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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强制性标准《快递专用电动三轮车技术要求》 

（征求意见稿）编制说明 

 

一、项目来源 

为促进快递业健康发展，国务院于 2015 年 10 月印发了《关于促

进快递业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2015〕61 号，以下简称《若干

意见》），明确提出“改进快递车辆管理”，“研究出台快递专用电

动三轮车国家标准以及生产、使用、管理规定”，“解决'最后一公

里'通行难问题”。为贯彻落实上述文件精神，2016 年 3 月，国标委

下达《快递专用电动三轮车技术要求》国家强制性标准制定计划，明

确项目主管部门为国家邮政局，主要起草单位为邮政科学研究规划

院。 

 

二、目的意义 

（一）制定快递三轮车国家标准是促进快递业健康发展的重要举

措。近年来，我国快递业发展迅速，在降低流通成本、支撑电子商务、

服务生产生活、扩大就业渠道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2015 年，我

国快递业业务收入、业务量分别达到 2760 亿元、206 亿件，同比增

幅为 35%、48%，日均服务用户达到 1.1 亿人次。国家高度重视快递

业的发展，《若干意见》指出“快递业是现代服务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推动流通方式转型、促进消费升级的现代化先导性产业”。当前，

快递末端服务环节缺乏统一、规范的运输工具，快递车辆城市通行不

畅，已成为制约发展的瓶颈。《若干意见》明确提出，“以解决制约

快递业发展的突出问题为导向”，“研究出台快递专用电动三轮车国

家标准”，“解决'最后一公里'通行难问题”。制定快递三轮车国家

标准是对症施策、完善制度、补齐短板、保障服务供给的重要举措。 

（二）制定快递三轮车国家标准是保障快递业有序运行的重要措

施。电动三轮车广泛应用于我国快递末端服务环节。快递服务与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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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人民生活密切相关，快件末端的服务能力和水平，直接关系到

快递全程时效和用户服务感受。电动三轮车凭借机动灵活、低碳环保、

性价比高等优势，成为快件投递服务的首选交通工具，也是承载快递

末端服务的最重要、最有效的运输工具。使用电动三轮车是快递运营

的重要基础条件，符合我国国情和快递发展业情。制定快递三轮车国

家标准是破解快递“最后一公里”通行难题的重要措施，对于推动快

递业规范、高效使用电动三轮车，有效提升服务质量和水平具有十分

重要的意义。 

（三）制定快递三轮车国家标准是改进快递电动三轮车管理的重

要基础。快递电动三轮车起步晚、发展快，技术性能不统一，安全性

能不稳定，管理制度不健全，给生产运营和道路交通安全带来严重隐

患。以往出台的相关行业标准由于层级低、非强制、权威性弱，难以

为加强和改进快递电动三轮车管理提供有力的支撑。制定国家强制性

标准，提升标准层级和权威性，科学设定快递三轮车在安全等方面的

技术底线和技术门槛，有利于充分发挥标准的基础性、约束性作用，

为完善相关制度规定、提升车辆生产质量、改进车辆管理、保障交通

运行安全，提供了重要的技术基础。 

 

三、主要工作过程 

标准征求意见稿的起草主要经历了以下过程： 

（一）项目启动 

2015 年 12 月，国家邮政局组织召开标准启动会议，确定了标准

起草组由邮政科学研究规划院、公安部交通管理科学研究所、公安部

道路交通安全研究中心、国家轻型电动车及电池产品质检中心、部分

快递三轮车生产企业和快递企业组成。2016 年 3 月，全国汽车标准

化技术委员会摩托车分技术委员会也加入标准起草组。 

（二）调研 

2016 年 1 月，国家邮政局联合国家标准委、公安部相关部门组成

调研组，赴江苏徐州、南京、无锡三地进行调研。调研组深入了解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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递三轮车生产、使用和管理等现状，并听取三地快递企业、车辆生产

企业、检测机构、公安、工信、工商、质检等部门对编制快递专用电

动三轮车国家标准的意见和建议。 

（三）资料收集 

在调研的同时，起草组认真查阅《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

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有关规定，并参

考了电动自行车、机动轮椅车、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等相关国家

标准，对在非机动车道上行驶车辆的技术参数进行了分析和比较。在

此基础上，结合我国快递电动三轮车生产和使用状况，以及相关国家

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企业标准和国外标准，确定了《快递专

用电动三轮车技术要求》国家强制性标准的研究内容。 

（四）标准框架编写 

2016 年 1 月，起草组在无锡召开标准编写研讨会，确定了标准

编写的原则和主要思路。2016 年 3 月 22 日，起草组邀请部分电动三

轮车生产厂家，就快递专用电动三轮车的整车结构、整车质量、车速

控制、制动方式、外观尺寸、安全性能、节能环保等内容进行研讨。

在此基础上，起草组结合前期确定的标准编写原则，于 2016 年 3 月

27 日完成标准框架的编写。 

（五）征求意见稿起草 

2016 年 3 月 28 日到 3 月 31 日，起草组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

集中进行标准征求意见稿的编写。在此期间，起草组逐条研究和讨论

标准文稿，尤其是对关键技术指标进行了深入论证，形成了标准征求

意见稿（初稿）。4 月 5 日，国家邮政局组织召开标准协调组办公室

会议，听取国家标准委、公安部交通管理局、质检总局、工商总局等

部门对标准征求意见稿（初稿）的修改意见和建议。会后，起草组根

据研讨会议精神，修改形成标准征求意见稿。 

 

四、主要制订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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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 

3、YZ/T0136-2014《快递专用电动三轮车技术要求》 

4、GB 3565《自行车安全要求》 

5、GB 17761-1999《电动自行车通用技术条件》 

6、GB 7258-2012 《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 

7、GB 24155《电动摩托车和电动轻便摩托车 安全要求》 

8、GB/T1.1-2009《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的结构和编

写》 

 

五、标准编写原则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相关规定，本标准将快

递三轮车定位于在非机动车道上行驶的专门用于快件收寄和投递的

专用车辆。为此，起草组形成了以下编写原则。 

1、确保安全性原则 

快递三轮车作为公共交通的参与者，涉及快递员人身安全、快件

安全，同时涉及其他在非机动车道上行驶车辆及人员的安全。本标准

遵循确保安全性原则，在整车质量、最高车速、规格尺寸、车架结构、

制动距离、电气安全等方面进行严格控制，提高整车的安全性能，保

障车辆运行安全。 

2、突出专用性原则 

快递专用电动三轮车国家标准应围绕解决快递“最后一公里”问

题，强化其专用性能。统一最高车速、统一车型设计、统一服务标识，

突出行业特点，使快递专用电动三轮车在外观标识、技术性能、作业

装备等方面，明显区别于其他电动三轮车。 

3、体现环保性原则 

快递三轮车作为低碳环保的交通运载工具，国家标准编制中进一

步强化了“绿色环保”理念。标准鼓励采用环保材料及国家积极倡导

的新能源动力电池，着力提高快递作业效率，促进行业节能减排。 

4、坚持创新性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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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要突出体现技术引领特征，提升科技含量。标准提出安装防

改装控制器、限定电机转速，控制最高车速；运用车联网、卫星定位

等技术，实现对快递三轮车的远程控制，达到自动锁车防盗、智能调

度车辆等目的；采用新型电池和新材料，减小整车质量、增加续驶里

程、延长快递三轮车的使用寿命。 

 

六、主要内容说明 

1、快递三轮车的尺寸限值 

1）车宽和车高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规定：“自行车、

电动自行车、残疾人机动轮椅车载物，高度从地面起不得超过 1.5 米，

宽度左右各不得超出车把 0.15 米，长度前端不得超出车轮，后端不

得超出车身 0.3 米 ”，快递三轮车的车宽尺寸在车把宽度尺寸

（680mm～730 mm）基础上左右各加 0.15m，从而得出车宽尺寸限值

为 1000mm，高度尺寸限值为 1400mm。  

2）车长 

车长尺寸主要由车厢尺寸、驾驶宽度和轮胎尺寸等组成。具体数

值如下图所示，计算得出车长限值应在 3000mm 以内。 

 

 

2、车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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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最高车速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五十八条规定：“残疾人

机动轮椅车、电动自行车在非机动车道内行驶时，最高时速不得超过

十五公里”。由于快递三轮车在非机动车道上行驶，又带有一定重量

的厢体，车速过快不仅对其他车辆造成潜在威胁，也会给快递员的自

身安全以及快件安全带来隐患。因此，标准规定“快递三轮车最高车

速不应大于 15 km/h”，同时要求“快递三轮车控制器在技术特性上

应有防改装设计”。  

2）起步加速性能 

考虑到其他交通参与者的安全，尤其是在居民小区等人员密集地

方，快递三轮车启动时不应加速过快。因此，标准规定快递三轮车 4 

s 内起步加速应不大于 5 km/h。 

3、整车质量 

为最大程度地降低快递三轮车的自重，从而降低安全风险，相比

YZ/T 0136《快递专用电动三轮车技术要求》行业标准，本标准对快

递三轮车的整车质量做了大幅度的修改，由原来的不大于 300kg（轻

型）降低为不大于 200kg。各部分的质量依据参见下表： 

部件名称 
原标准的整车质

量组成（kg） 

本标准的整车

质量组成(kg) 
备注 

车架总成 55 43.5 结构简化 

车厢总成 78 35 
钢制材料改为铝合金

材料 

轮毂总成 31 30 规格减小 

后桥总成 24.3 23  

电机 4 3.7  

电池 78 22 
铅酸电池改为新能源

锂电池 

前叉 13 13  

板簧 10.5 9  

其他附件 15 10 座位减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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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308.8 189.2  

4、最大装载质量 

最大装载质量主要依据快件实际装载质量确定。快递企业日均投

递重量一般在 300-360 公斤之间，按每天投递两个频次计算，每次送

货重达 150-180 公斤。如遇周末及促销活动，货物重量还有所提升。

为此，标准规定最大装载质量为 180 公斤。 

5、蓄电池 

考虑到降低整车质量以及低碳环保特性，起草组建议快递三轮车

采用新能源锂电池。电池容量（续驶里程 60km）的计算过程如下：

以 48V 锂电池为例，平路行驶电流为 I=P/V=693.4/48=14.4A，电池容

量为：14.4 x 4=57.6Ah。考虑快递三轮车频繁启动等因素，电池容量

宜选择 48V60Ah；如选择 60V 锂电池，电池容量宜选择 60V48Ah，

可满足车辆额定连续输出功率的相关要求。 

6、制动 

制动分为行驶制动和驻车制动两种情况。制动距离虽然与车速和

整车质量有直接关系，但也与制动装置及选用的材料有关。标准依据

行业标准样车测试结果，规定干态制动距离为 3m，湿态为 4 m。考

虑到快递三轮车在工作时经常停靠的特点，标准还对驻车制动提出了

“在没有驾驶员的情况下，也应能停在上、下 15°坡道上”的要求。 

7、爬坡能力 

由于大多数快递三轮车行驶在坡道较小的城市道路上，参考

CJJ37-2012 《城市道路工程设计规范》中的有关规定，当设计速度

在 20～30（km/h）时，最大纵坡的极限值为 8%。因此，标准规定“快

递三轮车满载时的爬坡能力应不小于 6°”，对应百分比约为 10%。 

8、厢体要求 

1） 尺寸限值 

出于安全考虑，快递三轮车的厢体尺寸不宜过大，但应能满足快

递服务的需要。其尺寸限值主要依据快件外包装和车辆外形尺寸确

定。快件通用的包装箱外形尺寸见下表，按照满载系数 0.65~0.7 核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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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采用 4、5 号包装箱混装，最多可装载 50 个包装箱，需要装载容

积约为 1.1m
3。由于车辆的宽度限值为 1000mm，高度限值为 1400mm，

考虑车架、轮胎的尺寸，标准规定厢体的宽度限值为 950mm，高度

限值为 900mm，长度限值为 1400mm。 

 

纸箱

型号 

纸箱尺寸

（mm） 

尺寸（mm） 1400×0.95×0.90 

容积（m
3
） 1.197 

系数 0.65 0.7 

有效容积

（m
3
） 

0.77805 0.8379 

1 53×29×37 0.056869 13.68  14.73  

2 53×23×29 0.035351 22.01  23.70  

3 43×21×27 0.024381 31.91  34.37  

4 35×19×23 0.015295 50.87  54.78  

5 29×17×19 0.009367 83.06  89.45  

 

2） 标识 

关于车辆标识问题，各有关部门先后出台了若干规定。其中，《关

于加强和改进城市配送管理工作的意见》（交运发(2013)138 号）指出，

要推动城市配送车型向标准化、厢式化发展，加快开展城市配送车辆

统一标识管理工作；《交通运输部 公安部 商务部关于加强城市配送

运输与车辆通行管理工作的通知》（交运发(2014)35 号）强调，城市

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要会同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制定城市配送车辆

专用标识式样和管理规范。此外，《国务院关于促进快递业发展的若

干意见》也明确要求，各地要规范快递车辆管理，逐步统一标志，对

快递专用车辆城市通行和临时停靠作业提供便利。 

为落实上述文件精神，标准规定应安装快递标识，并在标准附录

C 中给出尺寸、字体及颜色等要求。标准还规定快递三轮车厢体上应

有地方标识，由各省（区、市）相关部门根据地方的人文环境和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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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点，设计其快递三轮车地方标识的图案和颜色，使其融于城市的景

致中。 

除此之外，目前部分在用快递三轮车的顶部安装了货架，用于携

带体积较大的快件。但这种做法对车辆行驶安全，以及非机动车道上

其他车辆的通行造成不良影响。因此，标准规定“厢体顶部、左右侧

面不应安装有外凸物”。 

9、试验方法 

标准在第六章给出了试验方法，便于设计部门、生产部门和使用

部门采用规范的方法，验证车辆是否满足标准规定的各项关键技术指

标的相关要求。 

 

七、标准中涉及专利情况说明 

在本标准制定过程中，尚未发现标准中有技术内容涉及专利。 

 

八、废止现行相关标准的建议 

本次制定的标准为国家强制性标准。新标准发布后，建议原

YZ/T0136-2004《快递专用电动三轮车技术要求》行业标准同时废止。 

 

九、快递三轮车生产成本分析 

与在用的快递三轮车相比，满足本标准规定的快递三轮车，其生

产成本将有所增加。成本差异主要体现在： 

1、厢体材料 

在用快递三轮车的厢体主要采用钢材，质量较重，但价格较低。

而本标准规定的车辆，整车质量轻，厢体宜采用质量较轻的新材料（如

铝合金等），在保证整体强度不降低、甚至有所提升的情况下，价格

较高，预计新材料厢体的价格增加近 800 元。 

2、新能源电池 

在用快递三轮车的蓄电池一般采用铅酸电池，使用寿命短，价格

较低。为满足本标准有关续驶里程、整车质量等要求，建议采用更加

环保的锂电池或光伏电池，价格将高出 2000 多元，但锂电使用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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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长。 

此外，本标准还规定了车辆应安装卫星定位车载终端、预留手持

终端充电接口等内容，成本也会比在用的快递三轮车有所提高。综上，

相比在用快递三轮车，满足本标准规定的快递三轮车的价格大约高出

4000 元。 

 

十、相关建议 

快递三轮车标准的有效实施与车辆的规范管理密不可分。在制定

《快递专用电动三轮车技术要求》国家标准的同时，建议同步制定快

递专用电动三轮车管理规定。在管理规定中，建议对快递三轮车实施

严格的闭环管理，对生产、检测、人员培训、使用及监督管理等做出

规定。各地相关部门应在管理规定的指导下，制定本省（区、市）实

施细则，重点规范车辆的标识、生产、使用、管理等内容，做到生产

有标准、质量有检测，管理有措施，监督有成效。 

 

 

 

 

标准起草组 

二〇一六年四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