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车辆管理办法 

 

第一条    本公司为使车辆管理统一合理化，及有效使用各种车辆，特定本办法。 

    第二条    公务用车辆由总务部门负责管理，分别按车号设册登记管理。 

第三条    公务用甲种车辆各使用人或司机人员应于规定日期，自行前往指定监理所受

检，如逾期未受检验致遭罚款处分者，其费用由各使用人或司机人员自行负担。 

第四条    公务用各种车辆的附带资料，除行车执照、保险卡由各使用人携带外，其余

均由总务部门保管，不得遗失，如该车移转时应办理车辆转籍手续，并将该车各种资料随车

转移。 

第五条    本办法中司机人员的雇用解雇奖惩各项，均依本公司人事管理规则处理，不

再另订。 

第六条    本公司职员因职务上的需要，经常出外执行业务者，得依本办法及下列规定

购置业务用车辆。 

(一)各单位业务用需购车辆时，应依国内采购办法处理。 

(二)副理级(含副理)以上人员因公购用机车时，得以 150C.C机车或以下为限(以下称原

价标准)。 

(三)科长级(含科长)以下人员因公得购置机车，但以 100C.C或以下为限(以下称原价标

准)。 

上列因公个人使用车辆，其使用期限，定为三年，其购置款应依原价标准由公司先行垫

付，其中七成由公司负担，三成由使用人自己负担，自行负担部分分 24 个月按月自薪给中

扣还公司。 

第七条    非企业个人使用车辆，限组长级以上人员得无息贷款 3万元，分 24 个月自

薪给中平均扣还并须事先签报核定。唯经特准者，不在此限。 

第八条    适用本办法所购置的因公个人使用车辆，其所有权概属本公司所有，其应行

缴纳的牌照税，燃料税及行车执照费由公司负担，但应依下列标准为限。 

(一)汽车以 150C.C为标准为标准(副理级以上人员适用)。 

(二)机车最高以 100C.C为标准。 

第九条    凡依本办法所购置的因个人使用车辆，其汽(机)油消耗量及修理费悉由本公

司裁定补贴，并依(附表)亲定按月核发。 

第十条    各单位所属公务用汽车应由总务部门每月至少将耗油量及行驶旅程记录签

报单位主管查核一次，以防浪费，如超过耗油标准时(指不正常)应送请调整修理。 

第十一条    购置机车使用人自行负担部分，分 24个月自薪给中平均扣还。待扣清及

期间届满，一切款项缴清后，使用人得向公司申请所有权变更为己有，可由使用人自行处理，

并仍视其业务需要，得依本办法的规定再行申请购置新车使用。 

第十二条    依本办法购置因公个人使用的车辆，可以随时更换新车，但公司原负担尚

未折旧部分(即原价标准的七成尚未折旧部分)及使用人负担尚未分期扣还部分应于换购车

辆前一次缴还公司，其计算公式如下： 

原车购价(原价标准)×〖SX()24-已扣还公司期数〖〗24〖SX〗〗=须一次缴还公司的金

额。 

第十三条    凡在分期扣还期间款项未缴清之前，遇有下列事情时，均照各该规定办理。 

(一)使用人员如遇调职(未能适用本办法者)、离职、停职、撤职等情事时： 

1.使用人的分期扣还权利取消，应将该车辆的残价一次缴还公司，其已扣缴的分期扣还

额不予退还。该车辆的所有权同时变更为变更为使用人所有，其残价的计算公式如下：       



残价=原车购价(原价标准)×〖SX(〗24-已扣还公司期数〖〗24〖SX)〗 

2.倘使用人未依前项规定承购时，公司得将该车收回来予抛售，抛售车款优先清偿其残

价，如不足清偿该车残价时，其不足额应由使用人赔偿。 

3.原使用人如因高价购置较优车辆，其所自行支付超出本办法所订原价标准的款项，不

得向任何一方追偿。 

(二)分期扣还期间内车辆遗失或完全损坏或损坏程度已无修理价值时： 

1.倘系因执行业务时发生其残价(损失)按原定负担比率分别由公司(残价的七成)及使

用人(残价的三成)负担，唯使用人负担部分得按月继续扣还到 24 个月届满为止。并可依本

办法的规定再行申请购置新车使用，如该车失窃悬赏回，悬赏金亦按原定比率负担。 

2.倘系私用时发生，应由使用人负责购置同一年份或年份更新的同牌同排气量之机车赔

偿，并使用到原车为 24 个月届满为止，如遇购置新车，可依本办法第十二条更换新车方式

购置，如失窃悬赏寻回，其悬赏金全部由使用人负担。 

第十四条    使用人意图虚伪欺瞒而产生与因公遗失(或无修理价值时)相同的结果，或

擅自当卖借第三人使用等情事时，除依法严办外，应按残价(损失)一次偿还。 

第十五条    机车违反交通规则罚款概由使用人负担，但业务用货车因公务行驶而违反

交通规则，如属人为过失其罚款概由当事人负担，如其原因可归属于公司时其罚款由公司负

担。 

第十六条    各种车辆如在公务中遇不可抗拒的车祸发生，除向附近警察机关报案外，

并须即刻与公司总务部门联络，总务主管除即刻前往处理外，并即通知保险公司办理赔偿手

续。 

第十七条    本办法呈准后实施，修改时亦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