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1 — 

         
济南市城乡交通运输委员会 

济 南 市 环 境 保 护 局 

济  南  市  公  安  局  

济南市质量技术监督局  
 

 

                                         

 济交„2018‟110 号                  

 

 

济南市城乡交通运输委员会 

济 南 市 环 境 保 护 局 
济  南  市  公  安  局  
济南市质量技术监督局  

关于建立实施《机动车排放检验与维护 
（I/M）制度》的通知 

 
各县（区）交通运输局、环保局、公安局、质监局，各相关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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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将我市《机动车排放检验与维护（I/M）制度》印发给你

们，请按照要求，积极开展相关工作。 

 

 

 

济南市交通运输委员会      济南市环境保护局 

 

 

 

济 南 市 公 安 局         济南市质量技术监督局 

                                2018 年 11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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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动车排放检验与维护（I/M）制度 
 

为改善大气环境质量，加强机动车排气污染防治，提高机动

车排气污染治理能力，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

《济南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等法律法规和相关文件要求，制定

我市机动车排放检验与维护制度（以下简称“I/M 制度”）。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

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坚持全民共治、源头防治，持续实施大气污

染防治行动，打赢蓝天保卫战。以不断改善环境空气质量为宗旨，

依托互联网信息技术，推动实施 I/M 制度，加强机动车排气污染

综合治理，为全市生态文明建设做出贡献。 

二、基本原则 

（一）统筹兼顾，稳步实施。紧密结合我市实际情况，突出

工作重点，合理确定工作进度，统筹推进 I/M制度实施。 

（二）加强协作，部门共治。交通、环保、公安、质监等部

门之间要加强沟通协调，坚持多部门联动、共同治理，形成工作

合力。 

（三）依法监管，注重实效。坚持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

履行监管职责，加强事中事后监管，确保机动车排气污染治理取

得实效。 

（四）重视共享，提高效率。逐步开发建立 I/M 制度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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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管理平台，进一步实现车辆检验、维修数据的共享，强化闭环

管理，提升监管效能。 

三、工作目标 

2018年 12月底前，建立并实施机动车排放检验与维护（I/M）

制度。自本文件发布之日起，我市行政区域内，凡经排放检验超

标的在用机动车，应到具有资质能力的汽车维修企业维修、治理，

然后到机动车排放检验机构进行复检，排放达标后方可上路行

驶，尽快形成机动车排放检验、超标车辆维修治理的闭环管理，

有效减少机动车污染物排放。 

四、工作内容 

（一）建立实施 I/M 制度 

I/M 制度是指对在用机动车定期进行排放污染检验、监督抽

测、遥感监测等，经检验不符合规定排放标准的实行强制限期维

修，保持在用机动车生命周期内自身排放控制能力，使其符合排

放标准的污染防治制度。机动车所有人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对

机动车进行检验和维护，确保机动车排放合格；机动车排放不合

格的，其所有人应按照规定修复，并检验合格。 

（二）建立规范业务流程 

凡经机动车排放检验机构（I 站）检验排放超标的在用机动

车，应当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的机动车排放维修治理站（M站）进

行维修。机动车排放维修治理站（M 站）应当按照国家和行业有

关技术规范、车型维修技术资料对机动车进行维修，维修竣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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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托修人出具维修竣工出厂合格证、维修结算清单。托修人凭维

修竣工出厂合格证到机动车排放检验机构（I 站）复检。对于排

放检验超标的机动车，应于 10 个工作日内维修、复检。机动车

排放维修竣工出厂质量保证期参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机动车排

放超标治理工作流程详见附件。 

五、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实施 I/M制度是加强机动车排气污染

治理的重要举措，对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各级交通、

环保、公安、质监等部门要加强沟通协调，形成各司其职、各负

其责、相互配合、齐抓共管的工作机制。要结合本地实际，制定

出具体的工作实施方案，明确工作进度和目标，落实责任分工，

切实把建立实施 I/M 制度这项工作抓细抓实抓到位。 

（二）明确职责分工 

交通部门：制定机动车排放维修治理站（M 站）资质审核标

准，推进 M 站标识统一化，建立完善 M 站市场准入和退出机制，

定期公示、发布 M 站信息；制定 I/M 制度业务流程及机动车排放

维修技术规范，提升排放维修技术和装备水平；依法加强对机动

车排放维修治理站（M站）日常监管，查处违反有关法律法规、

不规范的经营行为；结合维修企业质量信誉考核、事中事后监管

等日常工作，对服务质量差、收费不规范和投诉多的 M 站要重

点监管，对只收费不维护的违规行为，严格按照法规予以处罚，

并向社会发布；建立随机抽查制度，加强大数据应用和分析，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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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检查作业数据明显异常和曾经违规作业的维修企业，提高监管

的针对性和时效性；配合环保等部门开展机动车集中停放地及维

修地监督抽测工作，协助环保、公安等部门做好机动车联合路检

工作；按职责加强对营运车辆的监督管理，对排放检验超标或拒

不维修复检的，不予办理《道路运输证》。 

环保部门：按职责做好对机动车排放检验机构（I 站）的日

常监管工作；完善济南市机动车环保检测监管系统功能，组织做

好机动车集中停放地监督抽测及联合路检工作；及时做好联网运

营机动车排放检验机构的信息公示公开工作；督促机动车排放检

验机构严格落实 I/M 制度有关要求，建立完善内部管理机制和日

常监管制度，规范机动车排放检验行为，确保 I/M 制度能够按

照业务流程顺利实施。 

公安部门：依法对环保部门在日常监督抽测中发现的、逾期

未通过复检上路行驶的排放超标车辆，依法予以处罚；对于经维

修后仍排放超标的车辆，不予核发安全检验合格标志；协助环保

部门做好机动车联合路检工作，依法查处超标排放、冒黑烟等上

路行驶违法违规行为。 

质监部门：依法对机动车排放检验机构（I 站）、机动车排

放维修治理站（M 站）的列入强检计量器具目录的在用计量器具

进行检定；按职责做好机动车排放检验机构（I站）的资质认定、

日常监管等监督管理工作。 

（三）开展宣贯培训。各级各部门充分利用报刊、电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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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微信、微博等媒体广泛开展宣传工作，多渠道宣传实施 I/M 

制度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提高社会关注度，取得车主、公众、媒

体的理解和支持，为制度建立实施营造良好氛围。各地要组织召

开 I/M 制度专题会议，统一思想认识，明确工作要求。对交通

部门工作人员、环保部门工作人员、维修企业从业人员应开展分

批次的专项培训，重点对 I/M 制度的内容、业务流程、相关技

术标准规范进行培训，提高人员节能减排意识、业务工作能力，

确保 I/M 制度顺利有效实施。 

（四）构建联动机制。各级环保、交通、公安、质监等部门

要建立信息互通、协作配合、共同监管的联动工作机制，对机动

车排放维修治理站（M 站）、机动车排放检验机构（I 站）I/M 制

度实施情况开展监督检查，严厉打击弄虚作假和不按标准规范检

测、维护车辆的违规经营行为。加快机动车排放检验与维修维护

监管信息系统的互联互通，实现排放检验、维修治理数据的信息

共享并动态更新。要建立机动车排放超标车辆检验维护信息追溯

反馈机制，开展联合执法和随机抽检抽查，追溯倒查排放超标车

辆上路行驶的原因，建立执法信息抄告制度,确保机动车排放超

标治理取得实效。 

本制度自 2018年 12 月 1日起实施。 

 

附件：机动车排放超标治理工作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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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机动车排放超标治理工作流程 
                

 

 

 

 

 

 

 

 

 

 

 

 

 

 

 

 

 

 

  济南市城乡交通运输委员会办公室             2018年 11月 22印发                                          

车主自主选择机动车排放维修治

理站（M站）进行治理维护和修理 

排放维修治理站（M站）维修竣工

后，出具竣工出厂合格证 

车主持竣工合格证自主选择排放 

检验机构（I 站）复检 

检验合格 检验不合格

0 

出具检验合格的报告 

机动车经排放检验机构（I 站）检

验，尾气排放不合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