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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　构

省级道路运输管理服务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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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在册职工共6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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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机构

【市级道路运输管理服务机构】　2021 年，陕西省 10 个设

区市、韩城市、杨凌示范区和西咸新区均设有道路运输管

理服务机构，人员数 1110 名（详见表 14 陕西省 2021 年市

级道路运输管理服务机构设置一览表）。

陕西省 2021 年市级道路运输管理服务机构设置一览表
表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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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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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

7 榆林市交通运输事业发展中心 独立 正县（处）级 196

8 汉中市交通运输事业发展中心 独立 副县（处）级 126

9 安康市道路运输服务中心 独立 正县（处）级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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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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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机构名称 设置形式 规格 人员（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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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1110

【县级道路运输管理服务机构】　2021 年，陕西省随着设

区市道路运输管理机构的改革，县（区、市）所设道路运

输管理机构亦进行相应的改革。改革后，西安市13个区（县）

原运管站改为区（县）交通运输综合执法大队。宝鸡市 12

个县（区）原运管所改为县（区）道路运输服务中心。咸

阳市 13 个县（区、市），12 县（区、市）改为县（区、

市）交通运输综合执法大队，武功县交通运输综合执法大

队改革至年末尚在进行中。铜川市 4 个县（区）仍设运管

所。渭南市 10 个县（区、市），4 个县（区）仍设运管所，

6 个县（市）原运管所改为县（市）交通运输服务中心。延

安市13个县（区）原运管所改为县（区）道路运输服务中心。

榆林市 12 个县（区、市）原运管所改为县（区、市）交通

运输综合执法大队（交通运输事业发展中心）。汉中市 11

个县（区）原运管所改为县（区）交通运输事业发展中心。

安康市 10 个县（区）原运管所改为县（区）道路运输服务

中心。商洛市 7 个县（区）原运管所改为县（区）交通运

输综合执法大队。

市级道路运输管理服务机构领导成员名单

【西安市交通运输管理处】

王晓斌　党委书记

　　　　西安市交通运输综合执法支队执法二大队

　　　　大队长

周纪文　党委委员　纪委书记（2021.01—2021.07）

聂存庆　西安市交通运输综合执法支队执法二大队

　　　　副大队长

寇团明　西安市交通运输综合执法支队执法二大队

　　　　副大队长

邱晨西　安市交通运输综合执法支队执法二大队

　　　　副大队长（挂职）

【西安市出租汽车管理处】

王　健　总支书记　处　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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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支部书记主持行政工作（2021.01—2021.02）

　　　　党支部书记　西安市交通运输综合执法支队

　　　　执法四大队大队长（2021.03—2021.10）

聂存庆　党支部委员　副处长（2021.01—2021.02）

尚　毅　党支部委员　副处长（2021.01—2021.02）

朱小恒（女）　西安市交通运输综合执法支队执法

　　　　　　　四大队副大队长（2021.03—2021.12）

李鼎乐　党支部书记　西安市交通运输综合执法支队

　　　　执法四大队大队长（2021.10—2021.12）

【铜川市道路运输管理处】

李增军　支部书记　主　任

张　东　副主任

陈建武　副主任

【咸阳市道路运输事业服务中心】

赵敏科　主　任

胡　欣　支部副书记

杨　涛　工会主席

长孙英娟　副主任

罗　鹏　副主任

【宝鸡市道路运输服务中心】

薛岁林　党委书记　主　任

段明山　党委副书记　副主任

柏延林　党委委员　副主任

荆少敏　党委委员　副主任

【安康市道路运输服务中心】

王启仲　市道路运输管理局局长

聂小波　市道路运输服务中心副主任

【汉中市交通运输事业发展中心】

龚　野　市交通局党组成员

　　　　市交通运输事业发展中心负责人

张　鹏　副主任

李国枢　副主任

续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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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　巍　副主任

【榆林市交通运输事业发展中心】

张耿麟　主　任

刘小鹏　党委委员　副主任

杨润波　党委委员　副主任

霍　斌　党委委员　副主任

【商洛市道路运输发展中心】

郭生勇　支部书记　主　任

赵宏哲　支部委员　副主任　工会主席（2021.08—　）

吉小鹏　支部委员　副主任（2021.08—　）

【渭南市交通运输服务中心】

习忙俊　党总支书记　主　任

李跃峰　党总支委员　副主任

万振龙　党总支委员　副主任

王孝贤　党总支委员　副主任

【延安市道路运输服务中心】

尚文勇　主　任

齐　冰　副主任

陈　青　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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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陕西省有客运经营业户

378 户，货运经营业户 9 万户，驾驶员培训业户 511 户，机

动车维修业户 1.37 万户。全省载客汽车 1.7 万辆，其中班

车 1.1 万辆，旅游包车 5711 辆；载货汽车 26.7 万辆，其中

普货 16.4 万辆，专用货车 2.8 万辆。全省三级以上客运站

139 个，货运站合计 36 个，客运线路 4041 条，平均日发班

次 3.1 万次 / 日。道路从业人员 55.9 万人，公交车经营业户

154 户，车辆 1.86 万辆，2021 年完成运量 16.2 亿人；出租

经营业户 343 户，出租车 3.9 万辆，完成运量 9.2 亿人；轨

道经营业户 1 户，经营线路 8 条，车辆 2094 辆，运营里程

252.6 公里，完成客运量 10.23 亿人次。2021 年全省累计完

成公路客运量 1.28 亿人次，旅客周转量 101.97 亿人公里，

同比下降 56.75% 和 31.49%。货运量 12.27 亿吨，货物周转

量 1818.67 亿吨公里，同比增长 5.74% 和下降 0.68%，全省

道路运输经济运行平稳有序。

【道路客运转型发展】　2021 年，全省道路客运行业以推

进班线客运转型、加快城乡客运一体化、巩固建制村通客

车成果、持续做好接驳运输为核心，不断推进道路客运品

质提升。组织开展 2021 年“四好农村路”全国示范市、县

创建申报，道路客运企业及汽车客运站质量信誉考核，全

省汽车客运站综合开发情况调研工作，每季度审核上报全

省长途客运接驳车辆组织运行方案，开展城乡交通运输一

体化发展水平自评工作、2020 年度出租汽车服务质量信誉

考核等工作，道路客运服务质量不断提升。

【道路货运发展】　2021 年，全省道路货运通过调整运输

结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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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誉考核，

强化源头治超监管，促进全省道路货运行业启动高质量发

展模式。西安港“一带一路”中转枢纽多式联运示范工程

完成部级验收。扶风县“电商引领＋精准扶贫”入选交通

运输部第二批农村物流服务品牌。全年经省交通运输厅许

可的网络货运企业 79 家，累计整合社会车辆 28.7 万辆，交

易额近 70 亿元。印发《常压液体危险货物罐车治理工作实

施方案》，持续开展危运电子运单系统监测，全省危运企

业通过系统填报运单近 143.88 万单。全年接收超限检测站

抄告违规车辆信息7466份，符合黑名单条件的货车4205辆。

【驾培行业管理改革】　2021 年，全省驾驶员培训行业深

化国务院“证照分离”改革，贯彻落实机动车驾驶员培训

备案管理的改革部署，推进省驾驶培训监管服务平台的使

用和管理，开展 2020 年度驾培机构质量信誉考核工作，加

强驾培行业信用管理，切实推动机动车驾驶员培训行业高

质量发展。落实货运驾驶员从业资格考试制度改革，规范

培训结业证书发放、从业资格证件申领等环节管理，确保

考试制度改革顺利实施。

【机动车维修发展】　2021 年，机动车维修行业持续推进

维修企业在线备案，推进道路运输达标车型核查信息化建设，

推广机动车排气污染检验与维护（I/M）制度，出台《汽车维

修钣喷中心通用规范》，持续推进行业维修质量和污染防治

能力，行业服务质量不断提升。全年有 2539 家企业在线备

案成功。为471万余辆车建立“健康档案”。全年全省执行“三

检合一”的检验检测机构 214 家。推进汽车维修企业信息与

省政务大数据平台对接，加快提升行业污染防治能力。

【贴近民生实事】　2021 年，全省道路运输行业积极落实

交通运输更贴近民生实事，紧扣推进农村客货邮融合发展、

便利老年人打车出行、“司机之家”建设、道路运输驾驶

员高频服务事项“跨省通办”事项办理、道路客运电子客

票服务 5 件实事，不断提升道路运输政务便民利民惠民服

务水平。全年确定 6 个农村客货邮样板县。西安市开通全

省首个助老叫车热线 95128，近 4 万辆出租车网约车 24 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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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为老人提供服务。临潼服务区、碟子沟加油加气站、玉

华宫服务区等 6 个“司机之家”已通过验收。实现道路旅

客运输、普通货物运输以及危险货物道路运输驾驶员从业

资格证补发、换发、变更、注销及诚信考核等 5 项高频事

项的“跨省通办”网上办理。完成全省二级及以上客运站

基本情况摸底调研工作。

【“十四运”和残特奥会运力保障】　2021 年，省交通运

输厅成立“十四运”和残特奥会交通保障工作组，举全省

交通运输系统之力，强化行业统筹和省市联动。赛事期间，

铺设全运会专用车道 120 公里，划定交通标志标线 1700 余

处，增设引导标志 1100 多面，建成“绿波带”140 余条；

对 1200 余公里涉赛路段实施提质保畅养护工程，投入资金

11.4 亿；全省征集车辆 3800 余台，选配驾驶员 4500 余名，

出行 7.6 万余台次，服务 70 余万人次；完成高速公路 76 对

服务区提升改造，设置志愿服务站 79 个、志愿服务台 103

个。安装赛事服务车辆专用 ETC 卡签 2600 余台，保障优先

免费通行省内高速公路；全省参与交通保障一线人员 5000

余名，累计收到各方感谢信 159 封、表扬信 48 封、锦旗 26

面。50 多天的赛事保障，500 余天的运筹帷幄，圆满完成

各项交通保障任务。

（厅运输处）

旅客运输

【道路客运接驳运输】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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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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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村客运发展】　2021 年，省交通运输厅继续推进建制

村通客车工作，持续巩固提升工作成果，争取省级资金 4010

万元支持全省 101 个县（市、区）建制村通客车工作，争取

2021年预拨资金923万元全额补贴全省通村客运交强险保费。

每月收集“通返不通”动态监测表，同时向交通运输部报送

全省乡镇和建制村通客车台账。完成“2020 年度省级四好农

村路示范县评选工作”、2021 年第一批“四好农村路”全国

示范市、示范县创建相关工作和陕西省“十大最美农村路”

评选活动。  （厅运输处　省道路运输中心）

汉中市宁强县广金公路　（厅宣教中心）

【城乡道路客运一体化】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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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凌示范区、西咸新区以及韩城市进行综合评价，有 3 个

市符合 5A 评价标准，8 个市（区）符合 4A 评价标准，2 个

市（区）符合 3A 评价标准。全省 2020 年度城乡道路客运

一体化综合分值 86 分，符合 4A 评价标准（详见表 15 陕西

省 2020 年度城乡交通运输一体化发展水平自评估综合评分

表（分市（区）））。

道路运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