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机动车年检制度改革下的车辆检测服务平台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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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公安部推行“放管服”改革新举措后, 为了解决广大车主针对机动车年检提出的审车难、审车贵、审车拥

堵、审车没时间等问题, 设计出一套车辆检测服务平台. 本文重点研究并实现了车辆检测服务平台的业务流程、平

台功能结构, 其中通过小程序的方式与车主互动, 通过物联网技术识别车辆检测状态信息, 通过移动 APP引入司机

和检测站员工参与, 通过服务平台整合车主、司机、检测站等多方参与. 测试结果显示, 该系统集成测试及性能测

试结果较好, 可以满足实际应用需求. 上线试用表明, 该车辆检测服务平台一定程度上可以解决车主审车难、检测

站分布不均等实际问题, 具有较强的应用和推广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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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fter the Ministry of Public Security implemented the new reforms to streamline administration and delegate
power, improve regulation, and upgrade services, a vehicle inspection service platform was designed to solve the
problems raised by the majority of car owners regarding the annual inspection of motor vehicles, such as the difficulty of
vehicle inspection, high costs, congestion in inspection stations, and lack of time. This study focuses on the study and
implementation of the business process and function structure of the vehicle inspection service platform. Specifically,
interactions with vehicle owners can be achieved by means of mini programs, and vehicle inspection status can be
identified through Internet of Things technology. Drivers and inspection station employees can participate through the
mobile APP, and multiple parties such as vehicle owners, drivers, and inspection stations can be integrated through the
service platform. The test results show that the system integration test and performance test results are good and can meet
the actual application requirements. The online trial shows that the vehicle inspection service platform can to a certain
extent solve the practical problems of vehicle owners’ difficulties in vehicle inspection and the uneven distribution of
inspection stations, boasting bright application and promotion prospects.
Key words: annual inspection of motor vehicles; vehicle inspection; vehicle inspection service; vehicle inspection
informatization; annual inspection appointment; annual inspection; annual inspection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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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动车年检是消除车辆安全隐患、保证行车安全,
控制非法改装、减少大气污染的重要举措. 但对于广

大车主来说审车难、审车贵、审车拥堵、审车没时间

等问题都是一件头疼事, 所以近几年要求取消七座以

下私家车年检的呼声越来越大[1]. 2018 年全国两会期

间, 全国人大代表、贵州省安顺市市长陈训华向大会

提交了《关于取消七座以下私家车年检的建议》, 引
起了社会各界对汽车年检制度利弊的广泛关注和激烈

讨论. 为了进一步深化改革, 提升交通管理服务便利化

工作, 2018 年 6 月 28 日公安部推出了《20 项交通管

理“放管服”改革新举措》, 从 2018 年 9 月开始, 将全

面推行全国“通检”, 主要解决车主年检难、办理驾驶

证业务难的问题. 其中, 明确了机动车跨省异地检验,
直接申领检验合格标志, 部分地市还可以申请代驾代

检服务, 专人开车代办年检. 通过此次改革后公安部在

完善升级信息系统基础上, 逐步放开管制, 拥抱“互联

网+”服务. 2020 年 3 月起, 公安交管部门在北京、天

津、上海、重庆、哈尔滨等 16 个城市先行试点机动

车检验合格标志电子化[2,3].
除了要解决广大车主审车难问题, 目前国内主要

发达城市迫切需要解决车辆检验机构布局不合理、部

分检验机构收费不规范、非法中介黄牛欺诈、检验机

构违规检测、车辆检测成本与检验机构利润等问题[4,5].
为了保障交通安全和保护环境, 近年来公安部、生态

环境部等监管部门持续加强汽车检测力度, 同时也大

力发展网上办理业务, 不难看出“互联网+车检”服务成

为发展趋势. 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1)互联网+车检更有利于降低成本

对于检测站来说, 互联网+车检经营方式更有利于

降低成本[6]. 一方面, 对于连锁经营而言可以通过信息

技术手段加强管理, 并将员工进行缩减, 在设备和升级

方面会有更好的折扣以及赊账条件, 有利于降低成本.
另一方面, 通过互联网预约、分配、调度, 对流程进行

自动化改造, 进而可以动态调节客源和省去很多人工.
同时通过互联网预约、流程改造, 更利于财务规范管理.

(2)互联网+车检更有利于消费者

对于广大车主来说, 互联网+预约车检及上门代办

车检更有利于消费者. 一方面, 可以省去车主大量的等

待检查时间. 另一方面, 互联网汽车检测, 给消费者提

供了多种选择和车检知识, 降低了机动车检测的门槛.
(3)互联网+车检更有利于管理

对于管理者来说, 通过互联网技术和物联网技术,

最大程度地发挥车检资源效应, 构建一体化线上、线

下检测服务模式, 提升广大人民群众的满意度.“互联

网+”有利于检测资源调度, 在保障服务的公平性、可

及性、实效性方面, 更是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7].
目前国内外的车检系统功能比较单一, 如“车检

检”“车检通”“平安车服”以及官方推出的“交管 12123”
等机动车年检系统主要功能集中于简单的预约审车功

能, 对车主急需的预约支付和上门代办功能还不够完善,
还不能满足社会需求[8–10]. 一方面, 主要是之前政策不支

持网上代办、机动车检测站比较少、投入门槛高. 另一

方面, 车辆检测是低频交易, 很多厂商不愿意投入. 但
目前国内政策比较趋向支持“互联网+车检”, 而且技术

也比较成熟, 所以构建面向车主的智慧车辆检测服务

平台势在必行. 本平台除了有常规的预约、查询功能

之外, 还实现了年检预约和上门代办业务流程的信息化. 

1   总体设计

本设计分为硬件检测和软件协同两部分, 硬件检测

部分主要是车牌识别和车检状态识别的相关硬件实施[11].
软件协同部分是构建整个平台的核心, 分为 PC端和移

动端两大部分软件应用. 其中, PC端主要是平台管理、

平台分析、移动端服务以及 PC端的业务办理. 移动端

主要分为小程序 (微信小程序或者支付宝小程序)预约、

司机 APP和车检站员工 APP三大部分[12–15]. 平台业务

流程主要由年检预约和上门代办两个核心流程构建. 

1.1   年检预约流程设计

年检预约流程设计的主要思路是, 车主通过小程

序进行网上下单并支付, 下单成功并得到平台确认后,
按照预约时间开车到指定地点进行车辆检测. 在检测

过程中, 如果发现车辆异常, 则进一步完善订单, 并支

付相应金额. 检测完成后, 车主自行前往检测站接车.
详细流程如图 1所示. 

1.2   上门代办流程设计

上门代办流程设计的主要思路是, 车主通过小程

序进行网上下单并支付, 下单成功并得到平台确认后,
由车检平台方 (或检测站)派遣司机上门接车到预约检

测站进行检测. 同样, 如果检测过程中发现车辆异常,
首先检测站与车主沟通, 然后车主在小程序端进行确

认和支付费用. 在车辆检测完毕后, 再由车检平台方

(或检测站) 派遣司机送回车辆. 整个机动车的年检流

程由派遣的司机代办, 车主只需要在小程序端进行确

认和支付费用. 详细流程如图 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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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主登录
小程序
预约

选定检测站、
服务项目、
检测时间等

确定订单
并支付

在预定时间
开车到监测站

摄像头记录
车辆开始检测

人工进行检测
资料检查

外观及上线
检测

是否发现
车辆异常

摄像头记录
车辆检测结束

提醒接车

确认支付后
进行维修
和检测

取消订单

完善服务
项目

检查站查询
车辆信息
及服务项目

是否
符合条件

电话确认
是否更新
服务项目

结束

否

否 否

是 是

是

 
图 1    年检预约流程 

2   系统模块设计

系统模块设计主要由平台端、车主端、司机端、

检测站员工端 4 大部分组成. 其中平台端主要是智慧

车检平台的整体管控 ,  包括基础信息维护、权限设

置、业务流程配置等功能; 车主端主要是为机动车车

主服务, 主要包括年检预约、上门代办业务, 以及服务

项目费用的支付等功能; 司机端主要是为上门代办业

务服务, 主要包括订单查询、接车信息确认、路线导

航等功能; 检测站员工端主要是解决部分检测站岗位

没有计算机办公和没有接入 Internet 网络的特殊情况,
便于员工处理线上和线下订单. 

2.1   平台端设计

平台端主要包括总控制台、系统管理、权限管

理、业务管理、平台管理和移动端服务 6 大部分. 其

中总控制台、系统管理、权限管理、业务管理可以在

PC端直接操作, 而移动端服务则由单独部署的微服务

集群构成. 平台端首页如图 3所示[16,17].
 

车主登录小程序
预约上门代办

选定检测站服务
项目、检测
时间、交车
地点等

确定订单
并支付

检测站查询车辆
信息及服务

项目

是否符合
条件

司机与车主确定
交车事项

平台指派司机

司机接车

司机开车到检测
站进行检测

摄像头记录车辆
进入检测

人工进行检测
资料检查

外观及上线
检测

是否发现
车辆异常

摄像头记录车辆
检测结束

司机与车主确认
还车事项

车主确认检测
结果

结束

是否接车

取消订单

是

否

电话
确认是否更新
服务项目

是

是

是 完善服务项目

确认支付后进行
维修和检测

否

否

否

 
图 2    上门代办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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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平台端首页

 

(1)总控制台

总控制台主要功能是监控整个平台运行状况, 便
于管理人员根据监控指标进行下钻分析. 主要功能模

块有: 待办事项、待处理订单、最近订单量、本月订

单总量、本月新增用户等.
(2)系统管理

系统管理的主要功能是对平台基础信息进行维护,
主要功能模块包括: 商品分类管理、活动管理、意见

反馈管理、商家分类管理、商家管理、平台角色管

理、数据字典管理等.
(3)权限管理

权限管理的主要功能是对平台组织架构、平台角

色、检测站员工等信息进行管理, 主要功能模块包括:
部门管理、角色管理、员工管理、岗位管理等.

(4)业务管理

业务管理的主要功能是对移动端操作进行完善和

补充, 主要功能模块包括: 预约订单管理、上门代办订

单管理、订单强制取消管理、司机上门记录管理、预

约放号管理、商品上架管理、活动管理、优惠券管

理、优惠券库存管理、团体车辆管理、摄像头管理等.
(5)系统平台管理

系统平台管理主要功能是对整个平台进行安全监

控、服务分配等, 主要功能模块有: 平台用户操作信息

管理、APP日志监控管理、系统日志管理、微服务管

理等. 

2.2   车主端设计

考虑到机动车年检低频交易的特点, 车主端采用

小程序的方式导流. 一方面, 车主操作方便, 不需要单

独下载 APP, 只需要在微信或支付宝上就可以操作; 另

一方面, 推广方便, 通过聊天群、微博等方式很容易推

广. 车主端核心界面设计如图 4所示.
 

 
图 4    车主端核心界面设计

 

车主端功能主要是车主与平台进行交互和广告投

放两大部分, 整体分为“首页”“发现”“消息”“我的”4 大

板块. 其中“首页”主要是核心业务和广告投放, 包括年

检预约、上门代办、团购优惠、活动中心、年检须知

等功能. “发现”主要功能有: 车检须知、事故新闻、平

台活动、平台新闻、平台公告、使用帮助、二手资讯

等信息. “消息”主要是车主本人相关的信息和提醒, 包
括支付、预约、退款等信息. “我的”主要是个人相关

信息, 包括订单信息、位置信息、车辆信息、卡劵信

息、意见反馈等. 

2.3   司机端设计

为了适配不同操作系统的手机和减少开发工作量,
司机端采用 Taro 框架进行开发, 从而很方便地生成

iOS和 Android安装包. 服务端采用 Dubbo框架, 使用

Java语言进行开发, 全部服务部署在 Dock上.
司机端主要是解决司机在上门代办过程中业务办

理, 以及办理过程中的记录、查询、导航等问题[18]. 主
要功能有: 订单查询、接车管理、还车管理、导航到

目的地、导航到检测站、沟通信息管理等. 司机端主

要界面设计如图 5所示. 

2.4   员工端设计

考虑到个别检测站员工同时兼职司机角色的情况,

2022 年 第 31 卷 第 2 期 http://www.c-s-a.org.cn 计 算 机 系 统 应 用

System Construction 系统建设 105

http://www.c-s-a.org.cn


员工端的整体框架和部署方式设计都与司机端一致,
并且员工端融入了司机端的功能, 通过员工端的“我
的→角色切换”功能, 员工可以在不同角色、不同岗位

之间进行切换. 通过角色切换的方式, 不仅解决了安装

多个 APP、账号多的问题, 而且也解决了不同检测站

有不同的岗位设置等问题.
根据年检业务网上办理流程结合检测站现有岗位

安排, 员工端的角色切换设置有: 平台接单、年检打

证、接单司机、收费确认、现场取号 5 大角色切换.
不同角色完成机动车检测业务流程中的不同节点, 其
中年检打证主要界面如图 6所示.
 

 
图 5    司机端主要界面

 

 

 
图 6    员工端主要界面 

3   性能测试

在经过多轮功能内测和调优后, 用户所需功能已

经实现, 并且功能合理、界面美观, 已完全满足用户需

求. 本项目再对平台各主要功能进行性能测试, 平台端

主要是测试 Web 页面, 而平台端、车主端、司机端和

员工端的性能测试主要是测试 API接口. 

3.1   测试环境和方法

本次测试环境 WEB 服务器硬件配置为: CPU 为

Intel(R) Core(TM)i5-8250U, 内存 8 GB, 硬盘 512 GB,
操作系统为 64位的Win10系统.

本次测试采用 Loadrunner 11.0 作为模拟测试工

具, 以系统页面和 API接口为测试对象. 测试策略采用

第 1 次测试模拟 50 个用户, 设置相应的加载时间. 第
2 次测试模拟 100 个用户, 设置相应的加载时间. 第
3 次测试模拟 200 个用户, 设置相应的加载时间. 根据

性能测试的目的, 本次测试监测方式是, 对 Web 服务

器的 CPU、内存、以及对并发响应时间进行监控和分析. 

3.2   测试结果及分析

本次测试主要是模拟多人并发进行系统登录、下

单、查询等情况的系统响应时间, 以及服务器的资源

占用情况. 50并发、100并发、200并发的测试结果如

表 1–表 3所示.
 

表 1     50并发测试结果
 

监测指标 监测值 是否通过

响应时间 <2 s 通过

CPU占用率 <21% 通过

内存占用率 <33% 通过
 
 
 

表 2     100并发测试结果
 

监测指标 监测值 是否通过

响应时间 <3 s 通过

CPU占用率 <33% 通过

内存占用率 <41% 通过
 

表 3     200并发测试结果
 

监测指标 监测值 是否通过

响应时间 <3 s 通过

CPU占用率 <50% 通过

内存占用率 <52% 通过
 
 

从测试结果看, 本设计满足系统设计需求, 同时也

间接表明该系统以分布式方式部署在云服务器上能满

足实际应用的性能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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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论与展望

为了解决广大车主年检实际困难, 提高机动车年

检工作效率, 本文设计开发了面向车主的智慧车辆检

测平台, 得出以下结论:
(1) 年检预约本身是车主核心需求, 但如果要让消

费者使用, 必须解决消费者的顾虑, 包括检测项目、价

格、时间点、地址位置等信息, 需要第三方平台专门

对不同资源进行多方整合.
(2) 上门代办通过整合社会资源, 很好的解决了广

大车主没有时间开车年审问题和检测站分布不均等问

题, 具有很好的应用推广前景.
总之, 本研究基于物联网技术、移动互联网技术

整合机动车年检业务流程, 实现了网上预约、网上支

付、车辆代驾、检测维修等全流程服务, 理论上解决

了车主排队检测、车辆检验机构布局不合理、部分检

验机构收费不规范、非法中介黄牛欺诈、检验机构违

规检测等问题. 接近一年的试用表明, 该设计满足车主

需求和检测站实际需求, 具有较广的应用前景. 对于智

慧车检平台的推广和功能的完善是本研究的下一步重

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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