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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地方标准 

《道路运输车辆动态监控规程》 

编制说明 

 

 

一、任务来源、起草单位和主要起草人 

（一）任务来源 

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关于下达 2022年度广西

交通运输标准化项目计划的通知》（桂交科教发〔2022〕27号），

《道路运输车辆动态监控规程》列入 2022年度广西交通运输标

准化项目计划，项目编号 2022-23。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市场

监管局关于下达 2022年广西地方标准制修订项目计划的通知》

（桂市监函﹝2022﹞1903号），由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提

出，广西壮族自治区道路运输发展中心、华蓝设计（集团）有限

公司、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信息管理中心共同起草的《道路

运输车辆动态监控规程》被批准立项为广西地方标准，项目编号

为：2022-1478。 

（二）起草单位和主要起草人 

广西地方标准《道路运输车辆动态监控规程》项目任务下达

后，广西壮族自治区道路运输发展中心成立了标准编制工作组，

制定了标准编写方案，明确任务职责，确定工作技术路线，开展

标准研制工作，具体标准编制工作由华蓝设计（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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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信息管理中心相关人员配合。 

本标准负责起草单位：广西壮族自治区道路运输发展中心 

本标准参与起草单位：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华蓝设

计（集团）有限公司、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信息管理中心。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李道飞（项目负责人）、陆海漫、韦全

有、覃宇昀、杨华、毕雁冰、李世锋、王东川、鲍春、周静、王

妍、罗力、潘彩凤、文婧、温理洁、陆宾、游春霞、丘忠慧、黄

冠文、宁荧荧、朱丽妮、郑良鑫、张婧、张欣慧、郭成武。 

二、制定标准的必要性和意义 

截至 2013 年底，全国所有“两客一危”车辆和半挂牵引车

以及重型载货汽车（总质量为 12 吨及以上的普通货运车辆）均

按照要求安装了卫星定位装置，31 个省份的省级监管平台和

1000 余家各类企业监控平台全部接入了重点营运车辆联网联控

系统，实现了对“两客一危”车辆跨区域、跨部门的联合监管，

半挂牵引车以及重型载货汽车（总质量为 12 吨及以上的普通货

运车辆）数据上传全国道路货运车辆公共监管与服务平台，实现

了对普通货运车辆的动态监控管理。截止 2021年 12月底，我区

2.7 万“两客一危”车辆和 19.8 万半挂牵引车以及重型载货汽

车（总质量为 12 吨及以上的普通货运车辆）安装符合标准的卫

星定位装置，并接入相关平台，我区行业服务平台入网率、上线

率、轨迹完整率、数据合格率分别为 99.89%、98%、96.36%、99.99%。

通过几年的工作，道路交通事故率下降，成效显著。但从道路运

输车辆动态监控工作管理看，也存在一定问题，具体体现在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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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方面： 

（1）缺乏上位动态监控规程指导，监控水平参差不齐 

由于我国出台的《道路运输车辆动态监督管理办法》、《道路

旅客运输企业安全管理规范》并未对监控工作具体要求进行细化，

而广西又未出台道路运输车辆动态监控工作相关的规范，办法未

能有效地指导区内道路运输企业开展车辆动态监控工作。各企业

依据自身特点，编制运输车辆动态监控工作办法，但已编制的办

法不尽完善，致使企业之间的监控内容、流程不一，因此在全区

范围内难以形成统一、完善的工作机制。 

（2）企业动态监控规程不规范，存在较大安全隐患 

由于目前各企业出台的车辆动态监控工作制度不完善，在道

路运输车辆动态监控工作运行中，难以有效指导企业车辆动态监

控工作的制度化、常规化运行，仍存在部分企业运营车辆上线率

低、监控内容不完善、监控操作不规范等问题。此外，企业的员

工产生人员流转时，不能及时、快速地按照工作规定开展道路运

输车辆的动态监控工作，致使运输车辆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 

（3）道路交通运输形势仍严峻，亟需规范动态监控管理 

与其他车辆相比，“两客一危一货”具有车型大、载重大、

交通事故更为严重的特征。以南宁市为例，2021 年全市发生适

用一般程序处理的交通事故 3076起、造成 607人死亡、2949人

受伤、直接财产损失 1196 万元。而发生涉及“两客一危一货”

车辆道路交通事故 629起，造成死亡 236人、受伤 744 人，直接

财产损失 496.7 万元，“两客一危一货”交通事故数和造成的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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亡和受伤人数分别占总事故的 18.6%、34.7%、20%。根据报告显

示，大部分事故均因疲劳驾驶、超速、违规驾驶、恶劣天气等原

因造成，车辆动态监控的事前预警和事故处置愈发重要。 

基于上述背景下，引导道路运输企业建立职责分工、日常工

作流程、突发事件处理和监控管理等具体内容的工作机制至关重

要，有利于我区道路运输车辆动态监控工作的开展和道路交通安

全环境的营造。2022 年 2 月 14日，为加强道路运输车辆动态监

督管理，预防和减少道路交通事故，结合交通运输执法领域突出

问题专项整治行动工作需要，交通运输部于 2021 年组织开展了

“与行政处罚法不相符清理”和“不合理罚款规定清理”工作。

根据清理结果，交通运输部、公安部、应急管理部颁布《关于修

改〈道路运输车辆动态监督管理办法〉的决定》（交通运输部、

公安部、应急管理部令 2022 年第 10 号）。在此指导下，结合我

区道路运输行业发展的特点，编制适应我区发展的道路运输车辆

动态监控规程，意义如下： 

（1）有力指导了道路运输车辆动态监控工作 

本标准不仅规定了监控制度和监控流程，而且还规定了监控

信息采集、台账记录、违章信息统计分析以及违章信息的报送和

处理要求，实现动态监控全过程的闭环管理，制定形成具有广西

地方特色的道路运输车辆动态监控操作规程和管理台账，为全区

道路运输企业道路运输车辆动态监控工作的有序开展起到指导

作用。 

（2）健全动态监控制度和流程发挥安全监管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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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规定动态监控基本要求、动态监控制度、监控流程，

明确动态监控工作中不同部门、人员的职责分工，扭转道路运输

经营者安全管理意识淡薄、能力不足和标准不一的问题，倒逼道

路运输企业建立并建立动态监控管理相关制度，落实安全运营的

责任，统一监控工作的日常机制和突发事件处理机制，规范动态

监控操作流程，从而发挥动态监控的安全管理效能。 

（3）推动道路运输由事后处理向事前事中监管转变 

本标准的编制，推动企业建立道路运输车辆动态监督工作流

程和工作制度，推动事后处理向事前监督的转变，利用监控系统

了解驾驶员的身体状态、驾驶行为、路况运行情况，甄别交通事

故风险，通过事前预判和提醒功能，及时纠正驾驶员违法违规行

为，有效降低车辆事故率，保障交通安全，为营造安全、舒适的

道路运输环境奠定基础。 

三、主要起草过程 

（一）成立标准编制工作组 

项目组于 2022年 8 月 23日成立了标准编制工作组，并随后

召开了第一次工作会议，筹建了编写组，明确了主编人员及参编

人员的职责分工，建立了编写单位内部审查制度，学习了有关政

策法规和标准化制度文件，研究起草了标准工作大纲和编制大纲，

形成了第一次工作会会议纪要。具体人员分工如下： 

李道飞负责整个项目的技术及组织协调工作；毕雁冰负责项

目的审查；陆海漫负责编审，韦全有、鲍春负责大纲和内容的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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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杨华负责标准技术性审查、覃宇昀负责监控制度，推进工作

安排，其余参与人员根据安排参与标准的编写。 

（二）收集整理文献资料 

本标准起草人员的前期研究工作分为资料调查与研究、行业

现状调查与研究、总结完善 3 个步骤进行：1、调研了国内外大

量涉及道路运输车辆动态监控的相关政策文件、相关规范、指南

等文献资料；2、调研了广西区内部分运输企业道路运输车辆动

态监控的现状、动态监控存在的问题以及行业安全管理的诉求和

建议；3、对调研结果进行整理和分析，为下一步的规程编制提

供必要的指导和技术支撑标准编制工作组收集了道路运输车辆

动态监控相关文献资料。主要有： 

GB/T 7258  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 

GB/T 19056  汽车行驶记录仪 

GB/T 35658  道路运输车辆卫星定位系统  平台技术要求 

JT/T 794 道路运输车辆卫星定位系统 车载终端技术要求 

JT/T 808 道路运输车辆卫星定位系统 终端通信协议及数据

格式 

JT/T 809 道路运输车辆卫星定位系统 平台数据交换 

JT/T 1076 道路运输车辆卫星定位系统 车载视频终端技术要

求 

JT/T 1077 道路运输车辆卫星定位系统 视频平台技术要求 

JT/T 1078 道路运输车辆卫星定位系统 视频通信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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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讨确定标准主体内容 

标准编制工作组在对调研结果进行整理研究之后，标准编制

工作组召开了标准编制会议，对标准的整体框架结构进行了研究，

并对标准的关键性内容进行了初步探讨。经过研究，标准的主体

内容确定为术语和定义、基本要求、动态监控制度、动态监控工

作内容以及动态监控工作流程。 

（四）召开大纲评审会，修改形成征求意见初稿 

为确保本标准的编写工作有序开展，编写工作组在前期大量

的研究工作的基础上，于 2022 年 8 月上旬完成了《道路运输车

辆动态监控规程》的编制大纲和工作大纲，并经内部评审讨论后，

于 2022年 8月 23日召开了大纲外部评审会，评审会针对大纲共

提出了 19 条建议和意见。根据大纲评审专家的意见，以修改完

善后的大纲作为项目的工作指导，编写工作组开展了标准正式的

编写工作，并于 2023年 1月中旬完成了征求意见稿（初稿）。 

（五）征求意见初稿讨论会修改形成征求意见稿 

完成《道路运输车辆动态监控规程》（征求意见稿）初稿后，

2023 年 2 月 9 日召开征求意见初稿讨论会，对征求意见稿（初

稿）进行会审，根据会审意见修改后形成征求意见稿。 

（六） 开展征求意见， 完善形成送审初稿 

为确保本标准的可行性和适用性，2023 年 5月 10日向社会

公开征求意见，发送征求意见稿的单位数共计有 50 个。收到回

函单位数共计 19 个，收到征求意见稿后，回函并有建议或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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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单位数有 12个，没有回函的单位数为 31 个。修改意见共 88 

条，采纳 58 条意见，不采纳 30 条意见。2023 年 11 月根据

征求反馈的意见修改完善，并经审稿专家审核形成送审稿。 

（七） 标准预审会 

2024 年 1 月 9 日，自治区交通运输厅组织本标准的预审会

对项目成果进行预审，然后根据预审会的专家意见对标准进行修

改完善。于 2024 年 3 月 1 日召开项目工作组内审会，进一步对

标准的相关材料修改情况进行审查，整理形成申请技术审查的材

料，报标委会申请召开技术审查会。 

（八） 技术审查会 

2024 年 6 月 5 日，自治区交通运输厅组织本标准的技术审

查会对项目成果进行技术审查，然后根据技术审查会的专家意见

对标准进行修改完善。 

（九）完成专家组组长统稿、格式审查工作，修改完善形成

报批稿开展申请报批工作。 

2024 年 8 月 9 日，工作组经与专家组组长刘亮审核形成统

稿意见，并于 9 月 11 日与格式专家内部讨论形成格式审查修改

意见，在 9月 11日完成格式内容修改并完善形成报批稿。 

（十）标准发布。 

《道路运输车辆动态监控规程》于 2024 年 9 月 30日获广西

壮族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批准发布，并于 2024 年 12月 1日正

式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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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制定标准原则和依据，与现行法律、法规的关系与有关国家

标准、行业标准的协调情况。 

（一）标准制定原则 

本标准的编制遵循国家、行业和广西壮族自治区现行有关标

准的规定。编写工作组充分调研了广西区内部分运输企业道路运

输车辆动态监控的现状、动态监控存在的问题以及行业安全管理

的诉求和建议，研究和分析国内道路运输车辆动态监控相关的规

范和具体条文内容。经过编写工作组成员讨论，确定标准编制遵

循以下基本原则： 

（1）科学性原则 

本标准分析了广西区内道路运输企业动态监控现状和存在

的问题，在此基础上对已发布的政策文件、相关规范、指南等文

献资料进行整理、分析，建立了科学、实用、合理的道路运输车

辆动态监控规程。 

（2）承接性原则 

本标准术语、符号、条文尽量与相应国家、国际、行业和地

方标准的规定内容相一致，条文未出现自相矛盾的地方。标准技

术内容与国家、国际、行业和地方标准兼容，未出现冲突，保证

了一致性。标准技术内容中引用其他标准时，已明确指出所引用

标准的内容或名称，增强了标准的可读性和可操作性。 

（3）可操作性原则 

本标准的起草充分调研了广西壮族自治区道路运输车辆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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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监控的现状，征求了道路运输企业、道路运输行业主管部门等

领域的专家意见。编写组在此基础上进过反复讨论和修改，编制

此标准。标准内容针对性强，可操作性高，易于推广。 

（二）标准与现行法律、法规的关系，与国家、行业标准的

协调情况 

经查阅，道路运输车辆动态监控相关的标准主要有：《道路

运输车辆动态监控规程》（交通运输部、公安部、应急管理部令

2022年第10号）、江苏省出台的《DB32/T 3155-2016 道路货运

企业重点车辆动态监控规范》、《DB32/T 3156-2016 道路客运企

业营运车辆动态监控规范》、《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关于进

一步规范广西道路运输车辆动态监控专项委托服务工作的通知》

（桂交便函[2021]122号），本标准从基本要求、动态监控制度、

动态监控工作内容以及动态监控工作流程等方面着手，细化道路

运输企业和第三方动态监控服务企业动态监控的各项工作，使本

标准内容更符合实际，实用性更强。 

标准编制组承诺：本标准的内容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技

术要求不低于强制性国家标准的相关技术要求，与相关的国家、

行业推荐性标准协调一致，标准的编写符合GB/T 1.1-2020 的要

求。 

五、主要条款的说明，主要技术指标、参数、试验验证的论述 

（一）主要条款说明 

广西地方标准《道路运输车辆动态监控规程》主要章节内容

包括：术语和定义；基本要求；运输企业工作内容；监控人员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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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规程；附录。 

本标准的编制遵循国家、行业和广西壮族自治区现行有关标

准的规定。编写工作组调研了广西地区部分运输企业道路运输车

辆动态监控的现状、动态监控存在的问题以及行业安全管理的诉

求和建议；研究和分析国内江苏等地道路运输车辆动态监控相关

的规范和具体条文内容。在此基础上结合广西地区道路运输车辆

动态监控实践经验，形成了广西地区道路运输车辆动态监控规程。 

1、标准名称 

为保证标准的全面性和针对性，计划申请的标准名称为《道

路运输车辆动态监控规程》。本标准名称一方面界定了其应用范

围为道路运输车辆动态监控，另一方面限定了其应用对象为广西

行政区域内注册道路运输企业，包括公路营运的载客汽车、危险

货物运输车辆、半挂牵引车以及重型载货汽车（总质量为 12 吨

及以上的普通货运车辆）。 

2、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适用对象为本文件适用于在广西行政区域内

注册道路运输企业对公路营运的载客汽车、危险货物运输车辆、

半挂牵引车以及重型载货汽车（总质量为 12 吨及以上的普通货

运车辆）的动态监控工作。 

3、术语和定义 

本标准涵盖了道路运输车辆动态监控的相关术语和定义。一

方面界定了道路运输企业监控平台，另一方面界定了动态监控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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账，主要明确监控信息和记录内容。 

4、基本要求 

第 4.1 条，明确了道路运输企业依据 GB/T 35658 国家标准

建设或使用监控平台。 

第 4.2条：考虑到一些小型运输企业建立动态监控的运营成

本较大的问题，也可以采用委托动态监控服务，因此道路运输车

辆动态监控分为企业监控或委托动态监控服务两种模式。其中企

业监控应满足《道路运输车辆动态监督管理办法》（交通运输部、

公安部、应急管理部令 2022年第 10号）的相关规定，动态监控

采用委托服务的，还应满足《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关于进

一步规范广西道路运输车辆动态监控专项委托服务工作的通知》

（桂交便函﹝2021﹞122号）的相关规定。 

第 4.4条：监控信息保存在国家要求基础上，增加动态监控

台账中违规信息视频和截图的保存要求，考虑到容量比较大，因

此应至少保存 12个月。 

5、运输企业工作内容 

5.1车载终端排查 

第 5.1.1 条  在车辆运营之前道路运输企业需对相关的设

施、设备进行排查，包括卫星定位系统、视频监控系统、通讯系

统等。检查设备是否正常运转、配置是否齐全、信息是否准确。

通过排查，把车辆设备的隐患减少到最低，利于运营车辆的安全

行驶。在每次排查工作过程中，应将相对应的排查内容的详细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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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填写到道路运输和车辆终端排查表，让主管人员和相关部门领

导掌握车辆设备的总体运转情况，也是动态监控闭环管理的重要

关键数据材料。 

第 5.1.2 条 每一天对离线的车辆情况进行统计，方便甄别

出排除故障维修和停驶等原因拆除电池的离线车辆，统计出实际

的终端上线率，掌握终端使用的有效性。 

第 5.1.3 条 对于非维修和故障原因停驶导致未上线的车辆，

应仔细核实具体原因，对于因交通事故、行政或司法机关扣押、

生产特殊需要，车辆确实需较长时间停运的，应主动向当地道路

运输管理机构申请办理停运手续。实现对所有在册的运营车辆的

全覆盖管理。在报停期间，应加强对停运车辆的管理，防止车辆

违规运营，避免意外事件的发生。 

5.2 系统处置 

第 5.2.1条  监控内容涉及到如疲劳驾驶、超速行驶、凌晨

禁行、抽烟或接打电话、不按核定运营路线行驶/超区域运行、

生理疲劳、摄像头遮挡等违章情况时，一般按监控人员操作流程

进行处置即可，部分内容由监控系统自动判断记录，部分内容需

人工核实后记录。 

第 5.2.2 条  对于非企业自身原因导致无法进行监控的情

况，如遇停电、断网、平台维护等原因。运营企业应及时向当地

主管部门和政府监控平台报告，避免出现不可控事件。 

5.3 分类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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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3.1 条 对于各类违章的信息应进行分类统计，便于后

续对数据的研究分析，为企业和行业主管部门提供决策的依据。 

第 5.3.2 条 对于企业自建或使用社会化服务平台开展动态

监控，应制作道路运输车辆入网率、车辆上线率、轨迹完整率、

数据合格率、卫星定位漂移车辆率、凌晨车辆禁行报警处理等指

标的定时分析报表。能满足动态监控的基本要求，参考了《全国

重点营运车辆联网联控系统考核管理办法》。 

5.4 分析研判 

第 5.4.1条  根据统计的动态监控信息分析安全形势、研判

重点监控对象，制定监控措施，通过反馈，进一步规范监控的工

作制度。 

第 5.4.2条  按要求编制动态监控的月报，并将分析的内容

在编制内容中体现，便于主管部门领导掌握重要的信息和内容。 

5.5 违法违规信息处理 

第 5.5.1 条  根据制定的管理制度对违法违规信息进行处

理并建立违法违规信息处理台账。 

第 5.5.2 条  规定了安全管理机构对违法违规行为的处理

流程。 

6、监控人员操作流程 

6.1前期准备 

第 6.1.1条  在监控工作开始之前，应做好交接工作，明确

责任的时间界限和工作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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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1.2 条  监控工作开展时首先应检查监控平台的系统

的参数限值，包括“最高限速”、“连续驾驶时长”等，根据《机

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规定，车长大于等于 6米的客车的最高

限速为 100km/h，根据《道路旅客运输企业安全管理规范》，客

运车辆（9座以上）夜间（22时至次日 6时）行驶速度不得超过

日间限速 80%，即夜间最高限速 80km/h。根据《机动车运行安全

技术条件》规定,普货最高限速 100km/h，根据《危险货物道路

运输安全管理办法》第 46 条，危险货物运输车辆在高速公路上

行驶速度不得超过每小时 80公里，即最高限速 80km/h，根据《道

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六十二条，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 4小

时应停车休息，停车休息时间不少于 20 分钟。根据《道路旅客

运输企业安全管理规范》，客运驾驶员 24小时累计驾驶时间不超

过 8小时，夜间连续驾驶时间不得超过 2小时等内容。上述指标

是最低要求，具体的区域和路段的限制指标根据实际情况定。 

6.2车载终端排查及处理 

第 6.2.1条  在设置完系统参数后，开始监控工作。首先将

进行车载终端排查，在排查过程中，应将相对应的排查内容的详

细信息填写到道路运输车辆终端排查表，记录完整的车辆终端使

用信息。 

第 6.2.2 条 如果排查车辆终端异常，按照企业制定的制度

进行操作处理，确保每一个车辆终端的情况信息可追溯。 

第 6.2.3 条 通过安全运营管理系统核查存在车载终端故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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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营运车辆是否报班参加营运，杜绝带病车辆开展运营工作。 

6.3值班操作 

第 6.3.1 条 按照道路运输车辆动态监控工作流程进行值班

操作 

第 6.3.2 条 实时监控车辆运营信息，对于驾驶员的违章情

况，及时按操作流程进行处理。 

第 6.3.3 条 对于一些重点监控的车辆，如危险品货物运输

车辆，监控的内容和方式有别于普通运营车辆，可按照企业制定

的制度进行操作。 

第 6.3.4条 及时了解路况和天气等信息。 

第 6.3.5 条 及时对接车辆驾驶员并核实信息，提前做好安

全防范工作。 

6.4报警信息处理 

第 6.4.1 条 对于报警信息的误报和违规的判定作了详细的

说明，便于监控人员执行操作。 

第 6.4.2 条 对于超速报警的处理进行了说明，避免监控人

员无序操作。考虑到应急或突发状况，把报警人工处置的时间设

定为发送超速报警信息后 2分钟后仍未能降至限速阈值。 

第 6.4.3 条 对于疲劳驾驶报警的处理进行了说明，并细分

了几种情况分别执行对应的处理方法，针对系统报警后仍有行驶

速度的设定处置等待时间为 5分钟。 

第 6.4.4 条 对于抽烟、拨打电话报警的处理作了说明，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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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了监控人员操作流程。 

第 6.4.5 条 对于不按核定运营路线行驶/超区域运行报警

的处理进行了说明，规范了操作流程。 

第 6.4.6 条 对于非法运营报警的处理进行了说明，规范了

操作流程。 

第 6.4.7 条 对于违章信息的处理的每个工序节点都应该进

行工作记录，包括文字记录，影像记录、照片记录等方式，对于

违章的情况除了文字记录外还应增加影像记录和照片记录佐证，

对于违章整改后的验证，除了文字记录外还应增加违章驾驶员整

改的照片和影像材料，完成整个工作流程的闭环管理。 

（二）主要技术指标、参数、试验验证的论述 

根据对开展道路运输动态监控服务企业的调研反馈来看，动

态监控工作主要分为 2个部分内容。首先是动态监控服务企业的

工作包含的内容。这部分内容目前在区内还没有文件进行系统性

的规定，虽然在《道路运输车辆动态监督管理办法》中对企业的

工作做出了要求，但是没有具体的细化内容，不利于指导具体的

企业开展具体监控工作。《广西道路运输车辆动态监控考核管理

办法》中对监控平台的备案提出了具体的要求，也对整个监控工

作涉及到的单位和部门的职责进行了划分和明确。但是这些条文

规定只有一小部分是细化的操作内容，大部分是原则性的规定，

有些工作内容没有进行阐述。基于上述原因，设置了运输企业工

作内容的章节，根据监控企业反馈的情况来看，道路运输企业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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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的内容主要包含车载终端排查工作、系统处置、分类统计、分

析研判、违法违规信息处理五个部分内容。 

车辆终端排查的内容和检查表的内容经过与运输企业的沟

通，是满足日常的检查工作的。系统处置的内容包括了在动态监

控过程中涉及到各种情况的应对处置要求。分类统计提到的各种

指标的报表也是基于日常基础数据的汇总。分析研判是对监控的

信息所反映的情况进行分析处理，主要通过编制监控月报和形成

重点问题车辆清单的方法来形成分析资料，编制监控月报和形成

重点问题车辆清单是动态监控企业常用的分析方法，有助于快速

掌握当月的车辆监控的重点内容。违法违规信息处理是动态监控

工作闭环的重要节点。根据与行业管理部门和动态监控企业的交

流得知，目前动态监控工作在违法违规信息处理的工作方面执行

没有完全到位，该条文的提出有助于规范动态监控工作的事后闭

环，提高工作的规范化。 

第二部分是监控人员操作流程。第一步的前期准备，结合了

监控企业里监控人员的日常工作，其中参数限值的设定也是与多

个监控企业和行业主管部门进行对接交流后确定的，符合目前国

家、行业管理的要求。第二步的车载终端排查及处理，明确了车

载终端排查的具体工作内容。不管是道路运输企业还是动态监控

服务企业的监控人员都应通过技术手段对车载终端进行排查并

记录、处置。针对排查过程中的具体细节内容，与部分监控企业

进行座谈，对内容进行了优化更便于操作。第三步值班操作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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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值班人员的业务操作流程进行了明确，对重点车辆监控及其他

工作的安排。这里明确了流程的具体顺序，便于指导监控人员的

工作。第四步报警信息处理，根据多家企业的反馈，列出了 6条

信息处置的规定，基本涵盖了出现的各种报警信息的处置方法。 

六、重大意见分歧的处理依据和结果 

本标准研制过程中无重大分歧意见。 

七、实施标准的措施 

（一）宣贯实施计划 

标准宣贯工作由项目提出单位广西壮族自治区道路运输发

展中心牵头负责。具体计划如下： 

1.落实宣贯主体。标准获得发布后，立即成立一个标准宣贯

工作小组，由项目负责人担任小组组长，并对小组内人员进行培

训，统一学习、共同研究讨论，提高小组成员对标准的认识深度，

然后按照分工计划，开展宣贯工作。 

2.拓展标准获得渠道。做好宣传工作，以期更多同行能关注

并获取到本标准，具体措施如下：（1）根据实际情况，采用自媒

体、公众号、培训等多种方式进行标准宣传；（2）广西交通运输

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将标准的出版刊物免费寄送至各标准使用单

位；（3）各单位可从广西交通运输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以及自治区

交通运输厅门户网站免费下载标准文本。 

3.有针对性的开展宣贯工作。通过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每年定

期针对近期获得发布的标准，组织广西交通运输系统各有关单位

召开标准的宣贯会，组织标准培训和技术服务，开展标准的实施

和推广，加强各单位对标准的理解。 

（二）标准推广实施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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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推广实施由起草单位广西壮族自治区道路运输发展

中心、华蓝设计（集团）有限公司、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信

息管理中心共同负责。 

1.加强宣贯工作，广泛组织相关从业单位执行本标准。在各

种层次会议上，积极宣传标准，加强各位对本标准的了解，广泛

组织相关从业单位执行本标准。 

2.以标准为纽带，加强各方面通力合作和分类指导，总结管

理经验。在起草单位所在管理的行业积极实施本标准，对标准执

行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加强工作交流，逐步健全和完善总结经验。 

3.召开现场观摩会，积极推动标准推广工作。根据实际情况，

组织管理部门和从业单位专家对标准实施情况进行观摩，开展标

准的实施和推广。 

八、其他应当说明的事项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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