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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购买闵客运公司公交服务项目描述 

一、项目概况 

    主要列示项目背景、项目立项的充分性、必要性和可行性等

方面，以便评价人员能够迅速了解项目基本情况，具体内容要求如下： 

    1、项目背景：公交出行事关民生问题，是服务于广大人民

群众的公益事业，体现出社会公平和共享社会发展成果的重要平台，

闵行区区政府为了贯彻国务院和上海市政府关于“公交优先”的战略

以及将公交事业定位于公益属性的理念，自 2006 年上海市公交实行

差别化管理以来，闵行区政府始终以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扶持公交事

业的发展，支持本区公交线网的规划、建设和管理，并结合区域经济

提速发展、人口集中导入的客观需求，提供与之相适应的财政资源。

闵客运公司涉及公交线路 49 条，根据《成本规制约束标准》，由第三

方审计，确定年度补贴金额。 

    2、依据充分性：公共交通是城市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发展

的重要基础，是解决人民群众交通出行的民生工程。国务院办公厅早

在 2005 年就颁发了[2005]46 号文《关于优先发展城市公共交通的实

施意见》，于 2012 年又颁发了[2012]64 号文《国务院关于城市优先发

展公共交通的指导意见》，明确了城市人民政府要将公共交通发展资

金纳入公共财政体系。上海市政府也于 2007 年 3 月颁布《上海市政

府关于优先发展城市公共交通的意见》，于 2013 年 6 月再次颁布了

[2013]46 号文《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贯彻<国务院关于城市优先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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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交通的指导意见>的意见》,明确了合理界定补贴补偿范围，对实

行低票价、减免票、经营冷僻线路、承担政府指令性任务等形成的政

策性亏损，由地方财政给予适当补贴。《上海市闵行区综合交通“十三

五”规划》中指出，优化公交线网结构，进一步提高区域公交服务能

力。 

    3、项目必要性和重要性：3、项目必要性和重要性： 

（1）闵行区公交历史欠账多，线网密度低，2005 年时仅为 0.9 

km/km2，而且分布不均，特别是城镇化后的农村地区，公交线路相

对偏少。 

    （2）公交线路为原为郊区化配置，运行时间短、站距长、营运

间隔长、票价较高。 

    （3）公交和轨交换乘不便，营运时间上不能衔接。 

    （4）快速增长起来的大型小区、重要商业网点和公用事业办事

机构，由于物业的先期开发和人口大量集中导入，需要配置公交线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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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项目的可行性：（1）、项目管理制度 

为加强项目的管理，区运管所制定了以下管理制度：  

    a《关于公交专项资金使用审核流程的管理规定》(闵运管（2014）

8 号)； 

    b 集体决策制度：在与公交服务提供企业签订协议、送交区财政

拨付资金前，必须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由所党政领导班子集体讨论

决策。                                                      

c 方案论证制度：年度公交线路调整计划、资金补贴计划在正式实施

之前，已主动征求镇、街道和莘庄工业区和社会公众的意见。                                                                 

d 公交服务协议签订制度：列入公交专项补贴的线路，必须经过闵行

区公交行业评价工作组审核与确认；区运管所负责与公交服务提供企

业洽谈与协议签订工作，在协议中明确公交企业在营运过程中必须严

格按照营运的规范和要求，提供优质服务，对出现问题的线路，可减

扣部分补贴资金等权利义务；公交服务协议经区运管所、相关公交营

运企业签订，并由区交通委鉴证后，方可生效。 

    （2）、项目财务管理制度 

    为保障项目按法定程序有效实施，区运管所建立、健全了以下各

项相关财务管理制度： 

    a 财务管理制度； 

    如：《关于公交专项补贴的财务管理制度》（闵运管（2010）12

号）； 

    资金拨付期限如下：公交线路亏损补贴前三季度实行按季预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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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年度请算数在次年第一季度根据中介机构出具的审计报告完成结

算拨付；延时、延线、增能、调向、调价线路补贴按照年度预算分季

拨付。 

    b 内审四级岗位审批制度； 

    严格专项资金初审、复核、审核制度，不准缺项和越程序办理手

续，各类专项资金审批程序，以该专项资金审批表所列内容和文件要

求为准。 

    c 审批过程中的信息沟通机制； 

    绩效评价信息通过闵行区交通委网站公示； 

    通过“两会”代表提案回复、信访回复、咨询接待等形式听取公众

意见。 

    d 送审报查机制； 

    区运管所凭补贴合同、协议、发票等复印件，发票复印件要加盖

区运管所公章并附入账通知书，区财政局管理科专管员审核，区财政

局国库收付中心对直拨项目拨付后，在入账通知书上加盖公章交预算

单位。 

    （3）、日常考核制度 

    a 日常考核制度：坚持采用定期检查和突击抽查相结合的方式，

增加高峰时间、双休日和节假日的明查暗检；同时利用 GPS 信息化监

管平台，实现对闵客运公司公交营运班次、间隔、发车时间、站点停

靠等基本信息的全面实时监管。发现问题及时和企业沟通，提出整改

要求，跟踪落实情况。 



 

5 
 

    b 公交行风巡查和考核制度：通过政府购买专项服务方式，委托

闵行区乘管会对区域公交线路进行监督检查。区乘管会负责对区域内

公交线路的安全行车、规范服务、遵章守纪、站点管理、车容车貌等

进行监督检查（每年检查数不少于 4000 次），年底前对全年监督检查

情况进行总结评估，并向区运管所推荐优胜线路、优秀员工、特色服

务人员名单。 

二、项目绩效目标设定情况 

    主要对项目目标值做出具体阐述，尤其注意绩效目标的科学

性、合理性、量化度，具体内容要求如下： 

    1、项目的总体目标:（1）全面贯彻落实闵行区“全面调结构、

深度城市化”战略，提升区域公交服务供应的数量和质量，推进不同

地区的公交线网合理发展。（2）为大型居住社区、经济适用房、动迁

安置房等保障性住房基地配套相关公交线路，方便居民出行。（3）项

目的实施支持部门递进完成闵行区“十三五”交通专项规划的相应目

标。（4）完善科学园区、工业园区、大学校区、现代服务区等功能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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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公交配套，为引进和集聚人才，改善投资环境、拉动区域经济发展，

建设“智慧”闵行服务。（5）促进城乡统筹发展，改善农村地区和人口

集中导入地区的出行条件，为缩小城乡差别，建设“宜居、生态”闵行

服务。 

    2、项目的具体目标：（1）、2020 年闵客运公司执行政府交

办任务落实率达到 100%； 

（2）、2020 年闵客运公司人车比低于成本规制约束标准值 2.7:1； 

（3）、期间费用控制率（管理费用、车队经费、营运业务费占总成本

比率分别不超过 3%、1.1%、1.1%）； 

（4）、2020 年闵客运公司日均行驶里程增长率达到 2%； 

（5）、2020 年闵客运公司日均客流量增长率达到 2%。 

    3、阶段性工作目标：2020 年上半年完成闵客运公司 2019

年第四季度审价工作，并根据中介机构审价报告拨付政府购买闵客运

公司公交服务项目 2019 年第四季度款项。2020 年前三季度分季度预

拨政府购买闵客运公司公交服务项目 1-3 季度款项。 

三、项目投入情况 

    1、项目总投入和构成情况：2020 年政府购买闵客运公司服

务预算金额为 22527.34 万元，其中 2019 年第 4 季度预算金额为

4562.22 万元，2020 年 1-3 季度预算金额为 17965.12 万元，均由区级

财政预算支付。 

    2、经常性项目执行情况：按计划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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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资金来源情况：2020 年政府购买闵客运公司服务预算金

额为 22527.34 万元，其中 2019 年第 4 季度预算金额为 4562.22 万元，

2020 年 1-3 季度预算金额为 17965.12 万元，均由区级财政预算支付。

为确保资金使用管理的安全性和合法性，区运管所根据《关于公交专

项资金使用审核流程的管理规定》（闵运管[2014]8 号）对公交专项资

金实行四级岗位审批制度。客运科负责制作“资金拨付汇总表”；填写

支款凭证，提出拨付申请；提供资金拨付申请相关附件资料；对资金

使用拨付申请材料进行初审。财务科负责对相关材料进行复核，确保

材料真实、拨付金额准确无误。分管领导负责对资金拨付申请材料的

初审、复核的程序进行全面审核。主管领导负责审核资金使用拨付程

序是否规范，拨付申请是否符合有关政策规定。 

    4、成本管理情况：《闵行区公共交通专项资金使用管理办法》

（2017 版）、《2016 年闵客运公司成本构成约束标准》 

    5、设备配置标准情况：《闵行区公共交通专项资金使用管理

办法》（2017 版）、《2016 年闵客运公司成本构成约束标准》 

四、项目计划活动 

    主要列示活动内容、范围、对象、项目利益相关方的作用和

职责，具体内容要求如下： 

    1、项目活动内容：（1）全面贯彻落实闵行区“全面调结构、

深度城市化”战略，提升区域公交服务供应的数量和质量，推进不同

地区的公交线网合理发展。（2）为大型居住社区、经济适用房、动迁

安置房等保障性住房基地配套相关公交线路，方便居民出行。（3）项



 

8 
 

目的实施支持部门递进完成闵行区“十三五”交通专项规划的相应目

标。（4）完善科学园区、工业园区、大学校区、现代服务区等功能区

的公交配套，为引进和集聚人才，改善投资环境、拉动区域经济发展，

建设“智慧”闵行服务。（5）促进城乡统筹发展，改善农村地区和人口

集中导入地区的出行条件，为缩小城乡差别，建设“宜居、生态”闵行

服务。 

    2、实施范围和对象：（1）、项目管理制度 

为加强项目的管理，区运管所制定了以下管理制度：  

    a《关于公交专项资金使用审核流程的管理规定》(闵运管（2014）

8 号)； 

    b 集体决策制度：在与公交服务提供企业签订协议、送交区财政

拨付资金前，必须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由所党政领导班子集体讨论

决策。                                                      

c 方案论证制度：年度公交线路调整计划、资金补贴计划在正式实施

之前，已主动征求镇、街道和莘庄工业区和社会公众的意见。                                                                 

d 公交服务协议签订制度：列入公交专项补贴的线路，必须经过闵行

区公交行业评价工作组审核与确认；区运管所负责与公交服务提供企

业洽谈与协议签订工作，在协议中明确公交企业在营运过程中必须严

格按照营运的规范和要求，提供优质服务，对出现问题的线路，可减

扣部分补贴资金等权利义务；公交服务协议经区运管所、相关公交营

运企业签订，并由区交通委鉴证后，方可生效。 

    （2）、项目财务管理制度 



 

9 
 

    为保障项目按法定程序有效实施，区运管所建立、健全了以下各

项相关财务管理制度： 

    a 财务管理制度； 

    如：《关于公交专项补贴的财务管理制度》（闵运管（2010）12

号）； 

    资金拨付期限如下：公交线路亏损补贴前三季度实行按季预拨，

上年度请算数在次年第一季度根据中介机构出具的审计报告完成结

算拨付；延时、延线、增能、调向、调价线路补贴按照年度预算分季

拨付。 

    b 内审四级岗位审批制度； 

    严格专项资金初审、复核、审核制度，不准缺项和越程序办理手

续，各类专项资金审批程序，以该专项资金审批表所列内容和文件要

求为准。 

    c 审批过程中的信息沟通机制； 

    绩效评价信息通过闵行区交通委网站公示； 

    通过“两会”代表提案回复、信访回复、咨询接待等形式听取公众

意见。 

    d 送审报查机制； 

    区运管所凭补贴合同、协议、发票等复印件，发票复印件要加盖

区运管所公章并附入账通知书，区财政局管理科专管员审核，区财政

局国库收付中心对直拨项目拨付后，在入账通知书上加盖公章交预算

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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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日常考核制度 

    a 日常考核制度：坚持采用定期检查和突击抽查相结合的方式，

增加高峰时间、双休日和节假日的明查暗检；同时利用 GPS 信息化监

管平台，实现对闵客运公司公交营运班次、间隔、发车时间、站点停

靠等基本信息的全面实时监管。发现问题及时和企业沟通，提出整改

要求，跟踪落实情况。 

    b 公交行风巡查和考核制度：通过政府购买专项服务方式，委托

闵行区乘管会对区域公交线路进行监督检查。区乘管会负责对区域内

公交线路的安全行车、规范服务、遵章守纪、站点管理、车容车貌等

进行监督检查（每年检查数不少于 4000 次），年底前对全年监督检查

情况进行总结评估，并向区运管所推荐优胜线路、优秀员工、特色服

务人员名单。 

    3、项目实施计划：2020 年上半年完成闵客运公司 2019 年

第四季度审价工作，并根据中介机构审价报告拨付政府购买闵客运公

司公交服务项目 2019 年第四季度款项。2020 年前三季度分季度预拨

政府购买闵客运公司公交服务项目 1-3 季度款项。 

五、保证项目实施的制度、措施 

《闵行区公共交通专项资金使用管理办法》（2017 版）、《2016 年

闵客运公司成本构成约束标准》；《关于公交专项资金使用审核流程的

管理规定》（闵运管[2014]8 号）；《关于公交专项补贴的财务管理制度》

（闵运管（2010）12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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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项目整改情况（未评价项目可不填） 

 
 
七、风险因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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