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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则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众诚汽车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提出。

本文件由广州市南沙区粤港澳标准化与质量发展促进会归口。

本文件主要起草单位：广东伦晟汽车产业研究院、众诚汽车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众诚汽车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广东分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牛鹏、许广益、许亚仙、傅浚洪、许智嘉、李维时、王敏、黄宇。

本文件为首次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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轿运车运输安全管理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轿运车运输安全管理的要求和措施。

本文件适用于运输轿车的货车、挂车。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26774—2016 车辆运输车通用技术条件

GB 1589—2016 汽车、挂车及汽车列车外廓尺寸、 轴荷及质量限值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轿运车 sedan transport vehicle

专门为运输轿车设计的货车、挂车等专用车辆，并装备有装运和固定车辆的货台及供车辆上下的跳

板。

[来源：GB/T 26774-2016，3.1，有修改]

3.2

轿运车运输安全管理 safety management of sedan vehicle transportation

对轿运车运输过程中的安全问题进行管理的要求和实施措施。

3.3

“两客一危一重”车辆智能监管系统 "intelligent supervision system for Vehicles

指用于监测和管理道路上的乘用车和客车、危险品运输车辆、重型货车车辆的系统。

4 安全管理要求

4.1 总体要求

4.1.1 运输公司应制定轿运车运输安全管理制度，主要包括以下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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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安全责任与管理机构。明确安全管理的责任分工和管理机构，确保相关人员对安全管理制度的

负责和执行。

b) 安全管理流程。建立完善的安全管理流程，包括人员培训、车辆检查、驾驶员状况确认、轿车

装卸、轿车验收等环节。

c) 安全风险评估与控制。定期进行安全风险评估，识别潜在的安全风险，并采取必要的措施进行

控制和预防。

d) 事故报告和处理。建立事故报告和处理机制，及时记录和报告事故情况，并采取相应的纠正措

施。

4.1.2 运输公司应通过内部或第三方机构对轿运车运输安全管理制度进行定期检查和评估。

4.1.3 运输公司应健全档案记录系统，记录安全管理制度的执行情况。

4.1.4 运输公司应制定轿车运输作业规程和流程，对装卸作业和驾驶行为进行规范。

4.2 人员要求

4.2.1 运输公司应确保驾驶员拥有合法有效的驾驶证及相关资格证书。

4.2.2 运输公司应确保装卸人员拥有装卸操作证及相关资格证书。

4.2.3 相关人员应严格按照规定的作业要求进行工作。

4.2.4 装卸人员和驾驶员应定期进行身体健康检查，包括身体状况、视力、听力等方面，周期宜为半

年或一年一次。

4.2.5 装卸人员和驾驶员应定期参加相关培训和技能提升课程，周期宜为一年一次。

4.2.6 监控员应对驾驶员及车辆进行实时风险监控管理。

4.3 轿车运输要求

4.3.1 轿运车运输公司应明确规定符合轿运车运输能力和条件的轿车类型。

4.3.2 运输公司应采取防止轿车在运输过程中受到损坏的保护措施，如使用合适的装卸设备、包装材

料等。

4.3.3 运输公司应对轿车进行准确性和完整性的检查，包括轿车的数量、规格、外观等。

4.3.4 应对轿车购买潜在损失和风险的保险。

4.3.5 运输公司应对轿车的安全管理措施进行定期的评估和调整。

4.4 轿运车要求

4.4.1 运输公司应确保使用符合 GB 1589-2016 及相关法律法规要求的轿运车，并确保在运输过程中无

超载情况发生。

4.4.2 运输公司应对轿运车进行定期的检查、保养、维护和维修，包括发动机、制动系统、悬挂系统、

轮胎、照明设备、通讯设备等方面，以确保车辆的安全性和正常运行，周期宜为半年一次。

4.4.3 轿运车应配备车载通讯设备，如移动或卫星通信设备，以保障车辆与调度中心之间的实时通讯。

4.4.4 轿运车应安装车载监控设备，记录车辆行驶过程中的信息，如行驶轨迹、速度、时间等，以提

高车辆的安全性和管理效率。

4.4.5 轿运车应配备应对突发紧急情况的安全设备，如灭火器、安全锤、警示灯等，以保障车辆、驾

驶员和乘员安全。

4.5 操作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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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1 运输公司应考虑轿车的易碎、易燃特性，使用防潮、隔热、缓冲等材料，加强包装和固定，并

选择良好天气及路况较好的运输线路。

4.5.2 运输公司及其驾驶员应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等相关法规，确保运输过程中的合

法性和安全性。

4.5.3 运输公司应制定明确的装卸作业规程，规避装卸过程中的轿车损坏，可购买相关保险。

5 安全管理措施

各类要求的具体管理措施见附录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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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

安全管理要求对应措施

安全管理对应措施见表 A.1。

表 A.1 安全管理对应措施

要求

类型
要求对应章节 对应要求的措施

4.1

总体

要求

4.1.1

轿运车运输安全管理制度

a) 安全责任与管理机构。编制安全责任分工表，设立专职安全管理部门，相关

人员应签署安全责任书并交给安全管理部门留档。

b) 安全管理流程。制定轿车验收、车辆检查和驾驶员培训流程，记录执行结果

并留档。

c) 安全风险评估与控制。建立安全风险控制台账，记录每项风险的识别、控制

措施和改进计划，并进行定期复查和更新。

d) 事故报告和处理。发生交通事故，驾驶员应当立即停车，保护现场并通知交

警及公司管理人员。造成人员伤亡的，应当立即抢救伤员，并立即报告公司管

理人员。事故处理流程按公司相关安全事故管理制度执行，调查并记录事故情

况留档。

4.1.2

定期检查和评估

确保内部审核或第三方评估制度的有效执行，包括文件审查、现场检查、安全

培训风险评估、收集反馈意见，记录报告和结果留档。

4.1.3

健全档案记录系统

各运输相关部门需建立车辆及驾驶员档案，设立档案管理责任人，归档并不定

期抽查，及时更新完善。

4.1.4

制定轿车运输作业规程

制定安全驾驶准则、轿车装卸操作规程和车辆驾驶培训大纲等，相关人员学习

后签名留档。

4.2

人员

要求

4.2.1

驾驶员要求
收集驾驶员合法有效的驾驶证和相关资格证书复印件进行检查并留档。

4.2.2

装卸人员要求
收集装卸人员装卸操作证及相关资格证书复印件进行检查并留档。

4.2.3

人员作业要求

a) 制定作业要求和考核办法，提供作业指导和要求，参见附录 D。

b) 驾驶员出车应确保身体状态良好，避免带病出车、疲劳驾驶、酒驾等情况，

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等有关法律法规，服从车辆调度，做

好车辆的例行保养及日常维护和车辆清洁等工作，填写点检表。驾驶员车辆日

常三检工作内容参见附录 E。

c) 工作期间随身携带相关驾驶证件，穿戴劳保用品，确保 GPS 车载终端处于开

机状态，保持终端信息通畅。防止人为破坏车载终端、私自拆除或改变车载终

端结构、无故或恶意手动报警。对监控平台提醒纠正的违章行为应及时改正，

出现故障及时报告公司，到达指定目的地利用通讯工具向调度报告时间及安全

情况。

4.2.4

体检要求
相关人员应按相关规定及时体检，体检报告交运输公司留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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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

类型
要求对应章节 对应要求的措施

4.2.5

培训要求

参与相关培训和技能提升课程的培训人员应签到并完成考核，签到表及考核结

果留档。驾驶员对一般的故障应能作出准确判断，做好车辆维修、维护、保养

计划，确保行车安全和运输服务质量。

4.2.6

监控员要求

a) 监控员负责统一管理公司车辆 GPS 监控管理平台，确保平台正常使用。

b) 监控车辆的运行情况，发现问题及时处理。

c) 对监控中发现的违章驾驶员进行处罚处理，并做好相关记录。

d) 对驾驶员及装卸人员进行定期安全培训，树立“安全第一”思想，驾驶员应

重视车辆 GPS 监控管理系统对运输安全的重要性，自觉接受公司的跟踪监控。

e) 驾驶员实时风险管理实施措施参见附录 B。

4.3

轿车

要求

4.3.1

轿运车运输能力对应轿车

类型

制定适合轿运车运输的轿车表，明确轿车类型和对应轿运车型号，按照表单要

求选择轿运车并留档。

4.3.2

制定保护措施
记录使用的防护设备和包装材料并拍照留档。

4.3.3

轿车检查
建立轿车检查程序，记录轿车数量、规格及外观等信息，并拍照留档。

4.3.4

轿车保险
留存保单复印件。

4.3.5

管理措施定期评估调整

建立运输公司反馈机制，根据反馈结果对轿车运输安全的问题和建议进行评估

改进。

4.4

轿运

车要

求

4.4.1

轿运车合法性要求

a)收集车辆行驶证等证件的复印件，运输车队落实轿运车的年检、换证、换照

等工作，运输前称重轿运车并记录留档。

b)轿运车进入厂区从事轿车运输业务，需填写《准入申请表》（参见附件 G）。

业务部门与安全质量管理部门同时对车辆、人员进行检查，合格方可进入公司。

4.4.2

定期检查、保养、维护和维

修

收集轿运车检查、保养、维护和维修的发票等单据并留档。车辆维护保养工作

内容参见附件 F。

4.4.3

配备车载通讯设备
形成轿运车车牌号及对应车载通讯设备编号表并留档。

4.4.4

安装车载监控设备

a) 车辆分为固定运输车辆及临时运输车辆，两种车辆的档案格式参见附录 H。

b) 形成轿运车车牌号及对应车载监控设备编号表并留档。

c) 轿运车配备车载 GPS 设备，监控车辆运行过程位置、速度、方向、行驶线路、

运行轨迹，规范行驶等关键数据并留档。

d) 定期检查车载通讯设备和监控设备的运行状态并留档。

4.4.5

配备安全设备
记录轿运车配备应急工具和装备情况并留档，随车配备安全手册和应急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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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

类型
要求对应章节 对应要求的措施

4.5

操作

要求

4.5.1

包装、运输线路要求

a) 使用软质缓冲包装材料进行多层包装。

b) 配备防火、防静电设施和用品，运输途中禁止火源。

c) 选择道路状况良好、交通顺畅的运输线路。

d) 在预报有恶劣天气如冰雹、大雨、大雾、大风等情形时，应考虑合理调整运

输计划，避开可能产生安全隐患的天气。

4.5.2

运输过程安全性

根据车载监控设备的数据对驾驶员的驾驶行为进行分析和复核，建立奖惩制度，

参见附录 C。

4.5.3

制定装卸作业规程

a) 制定装卸作业规程、操作要点、安全注意事项等。明确规定轻柔操作、禁止

拖拉和碰撞轿车、佩戴护具等。

b) 选择合适的装卸场地，保证地面平整，使用防滑垫和缓冲材料。

c) 合理使用装卸机械设备，设置轿车专用装卸区，防止与其他货物接触碰撞。

d) 加强装卸人员培训，确保熟练掌握规程要求，并进行操练考核。

e) 装卸前进行现场安全检查，及时清理隐患，装卸后检查轿车状况。

f) 建立事故报告制度，发生损坏及时上报。

g) 考核结果与安全行为挂钩，约束装卸人员行为。

h) 为装运的轿车购买额外的货运险，降低意外损坏的损失。

i) 持续总结经验，优化装卸作业流程，改进场地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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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资料性）

驾驶员实时风险管理实施措施

B.1 惩处规则

B.1.1 在 1 个月内被“两客一危一重”车辆智能监管系统报送有超时驾驶行为或不良驾驶行为（包括但

不限于吸烟、接打手机等），则当事驾驶员将受到相应处罚。

B.1.2 在 1 个自然年内，“两客一危一重”车辆智能监管系统反馈车辆违规累计达到三次，当事驾驶员

应受到相应处罚。所在部门和安全质量管理部门应对其进行教育，保留所有面谈材料和事实证据归档至

个人档案内。

B.1.3 经安全质量管理部门核查，确认“两客一危一重”车辆智能监管系统反馈的风险属于误报，则当

事驾驶员可免除扣罚。

B.1.4 安全质量管理部门需对“两客一危一重”车辆智能监管系统每次发出的简报或通报保存留档，保

存期限不少于一年。

B.2 故意破坏监控设备

经过专业人员检查，发现是人为对监控设备进行破坏，损失金额在达 1000 元，驾驶员将受到公司

相应处罚。

B.3 设备故障报修

B.3.1 驾驶员在驾驶过程中，发现设备有故障情况，必须马上向安全质量管理部门进行汇报；车辆回到

公司后，安全质量管理部门马上安排设备供应商到场检测维修。

B.3.2 报修流程参见图 B.1。

图 B.1 报修流程

B.3.3 安全员在日常查看设备时，发现有故障情况，应提醒驾驶员回场后马上到安全质量管理部门报告，

由安全员通知设备供应商到场检测维修。

B.3.4 轿运车及其配备设备在预约或检测维修期间，暂停执行运输任务，直至故障排除为止。

B.3.5 设备故障后，驾驶员应在故障发生 2 天内向安全质量管理部门报告检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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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C

（资料性）

车辆行驶安全和违章管理措施

C.1 车辆行驶安全管理

C.1.1 限速规定

C.1.1.1各路段行驶时速要求参见表 C.1。

表 C.1 各路段行驶时速要求

序 号 行驶时速 备 注

1 普通道路＜60 公里
a)若该路段有低于限速规定，则以实际限速规定为准；

b)行驶时，超速持续 1 分钟或以上，视为一次超速违规。
2 快速公里＜70 公里

3 高速公里＜80 公里

C.1.1.2 超速 85 公里/小时，将受到相应处罚。

C.1.1.3 驾驶员年内累计有三次以上（含三次）超速处理记录的（包含交警罚单），将受到相应处罚。

C.1.1.4 安全质量管理部门主管每月要对车辆的 GPS 记录的安全违规行为进行确认，一旦发现超速现象

有所上升，必须立刻采取有效措施控制。

C.1.2 疲劳驾驶规定

涉嫌疲劳驾驶的驾驶员将受到相应处罚。

C.1.3 驾驶员身份 GPS 登签

车辆行驶前驾驶员应进行身份 GPS 登签，违反者将受到相应处罚。

C.1.4 偏离正常行驶路线规定

未经同意偏离正常行驶方向路线行驶的驾驶员，将受到相应处罚，同时要调查偏离线路原因，发现

有带私货应受到处罚。

C.1.5 人为损坏 GPS 设备的处理

人为损坏 GPS 设备导致其无法正常工作的驾驶员应受到处罚。

C.2 车辆违章管理

C.2.1 驾驶员扣 3分以下的违章，将进行面谈教育。

C.2.2 驾驶员扣 6分以上的违章和连续违章累积三次以上未处理的，暂停驾驶员运送任务，面谈教育并

停车学习 3 天。

C.2.3 对驾驶员个人违章行为，必须由本人承担罚款及处理的相关费用。

C.2.4 因驾驶员个人不良驾驶习惯而发生的违章，如不戴安全带、开车打手机等，将受到相应处罚。

C.2.5 驾驶员离职时，经网上查证的个人违章行为，将在结算时予以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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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D

（资料性）

轿运车驾驶员考核办法

D.1 计算方式

D.1.1 轿运车驾驶员考核成绩满分为 100 分，扣罚分数参见表 D.1。

D.1.2 轿运车驾驶员考核成绩对应的奖惩制度以公司薪酬管理规定为准。

表 D.1 轿运车驾驶员考核细则

（一） 劳动纪律 应扣分数

1.1 缺勤未走请假流程的 扣 10 分

1.2 车辆无放行条私自外出的 扣 10 分

1.3 衣着不整、不戴胸卡、不按规定使用劳保用品的 扣 10 分

1.4 驾驶员停车后擅离岗位导致阻塞交通、影响作业的 扣 10 分

1.5 在办公场所吵闹、言语不雅而影响他人工作的 扣 10 分

1.6 在作业场所或车场范围吵架的 扣 10 分

1.7 浪费用水、随地吐痰、乱丢垃圾的（吸烟区不可随地扔烟头） 扣 10 分

1.8 每月少于两次参加安全学习及纪律教育会议的 扣 10 分

1.9 当天没点呼的 扣 10 分

1.10 不及时汇报行踪或联系不上的 扣 10 分

1.11 没按规定出车 扣 10 分

1.12 违反各主机厂及其他客户厂区内管理规定的 扣 10 分，另按客户公司规定处罚

1.13 公司及上级单位在安全检查时发现违规的 扣 20 分

1.14 未经同意私自搭载无关人员的 扣 30 分

1.15 向管理人员谎报情况的 扣 30 分

1.16 不服从调度安排执行任务的 扣 50 分

1.17 违反公司防火等安全规定的 扣 100 分

1.18 驾驶不佩戴安全带 扣 100 分

1.19 驾驶时使用手机 扣 100 分

1.20 超速行驶的 扣 20 分

1.21 疲劳驾驶的 扣 30 分

1.22 酒后驾驶的 按相关规定处理

1.23 在非吸烟区吸烟 按相关规定处理

1.24 打架、斗殴的 按相关规定处理

1.25 私带回程货的 按相关规定处理

1.26 倒卖新（旧）轮胎及配件的 按相关规定处理

（二） 进、出车场规定 应扣分数

2.1 不按指定区域、库位停放车辆的 扣 10 分

2.2 车辆下班回场后不报到、不登记的 扣 20 分

2.3 进入车场后不按指定方向行驶、行驶速度超过 15 公里/小时的 扣 20 分

2.4 不注意行驶导致碰伤其它轿运车辆的（还须赔偿相关经济损失） 扣 2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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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关好车门窗（轿运车）的 扣 20 分

2.6 接到出车指令后，未能及时到调度员处办理出车手续的 扣 20 分

2.7 私自拿取其它轿运车零部件、工具或场内物资的 扣 50 分

2.8 蓄意破坏商品车的 按相关规定处理

（三） 操作规定 应扣分数

3.1 不能按要求的时间进入厂区作业的 扣 10 分

3.2 停车期间没垫上三角木的 扣 10 分

3.3 不按作业规程进行捆绑带、阻挡器操作的 扣 10 分

3.4 商品车固定后没按主机厂要求挂好档位的 扣 10 分

3.5 上层板作业没有挂安全绑带的 扣 10 分

3.6 装车完成后没有对上层板高度确认的（需拍照上传） 扣 10 分

3.7 不按规定登记入场及不按顺序争先抢位装车的 扣 20 分

3.8 装车时不认真检查而导致随车物品缺少的 扣 20 分

3.9 没确认清楚商品车车型、车架号、颜色等是否一致的 扣 20 分

3.1 未经允许进入商品车车库 扣 20 分

3.11 驾驶商品车时危险操作或进行与操作无关活动的 扣 20 分

3.12 驾驶员未经现场管理人员同意占用其它车道或随意穿越其它车道的 扣 20 分

3.13 商品车没关车窗/车门的 扣 20 分

3.14 被主机厂考核现场违规的 扣 20 分

3.15 不服从现场管理人员安排或威胁现场管理人员的 扣 50 分

3.16 殴打现场管理人员的 按相关规定处理

（四） 运送规定 应扣分数

4.1 不按各业务操作规程进行装卸车的 扣 10 分

4.2
在运输途中，驾驶员没有定期检查商品车稳固情况的（绑带、轮档

等紧固工具有否松脱）。
扣 20 分

4.3 出现异常情况未能及时向部门管理人员汇报的 扣 20 分

4.4 不按规定时间到店的，交车时单据不全的 扣 30 分

4.5 发生商品车送错店的 扣 100 分

4.6 随车工具、配件、票据等被盗、丢失的 扣 20 分元，还须赔偿相关经济损失

4.7 未经同意擅自改变行驶线路的 扣 30 分另增加费用不予报销

4.8
遇到客户特殊要求（如转送他处、退货运回等）时，未征求部门领

导同意而擅自决定的

扣 50 分，造成商品车丢失须全额赔

偿

4.9 不按指定地点送货(中途倒板)的
按相关规定处理，另造成商品车损伤

或丢失的须全额赔偿

（五） 服务态度 应扣分数

5.1 不按规定提前电话通知客户到店时间的 扣 10 分

5.2 服务态度恶劣、卸商品车动作粗暴的 扣 20 分

5.4 被客户投诉的 扣 50 分

5.3 不按规定让客户签收相应单证，或自己弄虚作假填写的 扣 100 分

（六） 事故类 应扣分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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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发生质损事故的 按相关规定处理

6.2 发生有责交通事故的 扣 100 分并按相关规定处理

6.3 发生质损或交通事故不上报或延期上报的 扣 100 分

6.4 发生事故后不积极主动配合事故处理的 按相关规定处理

（七） 回程业务规定 应扣分数

7.2 不按规定时间到达装车地点的 扣 10 分

7.3 等待回程业务期间，未经部门同意私自回家的 扣 30 分

7.1 借故不执行回程任务的 扣 50 分

（八） 回场报帐 应扣分数

8.2 报销单据模糊不清或缺失导致报销不了的 扣 10 分

8.3 单据有弄虚作假行为的 扣 50 分，另相应单据金额不予报销

（九） 车辆整备、维修保养 应扣分数

9.1 车辆 5S不及格的 扣 10 分

9.2 不按公司规定的维修流程维修的 扣 10 分

9.3 维修过程中，没人在场协助维修工工作的 扣 10 分

9.4 维修完毕后没及时将车辆开回车位停放的 扣 10 分

9.5 出车前不认真检查，让车辆“带病”出车的 扣 20 分

9.6 不配齐备用轮胎的 扣 20 分

9.7 出车途中坏车需要维修而没有及时请示部门相关负责人的 扣 20 分

9.8 未经确认异地维修费没有正规发票的 扣 20 分

9.9 遗失车辆证件的
扣 20 分，期间产生的相关费用自行

承担

9.1 因保养不善或操作不当造成运送车受损的 扣 20 分并自行承担维修费

9.11 维修票据有弄虚作假的 扣 30 分，另相应单据金额不予报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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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E

（资料性）

驾驶员车辆日常三检工作内容

E.1 驾驶员应在每次出车前，按照三检（出车前、行车中、回厂后）表内容进行逐项检查确认，并将检

查结果记录于相应的检查表中。

E.2 确认无问题要标明“符合”，有问题的要及时向本部门负责人通报，以备及时维修。

E.3 驾驶员要认真如实地填写检查表，以备查验。此记录保存周期为 12 个月。

E.4 调度员及本部门负责人要对三检情况进行检查，重点检查驾驶员是否按照要求进行三检，各检查项

目是否检查到位，是否按规定认真如实填写检查表等。

E.5 检查项目

E.5.1 出车前

a) 证件是否齐全；

b) 车厢是否符合要求；

c) 打包带、防滑器材、警示牌等是否齐全；

d) 车辆灯光是否正常；

e) 机油是否正常；

f) 各种仪表是否正常；

g) 车辆外观是否无碰擦。

E.5.2 行车中

a) 随时注意听察发动机无异响，无漏油、漏水、漏气等现象；

b) 观察机油压力表、水温表等各类仪表的工作情况。如涉及影响行车安全的，应立即停车检修或

报修。

E.5.3 回厂区后

a) 车辆外观是否无碰擦；

b) 零件是否倒塌；

c) 轿运车车厢内部是否破损、漏水、干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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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F

（资料性）

车辆维护保养内容

F.1 车辆维护保养要求

车辆维修与保养实行统一管理，定点维修保养，根据车辆的品牌、投入使用时长、行驶公里数、车

况、运输线路等因素确定小保养、大保养，以及二级维护、上线检测等。

F.2 车辆维修保养程序

F.2.1 车辆维修保养流程见图 F.1。

图 F.1 车辆维修保养流程

F.2.2 驾驶员对车辆进行日常点检，如果发现问题，及时汇报给本部门负责人。

F.2.3 本部门负责人对车辆维修保养项目进行现场核实，确定维修与保养项目。由本部门负责人判断维

修时间及填写维修申请单据提交部门联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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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2.4 部门联签后，由调度本部门负责人联系维修单位约定维修时间。

F.2.5 驾驶员持公司同意维修的证明文件到定点厂家维修或保养。

F.2.6 车辆维修或保养完毕，驾驶员验收合格后，对所用材料、工时费等在维修清单上予以签字确认，

若不合格立刻要求维修厂直接进行返修。

F.3 维修保养类型

F.3.1 小保养项目(每月或 5000 公里): 打黄油、检查(更换)机油及机油格、灯光检修。

F.3.2 大保养项目(季度或 10000 公里): 四轮保养、油路保养、底盘检查、方向及传动系统检查。

F.3.3 二级维护：车辆在有资质的汽车修理企业进 行的专项维保，包括发动机、离合器、变速器、转

向系统、制动系统、传动系统、电气系统、轮胎等，频率为每年 1 次。

F.3.4 检测过线：车辆年审时需要到车辆检测站进行综合检测，常规检测项目包括人工检测项目，例如

车辆外观、底盘检查、运行检 查等；性能检测项目包括动力系统、方向转向系统、车辆功率等。

F.3.5 三检合一 ：在车辆年审月份，同时进行二级维护、检测站上线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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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G

（资料性）

外协驾驶员、车辆准入申请表

外协驾驶员、车辆准入申请表见表G.1。

表G.1 外协驾驶员、车辆准入申请表

外协驾驶员、车辆准入申请表

姓 名 籍贯 出生年月 文化程度

所属物流商 工作时间 准驾车型 领证时间

岗位名称 驾驶年限 现住住址

本人

简介

准入

标检

人员 车辆

项目 标准 评价 项目 标准 评价

年龄 25 岁~45 岁 通过 不通过 证件 行驶证、道路运输证 通过 不通过

驾龄 3年或3年以上 通过 不通过 行驶记录 安装 GPS 定位系统 通过 不通过

学历
初中或同等以上

学历

通过 不通过 车辆广告 张贴标准广告 通过 不通过

准驾车型 B牌或B牌以上 通过 不通过 车辆配置
防滑器材(1对)、捆绑带(2条木板

(2 张)

通过 不通过

准驾资格 有从业资格证 通过 不通过

安全配置

飞翼断电装置、飞翼警示灯 通过 不通过

培训工时
入职培训时间

≥ 2H

通过 不通过 厢车：防掉落铁链或铁管

飞翼：车厢两边烧防掉落铁条

通过 不通过

部门

评价

意见

综合意见：

签名： 日 期 ：

呈批

确认

安全质量管理部门 业务部门

负责人 负责人

全
国
团
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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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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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H

（资料性）

固定及临时车辆档案

固定车辆档案格式参见表H.1，固定车辆驾驶员档案格式参见表H.2，临时车辆档案格式参见表H.3。

表 H.1 固定车辆档案

车辆信息

车牌号码

照片

使用部门

品牌型号

车辆类型

使用性质

车辆识别代号

发动机号码

注册日期

外观尺寸

车辆行驶证

道路运输证 保险卡

全
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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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H.2 固定车辆驾驶员档案

驾 驶 员 档 案

工卡号 所属公司 管理部门

基 本 资 料

姓 名 性 别 出生年月 年 月 日

相片
性 格 兴趣 健康状况

执照类别
初次领证

日期

业务用车司机

起用时间

执照有

效期限
由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止

家庭住址 家庭电话

现住址 联系电话

以往驾驶的机动车车辆的种类、经验年限等

车名 类别 限载或限载重量 经验年数

(KG)

人 (KG)

证 件

驾 驶 证(正件)

从业资格证

全
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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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H.3 临时车辆档案

车辆信息

承运商

车头号牌 挂车号牌

驾驶员姓名(主驾) 电话号码

驾驶员姓名(副驾) 电话号码

车辆行驶证

挂车行驶证

驾驶证

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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