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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近年来，我国多措并举，新能源汽车加速发展，同时随着人工智能、5G、大

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汽车产业格局发生了重大变革，智能网联汽

车呈现强劲发展势头，正在极大地影响着人们的出行方式。在发展过程中，各大

传统车企纷纷布局新能源，各大新势力车企也在不断推出新产品，汽车市场上涌

现出了一大批更清洁、更智能、搭载全新功能的产品。消费者面对企业创立的新

品牌、绿色智能的新产品、层出不穷的新功能，选车困难也愈加凸显。在此背景

下，我国汽车社会的主要问题已经转化为汽车多门类的产品和消费者认知不平衡

的问题。产品快速的推陈出新、资讯内容的极大丰富、信息传播碎片化，使消费

者很难全面的认知一款汽车产品，从众多产品中进行优选更是难度增加。

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汽中心)作为提供专业的第三

方综合性技术服务的中央企业，拥有行业广泛认可的测试研发能力，并在消费者

调研方面有十余年丰富的研究经验。为引领汽车技术进步和指引消费，中汽中心

依托行业力量，借鉴国内外经验，于2015年启动中国汽车消费者研究与评价

(CCRT)研究工作，围绕消费者关注点这个核心，结合中国用车场景、中国消费者

关切的汽车性能维度和汽车试验与用户评价的专业方法标准，于2018-2022年陆续

发布了《CCRT管理规则(2018版)》、《CCRT(智能电动汽车)管理规则(2020版)》、

《CCRT管理规则(2021年版)》、《CCRT管理规则(2021年版修订版)》，面向传统

燃料乘用车和纯电动汽车展开性能评价。

当前，消费者对汽车从代步工具的基本需求逐渐上升至多场景下的综合体验，

汽车设计师和制造商们在设计和制造汽车时，也越来越注重用户体验，开始更加关

注汽车的舒适性、易用性、智能化等方面，以满足消费者需求并提高产品竞

争力。2023年中汽中心组织行业开展CCRT管理规则(试行版)修订工作，新版CCRT

将聚焦用户体验主观评价，为用户提供独立、公正、专业、有温度的选车参考。

《CCRT管理规则(试行版)》主要修订内容包括：

(1)基于用户体验的车辆评价指标体系，由工程思维转变为“以人为本”的

场景体验思维；

(2)引入并细化用车场景，从可用性、易用性、智能性、情感性等维度评价

场景下车辆的用户体验结果。

《中国汽车消费者研究与评价(CCRT)管理规则(试行版)》将替代《中国汽车

消费者研究与评价(CCRT)管理规则(2021年版 修订版)》实施。

2023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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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1 目的

“中国汽车消费者研究与评价”(China Car Consumer Research and

Testing，CCRT)旨在面向消费者的购车用车关注焦点，建立基于用户体验的整车

评价体系。该评价体系将反映在售汽车的综合体验表现和单项体验表现，为消费

者提供购车参考；推动生产企业提升汽车产品技术和质量，重视消费者实际用车

体验，进而不断提高用户满意度。

1.2 说明

(1)目前汽车生产制造厂普遍基于工程指标开发产品、市场调研问卷普遍

基于工程指标设计问题，相较用户思维而言更多凸显的是工程思维，对用户视

角的体验感受研究并不深入。为此，CCRT聚焦消费者实际用车体验的关键点来

设计评价体系，广泛联合行业共同研究开发了新的评价逻辑和方法，以满足消费

者对车辆体验评价信息的需求。

(2)随着评价体系的推行、调研方法的创新、用户需求的变化，CCRT保留

对评价体系不断进行完善和优化的权利。CCRT会尽可能多地为消费者提供车辆

评价信息和实际使用体验情况，使结果贴近消费者的实际用车感受，不断推动

汽车企业技术的进步、创新开发能力的提升。

2 管理机构

CCRT由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有限公司汽车测评管理中心(下称“管理中心”)

负责组织实施，包括确定年度计划，选定评价车型，审定评价结果，处理争议和

疑难问题，商定临时事项等。管理中心职能如下：

（1）拟定年度的实施计划；市场分析并拟定车型；负责企业日常联络与行

业合作交流。

（2）负责车辆公告管理、计划下达、过程监管、保障与特情处理；根据评

价数据计算结果；协调资源与进度等。

（3）组织评价规程研究、修订；负责国内外技术交流等。

（4）策划和组织评价结果发布；组织各类活动；进行公众科普推广；负责

品牌管理、官方宣传平台运营管理、与媒体和消费者沟通。

此外，设立中汽测评技术委员会通用技术研究分委会，对CCRT的技术要求和

运行提出意见和建议。委员包括汽车企业、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的专家学者，媒

体代表等。

3 评分方法

3.1 指标体系

依据调研数据结果，提炼具体用户场景，开展基于场景的车辆评价，具体展

开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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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基于用车感受，给出车辆总体打分；

（2）选择自己会涉及到的二级用车场景，并基于此场景给出车辆打分；

（3）选择场景下的具体情景，回答自己在该情景下所用到的车辆功能配置，

基于此情景从不同评价维度给出车辆打分；

上述场景评价指标体系见附件 1。

此外，CCRT设置有故障率调查指标，见表1-1。

表1-1 CCRT故障率指标

故障

率

硬件故障 驾驶相关故障 软件故障

电动机/发

动机
车窗 喇叭 油门/踏板 中控屏

车身 行李厢 遥控锁 转向/转弯/掉头 仪表屏

车身油漆 仪表 门锁及拉手 减震/避震 导航系统

外车灯 中控台 转向指示灯 悬架 娱乐系统

车内灯/阅

读灯
保险杠 内饰件 刹车盘/刹车片 语音/蓝牙/车机互联等交互系统

轮胎
电池/油

箱
按键控制 变速箱

误报警（胎压监测、雷达、影像、

故障灯误报等）

方向盘 座椅
充电口（快充）（仅新能

源车）
电控系统（仅新能源车） 手机APP

雨刮器 空调
充电口（慢充）（仅新能

源车）

3.2 权重

一级场景、二级场景和三级情景分别对应的权重见附件2。

3.3 分值计算方法

3.3.1 二级场景得分算分方法

车型二级场景得分根据情景得分及权重计算得出，保留小数点后两位，计算

方式如式1-1所示。

Si = j=1
ni sij × bij� (1-1)

式中，j为二级场景指标内情景指标的序号，n
i
为第i个二级场景指标的情

景指标数量。s
ij

、b
ij
分别为序号为i的二级场景指标内序号为j的情景指标的得

分和对应情景指标的权重。

一级场景指标得分的计算方法，与此同理，由二级场景指标得分及其权重

计算得出。

3.3.2 情景指标得分算分方法

用户对情景下的评价维度指标进行评价，评价的算术平均值即为该情景下评价

维度指标得分，计算方法如式1-2所示。

M评价维度 = i=1
n mi� /n (1-2)

式中，M评价维度为某情景下评价维度指标的得分，mi为第i个客户对该情景下评价

维度指标的评分，n为该指标有效评价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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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景指标得分为各评价维度得分的平均值。

3.3.3 关于故障率的说明

故障率指标板块为单独指标，以用户对各部件故障的提及率作为评分依据，车

型故障率为各部件故障提及率的平均值，如式1-3所示。

G故障 = [ i=1
n （gi� /n）]/z × 100% (1-3)

式中，G故障为车型故障率，gi为第i个故障指标提及的总次数，n为该指标有效评

价人数，z为故障指标数（见表1-1），其中燃油车共35个故障指标，新能源车38个。

3.3.4 总分算分方法

CCRT的车型总分根据一级场景指标得分及权重、故障率计算得出，保留小数点

后两位，计算方式如式1-4所示。

S = i=1
n Si� × ai × 1 − G故障

(1-4)

式中，S为CCRT车型总分，i为一级场景指标序号，Si和ai分别为序号为i的一级

场景指标得分及权重，G故障为车型故障率。

3.4 用户评价算分方法

调研对象根据各项评价内容对车辆进行逐项评分，评分的范围为1-10分；用

户评价评分依据如表1-2所示。

表1-2 用户评分依据表

评分 评价

1分 表现极差，与您的需要相距甚远

2分 表现很差，与您的需要差距明显

3分 表现较差，与您的需要有一定差距

4分 表现略差，与您的需要存在差距

5分 表现稍有不足，勉强满足您的需要

6分 刚刚够用，基本满足您的需要

7分 表现稍好，稍稍好于您的需要

8分 表现较好，一定程度上好于您的需要

9分 表现很好，明显好于您的需要

10分 表现非常完美，远远超出您的需要

99 不知道或无法评价

按式 (1-5) 将调研对象对单个题目的 10 分制打分转化为百分制得分，再

取平均值获得最终得分，保留至小数后点后一位。

Y = Yp−1
Yq−1

× 100 (1-5)

式中，Y 为单个题目的评价得分，Yp 为单个题目的打分，Yq 为单个题目的

满分分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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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指标评价用户数量不低于车型有效样本量的30%，则判定指标有效。对空

值进行适应性处理，取该指标该车型其他用户评分的平均值。若有评分为“99”

的指标，则对用户进行回访，进一步调研，确定最终得分。

4 评价方法

4.1 调研对象

调研对象需满足以下条件：

（1）车辆选择和购买过程中的主要决策者，车型的主要使用者，且该车为

调研对象最常使用的车辆。

（2）购车后3-12个月。

（3）过去6个月内未接受任何汽车行业有关的市场调查。

（4）调研对象不包括汽车生产制造、销售维修、运营服务等汽车行业、调

研行业相关从业者。

（5）调研对象应为性别分散，学历分散，年龄阶段分散，行业、工作分散，

首增换购分散的汽车用户。

4.2 调研城市

考虑不同地域的人群特点和需求差异，调研城市覆盖1-5线销量代表城市。

4.3 调研方式

采用PAD问卷以邀约面访的形式进行调研。

4.4 样本数量

每个车型有效样本数量不低于200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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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调研管理

5.1 调研车型

调研车型是指销售满3个月的在售乘用车，由管理中心参考市场表现确定车

型。调研车型在近期内没有停产计划，且未处于召回处理状态。

5.2 调研计划

在确定评价车型之后，管理中心开始制订调研计划，充分考虑调研执行效

果，确保调研在需时间节点前完成。调研计划包含以下内容：

（1）总体调研的城市；

（2）调研准备时间、调研开始日期及结束日期。

5.3 调研准备

在调研准备期内，管理中心需完成以下准备工作：

（1）准备平板电脑调研问卷程序并完成测试。

（2）确定调研对象的范围，根据规则对调研对象进行筛选，确保受访者符

合调研要求。

5.4 调研实施

（1）调研由管理中心指定的专业调研公司执行。

（2）用户调研采用邀约面访的形式进行，调研人员应按照调研规范进行问

卷调研。

（3）调研人员应保证调研数据的准确性和真实性，并保证调研进度。

（4）调研结束后，管理中心将回收被访者录音、行驶证或驾驶证照片等材

料用于复核。

5.5 数据复核

管理中心需要对调研回收数据进行复核，对于不满足规定要求的问卷，作废

卷处理，且不能计入最终的得分计算。

5.6 数据管理

数据复核后，管理中心应及时将最终数据提交到数据管理系统，并进行统

一管理。

5.7 指标评分

管理中心在数据复核之后，委派数据计算负责人对每个用户评价指标按照评

价规程中的评分方法进行评分。

5.8 结果审核

在调研数据提交后，管理中心根据调研数据对用户评价指标分数进行检验，

如发现问题应及时与调研数据及数据计算相关人员进行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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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其他

6.1 经费

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有限公司每年设立专项资金预算作为问卷调查、管理

的费用以保证CCRT的长期运行。

6.2 对评价结果的异议的申诉和处理

生产企业对评价结果有异议时，可在结果发布后的10天内以申诉单(见附件

4)的形式向管理中心提出。管理中心应于接到企业申诉单的一个月内给予答复。

仍存在争议时，管理中心可应生产企业要求安排会议进行讨论。

6.3 CCRT评价结果及相关标志的使用

CCRT发布的结果及相关标志允许有关各方无偿使用，但用于商业目的时，使

用方须事先向管理中心说明标志使用的场所和形式。管理中心有权对其提出限制

要求。

6.4 技术交流

管理中心每年至少举行一次CCRT专题研讨和技术交流活动，也可与评价结果

发布活动结合进行。生产企业和相关机构可与管理中心开展各种形式的交流与技

术合作。

6.5 交流及公共宣传活动

管理中心可视需要参加或组织公共宣传活动，并与各方开展多种形式的交

流。

6.6 CCRT标记

CCRT的标记如图1- 1所示。

图1-1 CCRT标记

6.7 声明

CCRT 是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有限公司的注册商标，未经书面许可，严禁

其他机构使用CCRT名义对汽车产品进行公开性的或盈利类的试验、评价和发布。

CCRT评价车型的评价结果、得分及等级评定结果仅对所选型号及对应配置的

车型有效。使用CCRT评价结果的各方应对其真实性、完整性和准确性负责。

CCRT发布的结果及相关标志允许有关各方无偿使用，但用于商业目的时，使

用方须事先向管理中心说明标志使用的场所和形式。管理中心有权对其提出限制

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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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CCRT场景评价指标体系表

一级场景 二级场景 三级情景 评价维度

1 市区通勤

1-1 个人上下班

1-1-1 在家时让车“预热”起来，上了车就能走

可用性

易用性

智能性

1-1-2 赶时间上班，去开车，却忘记带车钥匙或车钥匙没电

可用性

易用性

智能性

1-1-3 上车后，手机电量低（关机），需要快速给手机充电

可用性

易用性

智能性

1-1-4 早/晚高峰堵车，在拥堵路段车辆缓行跟车

可用性

易用性

智能性

1-1-5 早/晚高峰堵车，在拥堵路段车辆缓行，行人\自行车突

然窜出

可用性

易用性

智能性

1-1-6 行驶过程中，前车车速过慢，准备超车

可用性

易用性

智能性

1-1-7 路上比较着急，两侧出现空间时，经常左右变道，需警

惕后方来车

可用性

易用性

智能性

1-1-8 夜间行驶时，经过没有路灯或视野昏暗的路段，低速行

驶

可用性

易用性

智能性

1-1-9 雨/雪天开车上班，在结冰/湿滑的路段行驶

可用性

易用性

智能性

1-1-10 雨/雪/沙/霾/雾天能见度低，驾驶时需要清晰的视野

可用性

易用性

智能性

1-2 接送家人

1-2-1 阳光强烈，家人坐在副驾驶或后排被烈日灼晒

可用性

易用性

智能性

1-2-2 接送老人时，腿脚不便的老人上下车

可用性

易用性

智能性

1-2-3 接送孩子时，孩子一个人坐在后排，没有人在一旁陪伴

照顾

可用性

易用性

智能性

情感性

1-3 逛街购物

1-3-1 购物时把车停在露天停车场，被烈日暴晒后坐车

可用性

易用性

智能性

1-3-2 购物结束来到停车场，寻找自己的车辆
可用性

易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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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性

1-3-3 双手拎着满满的物品，来到车旁，放入后备箱

可用性

易用性

智能性

1-3-4 买了一些冰鲜类产品，在车内临时存放
可用性

易用性

1-3-5 车辆驶离停车场，缴纳停车费

可用性

易用性

智能性

2 长途出行

2-1 个人自驾游

2-1-1 通过有限速标牌的限速路段，自动识别限速标牌

可用性

易用性

智能性

2-1-2 通过红绿灯路口，自动识别前方红灯

可用性

易用性

智能性

2-1-3 前方有重型货车，开启一键超车准备超车

可用性

易用性

智能性

2-1-4 在高速路上高速行驶

可用性

易用性

智能性

2-1-5 长时间驾驶，疲劳困乏，出现眼睛迷离/头偏向一侧/犯

困的表现，感觉手把持不住方向盘

可用性

易用性

智能性

2-2 全家出游/

回老家

2-2-1 不熟悉路线，借助车载导航规划线路行驶至目的地

可用性

易用性

智能性

2-2-2 回农村老家或去野外郊游，在农村路段/山路行驶

可用性

易用性

智能性

2-2-3 驾驶过程中，家人有调节窗户、空调、座椅、音乐、氛

围灯等多个需求，为不影响驾驶，通过下达语音指令完成这一

系列任务

可用性

易用性

智能性

情感性

2-2-4 全家人都在车上，由于体质不同，有人需要空调温度开

低一点，有人需要调高一点

可用性

易用性

智能性

2-2-5 冬天出行，窗户紧闭，车内空气不流通、不清新

可用性

易用性

智能性

2-2-6 长时间驾驶，司机身体（如腰部、腿部）容易疲劳

可用性

易用性

智能性

2-2-7 老人或孩子坐在后排，长时间乘坐容易腰酸腿疼

可用性

易用性

智能性

3 商务运营 3-1 商务接待 4-2-1 在机场或高铁站接客户时，把客户行李箱放入车内
可用性

易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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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性

4-2-2 客户舟车劳顿，在后排休息

可用性

易用性

智能性

4-2-3 客户想要放松，进行影音娱乐

可用性

易用性

智能性

情感性

4-2-4 客户临时在后排使用电脑办公，需放置电脑和充电
可用性

易用性

4-2-5 客户想获得一个私密的环境，不被车外因素打扰

可用性

易用性

智能性

4 泊车驻车 4-1 狭窄车位

4-1-1 快到上班时间，公司停车场只剩下了一个窄车位，启动

自动泊车

可用性

易用性

智能性

4-1-2 停车位地上有车锁，车后是充电桩，两侧是豪车，启动

自动泊车

可用性

易用性

智能性

4-1-3 夜间光线不足或车位划线不清晰，路边侧位停车，启动

自动泊车

可用性

易用性

智能性

4-1-4 停车楼或小区有自己专属的固定停车位，每次也都是走

固定的入口，启动记忆泊车

可用性

易用性

智能性

4-1-5 从商场/饭店等出来，发现下雨了，身边没有雨具，车

辆就停在对面不远处，启动遥控泊车

可用性

易用性

智能性

4-1-6 手动停车，但车位狭窄，需要看到周边环境

可用性

易用性

智能性

5 补能 5-1 能源补充

5-1-1 担心电量不足，查看车辆剩余电量

可用性

易用性

智能性

5-1-2 发现电量不足，寻找附近的充电桩充电或换电

可用性

易用性

智能性

6 车内生活 6-1 休息放松

6-1-1 午休时间或驾驶/乘坐疲劳时，调节座椅，在车内躺卧

睡觉/休息

可用性

易用性

智能性

6-1-2 午休时间或驾驶/乘坐疲劳时在车内休息，开启小憩模

式

可用性

易用性

智能性

情感性

智能性

6-1-3 午休时间在车内休息，离车时忘记携带手机、包等随身

物品，车机发出提醒

可用性

易用性

智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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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4 在车内休息，但车外人来人往，环境嘈杂，光线较亮

可用性

易用性

智能性

6-2 影音娱乐

6-2-1 在车内用车机听音乐/听书、看影视剧/视频、玩游戏、

K歌等

可用性

易用性

智能性

情感性

6-2-2 由于车机内置片源、游戏、音乐少或者需要付费，用手

机投屏或连接蓝牙

可用性

易用性

6-3 办公学习

6-3-1 在车内临时办公，笔记本电脑需要充电
可用性

易用性

6-3-2 在车内使用车机开启远程视频会议
可用性

易用性

6-4 整理妆容 6-4-1 早上上班着急或紧急出差，在车内化妆/补妆
可用性

易用性

7 车外生活
7-1 露营/野餐/

钓鱼

7-1-1 露营野餐，车辆外接音箱、烤架等用电设备，或户外垂

钓外接制氧机

可用性

易用性

7-1-2 户外活动，携带很多的用具用品
可用性

易用性

注解：

①可用性指该场景下车辆功能组合的有效性、效率和主观满意度；

②易用性指该场景下通过车辆功能组合达到目的的容易程度，如易懂、易学、易记、易用；

③智能性指该场景下车辆功能组合的智能化水平，如主动识别、主动交互、主动执行；

④情感性指该场景下车辆功能组合对用户情感需求的满足程度，如人性化、趣味性、信任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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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CCRT场景评价权重表

一级

场景

一级

权重
二级场景

二级

权重
三级情景

三级

权重

市区通勤 45%

个人上下班 48%

在家时让车“预热”起来，上了车就能走 5%

赶时间上班，去开车，却忘记带车钥匙或车钥匙没电 10%

上车后，手机电量低（关机），需要快速给手机充电 10%

早/晚高峰堵车，在拥堵路段车辆缓行跟车 5%

早/晚高峰堵车，在拥堵路段车辆缓行，行人\自行车突

然窜出 13%

行驶过程中，前车车速过慢，准备超车 10%

路上比较着急，两侧出现空间时，经常左右变道，需警

惕后方来车 12%

夜间经过没有路灯或视野昏暗的路段，低速行驶 10%

雨/雪天开车上班，在结冰/湿滑的路段行驶 12%

雨/雪/沙/霾/雾天能见度低，驾驶时需要清晰的视野 13%

接送家人 32%

阳光强烈，家人坐在副驾驶或后排被烈日灼晒 33%

接送老人时，腿脚不便的老人上下车 37%

接送孩子时，孩子一个人坐在后排，没有人在一旁陪伴

照顾 30%

逛街购物 20%

购物时把车停在露天停车场，被烈日暴晒后坐车 35%

购物结束来到停车场，寻找自己的车辆 18%

双手拎着满满的物品，来到车旁，放入后备箱 25%

买了一些冰鲜类产品，在车内临时存放 15%

车辆驶离停车场，缴纳停车费 7%

长途出行 17%

个人自驾游 32%

通过有限速标牌的限速路段，自动识别限速标牌 15%

通过红绿灯路口，自动识别前方红灯 10%

前方有重型货车，开启一键超车准备超车 25%

在高速路上高速行驶 20%

长时间驾驶，疲劳困乏，出现眼睛迷离/头偏向一侧/犯

困的表现，感觉手把持不住方向盘 30%

全家出游/回

老家
68%

不熟悉路线，借助车载导航规划线路行驶至目的地 25%

回农村老家或去野外郊游，在农村路段/山路行驶 15%

驾驶过程中，家人有调节窗户、空调、座椅、音乐、氛

围灯等多个需求，为不影响驾驶，通过下达语音指令完

成这一系列任务 6%

全家人都在车上，由于体质不同，有人需要空调温度开

低一点，有人需要调高一点 8%

冬天出行，窗户紧闭，车内空气不流通、不清新 15%

长时间驾驶，司机身体（如腰部、腿部）容易疲劳 16%

老人或孩子坐在后排，长时间乘坐后容易腰酸腿疼 15%

商务运营 8% 商务接待 100%

在机场或高铁站接客户时，把客户行李箱放入车内 5%

客户舟车劳顿，在后排休息 22%

客户想要放松，进行影音娱乐 18%

客户临时在后排使用电脑办公，需放置电脑和充电 30%

客户想获得一个私密的环境，不被车外因素打扰 25%

泊车驻车 4% 狭窄车位 100%

快到上班时间，公司停车场只剩下了一个窄车位，启动

自动泊车 25%

停车位地上有车锁，车后是充电桩，两侧是豪车，启动

自动泊车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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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间光线不足或车位划线不清晰，路边侧位停车，启动

自动泊车 10%

停车楼或小区有自己专属的固定停车位，每次也都是走

固定的入口，启动记忆泊车 6%

从商场/饭店等出来，发现下雨了，身边没有雨具，车辆

就停在对面不远处，启动遥控泊车 15%

手动停车，但车位狭窄，需要看到周边环境 24%

补能 8% 能源补充 100%
担心电量不足，查看车辆剩余电量 20%

发现电量不足，寻找附近的充电桩充电或换电 80%

车内生活 12%

休息放松 51%

午休时间或驾驶/乘坐疲劳时，调节座椅，在车内躺卧睡

觉/休息 35%

午休时间或驾驶/乘坐疲劳时在车内休息，开启小憩模式 20%

午休时间在车内休息，离车时忘记携带手机、包等随身

物品，车机发出提醒 15%

在车内休息，但车外人来人往，环境嘈杂，光线较亮 30%

影音娱乐 27%

在车内用车机听音乐/听书、看影视剧/视频、玩游戏、K

歌等 65%

由于车机内置片源、游戏、音乐少或者需要付费，用手

机投屏或连接蓝牙 35%

办公学习 12%
在车内临时办公，笔记本电脑需要充电 65%

在车内使用车机开启远程视频会议 35%

整理妆容 10% 早上上班着急或紧急出差，在车内化妆/补妆 100%

车外生活 6%
露营/野餐/

钓鱼
100%

露营野餐，车辆外接音箱、烤架等用电设备，或户外垂

钓外接制氧机 20%

户外活动，携带很多的用具用品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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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CCRT消费者问卷调查通知表

车辆生产企业

车辆型号

配置情况

调查内容及调

查实施日期
基于场景的体验评价 年 月至 年 月

注意事项

联系人 联系电话 传真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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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CCRT评价异议申诉单

生产企业

(加盖公章)

年 月 日

车辆型号

评价时间

提出申诉评价项目

申诉理由

处理意见

(加盖公章)
年 月 日


	前 言
	1  宗旨
	1.1  目的
	1.2  说明

	2  管理机构
	3  评分方法
	3.1  指标体系
	3.2  权重
	3.3  分值计算方法
	3.3.1  二级场景得分算分方法
	3.3.2  情景指标得分算分方法
	3.3.3  关于故障率的说明
	3.3.4  总分算分方法

	3.4  用户评价算分方法

	4  评价方法
	4.1  调研对象
	4.2  调研城市
	4.3  调研方式
	4.4  样本数量

	5  调研管理
	5.1  调研车型
	5.2  调研计划
	5.3  调研准备
	5.4  调研实施
	5.5  数据复核
	5.6  数据管理
	5.7  指标评分
	5.8  结果审核

	6 其他
	6.1  经费
	6.2  对评价结果的异议的申诉和处理
	6.3  CCRT评价结果及相关标志的使用
	6.4  技术交流
	6.5  交流及公共宣传活动
	6.6  CCRT标记
	6.7  声明

	附件 1：CCRT场景评价指标体系表
	注解：
	①可用性指该场景下车辆功能组合的有效性、效率和主观满意度；
	②易用性指该场景下通过车辆功能组合达到目的的容易程度，如易懂、易学、易记、易用；
	③智能性指该场景下车辆功能组合的智能化水平，如主动识别、主动交互、主动执行；
	④情感性指该场景下车辆功能组合对用户情感需求的满足程度，如人性化、趣味性、信任感。
	附件 2：CCRT场景评价权重表
	附件 3：CCRT消费者问卷调查通知表
	附件 4：CCRT评价异议申诉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