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书书书

犐犆犛０３．２２０．２０；４３．０８０．２０
犚１１

! " # $ % & ' ' ( ) *
犌犅／犜２２４８５—２０２１
!"ＧＢ／Ｔ２２４８５—２０１３

!"#$%&'()*
犛狆犲犮犻犳犻犮犪狋犻狅狀犳狅狉狋犪狓犻狅狆犲狉犪狋犻狅狀狊犲狉狏犻犮犲

２０２１０８２０+, ２０２２０３０１-.

' ( + , - . / 0 1 2
' ( ) * 3 / 0 4 5 6 + ,



书书书

目　　次

前言 Ⅲ…………………………………………………………………………………………………………

１　范围 １………………………………………………………………………………………………………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１…………………………………………………………………………………………

３　术语和定义 １………………………………………………………………………………………………

４　总体要求 ２…………………………………………………………………………………………………

５　运输车辆 ２…………………………………………………………………………………………………

６　服务人员 ３…………………………………………………………………………………………………

７　服务流程 ３…………………………………………………………………………………………………

８　运输安全 ４…………………………………………………………………………………………………

９　服务评价与投诉处理 ５……………………………………………………………………………………

附录Ａ（资料性附录）　驾驶员服务用语 ７…………………………………………………………………

附录Ｂ（资料性附录）　车辆例行检查项目 ８………………………………………………………………

附录Ｃ（规范性附录）　服务评价指标计算方法 ９…………………………………………………………

参考文献 １２……………………………………………………………………………………………………

Ⅰ

犌犅／犜２２４８５—２０２１



前　　言

　　本标准按照ＧＢ／Ｔ１．１—２００９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代替ＧＢ／Ｔ２２４８５—２０１３《出租汽车运营服务规范》，与ＧＢ／Ｔ２２４８５—２０１３相比，除编辑性

修改外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增加了巡游出租汽车运营服务、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运营服务的术语和定义（见３．２、３．３）；

———修改了出租汽车运营服务、服务人员的术语和定义（见３．１、３．４，２０１３年版的３．１、３．５）；

———删除了出租汽车服务站点、待租状态、暂停运营状态、议价、拒载的术语和定义（见２０１３年版的

３．１０、３．１１、３．１２、３．１５、３．１６）；

———删除了服务方式（见２０１３版的第５章）；

———修改了运输车辆的基本要求（见５．１，２０１３年版的６．１）；

———删除了专用设施、服务标志的要求（见２０１３版的６．２、６．４）；

———删除了服务站点的规定（见２０１３版的第７章）；

———修改了服务人员业务素质与培训、服务仪容与言行举止的要求（见６．１、６．２，２０１３年版的８．１、

８．２、８．３）；

———修改了运营过程和运营结束的相关要求（见７．２．１、７．２．１２、７．３．３，２０１３年版的９．２．１、９．２．１８、

９．３．３）；

———删除了站点服务人员的要求（见２０１３年版的８．４）；

———删除了运营中、暂停运营、运营特殊情况处理的要求（见２０１３年版的９．２．２、９．２．３、９．２．９、

９．２．１２、９．２．１６、９．４、９．５．６）；

———删除了电召服务的特别要求（见２０１３年版的第１０章）；

———修改了驾驶员安全行车的基本要求（见８．２．１．２、８．２．１．３，２０１３年版的１１．１．１．２、１１．１．１．４）；

———修改了经营者安全管理的要求（见８．１．２、８．１．３、８．１．４，２０１３年版的１１．２．１、１１．２．２、１１．２．４）；

———修改了服务评价与投诉处理的要求（见９．１．１、９．１．３，２０１３年版的１２．１．１、１２．１．３）；

———删除了服务评价指标中车辆服务标志设置合格率、标志顶灯、计价器合格率、消防器材合格率、

车载卫星定位系统合格率、驾驶员从业资格证件拥有率、乘客满意率等指标及要求（见２０１３年

版的１２．２．１、１２．２．２、１２．２．３、１２．２．４、１２．２．６、１２．２．１４）；

———增加了车载卫星定位系统在线率、第三方调查乘客满意率服务评价指标及要求（见９．２．１、

９．２．１０）。

本标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运输部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城市客运标准化技术委员会（ＳＡＣ／ＴＣ５２９）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交通运输部公路科学研究院、交通运输部科学研究院、广州市交通运输局、杭州市

交通运输发展服务中心、安徽省道路运输管理服务中心、北京首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程国华、杨海龙、乔睿、王蔚、吕安琪、殷焕焕、李燕霞、王剑、何广云、李科、

刘常虹。

本标准所代替标准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ＧＢ／Ｔ２２４８５—２００８、ＧＢ／Ｔ２２４８５—２０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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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租汽车运营服务规范

１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出租汽车运营服务的总体要求以及运输车辆、服务人员、服务流程、运输安全、服务评

价与投诉处理等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出租汽车乘客运输服务，包括巡游、网络预约等方式的共性服务。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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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ＧＢ７２５８　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

ＧＢ８４１０　汽车内饰材料的燃烧特性

ＧＢ／Ｔ１８３４４　汽车维护、检测、诊断技术规范

ＧＢ１８３５２．６　轻型汽车污染物排放限值及测量方法（中国第六阶段）

ＧＢ／Ｔ３２８５２．４　城市客运术语　第４部分：出租汽车

３　术语和定义

ＧＢ／Ｔ３２８５２．４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３．１

出租汽车运营服务　狋犪狓犻狅狆犲狉犪狋犻狅狀狊犲狉狏犻犮犲

以七座及以下乘用车和驾驶劳务为乘客提供出行服务，并按乘客意愿行驶，根据行驶里程、行驶时

间或约定计费的运输经营活动。

３．２

巡游出租汽车运营服务　犮狉狌犻狊犻狀犵狋犪狓犻狅狆犲狉犪狋犻狅狀狊犲狉狏犻犮犲

可在道路上巡游揽客、站点候客，喷涂、安装出租汽车标识，以七座及以下乘用车和驾驶劳务为乘客

提供出行服务，并按照乘客意愿行驶，根据行驶里程和时间计费的经营活动。

　　注：包括扬手召车、电召服务、站点服务等服务方式。

３．３

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运营服务　犪狆狆犫犪狊犲犱狉犻犱犲犺犪犻犾犻狀犵狅狆犲狉犪狋犻狅狀狊犲狉狏犻犮犲

企业以互联网技术为依托构建服务平台，并通过网络服务平台接受约车人预约请求，使用符合条件

的车辆和驾驶员，提供不在道路上巡游揽客、站点候客等的出租汽车服务经营活动。

３．４

服务人员　狊犲狉狏犻犮犲狆犲狉狊狅狀狀犲犾

直接或间接为乘客或约车人提供出租汽车服务的人员。

　　注：包括驾驶员以及企业管理、调度服务、站点服务、投诉处理等人员。

３．５

服务质量　狊犲狉狏犻犮犲狇狌犪犾犻狋狔

出租汽车服务优劣程度的表征。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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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６

企业服务质量信誉考核　犲狀狋犲狉狆狉犻狊犲狊犲狉狏犻犮犲狇狌犪犾犻狋狔犪狀犱犮狉犲犱犻狋犪狊狊犲狊狊犿犲狀狋

在一定的考核周期内，对出租汽车经营者的管理制度、安全运营、运营服务和社会责任等方面的综

合评价。

３．７

驾驶员服务质量信誉考核　狋犪狓犻犱狉犻狏犲狉狊犲狉狏犻犮犲狇狌犪犾犻狋狔犪狀犱犮狉犲犱犻狋犪狊狊犲狊狊犿犲狀狋

在一定的考核周期内，对出租汽车驾驶员在出租汽车服务中遵纪守法、安全生产、经营行为和运营

服务等方面的综合评价。

４　总体要求

４．１　出租汽车经营者和服务人员应依法经营，诚实守信，公平竞争，为乘客提供安全、快捷、舒适、文明、

持续改进的出租汽车运营服务。

４．２　出租汽车经营者和服务人员应贯彻执行国家法律法规和政策的有关规定，接受管理部门的监督

检查。

４．３　出租汽车经营者应使用符合国家规定要求的车辆和服务设施。鼓励出租汽车经营者使用节能环

保车辆、无障碍车辆。

４．４　出租汽车经营者和服务人员应积极参与精神文明建设和社会公益活动。

５　运输车辆

５．１　基本要求

５．１．１　车辆技术条件应符合ＧＢ７２５８的规定和出租汽车行政主管部门的相关要求。

５．１．２　车辆维护、检测、诊断应符合 ＧＢ／Ｔ１８３４４的规定。

５．１．３　车辆污染物排放限值应符合ＧＢ１８３５２．６的规定。

５．１．４　车辆内饰材料应符合ＧＢ８４１０的规定。

５．１．５　车辆应取得公安部门核发的机动车牌照和行驶证，取得服务所在地出租汽车行政主管部门核发

的营运证件。

５．１．６　车载卫星定位系统宜参照ＪＴ／Ｔ７９４及其他有关规定，车辆按规定配置消防器材。

５．１．７　出租汽车专用设施设备及服务标识配置齐全，功能正常。空调正常。

５．１．８　无障碍出租汽车的专用装置应功能正常，轮椅、拐杖安放空间应充足，固定牢靠无松动。

５．２　车容车貌要求

５．２．１　车身外观应符合下列要求：

ａ）　车身外观整洁完好。车辆前后内外照明灯齐全，功能完好。

ｂ）　轮胎盖齐全完好。车门功能正常。

ｃ）　车窗玻璃密闭良好，洁净明亮、无遮蔽物，升降功能有效。玻璃刮水器功能完好。

５．２．２　车厢内整洁、卫生，无杂物、异味，车厢内饰应符合下列要求：

ａ）　仪表显示完好；

ｂ）　仪表台、后风挡窗台不放置与运营无关的物品；

ｃ）　遮阳板、化妆镜齐全完好。

５．２．３　车辆附属设施应符合下列要求：

ａ）　座椅牢固无塌陷；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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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　前排座椅可前后移动，靠背倾度可调；

ｃ）　安全带和锁扣齐全、有效；

ｄ）　座套、头枕套、脚垫齐全、整洁。

５．２．４　行李厢应整洁，照明有效，开启装置完好。清洁物品摆放应有序，不对乘客外露。行李厢内可供

乘客放置行李物品的空间应不少于行李厢的三分之二。

５．２．５　应按规定张贴和涂装广告，不应遮挡服务标识。车厢视频设备可按乘客意愿开关。

６　服务人员

６．１　业务素质

６．１．１　应熟悉与出租汽车运营服务有关的法律、法规和运营服务规范。

６．１．２　满足一定条件和程序并持相应驾驶证的残疾人驾驶员，可提供城乡社区与地铁站及公交站点间

的短距离出租汽车经营服务。

６．１．３　驾驶员能熟知运营区域的交通地理、地方特色等知识。

６．１．４　掌握与岗位相适应的业务知识。

６．１．５　尊重乘客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

６．２　仪容仪表和言行举止

６．２．１　按规定着装，正确佩戴服务标志。

６．２．２　驾驶员运营前和运营过程中不应食用有异味的食物。

６．２．３　能说普通话。可根据乘客需求，使用地方方言或外语交流。

６．２．４　服务用语应规范准确，文明礼貌。服务时应语气平和、表达清楚、声量适度、语速适中。驾驶员

服务用语参见附录Ａ。

６．２．５　驾驶员应热情、耐心回答乘客问题。乘客间交谈时，不应随便插话。

６．２．６　驾驶员不应有不文明行为和语言。不应在车厢内吸烟，不应向车外抛物、吐痰。

７　服务流程

７．１　运营准备

７．１．１　检查车容车貌，随车证照。备齐发票、备足零钱。

７．１．２　检查车辆技术状况，并备好随车设施、工具。车辆例行检查项目参见附录Ｂ。

７．１．３　检查车辆燃油、燃气或电量。

７．２　运营过程

７．２．１　应在允许停车路段、地点或服务站点停车载客、候客或等候订单，不应有拒载行为。

７．２．２　乘客上车时，车辆应与道路平行靠边停靠，并引导乘客由右侧上车。

７．２．３　乘客携带行李时，应主动协助其将行李放入行李厢内。行李厢应由驾驶员开启和锁闭。

７．２．４　应主动协助老、幼、病、残、孕等乘客上下车。

７．２．５　乘客上车后，应面向乘客主动问候。提醒并在必要时协助乘客系好安全带。

７．２．６　未经乘客同意，不应招揽他人同乘。

７．２．７　不应绕路。运营中遇交通堵塞、道路临时封闭等需改变原行驶路线时，需征得乘客同意。

７．２．８　应根据乘客意愿升降车窗玻璃、使用音响、视频和空调等相关服务设备。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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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２．９　应劝阻和制止乘客将身体伸出车外、乱扔废弃物、在车内吸烟等行为。

７．２．１０　应乘客要求停车等候时，未到约定时间不应擅自离开。

７．２．１１　不应中途甩客或无故终止出租汽车运营服务。

７．２．１２　遇下列情形，可拒绝提供出租汽车运营服务：

ａ）　乘客携带易燃、易爆、有毒有害、放射性、传染性等违禁物品乘车；

ｂ）　醉酒者、精神病患者等在无人陪同或监护下乘车；

ｃ）　携带影响车内卫生条件的物品和动植物；

ｄ）　携带行李超过行李厢容积。

７．３　运营结束

７．３．１　应在允许停车路段按乘客目的地就近靠路边停车。

７．３．２　车辆应与道路平行靠边停靠，并引导乘客由右侧下车。雨天停车时，车门应避开积水区域。

７．３．３　应按规定收取费用，并提供相应出租汽车发票。宜提供非现金支付方式。

７．３．４　乘客下车时，应提醒乘客开车门时注意安全、携带好随身物品，并主动协助乘客提取行李。检视

车厢内物品，向乘客道别。

７．４　运营特殊情况处理

７．４．１　乘客语言不通，无法确认目的地时，应帮助查询。

７．４．２　乘客因醉酒等原因神志不清、无法明确去向时，宜尽可能帮助查询或向公安部门求助。

７．４．３　乘客身体不适时，应协助乘客拨打急救电话，视情采取相应急救措施。

７．４．４　乘客对服务不满意时，应虚心听取批评意见；被乘客误解时，应心平气和，耐心解释。

７．４．５　发现乘客遗失财物，应设法及时归还失主。无法找到失主的，应及时联系经营者，上交经营者或

有关部门处理，不应私自留存。

７．４．６　发现乘客遗留的可疑物品或危险物品时，应立即报警。

８　运输安全

８．１　经营者安全管理

８．１．１　应设置专门安全管理部门，配备相应的安全管理人员。

８．１．２　应建立安全教育培训、安全行车、应急处置预案等规章制度。

８．１．３　每月至少应组织开展一次安全法规、规章制度、安全操作规程、职业道德的教育和培训，提高服

务人员安全意识、业务技能和职业素养。

８．１．４　应定期检查车辆，并建立完整的车辆维修、保养记录。

８．１．５　应定期检查车辆消防器材，对过期消防器材应及时报废、更新。

８．１．６　有条件的应利用信息系统，加强对车辆运行状况的动态监测，加强对驾驶员酒后驾驶、疲劳驾驶

和超速驾驶等行为的监督检查。

８．１．７　应为车辆和乘客按规定投保相应保险，发生事故后应按责任认定承担相应责任，并协助办理保

险赔付。

８．１．８　应制定应急预案，并定期组织演练。

８．１．９　宜组织驾驶员定期体检。

８．１．１０　应建立乘客失物登记、保管、查找制度，及时处理乘客失物查询，并在７２ｈ内答复。对涉嫌非法

侵占乘客财物的，报请公安机关依法处理。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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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２　驾驶员行车安全

８．２．１　基本要求

８．２．１．１　应树立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的行车理念与先人后物的应急处置原则。

８．２．１．２　应熟悉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规定，安全驾驶、平稳行车，驾车行经人行横道时应按照交通规

则减速慢行或停车避让，礼让行人优先通过。

８．２．１．３　驾车时不应操作手机，不应拨打接听移动电话，使用蓝牙耳机等设备除外。

８．２．２　复杂天气和危险路段的行车安全要求

８．２．２．１　遇情况不明、视线不良、起步会车、交叉路口、危险和繁华地段时，应减速慢行。

８．２．２．２　遇雨、雾、风沙天气时，应注意路面情况与行人、车辆动态，打开灯光，减速慢行，延长车距，尽量

避免超车。

８．２．２．３　雪中行车时，宜沿已有车辙低速行驶，避免急加速或急减速。

８．２．２．４　穿越铁路时，应连续通过，不应在火车通过区内停车。通过无人值守的铁路道口时，应在道口

前停车望，确认安全后方可通过。如发生车辆故障，应请乘客迅速下车至安全区域，并采取相应措施。

８．２．２．５　通过交叉路口时，应观察前方，留意左右两侧的车辆和行人，控制好车速，注意避让，不争道

抢行。

８．２．２．６　通过凹凸不平路段时，应紧握转向盘，低速行驶。

８．２．２．７　遇积水路段时，应提前停车查看，确认安全后，低速通过。驶离积水路段后，应连续轻踏制动踏

板，保持车辆制动性能良好。

８．２．２．８　通过急弯时，应减速慢行，不应超车；遇视线不良弯道时，应提前鸣笛，靠右侧行驶。

８．２．２．９　下坡时应控制车速，不应空挡滑行。上坡时应提前减挡，低挡行驶。

８．２．３　车辆突发情况处置

８．２．３．１　发生爆胎时，应紧握转向盘，控制方向，轻踏制动踏板，使车辆缓慢减速，避免紧急制动。

８．２．３．２　制动失灵时，应紧握转向盘，控制方向，尽量减速，设法尽快停车。

８．２．３．３　发生火灾时，应立即停车，关闭发动机，协助乘客安全撤离，并采取有效灭火措施。

８．２．３．４　发生落水时，应立即设法开启车门或敲碎车窗玻璃，协助乘客安全撤离。

８．２．３．５　发生故障或交通事故时，应协助乘客下车至安全区域，并迅速打开危险警告信号灯，按规定放

置三角警告牌。乘客受伤时，应立即拨打急救和报警电话，并视情采取相应急救措施。

９　服务评价与投诉处理

９．１　基本要求

９．１．１　出租汽车经营者应配备与经营规模相适应的客服人员与投诉处理人员，每月至少应组织开展一

次对驾驶员、投诉处理人员等服务人员的服务质量评价，宜采用人工智能等技术，提升服务水平。

９．１．２　出租汽车经营者和驾驶员应保证服务质量统计数据和原始记录真实、准确，参加出租汽车行政

主管部门组织开展的服务质量信誉考核，包括企业服务质量信誉考核和驾驶员服务质量信誉考核。

９．１．３　出租汽车经营者应自觉接受社会监督，按规定设置服务监督机构、公布服务监督电话。

９．１．４　出租汽车经营者有条件的应组织第三方开展乘客满意率调查。

９．２　服务评价指标

９．２．１　车载卫星定位系统在线率大于或等于９６％。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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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２．２　车容车貌合格率大于或等于９５％。

９．２．３　驾驶员仪容和行为举止合格率大于或等于９５％。

９．２．４　致人死亡且负同等以上责任的道路交通事故发生率每百万车公里小于０．０１人次。

９．２．５　致人受伤且负同等以上责任的道路交通事故发生率每百万车公里小于０．１人次。

９．２．６　道路交通责任事故发生率每万车公里小于０．０５次。

９．２．７　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发生率每万车公里小于０．２次。

９．２．８　乘客有效投诉率小于百万分之二十。

９．２．９　乘客投诉处理率１００％。

９．２．１０　第三方调查乘客满意率大于或等于８５％。

９．２．１１　服务评价指标计算方法应符合附录Ｃ的要求。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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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犃

（资料性附录）

驾驶员服务用语

　　驾驶员服务用语见表Ａ．１。

表犃．１　驾驶员服务用语

序号 中文 英文

１ 我是公司的驾驶员师傅！ Ｉ’ｍｄｒｉｖｅｒｆｒｏｍ ｃｏｍｐａｎｙ！

２ 您是要去，对吗？ Ａｒｅｙｏｕｇｏｉｎｇｔｏ，ｒｉｇｈｔ？

３ 我大约会在分钟后到达！ Ｉｗｉｌｌａｒｒｉｖｅｉｎａｂｏｕｔ ｍｉｎｕｔｅｓ！

４ 我会在这里／那里停车等您。 Ｉｗｉｌｌｓｔａｙｈｅｒｅ／ｔｈｅｒｅｔｏｗａｉｔｆｏｒｙｏｕ．

５ 我会继续等您分钟。 Ｉ’ｌｌｋｅｅｐｗａｉｔｉｎｇｆｏｒｙｏｕ ｍｉｎｕｔｅｓ．

６ 欢迎来！ Ｗｅｌｃｏｍｅｔｏ！

７ 早上好！ Ｇｏｏｄｍｏｒｎｉｎｇ！

８ 晚上好！ Ｇｏｏｄｅｖｅｎｉｎｇ！

９ 很高兴为您服务。 Ｉｔ’ｓｍｙｐｌｅａｓｕｒｅｔｏｓｅｒｖｅｆｏｒｙｏｕ．

１０ 请问您去哪儿？ Ｗｈｅｒｅａｒｅｙｏｕｇｏｉｎｇ，Ｓｉｒ／Ｍｓ．？

１１ 请系好安全带。 Ｐｌｅａｓｅｆａｓｔｅｎｙｏｕｒｓｅａｔｂｅｌｔ．

１２ 您需要打开音响／空调吗？ Ｗｏｕｌｄｙｏｕｌｉｋｅｔｏｔｕｒｎｏｎｔｈｅｒａｄｉｏ／ａｉｒ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ｉｎｇ？

１３ 请问您需要帮忙吗？ ＣａｎＩｈｅｌｐｙｏｕ？

１４ 您需要使用手机充电器吗？ Ｗｏｕｌｄｙｏｕｎｅｅｄｔｏｕｓｅｍｏｂｉｌｅｐｈｏｎｅｃｈａｒｇｅｒ？

１５ 车里的纸巾您可免费享用。 Ｐａｐｅｒｔｏｗｅｌｉｎｔｈｅｃａｒｉｓｆｒｅｅ．

１６ 您需要等候吗？ ＤｏＩｎｅｅｄｔｏｗａｉｔｆｏｒｙｏｕ？

１７ 请记住我的车牌号。 Ｐｌｅａｓｅｒｅｍｅｍｂｅｒｍｙｐｌａｔｅｎｕｍｂｅｒ．

１８ 对不起，这里不允许停车。 Ｓｏｒｒｙ，ｎｏｐａｒｋｉｎｇｉｓａｌｌｏｗｅｄｈｅｒｅ．

１９ 您的目的地到了。 Ｈｅｒｅｗｅａｒｅ．

２０ 请确认付费金额。 Ｐｌｅａｓｅｃｏｎｆｉｒｍｔｈｅｐａｙｍｅｎｔａｍｏｕｎｔ．

２１ 请拿好发票。 Ｋｅｅｐｔｈｅｒｅｃｅｉｐｔ，ｐｌｅａｓｅ．

２２ 请带齐您的行李。 Ｄｏｎ’ｔｆｏｒｇｅｔｔｏｔａｋｅｙｏｕｒｌｕｇｇａｇｅ，ｐｌｅａｓｅ！

２３ 请对我的服务进行评价。 Ｐｌｅａｓｅｅｖａｌｕａｔｅｍｙ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２４ 请拿好自己的随身物品。 Ｐｌｅａｓｅｔａｋｅａｌｌｙｏｕｒｂｅｌｏｎｇｉｎｇｓ．

２５ 这是我应该做的。 Ｉｔ’ｓｍｙｐｌｅａｓｕｒｅ．

２６ 欢迎您多提意见。 Ｙｏｕｒｃｏｍｍｅｎｔｓａｒｅａｌｗａｙｓｗｅｌｃｏｍｅ．

２７ 谢谢，再见。 Ｔｈａｎｋｙｏｕ，ｇｏｏｄｂｙ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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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犅

（资料性附录）

车辆例行检查项目

　　车辆例行检查项目见表Ｂ．１。

表犅．１　车辆例行检查项目

序号 主要检查内容

１ 轮胎气压及磨损是否正常，固定螺母是否缺失或松动

２ 风窗玻璃是否完好

３ 车灯和反光器、外后视镜是否完好

４ 发动机、底盘有无遗洒、泄漏

５ 发动机舱内线束是否捆绑牢固，无软化现象

６ 机油、润滑油、冷却液、转向助力液、风窗清洗液、制动液等油液液面情况，燃油管路是否正常

７ 蓄电池、高低压线路有无异常

８ 仪表、转向盘自由行程、驻车制动器、变速器操纵装置是否正常

９ 离合器踏板、制动踏板、加速踏板行程是否正常

１０ 安全带、内后视镜等安全设施及装置是否正常

１１ 车门、车内灯能否正常开启，前排座椅能否调节

１２ 三角警告牌是否携带，灭火器是否完好

１３ 发动机起动后各仪表及报警灯工作状况是否正常，发动机、底盘运转部件有无异响、异味

１４ 车载卫星定位系统是否正常

１５ 音响、空调是否正常

１６ 灯光及控制装置、喇叭按钮、风窗玻璃刮水器和洗涤器是否正常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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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犆

（规范性附录）

服务评价指标计算方法

犆．１　车载卫星定位系统在线率

车载卫星定位系统在线率为车载卫星定位系统检查在线车数与车载卫星定位系统检查总车数之

比。计算见式（Ｃ．１）：

犃１＝
犅１

犆
×１００％ …………………………（Ｃ．１）

　　式中：

犃１———车载卫星定位系统在线率；

犅１———车载卫星定位系统检查在线车数，单位为辆；

犆 ———车载卫星定位系统检查总车数，单位为辆。

犆．２　车容车貌合格率

车容车貌合格率为车容车貌检查合格车数与车容车貌检查总车数之比。计算见式（Ｃ．２）：

犃２＝
犅２

犇
×１００％ …………………………（Ｃ．２）

　　式中：

犃２———车容车貌合格率；

犅２———车容车貌检查合格车数，单位为辆；

犇 ———车容车貌检查总车数，单位为辆。

犆．３　服务人员仪容和行为举止合格率

服务人员仪容和行为举止合格率为服务人员仪容和行为举止检查合格人数与检查总人数之比。计

算见式（Ｃ．３）：

犃３＝
犅３

犈
×１００％ …………………………（Ｃ．３）

　　式中：

犃３———服务人员仪容和行为举止合格率；

犅３———服务人员仪容和行为举止检查合格人数，单位为人；

犈 ———服务人员仪容和行为举止检查总人数，单位为人。

犆．４　致人死亡且负同等以上责任的道路交通事故发生率

致人死亡且负同等以上责任的道路交通事故发生率为车辆平均行驶百万公里所发生的致人死亡且

负同等以上责任的道路交通事故次数。计算见式（Ｃ．４）：

犃４＝
犅４

犉
×１００％ …………………………（Ｃ．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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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式中：

犃４———致人死亡且负同等以上责任的道路交通责任事故发生率；

犅４———致人死亡且负同等以上责任的道路交通责任事故次数，单位为次；

犉 ———运行里程，单位为百万公里。

犆．５　致人受伤且负同等以上责任的道路交通事故发生率

致人受伤且负同等以上责任的道路交通事故发生率为车辆平均行驶百万公里所发生的致人受伤且

负同等以上责任的道路交通事故次数。计算见式（Ｃ．５）：

犃５＝
犅５

犉
×１００％ …………………………（Ｃ．５）

　　式中：

犃５———致人受伤且负同等以上责任的道路交通责任事故发生率；

犅５———致人受伤且负同等以上责任的道路交通责任事故次数，单位为次。

犆．６　道路交通责任事故发生率

道路交通责任事故发生率为车辆平均行驶万公里所发生的道路交通责任事故次数。计算见式（Ｃ．６）：

犃６＝
犅６

犌
×１００％ …………………………（Ｃ．６）

　　式中：

犃６———道路交通责任事故发生率；

犅６———道路交通责任事故次数，单位为次。

犌 ———运行里程，单位为万公里。

犆．７　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发生率

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发生率为车辆平均行驶万公里所发生的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次数。计算

见式（Ｃ．７）：

犃７＝
犅７

犌
×１００％ …………………………（Ｃ．７）

　　式中：

犃７———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发生率；

犅７———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次数，单位为次。

犆．８　乘客有效投诉率

乘客有效投诉率为乘客有效投诉次数与营运次数之比。计算见式（Ｃ．８）：

犃８＝
犅８

犎
×１００％ …………………………（Ｃ．８）

　　式中：

犃８———乘客有效投诉率；

犅８———乘客有效投诉次数，单位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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犎 ———营运次数，单位为次。

犆．９　乘客投诉处理率

乘客投诉处理率为已处理的乘客有效投诉次数与乘客有效投诉次数之比。计算见式（Ｃ．９）：

犃９＝
犅９

犐
×１００％ …………………………（Ｃ．９）

　　式中：

犃９———乘客投诉处理率；

犅９———已处理的乘客有效投诉次数，单位为次；

犐 ———乘客有效投诉次数，单位为次。

犆．１０　第三方调查乘客满意率

第三方调查乘客满意率为按第三方设计的乘客满意率调查问卷，答复满意人数与调查总人数之比。

计算见式（Ｃ．１０）：

犃１０＝
犅１０

犑
×１００％ …………………………（Ｃ．１０）

　　式中：

犃１０———第三方调查乘客满意率；

犅１０ ———答复满意人数，单位为人；

犑 ———调查总人数，单位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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