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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确保经营性道路运输安全，最大限度地为社会提供安全可靠的运输服务，根据交通运

输部和公安部颁发的相关规定和通知，从严控道路运输驾驶员从业资格考试准入制度、加强道路

运输驾驶员从业资格证管理及提升道路运输驾驶员日常管理水平三方面对驾驶员的安全管理进

行了解析，为制定切实可行的实施操作办法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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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路运输主体是驾驶员，包括客货运输驾驶员、

危险货物运输驾驶员、城市公共交通驾驶员、出租车

驾驶员及机动车驾驶培训教练员等。驾驶员的整体

素质和服务水平与道路运输安全发展水平息息相

关，加强对道路运输驾驶员的管理是确保道路运输

安全的重要手段。该文结合合肥地区的实际情况，

探讨如何加强经营性道路运输驾驶员的管理。

１　严控道路运输驾驶员从业资格考试准入

制度

　　交通运输部把道路运输驾驶员职业资格证书纳

入准入类，其目的是为了发挥对道路运输驾驶员管

理的主体作用。道路运输驾驶员必须具备良好的职

业道德和安全意识这一基本要求。在关键时刻，为

维护公共安全，驾驶员还需具有安全行车和旅客急

救知识及良好的心理素质。目前，交通运输部已组

织修订有关类别的道路运输驾驶员从业资格考试大

纲，强化或增加安全意识教育、职业道德、节能减排、

货物装载、车辆运用技术和应急处理等方面要求。

安徽省道路运输管理局２０１６年在全省全面启用新

的考试大纲和考试题库，制定了统一的考试工作规

范和考试程序，使全省道路运输驾驶员从业资格考

试真正做到了公开、公平、公正。

《道路运输从业人员管理规定》要求道路旅客运

输驾驶员必须３年内无重大以上交通责任事故，为

此，合肥市交通运输管理处与市交警支队建立驾驶

员信息共享机制，从事旅客运输的驾驶员在申请参

加道路运输驾驶员从业资格考试时，运管部门将驾

驶员信息推送到交警部门系统进行比对，比对合格

后方可参加考试。

２　加强道路运输驾驶员从业资格证管理

（１）积极应用信息化系统加强对道路运输驾驶

员从业资格证的管理。根据《交通运输部办公厅关

于开展全国道路运政管理信息系统互联互通工作的

通知》的要求，安徽省建立了全省道路运输从业人员

从业资格证件管理数据库，使用全省统一的管理软

件核发从业资格证件，确保有关信息实时输入、输出

和存储。

（２）实现道路运输驾驶员管理信息互联互通，

方便共享查询。为了加强对道路运输驾驶员的源头

管理，合肥市交通运输管理处与合肥市交警支队自

２０１４年开始建立了联系制度和合肥市大中型客货

车从业人员电子信息管理档案，档案内容包括驾驶

证件信息、从业资格证件信息、从业信息、交通违法

和事故情况、继续教育时间等，合肥市交警支队每月

将大中型客货车驾驶员的违法、记分、事故情况通报

给道路运输企业和运管处，运管处在运政系统中及

时锁定该企业相关驾驶员和车辆的相关业务，同时

督促运输企业加强对驾驶员的源头教育，并通知驾

驶员尽快到交警部门接受处理；对降低准驾车型或

吊销驾驶证的驾驶员，还要求企业及时调整其工作

岗位。处理结束后，运输企业凭交警支队的处理清

单到运管处解锁方可开展相关业务。

（３）严查违法违规行为，严格道路运输驾驶员

退出机制。严格执行《道路运输从业人员管理规

定》，对于道路运输从业资格证违规计满２０分的驾

驶员，要求其参加２４学时脱岗学习，经考试合格才

能销分；对于公安、公路部门抄送转办的超限超载道

路运输驾驶员，作从业资格吊销或计分处理；对从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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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格证有效期超过１８０ｄ、２年内未换证的道路运输

驾驶员，要求其参加继续教育，经理论考试合格后才

能换证；在管理系统中及时注销超龄驾驶员。对存

在重大安全隐患的驾驶员，督促运输企业及时调离

驾驶工作岗位；对发生重大以上交通事故，且负主要

责任的大中型客货车驾驶员，及时吊销其从业资格

证，并定期向社会公布被吊销从业资格证的营运驾

驶员“黑名单”。

３　提升道路运输驾驶员日常管理水平

（１）严把道路运输驾驶员聘用关。道路运输企

业制定切实可行的驾驶员聘用制度，在新聘驾驶员

时严格按照制度要求逐一落实。对新聘驾驶员从业

资格相关信息认真核查，严禁聘用未取得从业资格

证的驾驶员，对有安全驾驶违章记录的驾驶员慎重

聘用。定期将聘用驾驶员信息报道路运输管理机构

和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备案，督促驾驶员及时参

加机动车驾驶证审验，并及时处理有交通安全违法

行为或交通事故的驾驶员。

（２）强化交通安全教育。《道路运输从业人员

管理规定》要求道路运输企业对在岗的驾驶员每２

年进行不少于２４个学时的继续教育。道路运输管

理机构要督促运输企业按时组织驾驶员参加继续教

育，加强对驾驶员的职业道德和安全驾驶教育，使其

养成良好的驾驶习惯，逐步消除不良驾驶行为。据

了解，合肥市很多大型企业每年都会请交警支队事

故科的人员给驾驶员授课，重点分析典型事故案例、

讲解恶劣天气和复杂道路驾驶常识及紧急避险、应

急救援处置等方面知识，收到了良好效果。

（３）发挥卫星定位监控系统的作用。安徽省已

建立了全省营运车辆动态信息公共服务平台，并与

全国重点营运车辆联网联控系统进行了联网，道路

运输管理机构和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依照法定职

责实行联合监管。充分运用卫星定位监控手段，道

路运输企业和客运场站纷纷加强对车辆和道路运输

驾驶员的日常监督，按照规定及时纠正和处理超速、

疲劳驾驶等违法行为，极大减少了事故的发生。

（４）加大稽查力度，纠正道路运输驾驶员违法

行为。遵守道路交通安全和运输管理法律法规是驾

驶员应尽职责。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和公安机关管理

部门应严肃查处驾驶员的违规行为，从严查处大中

型客货车和校车超速、超载行为。公安机关交通管

理部门要加强对交通事故多发路段和时段的管控。

对道路运输相关业务经营场所、客货集散地，道路运

输管理机构应加大检查力度，对超员车辆予以制止，

并责令其安排旅客改乘；对超载车辆，责令其卸载。

（５）保障道路运输驾驶员的合法权益。依据

《劳动合同法》，运输企业应与驾驶员签订劳动合同，

并为驾驶员购买相关保险。保障驾驶员的合法权

益，畅通驾驶员合理反映诉求渠道，是道路运输管理

机构及相关部门的应尽职责，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可

会同相关部门为驾驶员提供相关服务。运输企业要

认真落实医疗、养老等社会保障，解决驾驶员的后顾

之忧。道路运输管理机构要督促运输企业做好车辆

安全检查保养，配齐车辆安全装备，合理安排客运班

次，驾驶员每次连续驾驶时间不得超过４ｈ。当因

重特大道路交通事故、恶劣天气等造成交通拥堵、车

辆通行缓慢时，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可通过手机

短信服务平台为驾驶员提供提示服务。

（６）接受社会监督。依据道路运输企业质量信

誉考核办法的相关要求，道路运输管理机构每年要

对道路运输企业进行质量信誉考核，并将考核结果

在相关媒体上发布，一方面接受社会监督，另一方面

供群众选择服务企业。省级道路运输管理部门和公

安交通管理部门应联合制定交通违法行为有奖举报

办法，建立举报奖励制度，财政部门要落实举报奖励

经费，发动群众监督举报。投诉举报的违法行为一

经查实，即从严处罚，绝不姑息，并计入驾驶员和所

属企业的质量信誉考核档案。

４　结语

对于经营性道路运输驾驶员的安全管理，应严

格做到以下三方面方可为社会提供安全、舒适的运

输服务：

（１）严控道路运输驾驶员从业资格考试准入制

度，提高驾驶员综合素质。

（２）加强道路运输驾驶员从业资格证管理。积

极应用信息化系统加强对道路运输驾驶员从业资格

证管理；实现道路运输驾驶员管理信息互联互通，方

便共享查询；严厉查处违法违规行为，严格道路运输

驾驶员退出机制。

（３）提升道路运输驾驶员日常教育管理水平。

严把道路运输驾驶员聘用关，强化交通安全教育；发

挥卫星定位监控系统的作用，加大稽查力度，纠正道

路运输驾驶员违法行为；保障道路运输驾驶员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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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６　第犻个配送中心的固定费用及单位产品的

　　变动费用

备选地 犳犻／万元 犞犻／元

广州 ４９ ３５

深圳 ５０ ５０

东莞 ４１ ４５

佛山 ４０ ３０

分布随机值，然后通过上述优化模型得到每个随机需

求下的物流成本，并将所有随机需求下的物流成本平

均值作为期望值，求得广州、深圳、东莞、佛山的物流总

成本期望值分别为犈 狌１（ ）＝２４４９９４０元、犈 狌２（ ）＝

１７２９４１０元、犈 狌３（ ）＝１ ８５３ ９３０ 元、犈 狌４（ ）＝

１４３９８００元，犈狌１（ ）＞犈狌３（ ）＞犈狌２（ ）＞犈狌４（ ），佛山

配送中心选址方案的物流总费用最低。

３　结论

Ｂ２Ｃ环境下的物流配送中心优化选址是一个复

杂的系统工程。该文针对冷链物流中普遍存在的不

确定需求，利用成本分析方法，研究了各需求点的需

求量为区间随机数的选址问题，并以广州安得物流

公司为实例进行研究，为其配送中心选址提供了一

种可行的方法。由于公司的预算限制，文中只针对

性地研究了单配送中心的选址问题，下一步将研究

更为通用的多配送中心选址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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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权益，接受社会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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