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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从中美两国驾考政策、现状、各自优缺点方面，针对我国的“驾考合一”与美国的“自学直考”驾

考模式进行比较分析，并着重从文化环境、汽车普及度、学习习惯等方面对驾考模式形成原因进行深度

剖析，结合我国实际提出可以减少对驾校的过度依赖，增加社会练习场所等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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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is paper, from the aspects of Chinese and American driving test policies, current situation, 
and their respective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we compare and analyze driving test modes of 
China’s “Driving Training and test” and the U.S.’s “Self-Study Exam Straight” from the aspects of 
cultural environment, car popularity, learning habits and other reasons for the formation of the 
driving test mode, and propose strategies of reducing over-reliance on driving schools and in-
creasing social practice sites, etc. with the actual situation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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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我国和美国作为两个世界大国有着截然不同的驾考模式，当今世界上主流的两种驾考模式便是以我

国为代表的“驾考合一”模式和以美国为代表的“自学直考”。随着社会和科技的不断发展以及人们生

活水平的日渐提高，我国近年来汽车的购买量以及驾驶员数量急速增加，使得我国传统驾考模式逐渐显

现弊端：随着学驾照的年龄呈现出年轻化的趋势，不少地区出现了“寒暑假报不上名”的学车热潮；而

不少已经参加工作社会人士也因为驾校教学时间与上班时间冲突而频频请假，影响工作；还有一个教练

员同时带多个学员的普遍现象使学员在驾校的训练场地里“等车一小时，上车十分钟”的低效率现象司

空见惯。相比之下，美国高度自由的“自学直考”环境能够使学车过程完全遵循学员的个体差异进行。

下面进行深度对比分析，给出相关借鉴与启示。 

2. 驾考模式发展历程及现状 

2.1. 我国驾考模式发展历程及现状 

传统的中国驾考制度是典型的“驾考合一”模式，即驾校通过与车管所合作，进行招生、体检、培

训、考试一系列步骤，最终使学考人取得驾照的模式。这一模式的形成经过了长时间的政策变革。 

第一阶段：新中国建立之初到 1993 年，“驾考”体系模糊。这一时期全国有驾驶技能的人都只占人

口的很小比例，学车名额是通过车管所分发给单位，单位再分发给个人的方式获取，学车机会十分难得，

再加上当时我国限制私有经济，所有汽车均属国家，因此没有形成完整的驾考体系，也就使得驾考模式

十分简单——大多数人会向单位里会开车的前辈学习并参加车管所考试，通过即可；1988 年开始，驾驶

员考试和管理划归公安交警部门负责，这一阶段驾驶培训主要靠交警部门自己举办的驾驶培训班、委托

专业运输企业开办的培训学校和技工学校驾驶专业开办的培训班。 
第二阶段：1993 年~2016 年，实行“驾考合一”模式。1993 年开始驾驶员培训和考试才开始分开，

由交通部门负责“驾培”行业管理，公安部门负责“驾考”和“发证”。既有交警部门主办的驾校、交

警部门认可的社会培训班，也有各大专院校办的培训班、原有的社会培训班等，正规社会驾校几乎为零。

2004 年以后，驾驶培训逐渐走向市场化道路，驾校数量野蛮增长 1； 
第三阶段：2016 年~至今，试点“自学直考”模式，“驾考合一”模式仍占绝对主流。直至 2016 年

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公安部、交通运输部《关于推进机动车驾驶人培训考试制度改革的意见》，意见明确，

在有条件的地方，试点非经营性的小型汽车驾驶人自学直考。同年，《关于机动车驾驶证自学直考试点

的公告》由公安部、交通运输部、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发布，并自 2016 年 4 月 1 日起在 16 个试点

城市施行。但至此为止，我国驾考仍然以“驾考合一”模式占绝对主流。 

2.2. 美国驾考相关政策及现状 

美国拥有成熟的驾照自考模式。参加驾考只需满足以下条件：向车辆管理所缴费并参加理论笔试后

持有的合法实习驾照、自备考试车辆并备齐有关车辆证件、持有三年以上合法正式驾照的陪考者、参加

车辆管理部门的安全教育培训的证明单。因此美国的绝大多数学车员都会选择找自己会开车的朋友或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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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做驾驶指导，用私家车学习并参加考试，考试的场地则为考试员随机挑选的路段。美国也有驾校，但

驾校只有办公场所，主要负责招生及内务管理，无专门训练场，训练场就在车水马龙的公路上，与中国

驾校设有专门训练场完全不同。 

另外，美国驾校的理论考试及行车训练都是明码标价。考驾照为先考试后付费，如未通过则无需付

费，在内布拉斯加州，只需花费 10.5 美元就能考到驾照。在加州，如果你不去驾校，亲友又能帮忙，驾

考费用就是 31 美元，包括了笔试、拍照、路试和驾驶证的全部费用。虽然美国各州申请驾照考试的费用

都不一样，但大多都在 20 美元到 30 美元的范围之内。 
美国人认为，汽车是在马路上行驶的，训练场就应该在马路上，这样教练可以随时向学员讲解驾驶

安全事项及驾驶要领。学员也可以在身临其境中集中精力进行学习。综上所述，中美驾考模式对比分析

如表 1。 
 
Table 1. Comparison analysis of Chinese and American driving test modes 
表 1. 中美驾考模式对比分析 

 中国“驾考合一”驾考模式 美国“自学直考”驾考模式 

驾驶指导 专职教练 三年以上正式驾照的朋友或家人 

学习、训练场地 专门训练场 无专门训练场，公路上 

学习、考试用车 专用车辆 私家车 

考试场地 指定场地、路线 随机挑选路段 

付费模式 为先付费，后考试，补考再交付 为先考试，通过后付费 

收费标准 3000￥~4000￥ 20$~30$ 

考官 车管所人员或交警 
(政府相关部门) 考试员(政府相关部门) 

3. 中美驾考模式形成原因与优缺点分析 

3.1. 文化环境 

我国自古以来受儒家大环境影响就秉持并注重规则与程序，这体现在我国驾考模式之中便是学车员

要统一在驾校进行并完成规定时长的系统学习。跟随驾校教练学车并满足时间要求后才可以参加考试，

这不仅忽略了个体差异——相对有天赋的人能够在较短时间内完成学习任务，但仍需在驾校耗足时间，

影响效率，而且实际上，在驾校内训练场地的练习与实际道路实践之间较大的差异也使我国产生了“拥

有驾照却不会开车上路”这样一个特有的令人啼笑皆非的群体。相比较下，美国受欧洲殖民以及大量人

口迁徙的影响所形成的多民族融合现象使其更为强调自由和个体。因此美国是当今世界上“自学直考”

驾考模式最成熟的国家。不过，美国驾考过于宽松，也引起不少诟病。在一些州，考生能够做到绕建

筑物一周且正确停车就可以通过。有批评者认为，美国很多地方正变得越来越城市化，路况变得越来

越复杂，但是驾考要求却未能与时俱进，使得很多并未真正掌握好驾驶技术的人轻率上路，造成安全

隐患[1]。 

3.2. 汽车普及度 

美国是世界上最早一批开始进行汽车制造的国家之一，自美国第一家汽车制造厂建立已有 118 年历

史。二战后，美国州际公路和汽车便不断普及，因此考驾照早就成为美国青少年的一门必修课，会开车

也早已不是一件新鲜事，因此学车员能够轻易地找到能够教自己开车的亲朋好友。在我国，正如笔者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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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所写，我国汽车行业起步晚，目前也只在部分相对发达地区得到普及，未实现全国普及。因此，在一

些欠发达地区，很难找到会开车的人，再加上我国驾校对学车教练的高度垄断使得大部分学员只能到驾

校学习。 

3.3. 教育习惯 

包括我国在内地东亚圈所实行的教育方式为应试教育。其具有教育目的的功利性、教学内容的单一

性、教学方式的填鸭式和投机性等特点[2]。这种教育方式无疑被迁移到驾考模式中。我国家长习惯把自

己的孩子像托付给中学一样托付给早已将学车书本化的驾校中，而驾校则像“驾驶员生产厂”一样，工

厂化般的对学车员进行教学。因此，我国的学车员对统一教学的驾校有高度依赖性，这也是我国驾考实

用性差原因之一。以美国为例的西方国家的教育方式则更注重实践。因此美国则更专注于驾驶车辆的道

路适用性[3]。 

3.4. 人口密度差异 

我国人口密度大，“驾考合一”的集体教学学考模式更有利于对大基数学考员进行行为规范。另外，

在“自学直考”需求强烈的发达地区也基本上都存在土地资源短缺、交通频繁堵塞的问题，若学考员都

在马路上自由学车，那么将加大发达地区公共设施压力。美国相对而言地广人稀，公路等交通工程高度

发展，自学场地较充裕。中国 148 人/平方公里，美国 36 人/平方公里。 
综上所述，着重对比分析驾考模式不同形成原因，以便有的放矢进行改进。中美驾考模式形成原因

对比如表 2 所示。 
 
Table 2.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e causes of the Chinese and American driving test modes 
表 2. 中美驾考模式形成原因对比分析 

 中国 美国 

文化环境 儒家大环境，秉持并注重规则与程序 多民族融合，强调自由和个体 

教育习惯 应试教育 注重实践 
汽车普及度 1 辆/5 人 1 辆/1.3 人 
人口密度 148 人/平方公里 36 人/平方公里 

3.5. 我国“驾考合一”模式缺陷分析 

近年来，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以及驾校数量迅速增多促使我国驾驶员数量激增，据公安部统计，

截至 2020 年 7 月，全国机动车驾驶人数量达 4.4 亿人，其中，汽车驾驶人数量为 4 亿人，占驾驶人总数

的 90.9%3。 
传统的“驾考合一”模式弊端也随之日益显露，在驾校传统培训模式下(学员从开班、培训、考试、

领取驾驶证都是由驾校包办)，驾校成为整个考试制度流程中的核心地位，而教练成为整个流程的“操盘

手”；另一方面，传统驾照考试科目多、流程长，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考生的考试成本，容易滋生教

练的腐败，影响了正常、有序的驾照考试和培训环境[4]。使得我国学考驾照出现学员部分驾校乱收费，

学车报不上名，一个教练带多个学员，学员学车效率低、时间精力投入成本高，教练无法保证对所有

学员有同样责任心等多重问题。另一边，我国“自学直考”模式相关法律尚未完善，自考学员与驾校

矛盾频出。试点改革效果不明显[5]，我国驾校的教学高度垄断与人们自考需求强之间的矛盾仍然十分

突出。 

 

 

3https://www.gov.cn/xinwen/2020-07/18/content_552805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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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美国模式对我国驾考的启示 

笔者认为，由于我国国情复杂，可以采用“驾考合一”与“自学直考”相结合的模式，以适用不同

发展程度地区的人们的需要。为进一步推广“自学直考”模式，观念上改变：应强化宣传教育，提高社

会对制度改革的认识，转变思想观念，消除过去对驾校的过度依赖。考试场地上：可通过强化社会力量

投资，建设更多社会考场的方式，或政府开辟一片公共场地作为训练池的方式解决“学车场地”不足的

尴尬局面。考试流程上：要学习美国简单的考试流程，优化我国驾照考试流程繁杂、效率低的现状，鼓

励人们自行进行考试[4]。针对“学车场地”不足的问题，也可以通过要求驾校对外开通部分训练场地的

业务来解决，有学者也提出了通过“共享自学用车”、“随车指导人员可兼职化”等策略来推进“自学

直考”模式[6]。另外，我们可以鼓励私人教练发展，打破驾校对教练的垄断，促进“自学直考”模式的

推广。除此之外，要进一步加强相关法律法规，对“自学直考”模式进行进一步规范，减少学员与驾校

之间的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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