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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富临运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车辆技术管理制度 

（2024年 4 月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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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范围 

本制度规定了四川富临运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运业集

团）车辆技术管理的机构设置及管理职责、车辆采购、使用、维护与

修理、检测、审验与检查、处置、车辆安全设施与设备管理、车辆技

术档案管理、车辆技术管理人员及从业人员培训。 

本制度适用于运业集团及所属各客运企业（以下简称企业）客运

车辆技术管理，货运车辆参照执行。 

2 术语和定义 

车辆技术管理 

依照国家法律法规、标准规范,对车辆实行择优选配、正确使

用、周期维护、视情修理、定期检测、适时更新的全过程管理所开展

的一系列技术活动的总称。 

3 机构设置及管理职责 

3.1 机构及人员配置 

3.1.1 运业集团设立车辆技术管理部，负责组织、指导、监督各

企业道路运输车辆技术管理工作；各企业设立相应的车辆技术管理机

构（部、处、科），负责开展和落实客运车辆技术管理的具体工作。 

3.1.2 车辆技术管理人员应按照行业要求配备，不足 50辆的应至

少配 1人。 

3.2车辆技术管理职责 

3.2.1 贯彻落实国家及地方法律法规，建立公司车辆技术管理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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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 

3.2.2 负责公司车辆选型、购置、上户、技改、转出、报废工作。 

3.2.3 负责建立和维护车辆技术管理档案。 

3.2.4 负责编制车辆各级维护和年审计划，并组织实施。 

3.2.5 组织开展车辆技术状况检查工作，保障车辆技术状况完好。 

3.2.6 其他车辆技术管理工作。 

4 车辆采购 

4.1 公司根据生产经营需要，建立车辆采购体系，规范车辆购置

流程，进行统一采购。 

4.2 公司根据各企业上报的购车请示以及车辆用途、运量、运距、

道路、气候及燃料供应等条件，对拟选车型进行技术论证，确定拟购

车型。 

4.3 公司应优先选购新能源、燃气、混合动力等清洁能源汽车，

并根据国家及行业标准采购具有主动安全技术配置的车辆。 

4.4 车辆技术条件应符合国家车辆登记注册要求。 

4.5 不得采购已经达到报废标准、检测不合格、非法拼改装以及

其他不符合国家和地方相关规定的车辆。 

5 车辆使用 

5.1 投入使用前期管理 

5.1.1 新车接收时，各企业车管部门应核对车辆配置及装备信息，

清点安全设备以及随车工具、车辆相关资料，同时填写《车辆验收表》

并存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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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 新车投入使用前，应按照车辆使用说明书对车辆进行一次

全面检查。 

5.1.3 车属公司应组织车辆技术管理人员和驾驶员对新购车型的

技术性能、使用要求等进行技术培训，掌握车辆性能、使用和维护方

法。 

5.1.4 车属公司应在办理完营运手续后 5个工作日内建立车辆技

术档案。 

5.1.5 新车应严格执行车辆走合期的各项规定，按照整车制造厂

的要求进行走合维护，规范操作。 

5.1.6 车辆发生质量问题时，应及时开展技术鉴定，并向整车制

造厂或销售商进行索赔。 

5.2 车辆运行管理 

5.2.1车辆技术状况应符合《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GB 7258）

的要求。 

5.2.2 车辆类型等级及技术等级应满足运输任务和线路条件的要

求。 

5.2.3 车辆装载质（客）量应符合核定装载要求，不得超员、超

载和超限。 

5.2.4 在冰雪道路、高原地区等特殊运行条件下使用车辆时，应

根据需要配备防滑、牵引等临时性装备。 

5.2.5 驾驶员应严格按照操作规程要求，规范操作、安全行车，

防止发生机械损伤和安全事故。 

5.2.6 驾驶员应按规定开展车辆日常维护，及时排除发现的故障

或安全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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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车辆能源管理 

5.3.1 企业应建立公营车辆能源消耗管理制度， 制定公营车辆能

源消耗定额指标。 

5.3.2企业应建立公营车辆能源消耗管理台账，定期统计、分析和

考核公营车辆能源消耗情况。 

5.4 轮胎管理 

5.4.1 车辆应按使用说明书正确配置轮胎，同一轴上的轮胎规格、

花纹及层级应相同，不同类型的轮胎不得同轴混装，速度级别应与运

行条件匹配。 

5.4.2 车辆不得使用翻新胎，不得使用有裂纹、鼓包、划伤等有

质量问题的轮胎；车辆装配的备胎应保持正常的工作状态；配置的胎

压检测系统应能正常工作。 

5.5 营运车辆应当安装符合标准的卫星定位装置，并接入符合标

准的监控平台，卫星定位装置的管理参照国家、行业及公司相关规定

执行。 

6 车辆维护与修理 

6.1 企业应根据车辆维修手册和使用说明书，结合车辆类别、运

行状况、行驶里程、道路条件、使用年限等因素，确定车辆维护周期，

并制订车辆维护计划，按期组织实施，确保车辆技术状况良好。 

6.2 车辆维护应当参照《汽车维护、检测、诊断技术规范》（GB/T 

18344）、《压缩天然气汽车维护技术规范》（GB/T 27876）、《液化天然

气汽车维护技术规范》（JT/T 1009）、《纯电动汽车维护、检测、诊断

技术规范》（JT/T 1344）的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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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营运车辆的维护分为日常维护、一级维护、二级维护。日常

维护由驾驶员实施，一级维护和二级维护由各企业车辆技术管理部门

组织实施，并做好记录以及相关资料的审验、存档。 

6.4 营运车辆日常维护、一级维护、二级维护要求 

6.4.1 日常维护 

由驾驶员每日出车前、行车中和收车后负责执行。 

6.4.2 一级维护 

由各企业负责委托具备资质的机动车维修企业实施，原则上一级

维护间隔周期为 1 个月，通勤业务车辆可根据运行条件适当延长（最

长不超过 2个月）。 

6.4.3 二级维护 

6.4.3.1 二级维护由各企业负责委托具备资质的二类以上机动车

维修企业实施，周期最长为 4个月。 

6.4.3.2 加强型二级维护 

加强型二级维护为二级维护的一种，使用达到对应年限的车辆应

进行的二级维护及二级维护附加作业。其作业的主要内容为除二级维

护作业外，增加拆检制动分泵并更换分泵皮碗;增加检视制动软管、制

动总泵、继动阀、快放阀等，并视情修理;增加拆检万向节、横直拉杆、

球头销和转向节，并视情更换。 

6.5 车辆维护管理要求 

6.5.1 企业车辆应实行定点维护，定点维护单位由各企业每年度

按择优选定的原则进行确定。 

6.5.2 企业应按照维护计划通知车辆驾驶员按时进厂维护车辆，

并做好信息的更新，对执行情况进行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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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3 各企业车辆技术管理部门应对车辆的日常维护、一级维护

和二级维护作业过程进行监管，对发现的问题及时处理。维护完成后

应保存相关资料及凭证。 

6.5.4 二级维护逾期的车辆不得安排运输任务。 

6.6 车辆修理 

6.6.1 车辆修理以视情修理为原则，根据车辆检测诊断和技术鉴

定的结果，视情况按不同的作业范围进行。 

6.6.2 公营车辆维修原则上在签约的定点维修单位实施，企业车

辆技术管理部门应进行过程监督。 

6.6.3 车辆修复后驾驶员应检验车辆，发现维修质量不符合标准

和要求的，应立即要求维修企业返修。 

7 车辆检测、审验 

7.1 企业应按时对车辆进行安全技术状况检测、环保检验，检测

周期和频次应按照国家及行业有关标准及规定执行。 

7.2 企业营运车辆应在首次取得《道路运输证》当月起，按照国家

相关规定的周期和频次，委托符合标准的汽车检测机构进行等级评定。 

7.3 对于检测不合格的车辆，应立即安排修复，修复前并检测完

成前禁止投入营运。 

7.4 营运车辆检测由企业车辆技术管理部门组织实施，车辆检测

后，应归档检测报告或凭证，并在档案中记录有关信息。 

8 车辆技术状况检查 

8.1 企业应当根据安全生产需要和特点，采用综合检查、专业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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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季节性检查、节假日检查、日常检查等方式，开展安全生产隐患

排查工作，及时发现和消除安全隐患。 

8.2 企业应当配合客运站做好车辆安全例检，未按规定进行安全

例检或安全例检不合格的车辆不得安排运输任务。 

8.3 对于不在客运站进行安全例检的客运车辆，企业应当安排专

业技术人员在每日出车前或收车后按照安全例检规定对客运车辆的技

术状况进行检查，也可委托客运站或者具备条件的维修企业开展车辆

安全例检。 

8.4 企业配备新能源车辆的，应该根据新能源车辆种类、特点，建

立针对性的检查制度，确保车辆技术状况良好。 

8.5 客运驾驶员不得驾驶技术状况不良的客运车辆从事运输作业。

发现客运驾驶员驾驶技术状况不良的客运车辆时，应立即采取措施纠

正。 

9 车辆处置 

9.1 车辆停驶 

9.1.1 车辆停驶期间，应根据实际情况，做好车辆技术防护； 

9.1.2 车辆复运前应根据停驶时长，对应开展维护作业； 

9.1.3 未经企业审批，严禁任何部门和个人拆卸、调换和挪用停

驶车辆的零部件； 

9.1.4 停驶的车辆应按照行业要求按时进行车辆审验。 

9.2 车辆转让/转籍 

9.2.1 企业应按属地车辆管理部门要求办理车辆转让/转籍变更

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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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2 企业应清除车辆的与企业有关的图案、字符和标识。  

9.3 车辆报废 

9.3.1 达到国家强制报废标准规定的车辆，应按照《机动车强制

报废标准规定》进行报废，办理报废手续及登记注销。 

9.3.2 企业应妥善保存回收证明、注销证明等凭证，车辆报废相

关资料及车辆档案应至少保存 2年。 

10 车辆安全设施设备配置与管理  

10.1 各企业营运车辆应当按照国家、行业相关要求配置安全设施

设备，建立设施设备台账，开展车辆检查以确保安全应急设施设备齐

全、可靠和有效。 

10.2 企业应每月检查车内安全带、应急锤、灭火器、三角警告牌、

发动机舱自动灭火装置，以及应急门、应急窗、安全顶窗的开启装置

等是否齐全、有效，安全出口通道是否畅通，确保客运车辆应急装置

和安全设施处于良好的技术状况。 

11 车辆技术档案管理 

11.1 车辆技术档案管理应实行一车一档。 

11.2 车辆技术档案内容应包括：车辆基本信息，机动车检验检测

报告（含车辆技术等级），道路运输达标车辆核查记录表，客车类型等

级审验、车辆维护和修理（含《机动车维修竣工出厂合格证》）、车辆

主要零部件更换、车辆变更、行驶里程、对车辆造成损伤的交通事故

等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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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车辆技术档案内容应当准确、详实，更新及时，不应损毁、

随意涂改和伪造。 

12 车辆技术管理人员及从业人员培训 

12.1 企业应组织车辆技术管理人员进行车辆技术基本知识、车辆

维护等专题培训。 

12.2 企业应组织客车驾驶员进行车辆使用与维护的相关培训。 

13 附则 

13.1 本制度由运业集团车辆技术管理部负责解释。 

13.2 本制度自下发之日起实施，《车辆技术管理制度》（川富运集

【2021】35号 ）同时废止。 


	1 范围
	2 术语和定义
	3 机构设置及管理职责
	4 车辆采购
	5 车辆使用
	6 车辆维护与修理
	7 车辆检测、审验
	8 车辆技术状况检查
	9 车辆处置
	10 车辆安全设施设备配置与管理
	11 车辆技术档案管理
	12 车辆技术管理人员及从业人员培训
	13 附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