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 年东莞市公交运营服务补贴项目绩效

评价问题的整改方案 

 

根据市财政局《关于 2021 年东莞市公交运营服务补贴

项目绩效评价结果的通知》，针对其绩效评价报告中提出的

存在问题和建议，进一步优化我市公交运营服务补贴项目。

按照市财政局的要求，结合我市公共交通运营的实际情况，

制定整改方案。 

一、加强完善各项管理制度 

（一）结合我市公交服务的片区运营体制，加强公交线

路优化技术指导 

我局制定了《东莞市公交线路规划运营标准与实施导

则》，内容涵盖了公交服务优化导则（包括改善公交服务和

减少公交服务）、线路优化调整操作指引（包括新增、调整

和取消线路），明确将客流效益作为线路调整（包括运营时

间、发车间隔、走向）及线路取消重要的综合考虑因素。 

（二）落实公交基础设施保障性用地，提升公交运营和

服务水平夯实基础 

我局出台了《东莞市公交站场配建管理办法》和《东莞

市公交站场配建技术指引》，本市辖区范围内新建、改建的

居住、商业办公及行政办公、商业服务、文化娱乐、教育科

研及医疗卫生等各类型建筑面积达到阈值标准的，应配建公



交首末站，以满足地块项目的增量公交出行需求。 

（三）开展公交中途站建设标准研究，推动停靠站人性

化服务水平改造升级 

目前，我局正在开展《东莞市公交场站设计导则及管理

办法》研究项目，研究成果包括《东莞市公交中途站设置技

术指引》，针对我市部分公交中途站建设不规范、不合理，

存在设施简陋、站亭遮雨蓬设置过窄、站台空间局促压抑、

等候环境不舒适、场所感弱等问题，明确公交中途站规划的

控制指标、平面几何尺寸、附属设施配置及设计要求等，为

东莞市公交中途站的规划、设计、建设提供依据。 

二、优化低效线路，提升运营效率 

（一）渐进实施线路运营优化 

1.优化低效线路运营 

在保障基本运营服务的基础上，通过分析线路客流数据，

优化线路运营的服务时间、发车间隔，适当减少服务投入，

自今年 6 月以来，对全市 92 条低效线路实施优化调整（包

括缩短首班或末班，延长平峰期发车间隔）试运营。下来，

我局将督促公交企业跟进低效线路优化调整的成效分析，持

续推进公交运营降本增效。 

2.打造高频骨干线品牌服务 

今年 7 月底试点实施了“G12 路+调整 10 条接驳线”的

高频干线换乘服务提升项目，以 G12 路为骨干，辅以多条支

线、干线，打造东莞首个“鱼骨式”公交线网，进一步加密



了 G12 路发车间隔。优化后的 G12 路采用主线和区间线并行

的运营模式，在主线外新增 G12 区间线，主线高峰发车间隔

由 8 分钟缩短至 6 分钟，平峰发车间隔由 10 分钟缩短至 8

分钟，可有效缩短市民候车时间，进一步提升公交资源利用

率，实现“同等运力投入、提升服务水平”效果。 

3.丰富多样化公交出行服务 

组织公交企业积极收集学生等出行群体，及节假日等特

定时段出行需求，规划开通与需求相匹配的专线或区间线，

提升公交资源利用率。今年以来，我市共开通假日专线 5条、

定制出行线路 37 条、学生线路（含专线和区间线）6 条。 

（二）完善公交站场站点布局 

1. 系统开展各片区公交线网研究，完善站点布局 

通过委托第三方编制机构，利用信息化大数据等技术，

分析市民及公交客流出行特征，结合各片区发展、公共服务

设施建设、轨道交通建设、路网提升改造等工作，推动公交

线网精准优化，并就新建、迁移公交中途停靠站提出实施建

议。 

2.加强公交专用道路权管理 

我局将会同交警部门，研究启动中心城区首期 62.5 公

里公交专用道执法。持续推进城市主、次中心公交客流走廊

的公交专用道管理，提高公交专用道的公交车运行速度，提

供更快捷的公交出行需求。 

（三）适当调整运力结构 



结合省有关 2022 年推进适老化交通出行服务的要求，

经市人民政府批示，我局正组织公交企业新购置 65 辆微巴

用于替换原车况较差的 65 台辆旧公交车（车长约 8.5 米）。

运力置换后，有效降低运营成本，减少补贴支出，将有利于

我市公交运力结构优化，充实我市小型公交车辆的运力配置，

更好地完善微循环公交系统服务创造条件。 

三、加强运营成本管控，深挖降本增效潜力 

（一）制定合理营运计划 

在管控运营成本的前提下，研究确定合理的公交运力规

模和公交线网规划，制定合理运营计划，减少无效里程，降

低运营成本。 

（二）推进公交信息化 

依托智慧公交平台，推动传统公交向智慧公交运营模式

转变，促进线网一体化运营，增强公交综合竞争力。 

（三）探索多元化公交服务供给模式 

突破单一产品、单一服务、单一价格的发展模式。以“基

础型公交（公益性）+品质型公交（市场化）”新的运营方式

作为组合拳统筹考虑，开拓学生专线、定制专线、通勤专线、

旅游专线等热点线路，提供优质优价服务，吸引客流，增加

运营收入。 

（四）推动企业“开源节流、降本增效、提升造血能力” 

推动引导企业主动分析成本费用节流问题，优化各项费



用构成，逐一落实降本增效目标。提升企业自我造血能力，

利用自身资源开拓多元化业务，增加营业外收入，减轻财政

补贴负担。 

四、探索优惠政策，稳定行业发展 

探索公交行业驾驶员的政策保障机制，会同市财政局、

市人力资源局、市住建局等职能部门，研究制定优待公交驾

驶员的人才制度，适当给予各方面的优惠政策，为公交驾驶

员建立起规范有序的成长机制，充分调动公交驾驶员的工作

积极性与主动性，维护司机队伍稳定，提升公交服务质量。 

五、优化完善补贴方案及考核调节机制 

（一）采用事前制定相关补贴机制 

明年新一轮的补贴方案将结合评价报告的建议，综合考

虑控制成本的考量，同时结合运营安全、运营效率和服务质

量等指标与公交补贴相结合，合理界定公交服务的规模和补

贴额度，科学管控运营成本和补贴金额。在保障基本公交服

务的前提下，减少对公交企业经营的干预，由企业严格控制

成本，创新公交服务，提高自我造血能力。 

（二）优化考核指标联动机制 

把成本控制、运营效率和服务水平与企业补贴相挂钩，

增强公交企业内部自主动力，激发企业降本增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