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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工作简要过程

（一）任务来源

2021 年，面对全球疫情、芯片短缺、原材料价格持续上涨的外部环境，我国汽车行业

遭受了前所未有的考验，但同时我们也看到在电动化、智能化和网联化等技术变革促进下，

国家大力促进国内消费侧提升的消费环境下，汽车市场整体产销保持稳定增长。在此过程中，

政府相关部门出台《商务领域促进汽车消费工作指引》、《“十四五”智能制造发展规划》、《关

于启动新能源汽车换电模式应用试点工作的通知》等文件，有力支撑着产业全面进入高质量

发展新阶段。

2021 年 12 月 16 日，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下发通知，贯彻落实《国家标准化发展纲要》

要求，组织开展 2022 年团体标准征集工作。为持续推动越野车行业的发展，同时推进一批

原创性、高质量的团体标准，提升中汽协会越野车分会为行业服务的基础能力，促进四驱

SUV 团体标准与现有国标、行标体系进行有效补充和协同，保障越野车行业标准有效供给。

越野车分会现面向全行业开展中汽协会越野车分会 2022 年度团体标准征集工作。

为响应党中央提出的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需要，面对制造端车辆标准不一的难题，

通过组织专家组，梳理国内外已知的越野能力评价方法基础上，建立一套较为严密的数学模

型和定量计算方法，形成一套具有行业内部共识的越野能力评价体系，车辆评价主要从动力

性、通过性、舒适性、可靠性、涉水能力、安全性、越野性配置、主观评价性能等级方面构

成。通过有组织、标准化的引导、服务、满足、规范市场消费端，引领提升制造环节不断满

足市场需求，营造国内越野生态，上下互动促进越野产业发展。

2021 年 12 月 20 日，中汽协越野车分会向中汽协行业发展部汇报《车辆越野能力分级

与评价体系》团体标准预研报告，并提交立项材料。

2022 年 1 月 20 日，中汽协行业发展部组织专家对《车辆越野能力分级与评价体系》团

体标准进行立项论证评审会，会议表决通过立项评审。

2022 年 1 月 26 日，《车辆越野能力分级与评价体系》团体标准在全国团标标准信息平

台及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网站进行立项公示（中汽协函字【2022】030 号）。

2022 年 3 月 3 日，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正式下达《车辆越野能力分级与评价体系》团体

标准立项批复函（中汽协函【2022】082 号）项目计划号 2022-4

（二）主要起草单位及任务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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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标准的研究制定工作过程中，与行业专家进行了多次研讨并开展了广泛的调研工作，

得到了相关企业的支持，取得了大量有建设性的意见、建议。保证本标准的制定质量。主要

起草参编单位如下：

1、中国汽车工程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

2、北京理工大学

3、中汽院（重庆）汽车检测有限公司

4、北京汽车集团越野车有限公司

5、东风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6、猛士汽车科技有限公司

7、江铃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8、北京空间变换科技有限公司

9、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10、悦野文化传播（北京）有限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 周金应、赵玉壮、龙军、黄超智、熊万全、刘延、马忠民、徐达、

付迪、黄福金、熊吉、王旭飞、陈甲新、李军、王升山、魏喜乐、李豪亮、周驹原、樊汝湖、

祝玉良、孙雪梅

（三）标准研讨情况

1、开展调研

2020 年 12 月 22 日，中国汽车工业协会越野车分会（以下简称“越野车分会”）首届理

事会暨越野新生态发展研讨会在沈阳·法库成功召开。越野车分会作为行业组织，以服务的

心态做好行业标准共建，邀请行业内整车企业、改装企业、零部件企业、越野场地、越野俱

乐部、越野玩家等；从品牌、用户视角围绕人、车、场地打造全行业有认同度的标准体系，

将产品竞争格局转化为生态共建格局，建立行业普适、消费者认可的综合评价体系，为行业

良性竞争提供标杆，形成越野行业所共识的标准体系。

2021 年 1 月开始，标准编制相关人员开始对四驱 SUV（越野车）越野性能标准制定进行

相关资料收集与调研，主要情况整理如下：

受益于汽车消费升级，2013-2020 年中国 SUV CAGR（复合增长率）达到 10.7%，说明随

着人民生活的提高，硬派越野车市场需求越来越大，面对消费者不同的需求，各个主机厂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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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有自己的标准和制造体系，然而行业还没有一套完整科学的分级评价体系，对车辆的越野

能力进行评价和分级。

2021 年 6 月 17 日，在微信官方公众号发布越野生态驱动美好生活，越野有招数。定义

心中越野车，越野车辆性能关注度调查，基于越野场景，由用户反馈推动渔业车辆性能标准

评价，将车辆性能参数转化为用户有效感知。

公信力来源于两部分：一是标准制定过程中，始终由越野核心车企主导，从实际用车场

地的方方面面出发考虑体系搭建的参数和细节；二是标准制定结合了用户、厂商、科研院所、

政府管理等多方意见，在越野圈中接受广大车友的“吐槽”与批评，以消费行为推动标准迭

代。

通过对国内四驱 SUV、越野车整车企业、越野改装企业、汽车媒体、越野资深玩家的调

研走访，能够尽快建立行业公允的、专业的越野车辆能力评价和分级体系有着极高的现实意

义和科学性、必要性。

2、标准研讨

2021 年 7 月 9 日，举办越野生态.共建共享，中国汽车工业协会越野车分会第一届理事

会二次会议暨团体标准研讨会。本次研讨会邀请分会理事单位及自主和合资核心越野品牌、

越野车改装企业、行业专家、越野专家参与，围绕中国越野生态建设进行分享，并对标准草

案进行研讨，以期加快推进符合国家法律、促进行业发展的系列标准文件，确定了标准草案

的基本框架。

2021 年 11 月 28 日，由越野车分会标准委员会及核心车企 12 名专家携行业内具有代表

性的 6款主流越野车型前往北京金港汽车公园越野车体验中心进行车辆能力专业测评。北京

理工大学、北汽越野车、长城汽车和北京酷野谷给予测评工作大力支持。测评科目主要包括

巨石阵、交叉轴、馒头包、涉水路、泼度交叉轴等路面，每个科目具有不同的难度等级，各

个车型的能力得到了详尽的展现。通过实际测评，针对目前《车辆越野能力分级与评价体系》

理论模型中的容易忽略的因素进行完善，吸纳线下评测数据，保障评价标准的公允性。经过

多轮评测，参与测评的专家进行了热烈且充分的讨论，确保标准站在用户的实际使用角度，

考虑多种用户使用场景，客观与主观相结合，使车辆越野性能得到最客观且行业内公认的展

现，促进越野车行业正向快速发展。

2021 年 12 月 20 日，中汽协越野车分会向中汽协行业发展部及协会领导汇报团标预研



5

报告，提交立项申请资料文件，根据沟通意见细化指标体系分类等内容。

2022 年 1 月 20 日，召开团标立项论证评审会，会议由中汽协会越野车分会秘书长王媛

主持，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专务副秘书长姚杰、中国汽车工业协会行业发展部赵红全出席会议，

同时参会的还有来自清华大学车辆与运载学院党委书记、吉林大学汽车工程学院、一汽解放

汽车有限公司、东风越野车有限公司、陕西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奇瑞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以及《车辆越野能力分级与评价体系》团体标准牵头起草单位北

京理工大学、中汽协越野车分会秘书处等共 13 人参加会议。根据会议专家意见，考虑标准

的评价体系要重点考虑参数的完整性，同时要明确参数权重的确定方法，确保评价结果的正

确性。增加主观评价，参数只是其中一部分，标准评价结果的导向对用户具有很大的参考价

值和意义。

2022 年 5 月 26 日，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批准成立“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标准法规工作委员

会越野车专业委员会”，成立标准起草工作组，正式启动标准编制工作，北京理工大学作为

牵头单位汇报了《车辆越野能力分级与评价体系》标准框架思路，东风汽车集团、猛士科技

公司、江铃汽车、中汽院、重庆检测公司、一汽解放、北汽越野、比亚迪、奇瑞汽车、长城

汽车、懂车帝等 10 余家企业参加讨论。由北京理工大学起草标准相关内容形成标准草案。

2022 年 6 月 10 日，组织线上腾讯视频会议，标准工作组组织起草单位、参编单位召开

线上研讨会，对拟定《车辆越野能力分级与评价体系》标准文本草稿内容进行了详细讨论，

根据参加专家意见，在现有草案框架的基础上，对一级指标进行重新梳理，共同研讨确定一

级指标，总权重 100，在五个场景下的权重分配（攀爬、丛林、沙漠、长途穿越、日常通勤）；

对二级指标项进行全新梳理，可增加、删除或优化二级指标项，并在一级指标的权重范围内，

设计二级指标项的场景权重及对应场景下的评价指标、评价方法、指标参数获取方法等，并

初步说明评价依据；北理工将设计各一级指标评价模板，并负责统一汇总、集成各单位的评

价参数及方法，形成车辆越野能力总体评价结果，根据评价结果及预期，对评价指标、评价

过程进行迭代设计。

2022 年 6 月 21 日，中汽院、东风汽车集团、江铃汽车、懂车帝等对标准草案提出各自

修改意见建议，汇总给北京理工大学统一对草案进行内容增加和修改，形成讨论稿。

2022 年 7 月 22 日，组织线上腾讯视频会议，就参编单位提出的相关意见进行充分沟通

研讨，后续对标准讨论稿进行完善。标准只针对燃油车，范围不包含新能源车辆；增加对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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爬、丛林、沙漠、长途穿越场景的定义，尽量指定特定越野地点和对应气候条件，以保证评

价尺度的一致性；将评价分为客观测试和主观评价两部分。增加两项：（1）涉水深度探测、

涉水深度报警；（2）越野显示（车轮转角、坡度、前后倾角、方向、海拔等）。

2022 年 8 月 5 日，标准工作组通过邮件/微信将标准文本（讨论稿）分别发送给向中汽

协越野车分会成员单位，广泛征求意见，根据各企业反馈意见对标准文本进行进一步修改和

完善，最终形成征求意见稿。

二、标准编制的主要原则和主要内容

（一）标准编制主要原则

本标准的编制遵循下列原则：

（1） GB/T 12534《汽车道路试验方法通则》规定了汽车道路试验方法和通用试验条件，

以及试验车辆的准备工作，本标准的建立所涉及到的试验和方法都遵循该项试验标准，以及

标准中规定的要求和条件。

（2）充分考虑越野车产品物理特性与场景实际应用相结合。

（二）标准主要内容

1、基础部分（第一章至第四章）

对标准的使用范围、所涉及规范性引用文件和术语定义进行规定。

本标准规定了四轮驱动车辆场景越野能力评价方法。越野场景主要包括：攀爬、丛林、

沙漠、长途穿越。车辆动力类型包括：燃油动力及非插电式混合动力。

本标准中针对场景越野能力评价方法主要采用三种分数评价依据及方法：基于性能参数

的分数评价、基于配置构型的分数评价、基于主观评测的分数评价。

2、评价项目和方法指标体系（第五章）

指标体系主要包括：

（1）动力传动及分配能力评价项目和方法：比功率、单位质量扭矩、变速箱类型、四

驱系统、攀爬比、轮间限滑能力-前桥、轮间限滑能力-后桥、轮胎花纹类型、车轮端单位质

量牵引力、0-100km/h 加速时间、综合续航里程的含义、获取方法和评价方法。

（2）通过性几何参数评价项目和方法：接近角、离去角、纵向通过角、最小离地间隙、

最小转弯半径的含义、获取方法和评价方法。

（3）车身结构及总体相关评价项目和方法：车身尺寸级别、车身结构类型、涉水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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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侧倾稳定角、纺滚架的含义、获取方法和评价方法。

（4）悬架系统特性相关评价项及评价方法：悬架行程、悬架结构形式-前桥、悬架结构

形式-后桥、悬架刚度先进技术、悬架阻尼先进技术、横向稳定杆先进技术的含义、获取方

法和评价方法。

（5）越野辅助配置相关评价项及评价方法：强化拖车钩、绞盘、涉水喉、防脱圈车轮

的含义、获取方法和评价方法。

（6）越野辅助功能相关评价项及评价方法：陡坡缓降功能、低速越野巡航功能、辅助

转向功能、地形模式（选择）控制系统、底盘透视系统、（全速）自适应巡航控制功能的含

义、获取方法和评价方法。

（7）舒适性/可靠性相关评价项目及评价方法：良好铺装路面行驶舒适性、越野非铺装

路（地）面行驶舒适性、良好铺装路面操纵稳定性、采暖降温性能、防尘防水性能、越野场

景可靠性满意度、日常通勤可靠性满意度、越野操作便利性满意度的含义、获取方法和评价

方法。

三、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情况

T/CSAE 163-2020《乘用车商品性主观评价方法》规定了乘用车商品性主观评价方法，

从用户角度出发，采用用户使用场景与操作工况，从静态和动态两方面对乘用车的舒适性、

操作品质、驾驶感受、制动感受、人机工程、震动噪音等维度做出主观性能评价，但是评价

仅限于普通乘用车，评价内容对越野能力没有涉及，因此不适用于越野车越野能力的评价。

QC/T 480—1999《汽车操纵稳定性指标限值与评价方法》规定了汽车操纵稳定性指标限

值与评价方法，主要是根据方向盘在不同试验工况下的回正能力和汽车的转向瞬态试验，他

对车辆在不同工况有具体的评价公式和评价方法，对于越野车评价也具有极大的参考意义，

但是仅限于操纵稳定性评价，对于越野车其他性能指标没有做出评价要求。

GB/T 918.1—1989《道路车辆分类与代码机动车》规定了车辆的分类，本标准规定了乘

用车分类，越野车属于乘用车范畴，参照此标准包括越野车乘用车和越野能力较强的四驱型

SUV。

GB/T 12534《汽车道路试验方法通则》规定了汽车道路试验方法和通用试验条件，以及

试验车辆的准备工作，本标准的建立所涉及到的试验和方法都遵循该项试验标准，以及标准

中规定的要求和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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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辆越野能力分级与评价体系》在参考国内外大量标准的情况下进行制定，国外目前

Jeep 和路虎都有专属的越野车能力分级标准，但是属于高度保密，没有对外开放，国内目

前仅仅汽车之家《AH-100》标准对越野车分级评价有所涉及，但是该标准属于汽车之家内部

标准，适用于所有车辆，越野能力只是其中衡量一部分，因此建立行业公允的、专业的越野

车辆能力评价和分级体系有着极高的现实意义和科学性、必要性。

本标准属于团体标准，与现行法律、法规、规章和政策以及有关基础和相关标准不矛盾。

国国外均没有本标准所评价内容更加全面的评测标准。

四、主要关键指标及试验验证情况

（一）主要关键指标

评价指标及评价方法 车辆参数/配置及评价得分

序号
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评价依据

及方法

参数

/配置

单项

得分

场景

权重

场景

得分

1

动力

传动

及分

配能

力

比功率 参数评价

2 单位质量扭矩 参数评价

3 变速箱类型 配置评价

4 四驱系统桥间扭矩分配 配置评价

5 攀爬比 参数评价

6 轮间限滑能力-前桥 配置评价

7 轮间限滑能力-后桥 配置评价

8 轮胎花纹类型 配置评价

9 车轮端单位质量牵引力 参数评价

10 0-100km/h 加速时间 参数评价

11 综合续驶里程 参数评价

12
通过

性几

何参

数

接近角 参数评价

13 离去角 参数评价

14 纵向通过角 参数评价

15 最小离地间隙 参数评价

16 最小转弯半径 参数评价

17
车身

结构

及总

体

车身尺寸级别 配置评价

18 车身结构类型 配置评价

19 涉水深度 参数评价

20 最大侧翻稳定角 参数评价

21 防滚架 配置评价

22 悬架

系统

特性

悬架行程 参数评价

23 悬架结构形式-前桥 配置评价

24 悬架结构形式-后桥 配置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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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指标及评价方法 车辆参数/配置及评价得分

序号
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评价依据

及方法

参数

/配置

单项

得分

场景

权重

场景

得分

25 悬架刚度先进技术 配置评价

26 悬架阻尼先进技术 配置评价

27 横向稳定杆先进技术 配置评价

28
越野

辅助

配置

强化拖车钩 配置评价

29 绞盘 配置评价

30 涉水喉 配置评价

31 防脱圈轮胎 配置评价

32

越野

辅助

功能

陡坡缓降 配置评价

33 低速越野巡航 配置评价

34 辅助转向 配置评价

35 全速自适应巡航 配置评价

36 地形模式控制系统 配置评价

37 底盘透明可视系统 配置评价

38

舒适

可靠

良好铺装路面行驶舒适性 主观评价

39 越野非铺装地面行驶舒适性 主观评价

40 良好铺装路面操纵稳定性 主观评价

41 采暖降温 主观评价

42 防尘防水 主观评价

43 越野场景可靠性 主观评价

44 日常通勤可靠性 主观评价

45 越野操作便利性 主观评价

（二）试验验证情况

场景越野能力评价结果示意图，通过本标准多场景维度评价，能够得到车辆在攀爬、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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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长途穿越、沙漠及日常通勤等多维度场景下的车辆能力表现，刻画四驱越野车辆个性图

谱，为用户依据自身需求选择对应车辆产品，提供重要参考。

五、与现行法律、法规和政策及相关标准的协调性

本标准与现有的法律、法规和强制性国家标准无冲突。

六、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建议本标准发布后，在四驱 SUV（越野车）行业进行全面推广，并组织标准宣讲，促进

标准的顺利实施。依据《车辆越野能力分级与评价体系》标准，对国内 2022-2023 年度四驱

SUV、越野车车型启动评测活动，通过标准将技术成果转化为落地活动，向全媒体对 2023

年评测活动章程进行公示，并发布未来评测内容，从而针对未来中国四驱 SUV、越野车发展

进行工作展望。

七、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越野能力评价分级主要从动力性、通过性、舒适性、可靠性、涉水能力、安全性、越野

性配置、主观评价性能几个方面构成；

动力性主要考察车辆发动机传递至车轮端有效驱动力的能力，包含对发动机、变速箱、

四驱系统、攀爬比、悬架行程（坡道行驶指数）、差速锁、电子限滑等子系统的全面考察；

通过性主要考察车辆在复杂地形中通过的能力，包含了接近角、离去角、纵向通过角、

最小离地间隙及轴距、车长、转弯半径等；

舒适性主要考察车辆的越野路面行驶平顺性、密封性（防尘、防水）、采暖降温能力、

运载能力；

可靠性主要考察车辆的可靠耐久、维修便利性；

主涉水能力要考察车辆的涉水深度和防水能力；

安全性主要考察最大侧翻稳定角、车身刚度等；

越野性配置主要考察辅助越野活动的车辆功能或设备配置；

通过以上几个维度综合衡量不同场景的越野能力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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