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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王春
□ 本报通讯员 鹿萱
　　
　　“张法官，出租车已经办完行驶证
和车辆登记了，上路‘包袱’都轻了！”
近日，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民二庭副庭长张亮收到老叶的来电。
老叶是他此前办理的出租车挂靠合同
纠纷的车主代表。
  温州出租汽车采用“挂靠企业，个
人经营”体制，出租车经营权归个人，
车主将车挂靠汽车出租公司营运，车
辆登记证书和行驶证上所有权人登记
为双方。然而，近年来，网约车迅猛发
展，市场形势发生变化。车主们无奈
道：“十几年前出租车运营证价值100
多万元，现在仅值3万元，我们实在难
以承担挂靠费，想解除合同将车子过
户到自己名下，但公司不同意。”
  2022年以来，出租车挂靠经营合
同纠纷大量涌入鹿城法院民二庭，涉
及车辆近300辆。面对数量众多的类
案，如何高效解纷？难题摆在民二庭法
官面前。
　　“挂靠期间，公司一直在积极履行
挂靠单位的义务，代缴税费、开展驾驶
员安全教育、进行车辆检修等，还为车
辆配备了安全员。”某出租公司负责人
说，“车主如果起诉我们，公司一定会
提出反诉，要求解约并且让车主赔偿
经济损失。”
　　挂靠经营应以车主和出租公司
的合意为前提，现在双方互不相让，
继续合作的基础已不复存在，判决解
除挂靠经营合同关系、由车主承担赔
偿金将是必然的。但“一判了之”会使
双方对赔偿金额不满，公司上诉将拉
长车辆真空期，耽搁车主过户。为既
解“法结”又解“心结”，张亮邀请车
主代表和大型出租公司代表到法院
调解。
　　鹿城法院调解室里，车主代表和
出租公司代表面对面坐着，开门见山讲明了自己的诉
求——— 出租公司要求提高赔偿金额，车主们则想尽快办
理车辆过户。
  张亮将双方分开进行“背对背”调解。在“情理”和
“法理”的交融下，车主代表老叶率先达成调解协议，由
老叶赔偿出租公司6000元，出租公司在3天内协助老叶
办理出租车过户手续。其他出租公司代表均表示，回去
后将和要解除挂靠合同的车主沟通化解。同时，法院协
调车辆管理所优化解除合同流程，让出租车重新跑上经
营“快车道”。
　　如今，成效喜人。民二庭新收的出租车挂靠合同纠纷
案件数从2022年以来的年均95件，逐步下降至0件。

出
租
车
挂
靠
合
同
纠
纷
一
揽
子
解
决
了

车企倒闭后，车主权益谁来维护？

□ 本报记者 韩丹东

  “临要出门，发现车企倒闭了，App停服，车也锁不
了。”不久前，天津市民刘先生准备一早驾车上班时，
发现手机上“哪吒”汽车App服务全部停止使用，上网
一查，看到了哪吒汽车关联公司被申请破产的消息。
  “App服务几个小时后恢复了，但我几天都没敢开
车。车企都倒闭了，相关智能服务会不会随时停掉？感
觉挺不安全的。”刘先生说，他和车友圈的车主们讨论
时，大家都有这个担忧。
  而烦恼接踵而至——— 当时刘先生的车险即将到
期，他接连联系多家保险公司投保，但均未成功投保商
业险，“如今只能‘裸奔’上路”。虽然车辆功能目前可以
正常使用，但他驾驶时不得不比以往更加小心谨慎。
  刘先生的经历并非个例。
  《法治日报》记者近日调查了解到，近年来，随着
威马、高合、猎豹等多家车企破产退市，这些品牌车主
的权益受到了全方位的冲击：一些系统服务受限、4S
店全面撤店导致维修保养难、汽车投保成本高甚至被
拒保、二手交易价格大幅下跌等。

车企破产服务瘫痪

  “（我）每天战战兢兢地开着，没有商业险，也没有
后续保障。感觉这车也就比废铁值钱点了。”一名车主

对记者如是说，现在汽车都智能化发展，车企破产后，
其车辆“后续智能系统更新、应用都无法保证，我和认
识的几个车主最近都没敢用了，怕有安全隐患”。
  北京市民高先生也深受其扰。约5年前，他以10万元
出头的价格购入一辆威马汽车，彼时车辆使用一切正常。
直到2023年威马申请破产，他被迫面临一系列用车困境。
  在车辆维修保养方面，北京威马4S店全部关停，
车辆一旦发生损伤或做日常维保，都令高先生头疼不
已。他多方寻找，找了几家能承接基本维保的修理厂，
但仅有个别能做威马车辆的专修。更令他担忧的是外
观件损坏问题。“因为原配件厂已经不生产了，这类配
件越到后期越难搞，价格也贵。”
  电池衰减是高先生不得不面对的另一个问题。里
程数超过24万公里后，车辆充电和续航都肉眼可见地
衰减，快充时间变长，续航里程下降，冬季表现更差，
“出门连空调都不敢开”。
  “系统功能也有不同程度限制。”高先生说，车机
娱乐功能几乎完全失效，如今只剩下收音机和车控系
统勉强可用，远程控制App功能也可能随时停止服务。
“每年最让人心烦的就是车险问题，由于威马破产，很
多大保险公司大数据审核时直接拒保，车友群里今年
大多数人都只能选择小保险公司，且保险条款苛刻，
成本大幅增加。”
  车企倒闭带来的一个直观结果就是，该品牌车辆
二手车市场价格骤降。
  2022年11月，车主蔡先生花费17万元购入一辆威
马汽车，因车企破产重整导致二手车残值迅速暴跌至
6万元，多家保险公司以“无原厂配件”为由拒保车损
险，车辆被迫“裸奔”上路。
　　在二手车市场，哪吒汽车贬值速度惊人，部分二手
车商甚至将哪吒汽车列入拒收名单。深圳车主陈先生最
近收到车辆销售点短信，被告知车辆已被列入高危目
录，续保需提供第三方技术鉴定。同时，陈先生还收到了
车辆原投保的保险公司消息，对方表示因为车企倒闭，
相关零件停产无法拿到，所以无法上车损险，让陈先生
去掉车损险重新定价或寻找其他保险公司投保。
　　这种困境并非仅发生在新能源汽车行业。2024年
10月，宝马全球首家5S店北京星德宝因资金链断裂闭
店，品牌授权终止后，北京的消费者刘女士购买的13
次机油保养套餐沦为“空头支票”，与此同时，原厂配
件供应中断，导致车辆维修时无件可换。

售后维权处处受阻

　　车企倒闭后，消费者维权之路处处受阻。
  记者采访了解到，《汽车销售管理办法》明确规定，

供应商应当及时向社会公布停产或者停止销售的车型，
并保证其后至少10年的配件供应以及相应的售后服务。
  但现实中车主投诉往往石沉大海———“三包”责
任因经销商退网、车企清算陷入“责任真空”，诉讼维
权成为唯一出路，但耗时耗力。多数消费者在找到破
产管理人时，得到的答复往往是“请排队登记，清偿顺
序供应商优先”。
　　北京交通大学北京综合交通发展研究院教授、可
持续交通创新中心研究员郑翔介绍，《汽车销售管理
办法》明确了车企的责任和经销商的责任，要求车企
承担及时通知的义务和停产后至少10年的售后服务，
即使车企倒闭也应该承担相应的责任。如果车企破产
倒闭，在破产程序中，应该将对车主承担的责任作为
一般债权处理，以企业破产财产来清偿。现实中，可能
存在车企破产财产不足以清偿车主长达10年的未到
期债务的情况。
　　和义观达律师事务所主任胡松松指出，车企倒闭
后，将对用户的权益产生重大影响。从车辆软件升级、
售后管理、硬件维护等方面来看，购车时，车企通常会
在购车合同或者合同附件售后服务承诺中对车辆的
售后服务进行约定，但车企一旦倒闭，服务能力会降
低甚至终止，使用户无法继续获得后续的升级或维护
服务。如果企业破产，作为普通债权，用户即使能依据
合同主张权利，执行也困难重重。
　　“保险续保是一个大问题。车辆保险通常由用户
和保险公司直接签订合同，所以车企倒闭不影响已购
保险的有效性，但续保时，如果车辆因为车企倒闭、车
辆停产，导致配件无法供应或者维修困难，保险公司

可能会提高保费乃至拒绝续保。”胡松松说。

建立售后责任基金

  那么，车企倒闭后，广大车主的权益该如何保障？
  郑翔建议，对汽车生产技术制定更加严格的标
准，强调关键配件的统一，以节约社会资源；对个性化
配件，要求企业承担更为严格的保证责任。例如，对个
性化配件的可维修性、质量保证期限提出严格标准。
同时，建立健全汽车企业兼并重组机制。在竞争中生
存下来的企业应该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保障产业健
康发展。地方政府要发挥主导协调作用，寻找合适的
供应商、经销商和车主一起分担损失。
  “保险公司应合理评估汽车风险，可以适当提高
保险费，但不能因车企倒闭拒绝为车主提供车辆保
险。保险行业应针对车企倒闭的车辆保险标准和相关
保险规则制定合理的行业规范。”郑翔说。
　　胡松松呼吁建立“车企售后责任基金”，强制企业
按销量交纳保障金；明确主机厂为“三包”责任最终承
担方；推动第三方售后认证体系打破品牌垄断。
　　胡松松建议，用户在购车时应考虑成熟稳健、售后
体系较为完善的车企，在购车合同中明确约定车企的
售后服务条款，关注除了车企本身外，是否还有合作的
售后外包服务商，是否能提供长期稳健的售后服务等；
在面临保险公司拒保时，可以与保险公司协商，要求保
险公司说明拒保理由，提供替代方案，如保险公司无正
当理由拒保的，可以依据保险法的相关规定向地方金
融监督管理局投诉，也可以向消费者协会投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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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机功能失效 售后维修困难 车辆投保被拒

调查动机

  近日，一则“哪吒汽车被申请破产审查”的
消息冲上热搜榜。全国企业破产重整案件信息
网显示，哪吒汽车关联公司合众新能源汽车股
份有限公司被申请破产审查。
  “车企破产，我们车主怎么办”“车机服务功
能还有保障、系统还能更新吗”“车有问题去哪
里维修保养”……在相关新闻的评论区，不少网
友对哪吒车主后续维修保障等权益表示担忧。
  近年来，随着新能源汽车市场的蓬勃发展，
消费者在享受技术红利的同时，也面临着行业
洗牌、部分车企及经销商倒闭退市等带来的冲
击——— 车辆部分智能功能失效、维修保养受阻、
保险费用高昂等问题。
  市场竞争下，部分车企倒闭退市是正常现
象，但已购买车辆的消费者合法权益该如何保
障？为此，记者进行了调查采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