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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　构

省级道路运输机构

【陕西省道路运输事业发展中心】　陕西省道路运输事业

发展中心（以下简称“省道路运输中心”）为正处级公益

一类事业单位，经费自理事业编制 71 名，正科级编制 11 个，

副科级编制 15 个，2020 年在册职工共 72 名，内设部门 11 个。

主要职责是：贯彻落实国家和陕西省有关道路运输管理的

法律法规；参与拟定道路客货运、城市客运、维修检测和

培训等行业政策法规、发展规划、标准规范；承担机动车

维修检测和道路运输车辆服务工作；培训道路运输从业人

员和驾驶员；承担道路运输行业信息化、信用体系建设与

应用管理、运行预监测、科研、技术攻关等工作；承担城

市公共汽车、出租汽车、城市轨道交通运营、汽车租赁等

行业管理的事务性工作；协助开展道路运输行业生态环保、

信访维稳、信息咨询、投诉处理工作；完成省交通运输厅

交办的其他工作。

市县级道路运输管理机构 

【市级道路运输管理机构】　2020 年，市级道路运输管理

机构根据国家《关于深化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改革的指

导意见》进行全面改革，重点是整合行政执法队伍，优化

道路运输服务机构。全省 10 个设区市、韩城市、杨凌示范

区和西咸新区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名称和职责都有相应的变

化 （详见表 13 陕西省 2020 年市级道路运输管理机构设置

一览表）。

陕西省 2020 年市级道路运输管理机构设置一览表
表 13

序号 机构名称 设置形式 规　格 人员（人）

1 西安市交通运输管理处 独立 正县（处）级 239

2 宝鸡市道路运输服务中心 独立 副县（处）级 110

3 咸阳市道路运输事业服务中心  独立 正科级 35

4 铜川市道路运输管理处 独立 副县（处）级 30

5 渭南市交通运输服务中心 独立 正县（处）级 40

6 延安市道路运输服务中心 独立 副县（处）级 46

7 榆林市交通运输事业发展中心 独立 正县（处）级 194

8 汉中市交通运输事业发展中心 独立 副县（处）级 125

9 安康市道路运输服务中心 独立 正县（处）级 待批复

10 商洛市道路运输发展中心 独立 副县（处）级 17

11 韩城市道路运输管理处 独立 副科级 95

12 杨凌示范区道路运输管理处 独立 副科级 12

13 西安市汽车维修行业管理处 独立 正县（处）级 50

14 西安市出租汽车管理处 独立 正县（处）级 76

15 西咸新区交通运输管理服务中心 独立 正县（处）级 12

合　计 — — 1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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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级道路运输管理机构】　2020 年，陕西省设有县级道

路运输管理机构 101 家，人员编制 6106 名。其中，西安市

13 个区（县），下辖 13 家县级运管站，有运输管理人员

742 名；宝鸡市 12 个县（区），下辖 9 家县级运管所，有

运输管理人员 221 名；咸阳市 13 个县（区、市），下辖 12

家县级运管所，有运输管理人员 1257 名；渭南市 10 个县

（区、市），下辖 10 家县级运管所，有运输管理人员 1505 名；

铜川市 4 个县（区），下辖 4 家县级运管所，有运输管理

人员 129 名；汉中市 11 个县（区），下辖 11 家县级运管所，

有运输管理人员 377 名；安康市 10 个县（区），下辖 10

家县级运管所，有运输管理人员 242 名；商洛市 7 个县（区），

下辖 7 家县级运管所，有运输管理人员 323 名；延安市 13

个县（区），下辖 13 家县级运管所，有运输管理人员 480 名；

榆林市 12 个县（区、市），下辖 12 家县级运管所，有运

输管理人员 830 名。

市级道路运输管理机构领导成员名单 

【西安市交通运输管理处】

万　凯　处　长（　—2020.10）

王晓斌　党委书记（　—2020.12）

周纪文　纪委书记　党委副书记

陈　刚　党委委员　副处长

樊海亮　副处长（挂职）

【西安市出租汽车管理处】

王　健　总支书记　处　长

张　戈　总支委员　副处长（　—2020.08）

王晓斌　总支委员　一级调研员（　—2020.08）

董　华　总支委员　副处长（　—2020.08）

杨　帆　总支委员　副处长

王永光　三级调研员

【西安市汽车维修行业管理处】

魏　虹　书　记（　—2020.12）

李　兵　处　长（　—2020.10）

何家昌　书　记（　—2020.10）

朱小恒（女）　副处长（　—2020.12）

【铜川市道路运输管理处】

张更强　支部书记　主　任（　—2020.10）

李增军　支部书记　主　任（2020.10—　）

张　东　副主任

陈建武　副主任

张　亮　副主任

【咸阳市交通运输综合执法支队】

杜　平　书　记　支队长

袁晓勇　副书记　副支队长

梁　勇　组织委员　副支队长

高卫兵　纪检委员　副支队长

胡赋华　副支队长

【宝鸡市道路运输服务中心】

薛岁林　书　记　主　任

段明山　副主任　党委委员

同三龙　副主任　党委委员

仇应龙　副主任　党委委员

唐红权　副主任　党委委员

赵金玄　副主任　党委委员

【安康市道路运输服务中心】

王启仲　局　长（主任） 

刘永宏　副局长（副主任）（2020 年 6 月任市交通

　　　　运输综合执法支队支队长，原副局长职务随

　　　　机构更名自行免去）

聂小波　副主任（2020.06—　）

【汉中市交通运输事业发展中心】

龚　野　党委书记　处　长

樊　刚　副处长

陈　婧（女）　副处长

（樊刚、陈婧 2020 年 7 月 1 日以后划转至交通综合

　执法支队）

张　鹏　党委专职副书记

【榆林市交通运输事业发展中心】

张耿麟　党总支书记　主　任

刘小鹏　党总支委员　副主任

杨润波　党总支副书记　副主任

霍　斌　党总支委员　副主任

【商洛市道路运输发展中心】

郭生勇　处　长　支部书记（　—2020.09）

李　强　工会主席　支部副书记（　—2020.09）

张忠良　副处长　支部委员（　—2020.04）

罗　靖　副处长　支部委员（　—2020.09）

【渭南市交通运输服务中心】

习忙俊　党总支书记

李跃峰　党总支委员

万振龙　党总支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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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欢武　党总支副书记

王孝贤　党总支委员

【延安市道路运输服务中心】

尚文勇　主　任

郝雪明　副主任

道路运输行业发展与改革

【道路运输行业概况】　2020 年，陕西省有客运经营业户

336 户，货运经营业户 9.2 万户，驾驶员培训业户 510 户，

机动车维修业户 1.4 万户。全省载客汽车 1.8 万辆，其中班

车 1.3 万辆，旅游 4768 辆、包车 257 辆；载货汽车 24.4 万辆，

其中普货 15.2 万辆，专用货车 2.56 万辆。全省三级以上客

运站 140 个，货运站合计 33 个，客运线路 4214 条，平均

日发班次 3.3 万次 / 日。道路从业人员 61 万人，公交车经

营业户 148 户，车辆 1.74 万辆，2020 年完成运量 15.5 亿人；

出租经营业户 343 户，出租车 3.8 万辆，完成运量 9 亿人；

轨道经营业户 1 户，经营线路 6 条（不含机场城际及 9 号线），

车辆 1650 辆，运营里程 186 公里，完成客运量 7.26 亿人。

2020 年全省累计完成公路客运量 2.96 亿人次，旅客周转量

148.8 亿人公里，同比下降 49.88% 和 46.79%。货运量 11.6

亿吨，货物周转量 1831.1 亿吨公里，同比增长 5.7% 和 5.8%，

全省道路运输经济运行平稳有序。

【道路客运转型发展】　2020 年，全省道路客运行业主要

是创建星级汽车客运站，加强道路客运企业和汽车客运站

质量信誉考核，强化通村客运，构建城乡客运一体化，推

进公交都市建设，通过新能源公交车辆运营补助提高新能

源车辆投入力度，全面促进道路客运转型升级。全省创建

五星级客运站 3 家，评出 3A 级客运企业 66 家，3A 级汽车

客运站 27 家，新增通客车建制村 22 个，评出 2019 年度 3A

级及以上出租汽车企业 31 家，咸阳、宝鸡公交都市创建工

作持续推进，完成新能源公交车辆运营补助工作，客运服

务水平不断提升。

【道路货运创新发展】　2020 年，全省道路货运通过发展

多式联运，推广农村物流服务品牌示范，推进网络货运发展，

加强道路危险货物运输企业质量考核和业务培训，强化源

头治超监管，促进全省道路货运行业降本增效，创新发展。

全省确定榆林象道、陕西华阳等 8 家多式联运示范企业。

西安市鄠邑区“特色产业 + 电商快递”、白河县“电子商

务 + 统一配送”2 个品牌成功入选首批农村物流服务品牌，

宝鸡扶风等 4 个项目申报全国第二批农村物流服务品牌。

全省 50 家企业通过线上服务能力审核，6 个司机之家建成

验收。制定印发《陕西道路危险货物运输企业质量信誉评

价办法（试行）》，开展 3 期道路危险货物运输培训。推

进 2019 年源头科技治超远程监控点项目建设，105 家二类

以上源头装载企业安装远程监控设备，源头装载企业有效

监管率为 97%。

【驾培维修规范发展】　2020 年，全省驾驶员培训行业加

强信息化管理，提升监管能力，强化质量信誉考核，规范

培训流程，提升培训质量。省道路运输中心正式启用驾培

数据库信息管理系统、道路运输驾驶员继续教育监管系统，

组织完成 2019 年度驾培机构质量信誉考核，进一步提升

全省驾驶员培训效率和质量。机动车维修行业通过落实维

修企业线上备案工作，推动落实机动车排放检验与维护制

度，推广应用汽车维修电子健康档案系统，进一步规范维

修行业的维修、检验、检测和电子档案的建立和应用。全

年有 483 户维修企业完成线上备案，拥有 M 示范站 251 家，

383.84 万辆汽车通过汽车维修电子健康档案系统建立“健

康档案”。

【道路运输行业改革】　2020 年，陕西省大部分设区市对

道路运输行业进行改革。2019 年 4 月，宝鸡市编委《关于

调整市交通运输局所属承担行政职能事业单位机构编制的

通知》（宝编发〔2019〕14 号），将原宝鸡市道路运输管

理处（市地方海事局）更名为宝鸡市道路运输服务中心（宝

鸡市海事服务中心），为副处级公益一类事业单位，全额

拨款事业编制。2020 年 3 月 31 日，安康市编委《关于印发

〈安康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机构整合组建方案〉的通

知》（安编发〔2020〕10 号），明确安康市道路运输管理

局更名为安康市道路运输服务中心，正处级建制，内设科

室等待批。4 月 9 日，榆林市编委关于《榆林市交通运输局

所属事业单位改革方案》的批复（榆编发〔2020〕29 号），

撤销榆林市城市客运管理办公室、榆林市公共汽车管理服

务中心，设立榆林市道路运输事业发展中心，正县级建制，

事业编制，财政全额预算。9 月 8 日，《中共榆林市委机构

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关于调整榆林市交通运输局所属事业单

位机构编制事宜的批复》（榆编办发〔2020〕200 号），明

确榆林市道路运输事业发展中心单位名称变更为榆林市交

通运输事业发展中心。4 月 13 日，汉中市编委《关于陕西

省汉中公路管理局更名等有关机构编制事项的通知》（汉

编发〔2020〕14 号），明确汉中市道路运输管理处更名为

汉中市交通运输事业发展中心，副处级事业单位。2020 年

5 月 1 日前，汉中市道路运输管理处下辖 11 个县区道路运

输管理所；5 月 1 日机构改革后，汉中市交通运输事业发展

中心下辖汉台区、南郑区交通运输事业发展中心。4 月 21 日，

咸阳市编委《关于设立市交通运输综合执法支队的批复》（咸

编发〔2020〕7 号），不再保留咸阳市道路运输管理处、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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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市道路运输管理所，成立咸阳市交通运输综合执法支队，

为副县级建制，全额财政事业编制，承担辖区公路路政、

道路运政、水路运政、地方海事行政、工程质量监督管理

等执法门类的行政处罚以及与行政处罚相关的行政检查、

行政强制等执法职能。7 月 21 日，《中共渭南市委机构编

制委员会关于调整渭南市交通运输局所属事业单位机构编

制的通知》（渭编发〔2020〕20 号），明确渭南市道路运

输管理处更名为渭南市交通运输服务中心，属正县级公益

一类事业单位，经费为财政全额拨款。8 月 23 日，商洛市

编办《关于调整规范市交通运输局下属事业单位的通知》（商

编办发〔2020〕101 号），明确设置商洛市道路运输发展中心，

原商洛市道路运输管理处职能划转至新设机构。商洛市道

路运输发展中心为副县级建制，全额财政事业单位。12 月

28 日，延安市编办关于印发《延安市道路运输服务中心“八

定”方案》的通知（延市编办发〔2020〕154 号），明确成

立延安市道路运输服务中心，副县级建制，公益一类全额

财政事业单位。西安市、铜川市尚未实施道路运输行业改革。

（年鉴编辑部）

道路运输

旅客运输

【道路客运接驳运输】　2020 年，省交通运输厅加大长途

客运接驳运输监管力度，按照交通运输部《道路客运接驳

运输管理办法（试行）》（交运发〔2017〕208 号）要求，

每季度末及时向全国道路客运接驳运输管理平台报送陕西

道路客运接驳运输信息的同时，印发《陕西省道路运输事

业发展中心关于核查整治长途客运接驳运输有关工作的通

知》，针对道路客运接驳运输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专项核查

整治，并就整治中暴露出的问题下发《陕西省交通运输厅

关于切实整治和规范长途客运经营的紧急通知》。通过对

800 公里以上和卧铺客车客运线路情况进行季度梳理，建立

相关数据台账，进行适时监管，保证道路客运接驳运输健

康可持续发展。 （省道路运输中心）

【通村客运发展】　2020 年，省交通运输厅通过三项措

施，大力发展通村客运，积极推进建制村通客车工作，使

全省 996 个乡镇通客车率 100%；17015 个建制村通客车率

100%。一是督促、指导各地巩固和扩大建制村通客车成果，

切实做好通客车工作。配合省财政厅落实 2018、2019 年度

全省通村客运车辆交强险保费补助资金 1528、1372 万元，

争取 2020 年预拨资金 1203 万元，按照“以奖代补”原则，

对 2019 年实现建制村 100% 通客车的 94 个县区下达奖励资

金 3750 万元。二是采用通报制度，每月对各地市工作进展

进行通报，夯实地方政府主体责任。同时要求地市做好自

查整改工作，核实通车实效，杜绝“数字通车”。三是要

求各地市严格落实通客车动态监测机制，每月报送动态监

测结果，建立问题台账并及时整改，同时按照厅党组的统

一部署要求，全省统一建制村通客车服务卡片样式，要求

各县（区）组织填写印刷并逐村逐户发放，确保群众清晰

了解本村通客车形式、发车频次、预计停靠时间等信息，

便捷群众出行，接受群众监督。全年有 4 个设区市完成全

省未通客车最后 22 个建制村，其中西安市完成沣峪口村、

库峪河村、塔段晓村、仁宗村、壕栗村、房岩村 6 个，渭

南市完成下李村、东西坪 2 个，榆林市完成达连坡村、寇

家塔村、下山畔村、湫池沟村、常家坬村 5 个，汉中市完

成湾对坡村、青家沟村、李家河村、余家沟村、穆家院村、

菜坝沟村、钦家沟村、女儿坝村、联合村 9 个。

（厅运输处　省道路运输中心）

【城乡道路客运一体化】　2020 年，省交通运输厅继续组

织城乡道路客运一体化评价工作，经过对全省 10 个设区

市和杨凌示范区、西咸新区以及韩城市进行综合评价，有

4 个设区市符合 5A 评价标准，其余 9 个市（区）符合 4A

评价标准。全省 2019 年度城乡道路客运一体化综合分值

85.76 分，符合 4A 评价标准。（详见表 14 陕西省 2019 年

城乡道路客运一体化发展水平评分汇总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