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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长宁区安全生产委员会文件
长安委〔2025〕3号

上海市长宁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关于印发
《长宁区电动自行车安全隐患全链条

整治行动 2025年工作方案》

区安委会相关成员单位、区机管局、各街道（镇）：

《长宁区电动自行车安全隐患全链条整治行动 2025年工作

方案》已经区政府第 104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印发给你们，

请认真贯彻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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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

上海市长宁区安全生产委员会

2025年 4月 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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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宁区电动自行车安全隐患全链条整治
行动 2025年工作方案

为深入推进电动自行车安全“一件事”全链条整治行动，巩

固提升整治成效，降低存量风险，严控增量风险，进一步推进落

实电动自行车全链条安全监管，建立完善长效机制，制定本工作

方案。

一、总体要求

坚持标本兼治、疏堵结合、创新驱动、齐抓共管，着力在持

续压减火灾事故、深化落实全链条全方位监管、不断提升本质安

全度上下功夫，进一步改进和完善工作举措，全力压缩一般问题、

确保不出较大问题，进一步提升电动自行车销售、使用、停放、

充电、报废回收等各环节安全水平。2025年，电动自行车火灾事

故比 2024年下降 20%，杜绝室内亡人火灾事故发生；“一环节、

一重点，一环节、一提升”，全面完成电动自行车安全隐患全链条

整治行动各项任务；打好以旧换新、充电降费、“僵尸车”清理等

攻坚战，城区电动自行车充电基础设施“可充可换可升级”布局

持续优化。

二、工作重点

（一）聚焦重点环节抓提升。

1.停放充电环节。严格新建居住项目等各类建设项目规划管

理，落实电动自行车停放场所配建标准。按照“1:2，3分钟”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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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端口配建标准，优化推进既有小区充电设施供给。既有住宅小

区因客观条件限制难以增建电动自行车停放场所和充电设施的，

在综合考虑安全和便利性的基础上，纳入“美丽街区”建设，统

筹地区停车需求，依法依规合理利用好周边公共绿地、公共活动

中心、商业区、地铁周边等公共开放空间设置停放场所和充换电

设施。优先保障行人步行通行功能，“一小区一方案”做好充换电

设施建设和遮蔽，并加大停放充电区域简易消防设施建设力度。

持续推动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按照标准建设停放充电设

施，扩大“满电回家推广范围。加强部门联合检查，依法对“进

楼入户”“飞线充电”等违规停放充电行为开展执法查处、检查劝

阻和宣传提示。（区应急局、区建管委、区规划资源局、区房管局、

区绿化市容局、区消防救援局、区公安分局、区城管执法局牵头，

区机管局、区国资委、各街镇配合）

2.打击非法改装环节。加强对经营网点和维修店铺监督检

查，依法从严整治擅自改装原厂电气配件、拆改限速、外设蓄电

池托架、改造蓄电池槽盒、更换大容量蓄电池等违法违规行为；

严厉打击违规回收、二次组装加工蓄电池的黑作坊，涉嫌犯罪的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督促即时配送企业落实配送管理制度，对外

卖骑手车辆改装情况全面开展自查自改，发现改装车辆的落实责

令恢复原状、禁止使用、限制接单等措施。（区公安分局、区市场

监管局、区商务委、区邮政管理部门牵头，各街镇配合）

3.销售环节。开展电动自行车销售企业常态化监管，督促其

按照质量安全风险管控清单要求，严格落实“日管控、周排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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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调度”制度。加大对电动自行车等重点产品质量监督抽查力度，

保持监管高压态势，不断增强抽查震慑力，守稳守牢产品质量安

全底线。多渠道收集电动自行车缺陷线索信息，加大电动自行车

缺陷调查和召回力度，并开展召回后续监督工作，促进行业质量

提升。督促电商平台及时清理非法改装广告信息，严禁发布“解

互认协议”“解限速”“增容量”等信息，严禁销售未依法经强制

性产品认证的电动自行车、锂离子蓄电池和充电器等产品。强化

落实邮政快递企业安全主体责任，严格实施电动自行车用蓄电池

禁寄管理。加强对电动自行车安全相关强制性国家标准宣贯培训，

面向社会广泛开展标准宣贯解读，引导消费者正确使用，切实推

动标准落地见效。（区市场监管局、区邮政管理部门牵头，各街镇

配合）

4.溯源追责环节。全面落实《电动自行车事故全链条溯源调

查机制指导意见》，持续开展电动自行车火灾事故、亡人交通事故

溯源调查，造成重大影响的依法追责。对发现存在问题的电动自

行车定期曝光，将销售存在严重质量问题产品的经营门店纳入“黑

名单”，依法将严重违法企业单位和责任人员列入相关严重失信主

体名单，共同实施违法行为联合惩戒。落实电动自行车火灾公布

曝光制度，对造成较大及以上火灾的或查实因产品质量问题造成

火灾的电动自行车品牌型号及时进行公布曝光，倒逼企业落实责

任。对事故暴露出的违规停放、盲目逃生、管理缺失等问题，要

制作案例警示教育片广泛发布，张贴警示海报，提升群众火场逃

生自救能力。（区消防救援局、区公安分局、区市场监管局牵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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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街镇配合）

（二）聚焦问题短板抓攻坚。

1.充电电费问题。全面落实规范充电费用相关政策，推动充

电费用价费分离工作，6月底前基本完成居民住宅小区直供电改

造，年底前推动充电电费执行居民合表电价。加大充电价格监督

执法力度，年底前，推动居民住宅小区电动自行车充电费用落实

明码标价，引导企业合理确定充电服务价格标准。指导物业服务

企业配合充电设施运营企业做好直供电改造、规范充电收费等工

作。持续督促指导供电企业重点做好充电设施接电服务保障工作，

并加大监管力度，确保便民措施落实落地。（区发改委、区市场监

管局、区房管局、市区电力公司牵头，各街镇配合）

2.“僵尸车”清理问题。将长期停放居住区或公共区域且无

人认领、使用，存在外观残破、灰尘遍布、锈迹斑斑、轮胎干瘪、

号牌缺失等情形特征的非机动车（电动自行车、自行车等），统一

认定为清理对象。加强宣传引导，充分发动基层属地作用，全面

排查、分类清理，进一步盘活在用车辆停放充电空间。（各街镇牵

头，区房管局配合）

3.重点区域重点部位突出风险问题。进一步巩固架空层、地

下半地下室、农贸市场等重点区域重点部位拔点攻坚成果，不定

期开展电动自行车安全隐患“回头看”，严防反弹回潮。持续加强

风险研判，分析查找本地区的问题症结和矛盾堵点，紧盯顽症痼

疾，因地制宜，分类施策。（区消防救援局、区商务委牵头，各街

镇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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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聚焦本质安全抓突破。

1.共享换电工作。进一步关注充电的安全性和便利性问题，

因地制宜推进“换电+充电”互补模式。快递外卖等重点行业全面

推进，基本满足外卖、快递等配送行业电动自行车充换电需求；

大型商业综合体、学校、医院、轨交车站等特定区域有序推进；

文保场所、文旅设施等个别场所按需推进。（区应急局、区商务委、

区建管委、区邮政管理部门牵头，各街镇配合）

2.以旧换新工作。指导发动街镇、社区扩充参加以旧换新的

销售门店数量，及时向社会公示。广泛开展以旧换新进社区宣传，

营造浓厚以旧换新氛围。全面提升换购电动自行车在同期新上牌

车辆的占比。（区商务委牵头，各街镇配合）

3.报废回收工作。推动在全区范围开展锂离子电池健康评估

及报废回收专项行动，对超过生产日期 5年的蓄电池开展全面安

全性评估。持续推进废铅蓄电池规范收集处理，强化废铅蓄电池

环境监管，加大废铅蓄电池环境违法行为打击力度。（区商务委、

区生态环境局牵头，各街镇配合）

三、保障措施

1.持续实体化运作区、街镇两级电动自行车安全隐患全链条

整治工作专班。严格落实“六个一”机制（一清单、一调度、一

通报、一发布、一督办、一专报），统筹各方力量共同发力，研究

解决疑难问题，指导做好新标准、新措施执行，推进各项重点任

务落地落实。

2.严格落实各级责任。制定整治行动年度重点任务清单。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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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工作专班对照任务节点实施督导，多通报、多发督促函、多暗

访、多拍摄曝光隐患场景。推动将电动自行车事故溯源调查纳入

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内容。对工作进展缓慢、推诿扯皮的，严格责

任倒查追究。

3.固化电动自行车安全管理制度、治理标准规定。通过破解

重点难点堵点问题，总结形成务实有效的制度机制，防止问题反

弹，确保整治结束后，相关方法举措、制度文件及时转入常态化

管理模式。

4.用好隐患举报奖励制度。鼓励销售企业内部和社会公众检

举重大风险隐患和非法违法行为，加大举报奖励力度。对群众反

映强烈、反复投诉的问题，加强分析研判，建立健全常态化电动

自行车举报投诉处置工作协作机制。

附件：长宁区电动自行车安全隐患全链条整治行动 2025年

重点任务清单

上海市长宁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 2025年4月28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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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长宁区电动自行车安全隐患全链条整治行动 2025年重点任务清单

序号 环节 任务 具体内容 责任部门

1

工作目标

持续压减火

灾事故
电动自行车火灾事故比 2024年下降 20%，杜绝室内亡人火灾事故发生。

区工作专班牵头，各相

关部门、各街镇落实

2

深化落实全

链条全方位

监管

一环节、一重点，一环节、一提升”，全面完成电动自行车安全隐患全链条整治

行动各项任务。

区工作专班牵头，各相

关部门、各街镇落实

3
进一步提升

本质安全度

打好以旧换新、充电降费、“僵尸车”清理等攻坚战，城区电动自行车充电基础

设施“可充可换可升级”布局持续优化。

区工作专班牵头，各相

关部门、各街镇落实

4 聚焦重点

环节抓提

升

停放充电环

节

按照“1:2，3分钟”充电端口配建标准，优化推进既有小区充电设施供给。因

客观条件限制难以增建电动自行车停放场所和充电设施的，统筹地区停车需求，

依法依规合理利用好公共开放空间设置停放场所和充换电设施，“一小区一方

案”做好充换电设施建设和遮蔽，并加大停放充电区域简易消防设施建设力度。

加强部门联合检查，依法对“进楼入户”“飞线充电”等违规停放充电行为开展

执法查处、检查劝阻和宣传提示。

区应急局、区建管委、

区规划资源局、区房管

局、区绿化市容局、区

消防救援局、区公安分

局、区城管执法局、各

街镇

5
持续推动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按照标准建设停放充电设施，扩大“满电

回家”推广范围。

区机管局、区国资委、

各街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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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打击非法改

装环节

加强对经营网点和维修店铺监督检查，依法从严整治擅自改装原厂电气配件、

拆改限速、外设蓄电池托架、改造蓄电池槽盒、更换大容量蓄电池等违法违规

行为。

区市场监管局、区公安

分局、各街镇

7
督促即时配送企业落实配送管理制度，对外卖骑手车辆改装情况全面开展自查

自改，发现改装车辆的落实责令恢复原状、禁止使用、限制接单等措施。

区商务委、区公安分

局、区邮政管理部门

8

销售环节

开展电动自行车销售企业常态化监管，督促其按照质量安全风险管控清单要求，

严格落实“日管控、周排查、月调度”制度；加大对电动自行车等重点产品质

量监督抽查力度，保持监管高压态势，不断增强抽查震慑力，守稳守牢产品质

量安全底线。

区市场监管局、各街镇

9

督促电商平台及时清理非法改装广告信息，严禁发布“解互认协议”“解限速”

“增容量”等信息，严禁销售未依法经强制性产品认证的电动自行车、锂离子

蓄电池和充电器等产品。

区市场监管局

10
溯源追责环

节

全面落实《电动自行车事故全链条溯源调查机制指导意见》，持续开展电动自行

车火灾事故、亡人交通事故溯源调查，造成重大影响的依法追责。

区消防救援局、区公安

分局、区市场监管局、

各街镇

11
落实电动自行车火灾公布曝光制度，对造成较大及以上火灾的或查实因产品质

量问题造成火灾的电动自行车品牌型号及时进行公布曝光，倒逼企业落实责任。

区消防救援局、区市场

监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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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聚焦问题

短板抓攻

坚

充电收费问

题

全面落实规范充电费用相关政策，推动充电费用价费分离工作，6月底前基本完

成居民住宅小区直供电改造，年底前推动充电电费执行居民合表电价。加大充

电价格监督执法力度，年底前，推动居民住宅小区电动自行车充电费用落实明

码标价，引导企业合理确定充电服务价格标准。指导物业服务企业配合充电设

施运营企业做好直供电改造、规范充电收费等工作。

区发改委、区市场监管

局、区房管局、市区电

力公司、各街镇

13
“僵尸车”清

理问题

将长期停放居住区或公共区域且无人认领、使用，存在外观残破、灰尘遍布、

锈迹斑斑、轮胎干瘪、号牌缺失等情形特征的非机动车（电动自行车、自行车

等），统一认定为清理对象。加强宣传引导，充分发动基层属地作用，全面排查、

分类清理，进一步盘活在用车辆停放充电空间。

各街镇、区房管局

14

重点区域重

点部位突出

风险问题

进一步巩固架空层、地下半地下室、农贸市场等重点区域重点部位拔点攻坚成

果，不定期开展电动自行车安全隐患“回头看”，严防反弹回潮。持续加强风险

研判，分析查找本地区的问题症结和矛盾堵点，紧盯顽症痼疾，因地制宜，分

类施策。

区消防救援局、区商务

委、各街镇

15
聚焦本质

安全抓突

破

共享换电工

作

快递外卖等重点行业全面推进，基本满足外卖、快递等配送行业电动自行车充

换电需求

区商务委、区建管委、

区邮政管理部门、各街

镇

16
大型商业综合体、学校、医院、轨交车站等特定区域有序推进；文保场所、文

旅设施等个别场所按需推进。
各有关部门、各街镇

17 以旧换新工 指导发动街镇、社区扩充参加以旧换新的销售门店数量，及时向社会公示。广 区商务委、各街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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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泛开展以旧换新进社区宣传，营造浓厚以旧换新氛围。全面提升换购电动自行

车在同期新上牌车辆的占比。

18
报废回收工

作

推动在全区范围开展锂离子电池健康评估及报废回收专项行动，对超过生产日

期 5年的蓄电池开展全面安全性评估；持续推进废铅蓄电池规范收集处理，强

化废铅蓄电池环境监管，加大废铅蓄电池环境违法行为打击力度

区商务委、区生态环境

局、各街镇

19

保障措施

专班实体化

运作

持续实体化运作区、街镇两级电动自行车安全隐患全链条整治工作专班。严格

落实“六个一”机制（一清单、一调度、一通报、一发布、一督办、一专报），

推进各项重点任务落地落实。

区、街镇工作专班

20
严格落实各

级责任

制定整治行动年度重点任务清单。对照任务节点实施督导，多通报、多发督促

函、多暗访、多拍摄曝光隐患场景。推动将电动自行车事故溯源调查纳入安全

生产考核巡查内容。对工作进展缓慢、推诿扯皮的，严格责任倒查追究。

区、街镇工作专班

21

固化安全管

理制度、治理

标准规定

总结形成务实有效的制度机制，防止问题反弹，确保整治结束后，相关方法举

措、制度文件及时转入常态化管理模式。

区工作专班、各相关部

门、各街镇

22
用好隐患举

报奖励制度

鼓励销售企业内部和社会公众检举重大风险隐患和非法违法行为，加大举报奖

励力度。对群众反映强烈、反复投诉的问题，加强分析研判，建立健全常态化

电动自行车举报投诉处置工作协作机制。

各相关部门、各街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