虚作假典型案例中，有2起涉

及“通过擅自降低车辆额定功率的方

式，使车辆顺利通过环保排放检验”。此

前，江西、黑龙江等地也分别公布过相

关案例。

有些检测机构凭空捏造数据。执法

人员介绍，当车辆进入环检线，检验员

会插卡读取车载OBD数据。但在执法过

程中发现，有些车辆缺少这一步骤，

OBD数据也未上传至相关平台，但检测

报告中却出现了相应数据，且注明检测

合格。

还有些检测机构在软件检测参数上

“做手脚”。生态环境部2024年11月公

布的一起典型案例中，安徽马鞍山一家

机构串通检测软件开发公司，在后台违

法设置修正参数，通过调整修正参数数

值，人为降低各项污染物排放浓度，使

排放不合格车辆通过检测，出具虚假检

验报告500余份。

造假成灰色产业链
作弊器可网购

记者调查发现，除了在检测数据上

造假，一些检测机构还在车辆上“做文

章”，包括替车检验、加装作弊器、安装

气体过滤装置等多种方式。

生态环境部2024年10月通报一起

典型案例，安徽一家检测机构的一条检

测线频繁有车辆重复检测，且和临近检

测线多次出现同步检测情况。执法人员

经过数据比对、视频追踪、现场检查等

方式，发现该机构对于部分重型柴油车

等，长期使用汽油车代替检验，2023年

12月以来，累计出具虚假合格检验报告

71份。

据介绍，环检替车检验有多种方

式：比如用汽油线的车辆替代汽柴混合

线的车辆进行检测，等同于用汽油车代

替柴油车检测；或者通过网购假车牌、

修改车架号、安排外观形似的车辆进行

替检。

有公安民警告诉记者，替车检验涉

及检测站、维修站、中介、车主等多个

环节，已经形成一条完整的灰色产业

链。之前查处的一起替车检验案件中，

中介负责在互联网平台发布代检广告、

收集代检车辆寄来的行驶证、购买假车

牌，维修站负责打刻代检车辆的车架

号、更换尾部标志，检测机构确保检测

“过关”，替检一辆车收3000元，再进行

分赃。

此外，近年来，OBD作弊器频频出

现在机动车检测造假案件中。

李政新说：“OBD通过监测汽车发

动机、催化转化器等关键部件实时检测

车辆状态。如果尾气超标，会发出警

示。”而OBD作弊器通过连接被检测车

辆的OBD接口，可以随意调整、替换超

标数据，从而使传输至官方指定计算机

的数据符合尾气排放标准，一键“合

格”。

记者调查发现，在互联网平台可以

轻易买到此类作弊器。在某二手交易平

台，一名主营汽车二手配件的商家挂出

形似电路板的“OBD 过滤器”，标价

300元，今年以来已销售3单。

该商家表示，这款“OBD过滤器”

可任意“写数据”，“有CAN的车基本都

能装”。福建省福州市一家机动车维修站

负责人告诉记者：“CAN即控制器局域

网，相当于汽车的‘中枢神经系统’，基

本每辆车都有。”执法人员表示，凡涉及

“数据定制”的绝大多数都属于用OBD

作弊器造假。

加强监管和行业自律
多措并举综合整治

机动车特别是重型货车尾气治理，

是大气污染治理的重要方面。作为“守

门人”的机动车排放检验机构，对于推

动移动源污染减排、实现环境空气质量

持续改善，作用不容小觑。

自2024年9月起，生态环境部等部

门在全国部署开展机动车排放检验领域

第三方机构专项整治。截至2024年12

月，有650家机构被采取断网等惩戒措

施，580家被取消资质资格，110家性

质恶劣的被追究刑事责任。

业内人士透露，机动车环检造假乱

象频出，有近年来检测机构增多、竞争

加剧的原因，有些机构为了“抢生意”，

故意“放水”。数据显示，2023年我国

机动车检验机构数量为15760家，相比

2020年增长约30%。快速增长的供给侧

引发市场恶性竞争，机构之间大打价格

战。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

治法》，伪造机动车、非道路移动机械排

放检验结果或者出具虚假排放检验报告

的，没收违法所得并处十万元以上五十

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取消检

验资格。

此前通报的案例中，多家检测机构

因弄虚作假被罚款或注销资质认定书。

上海宝山区人民法院2024年宣判的一起

虚假检测案件中，被告人刘某、谢某因

犯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罪分别被判处有期

徒刑两年六个月和两年。

执法人员表示，环检造假证据固定

难，执法存在跨地域、跨部门等情况，

建议用数字化视频系统加强对检测机构

的实时监控，开发大数据模型分析研

判，进一步升级技术筛查手段；建立健

全联合工作机制，多部门衔接联动，对

违规违法行为露头就打、全链条打击。

“机动车检验领域竞争越来越激烈，

需要优化资源配置，加强行业自律，发

挥行业协会的引领作用，通过提高硬件

水平、检测技术、服务质量等方式，提

高市场竞争力，避免无序‘内卷’。”福

建省泉州市一家汽车检测站负责人表示。

（据新华社福州2月11日电 记者王
成、吴剑锋）

教育部发布758项
新版职业教育
专业教学标准

记者2月11日从教育部获悉，教育

部近日印发758项新修（制）订的职业教

育专业教学标准，覆盖《职业教育专业目

录》1434个专业的52.9%，涉及19个专

业大类、90个专业类。其中，中职标准

223项，高职专科标准471项，职业本科

标准64项。

新标准包含概述、专业名称（专业代

码）、入学基本要求、基本修业年限、职业

面向、培养目标、培养规格、课程设置及

学时安排、师资队伍、教学条件、质量保

障和毕业要求等11个方面要素。与原

标准相比，系统设计了中职、高职专科、

职业本科教学要求，更加强化职业综合

素质和行动能力培养，促进专业教学紧

跟产业和技术发展，推动以数字化和人

工智能赋能教学。

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负责

人介绍，2021年，教育部发布新版《职业

教育专业目录》，一体化设计中职、高职

专科、职业本科专业。新增、更名、合并、

撤销专业总体幅度高达60%，很多专业

的名称和内涵发生变化。

（据新华社电记者胡梦雪）

这是2月8日拍摄的特斯拉上海储
能超级工厂（无人机照片）。2月11日，
特斯拉上海储能超级工厂在上海自贸区
临港新片区正式投产。这是特斯拉在美

国本土以外的首个储能超级工厂项目。
历时7个月，特斯拉上海储能超级工厂
于2024年12月底竣工。

新华社记者方喆摄

篡改数据、替代参检、使用OBD作弊器……

机动车环检造假乱象调查

特斯拉上海储能超级工厂投产

中消协点名
“两个菜要价844元”
损害消费者利益

据新华社北京2月11日电（记者赵
文君）中国消费者协会11日发布2025

年春节消费维权分析，餐饮消费、文化

娱乐、电商网购、文旅出行等方面维权

诉求较为集中。

中消协有关负责人表示，张家界

“土家园”饭店联手出租车司机揽客，

两个菜要价844元，价格远高于市场平

均水平。这种定价行为不仅损害了消费

者的经济利益，还破坏了公平竞争的市

场环境。逢节必涨是供需矛盾下的正常

现象，但涨价应在合理范围。

过道加凳子、观众坐台阶，有的影

院“超员”售票影响了观影体验，票价

暴涨与硬件服务缩水形成反差，消费者

隐性权益受到侵害，文娱、旅游等行业

缺乏服务质量标准以及相关管理措施。

中消协建议，各地相关部门发布消

费提示时，可通过自媒体政务平台发布

“消费风险地图”，实时更新景区人流、餐

饮投诉热点区域等信息。敦促各企业明

示价格涨幅上限等，经营主体应做好价

格公示，确保消费者对价格波动知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