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篇一:《公司车辆管理工作总结》 

 

  2006 年已过去半年时间。半年来，我公司的车辆管理工作在分公司党委的

正确领导下，在全体司机的共同努力下，通过部门之间的共同协作，我们在车辆

管理工作上取得了一定的成绩，车辆安全行车，没有发生过等级的事故，安全管

理工作都取得了实效，得到了长促的发展，向着既定的目标跟进。。 

 

  2、要求司机疲劳不驾车；酒后不驾车；不开英雄车。平常对车辆勤检查、

勤保养维护，发现问题及时解决，做到车辆不带病上路；司机不带情绪开车，确

保行车安全。 

 

  3、严格执行车辆派车审批制度和节假日期间车辆“二交一封一定”制度，

禁止公车私用。 

 

  4、在安全教育方面,我们开展交通安全知识竞赛活动，邀请交警到我公司进

行交通案例剖析，使司机的交通安全意识得到进一步的提高。 

 

  5、明确职责。按照“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要求各片区、各有车部门

的负责人要加强对本部门车辆的安全管理，对所管的车辆安全负主要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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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对车辆管理中存在的一些问题，我们还通过多种形式进行解决。如召开

交通安全分析会、下发通知、找司机个别谈心等等。 

 

  三、存在问题 

 

  在近半年的车辆管理工作中，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也存在着一些问题，

主要表现在 

 

  1、个别部门对车辆管理工作不够重视，没有实行专车专人专管，车辆没有

定期养护，造成车辆损坏，给行车安全带来隐患。 

 

  2、个别司机安全意识淡薄，开快车，车辆行驶曾出现事故的苗头。 

 

  3、司机没有对自己所驾车辆及时年审，造成不必要的麻烦。 

 

  4、车辆的各种费用同比去年严重超支，除正常的开支外，部分是人为造成

的。 

 

  篇二:《办公室关于车辆管理的几点心得》 

 

  办公室关于车辆管理的几点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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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事办公室工作以来，每年年终统计下来，车辆费用占到综合开支的一半以

上，尤其随着公司规模的扩大，购置车辆的增加，有关车辆的费用成为公司仅次

于人工成本的第二大成本开支，如何有效降低车辆费用，成为当下各企业办公室

人员工作的一个重点。 

 

  就我看来，车辆方面的管理一般而言包括以下四个方面，即派用管理，费用

管理、卫生管理、违章管理。今应石总要求，就车辆具体管理方面我谈一下自己

的几点心得。 

 

  首先，加强公司制度的执行。对于车辆方面的管理而言，各家公司或祥或略

都会有着相关的规定，但主要的问题集中在对现有制度的执行上。所谓无规矩不

成方圆，对于制度的不执行或不完全执行往往会造成车辆有效管理的的障碍，并

因此增加成本开支。因此，加强执行的执行力成为管理的重中之重。我个人的意

见，做好制度的执行可尝试如下方式。 

 

  一是进一步修订完善公司车辆制度，确立安全原则。这里指的修订与完善不

是要求制度有多全面，而是重点考虑执行率的高低，我认为一套不能执行的制度

会在员工潜移默化中淡化制度的强制性与权威性，甚至于挑战制度，反倒不如无

制度。比如在工厂工作期间，我在查看关于司机工资报表时关于司机设立安全奖

一项，这个奖励每月固定做给司机，即使这月司机出现违章甚至于事故时，司机

当月照常领取安全奖励，这样的就失去了设立此项奖励制度的最根本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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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是实行管理与监督非开，由专人负责贯彻制度的执行，办公室负责执行。

这种方式可在拥有三名以上专职司机的公司开展，由司机中选出一人成为高一级

别员工专门领导学习并贯彻公司的制度执行情况，办公室只负责监督执行的效果

并及时予以调整或反馈。 

 

  三、制度中加强考核机制与适当人性机制，调动人员执行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在工作中我接触的几家企业关于车辆制度方面，尤其是奖励或考核方面多显不足。

一些地方对于车辆安全运行方面根本没有规定，有些企业强制规定车辆违章一律

由司机承担，比如一种情况，司机再送一位客人去外地，中途经过鄂尔多斯是客

人因急赶飞机，导致车辆 50% 以上超速，根据前期制度，最终此笔费用由司机本

人承担，导致司机此后怨言颇大。相反，有企业大包一切违章，导致司机习惯性

开快车，一定程度上存在安全隐患，个人认为不值得提倡。  

 

  四、加强制度设立者与执行人的沟通。我们在做管理工作，无论什么岗位的

工作，或者部门与部门之间，很重要的一点在于相互的沟通。其实有很多问题都

能在沟通中顺利完成，但在具体工作中，往往因为缺乏沟通而曲解制度的本意。

比如上述事件，司机本可以在第一时间将情况及时反应到车辆助理方面，但因为

司机性格缺乏主动没有实施。而在公司司机组例会上没有对此进行有效沟通，导

致问题处理呆板，不灵活。影响公司人性化文化原则。  

 

  其次是加强用车流程。一是通过审批程序严格车辆派遣，避免关系户直接叫

车。请用车要有严格的派车制度与流程，如果对制度漠视，简化派车流程，往往

单位车辆管理总结 --第4页

单位车辆管理总结 --第4页



会扰乱制度的执行，甚至于给一些人转空子，出 

 

  现公车私用情况的滋生与加剧。 

 

  二是严格公司车辆专用等级，实现专车专用。对于拥有多辆办公车辆的公司

来说，根据车辆档次和排量严格尽量实现专车专用，在车辆紧缺情况，严格等级

及其他交通工具报销制度，不滋生无车不办事的陋习。 

 

  三是依照凭证形成严格车辆行程及区划责任。 

 

  车辆在使用过程中，出车、回车严格进行时刻、目的地、里程、驾驶员、使

用人五项要素登记。方便对车辆监控与责任划分。 

 

  第三，加强车辆费用监控与核算，在车辆管理中，我们对车辆费用实施监控

不是说为了降低费用直接将车封存，而是要通过各种手段监控该车使用状况。规

避浪费，适当降低成本。 

 

  一，建议司机加油一律使用油卡加油，一车一卡，可以避免虚开或多开发票

的情况发生，而且通过中石油石化电子系统可以方面办公室准确核对。同时也可

以根据里程及油量量化车辆使用油耗。我接触过一名司机，说起一次冬季在随领

导外出时，独自在车里等候两三个钟头，期间为了取暖一直着车。像类似情况，

司机完全可以下车在待客区等待，没必要如此油耗。尽管我们不能对每个司机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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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上监控，但我们可以从其车辆使用数据加以约束考核。 

 

  二，降低车辆保养费用，车辆保养是仅次于油费的一项费用，尤其是豪车 4s

店保养费用更高，结合我单位前后保养费用的差额，在4S 店保养和在协议店保

养，前后费用差额将近 1 半。 

 

  三，洗车费用，如有自己的独立区域可考虑自设洗车设备，如没 

 

  有，一般与洗车单位签订协议价格，降低相关费用，管理方同时要进行适当

监控。 

 

  最后关于卫生方面的管理和违章管理我觉得主要可通过奖罚考核结合公司文

化来实现。这里不详细阐述。 

 

  以上是我对车辆管理的一点拙见，不当之处敬请指正。 

 

  2014 年 2 月 24 日 

 

  篇三:《2012 年度车辆管理工作总结》 

 

  2012 年度车辆管理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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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平供电公司认真落实“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的安全工作方针，

在公司领导精心指导和各职能部门的大力协助下，交通安全工作稳步上升，罗平

供电公司车辆管理工作紧紧围绕公司年初制定的安全目标和工作任务，以全面保

障完成工作任务为目标，以安全行车、优质服务为抓手，精细管理，着力构建人

车和谐，着力构建车辆和生产管理和谐，圆满完成了工作任务，确保交通安全，

形象建设得到了公司全体员工的一致赞扬，使车辆运行达到了管理科学、制度严

格、服务优质、保障顺畅的要求。公司现有各种在用车辆 91 台（其中供电所 28

台，输变电管理所 5 台，变电管理所 7 台），驾驶员 142 人，主要承担公司生产、

经营、故障抢修等运输保障任务。2012 年公司实现安全行车 159 万余公里无道

路责任事故的安全管理目标。2012 年，公司把交通安全作为电力生产安全的重

中之重，着力对公司车辆及驾驶员进行整改，取消公司专职驾驶员及机关部室兼

职驾驶员，外聘驾驶员23 人，并构建人车和谐的工作环境，公司领导班子紧紧

围绕“保护生命、平安出行”这一主题，完善工作机制，创新活动载体，多形式、

全方位持续推进了公司交通安全的长效机制建设，圆满完成了各项工作任务。

2012 年以来，公司车辆交通安全工作未发生过一起责任性交通事故，基本杜绝

了公车私用及交通违法行为。 

 

  一、领导高度重视，落实安全第一，警钟常鸣，确保了车辆交通安全 

 

  公司始终把车辆交通安全工作放在重要位置，公司领导把交通安 

 

  全与电力生产放在同等重要位置，从年初开始同生产单位一起制订安全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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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并逐级签订落实，公司办公室严格按照曲靖供电局<车辆管理规定>及公司《车

辆管理办法》、《驾驶员管理办法》、《驾驶员安全行车考核办法》落实考核。每月

公司召开安全分析会都把车辆交通安全作为一项重要工作布置、考核、奖惩。公

司总经理、分管副总、总工都详细了解车辆管理具体情况，认真倾听驾驶员心声

和意见，研究部署车辆管理工作并监督组织实施和检查。在日常工作作息中，领

导用车能够以身作则，带头严格执行车辆管理制度，确保实现安全用车目标，自

上而下为全公司车辆管理工作营造了“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的良好氛围。今年

以来，公司办公室员工服务组根据车辆管理工作特点，用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来

约束驾驶员的日常行为，坚决贯彻落实交通法规和上级工作部署，结合公司车辆

管理工作，把公司车辆交通安全稳步推进车辆交通安全各项管理工作的顺利开展，

全年车辆交通安全形势稳定。 

 

  1、认真落实了省网公司、曲靖供电局关于节假期间封车管理的规定。在节

假期间，重点抓了 3 个管理环节一是钥匙统一收回，统一保管，杜绝了公车私用

行为；二是坚持了对所有车辆的定点停放，每日进行巡查检查，在管理上突出了

“严”字；三是节前开展了大检查活动，对车辆的技术状况这一检验，及时消除

故障隐患，确保车辆状况优良；四是指定值班车辆，严格出车程序控制。  

 

  2、按照公司春秋季安全大检查的活动要求，狠抓了春秋季交通安全管理，

员工服务组组织全体驾驶员共同学习春秋季安全大检查的  

 

  活动文件，并且根据文件精神，制定出具体的实施方案，排出具体日程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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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活动中，首先强化了对驾驶员集中进行安全培训考核，提高了安全行车意识；

按照公司安全管理要求，对交通安全基础管理资料进行逐条对照整理；健全完善

了各级各类人员安全责任制，明确安全目标，细化安全管理制度，使安全工作的

分工和安全任务的分解得到了落实，同时，认真组织了对车辆状况的大检查，并

注重抓好各项安全活动的扎实开展。为扎实开展好车辆交通安全管理工作，在秋

检活动中，围绕车辆管理工作以及安全目标管理、风险管理、安全性评价等重点

工作进行。采取了自查自改、互查整改、抽查督改的方式，全面检查车辆交通安

全管理情况，强化车辆和驾驶员的安全风险意识。严格对照春秋季安全大检查的

车辆安全管理要求。组织驾驶员学习交通事故通报，认真吸取道路交通事故教训，

举一反三，防患未然。组织驾驶员对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以及公司交通安全

管理规定、条令、细则的学习，提升了驾驶员遵章保安全、责任保安全的从业理

念。 

 

  3、加强驾驶员的安全教育培训，营造车辆安全浓烈氛围，在春秋季安全大

检查活动中，我们组织全体驾驶员认真学习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并于 9 月

26 日在多依河会议室对全体驾驶员进行 12 年度交通安全专项培训和考试，提高

了全体驾驶员的安全意识和风险意识。 

 

  另外，我们还十分重视安全氛围建设，针对不同季节、不同层面，在驾驶室

内粘贴“系好安全带”等目警句和标语，在驾驶员和其  

 

  他员工中发挥了明显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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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保障服务形成了公司内外部的亮点 

 

  车辆管理承担着公司生产和公务用车的保障工作，2012 年公司员工服务组

车辆管理人员上下齐心协力，克服各种困难，科学调度，在车辆状况比较紧的情

况下，全体车辆管理人员及驾驶员经常牺牲双休日和节假日，顺利完成了各项运

输任务。 

 

  首先，在公司领导精心指导和各职能部门的大力协助下对驾驶员的思想、道

德等方方面面进行了教育，摆正车辆在公司建设中的位置，树立了强列的保障服

务观念，公司把驾驶员的保障服务纳入了考核序列；其次，从管理细节和程序上

加强了日常管理。在车辆调度上先生产、先管理，统一协调调度，今年以来，从

未发生车辆保障滞后问题，做到了随叫随到，保证有力、服务优质，得到了公司

领导的表扬和好评。 

 

  自 2012 年伊始，驾驶员为保障生产及公务用车的需求，牺牲各类节假日共

计 150 余人次，，完美诠释了我们“谨慎驾驶、风雨无阻、当好后勤、平安是福”

的服务理念。 

 

  三、加大考核力度，节约各项费用 

 

  2012 年，公司车辆在完成大量运输任务的同时，不断加强车辆的维修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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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油料消耗的考核，制定出相应的考核管理制度，落实奖惩措施，使油料费和维

修费更加科学合理，节约了大量的油料费和维修费，2012 年公司车辆行驶里程

159 万途公里，平均每公里费用 55 元。 

 

  第一、我们在安全管理考核中，摒弃个人感情与关联关系等因素，对出现的

各种违章现象，决不手软，坚决按照曲靖供电局及公司车辆管理规定对违章人员

进行相应的处罚，本年度违章人员大幅减小，取得一定成果。 

 

  第二、为杜绝公司车辆油料消耗存在的“跑、冒、滴、漏”等现象，对单车

进行百公里油耗分析，按照车辆公里指数与单车核定油耗指数进行监督，对油耗

高于核定指数的车辆进行分析，制定出一定的整改办法，使车辆油耗加回到考核

的范围内。 

 

  第三、为加强车辆维修费用管理，结合公司的实际情况，制定出严谨的车辆

维修程序，充分利用驾驶员自身优势，实行小毛病能自己排除就自己排除，大故

障在车辆管理人员鉴定后需要报修理厂维修的车辆报分管人员审批后方能修理，

达到了以保障车况良好为目的，以节约维修经费为根本的车辆维修原则。 

 

  通过加强教育培训，细化管理，强化劳动纪律，对维修费用和油料消耗的严

谨考核，我们达到了年初与公司签订的安全责任目标，较好的完成年度的安全工

作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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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技术保障到位 

 

  公司车辆管理主要从二个方面入手抓好车辆技术保障。第一是按规定对车辆

进行保养、年审年检和季度检查工作，严格要求驾驶员对车辆出车前进行检查，

车管理人员对车辆进行月度抽查，每季度集中公司所有车辆、到修理厂由修理厂

技术人员和公司车辆理修理鉴定人员对车辆进行全面检查，并建立车辆行驶里程

记录及维修记录，详细 

 

  篇四:《公司车辆管理工作总结》 

 

  200X 年已过去半年时间。半年来，我公司的车辆管理工作在分公司党委的

正确领导下，在全体司机的共同努力下，通过部门之间的共同协作，我们在车辆

管理工作上取得了一定的成绩，车辆安全行车，没有发生过等级的事故，安全管

理工作都取得了实效，得到了长促的发展，向着既定的目标跟进。现就上半年所

做的的工作总结如下 

 

  一、 加强学习,不断提高司机的思想觉悟 

 

  我公司各有车职能部门能认真执行分公司的各项规章制度, 加强对司机的教

育，每月坚持召开一次职工会议, 加强理论学习，认真学习党的各项路线、方针、

政策。学习胡总书记提出 的“八荣八耻” ，加强和提高了干部职工的荣辱观，

完善了干部职工的自身素质，使司机的思想素质和业务水平不断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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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加强安全教育,做好车辆的管理工作{单位车辆管理总结}. 

 

  我公司现有大小各类车辆 33 部，其中小轿车 8 部，小客车 2 部，小货车  9

部，货车 6 部，小油罐车 7 部，大客车 1 部，大部分车辆运行在生产第一线，

部分车辆分布在片区，点多面广，给车辆安全管理工作带来一定的难度。随着企

业改革的不断深化，各种不稳定的因素都会对司机的思想情绪产生波动，为了消

除各种因素对安全行车的影响，结合我公司的实际情况，我们主要采取以下措施 

 

  1、 定期加强对司机进行安全教育，组织司机学习《道路安全法》及本公司

的《车辆安全管理制度》，增强司机的安全意识。 

 

  2、 要求司机疲劳不驾车；酒后不驾车；不开英雄车。平常对车辆勤检查、

勤保养维护，发现问题及时解决，做到车辆不带病上路；司机不带情绪开车，确

保行车安全。 

 

  3、 严格执行车辆派车审批制度和节假日期间车辆“二交一封一定”制度，

禁止公车私用。 

 

  4、 在安全教育方面,我们开展交通安全知识竞赛活动，邀请交警到我公司进

行交通案例剖析，使司机的交通安全意识得到进一步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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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明确职责。按照“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要求各片区、各有车部门

的负责人要加强对本部门车辆的安全管理，对所管的车辆安全负主要责任。 

 

  6、 对车辆管理中存在的一些问题，我们还通过多种形式进行解决。如召开

交通安全分析会、下发通知、找司机个别谈心等等。 

 

  三、存在问题 

 

  在近半年的车辆管理工作中，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也存在着一些问题，

主要表现在 

 

  1、 个别部门对车辆管理工作不够重视，没有实行专车专人专管，车辆没有

定期养护，造成车辆损坏，给行车安全带来隐患。 

 

  2、 个别司机安全意识淡薄，开快车，车辆行驶曾出现事故的苗头。 

 

  3、 司机没有对自己所驾车辆及时年审，造成不必要的麻烦。 

 

  4、 车辆的各种费用同比去年严重超支，除正常的开支外，部分是人为造成

的。 

 

  四、 下半年的工作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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