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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安部十二项公安交管“放管服” 
改革新举措解读 

 
10 月 22 日，公安部在京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公安部推

出服务“六稳”“六保”、深化公安交管“放管服”改革、

优化营商环境等方面的 12 项措施情况。 

一、进一步推行异地通办 

（一）摩托车登记和考证方面 

一是推行摩托车驾驶证“全国通考”。申请人可以凭居

民身份证在全国范围内任一地申领摩托车驾驶证，不需要再

提交居住证或者居住登记凭证，进一步便利群众就近、自主

考试领证。 

二是推行摩托车转籍信息网上转递。对在全国范围内办

理摩托车转籍登记的，申请人可以直接到车辆迁入地车辆管

理所申请办理，不需要再回迁出地验车、提取档案。车辆信

息网上转递，更加适应常态化疫情防控需要，减少面对面接

触式办理业务，减少群众两地间往返、减轻群众负担。 

（二）机动车登记方面 

根据公安部《机动车登记规定》，目前机动车所有人可

以在户籍地以外办理机动车登记，满足群众异地工作生活驾

车需求；但同时需要提交所在地居住证明，以便提供精准化

服务管理。 

此次改革试行私家车登记持身份证全省通办，对本省户

籍居民在省（区）内异地办理小微型非营运载客汽车新车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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册登记的，申请人可以凭居民身份证直接申请，无需再提交

居住证或居住登记凭证，便利群众省内异地购车登记，助推

省域经济一体化发展。这项改革先行在内蒙古、安徽、福建、

江西、湖北、广东、广西、海南、贵州、云南、陕西、甘肃

等 12 个省（区）试点。对于已经实行小客车总量调控的地

方，仍需按当地政策执行。 

（三）二手车出口方面 

一是便利临牌核发。对二手车出口企业收购机动车用于

出口的，简化办理转移登记手续，可以直接申领临时行驶车

号牌，不需要再核发正式号牌，简化手续，减轻企业负担。 

二是便利转移登记。对二手车出口企业在异地收购机动

车的，可以在机动车原登记地直接申领临时行驶车号牌，不

需要返回企业所在地办理，减少企业两地间往返，降低交易

成本。 

二、进一步推进简政放权 

（一）机动车安全技术检验方面 

一是扩大私家车免检范围。在实行 6 年以内的非营运 6

座以下小微型客车免检基础上，进一步扩大免检范围，将 6

年以内的 7至 9座非营运小微型客车（面包车除外）纳入免

检范围。每两年需要定期检验时，机动车所有人提供交通事

故责任强制保险凭证、车船税纳税或者免税证明后，可以直

接向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申请领取检验合格标志，无需到

检验机构进行安全技术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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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优化检验周期。对超过 6年不满 10 年的非营运小微

型客车（面包车除外），检验周期由每年检验 1次放宽至每

两年检验 1次，即私家车 10 年内仅需上线检测 2次，分别

是第 6年、第 8年。对 10 年以上的私家车，仍然按照原规

定的检验周期执行，即 10 年至 15 年的，每年检验一次，15

年以上的，每半年检验一次。该措施实施后，全国将有 1.7

亿多私家车主享受到改革带来的便利。 

有两种特殊情况：一是面包车实际使用中非法改装、客

货混装等问题比较突出，由此引发的群死群伤事故时有发

生，此次暂不纳入免检范围。二是免检车辆如果发生造成人

员伤亡的交通事故或者非法改装被依法处罚的，对车辆安全

性能影响较大，仍需按原规定周期检验。 

（二）驾驶证申领方面 

目前我国居民人均寿命提升、健康状况改善，人民群众

在生产生活中驾车出行需求持续增长。人民群众呼吁进一步

放宽学驾年龄，进一步方便就近体检。此次改革，公安部会

同相关部门深入研究论证，进一步优化驾驶证申领条件。 

一是放宽小型汽车驾驶证申领年龄。对申请小型汽车、

小型自动挡汽车、轻便摩托车驾驶证的年龄上限由 70 周岁

调整为不作限制，对 70 周岁以上人员考领驾驶证的，增加

记忆力、判断力、反应力等能力测试，且需每年进行一次身

体检查，提交体检证明。 

二是优化大型客货车驾驶证申领条件。申请大型客车、

牵引车驾驶证的年龄下限由26周岁、24周岁降低至22周岁，



4 
 

申请大中型客货车驾驶证年龄上限由 50 周岁调整至 60 周

岁。同时，缩短增驾时间间隔，申请大型客车驾驶证的，由

取得大型货车驾驶证至少 5年缩短至 3年；申请牵引车和中

型客车驾驶证的，由取得大型货车驾驶证至少 3年缩短至 2

年。同时安全标准不降低，要求增驾大型客货车驾驶证时驾

驶人无相应周期的满分记录，保证驾驶人守法安全驾驶经

历，把好驾驶准入关。 

三是扩大体检医疗机构范围。对办理机动车驾驶证需要

提交身体条件证明的，体检机构由县级或者部队团级以上医

疗机构扩大到具备健康体检资质的二级以上医院、乡镇卫生

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健康体检中心等医疗机构。 

此次还推出了便利残疾人家庭共用车辆的措施，对于持

有小型自动挡汽车驾驶证（C2）以上的人员，可以驾驶上肢

残疾人专用小型自动挡载客汽车，这项措施便利残疾人家庭

成员及其他服务残疾人出行的人员共用车辆，更好保障残疾

人权益。 

三、进一步深化网上服务 

（一）“互联网+交管”方面 

一是推行道路运输企业信息查询提示服务。公安交管部

门通过互联网交通安全综合服务管理平台，向道路运输企业

推送交通安全风险预警提示，提供查询本企业机动车和驾驶

人交通违法、事故等信息服务，方便企业强化源头安全管理、

加强驾驶人安全教育、预防和降低企业运行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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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推行驾驶人交通安全记录网上查询。驾驶人可以通

过“交管 12123”APP 查询、下载近三年交通责任事故、准

驾车型变化、交通违法和记满分等记录，方便其在申请道路

运输从业资格证、工作应聘等生产生活中出示、使用交通安

全记录电子凭证，助推稳就业保民生，提升驾驶人诚信守法

意识。 

三是试点开展机动车交强险信息在线核查。推进公安交

管部门与银保监部门信息共享，在试点地区办理机动车登

记、核发检验合格标志时，车辆管理所网上核查机动车交强

险信息，申请人无需再提交纸质凭证，进一步减手续、减环

节，优化营商环境。新措施在天津、内蒙古、江苏、浙江、

江西、广东、广西、新疆等 8 省（区、市）试点基础上，全

国逐步推广推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