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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交通运输

道路运输行业发展与改革

【道路运输行业概况】　2022 年，陕西省有客运经营业户

382 家，货运经营业户 10.18 万家，驾驶员培训业户 529 家，

机动车维修业户 1.42 万家。全省载客汽车 1.60 万辆，其中

客运班车（含定线旅游客运客车）1.05 万辆，客运包车班

车（含非定线旅游客运客车）5480 辆；载货汽车 27.57 万辆，

其中普货 16.47 万辆，专用货车 3.27 万辆。全省三级及以

上客运站 138 个，货运站合计 28 个，客运线路 3783 条，

平均日发班次 2.60 万次 / 日。道路从业人员 54.33 万人，

公交车经营业户 155 家，车辆 1.87 万辆，2022 年完成运量

11.63 亿人；出租经营业户 345 家，出租车 3.86 万辆，完成

运量 7.38 亿人；轨道经营业户 1 家，经营线路 8 条，车辆

2226 辆，运营里程 272.4 公里，完成客运量 7.69 亿人次。

2022 年全省累计完成公路客运量 8496.44 万人次，旅客周

转量 62.69 亿人公里，同比下降 33.59% 和 38.53%。货运量

12.12 亿吨，货物周转量 1871.02 亿吨公里，同比下降 1.25%

和增长 2.88%，全省道路运输经济运行平稳有序。

【道路客运发展】　2022 年，全省道路客运行业面对疫情

反复和市场需求下降不利因素，在履行疫情防控等社会责

任基础上，积极配合落实“四好农村路”等重大政策，持

续巩固建制村通客车成果、加快城乡客运一体化发展。以

道路客运企业及汽车客运站质量信誉考核、出租汽车企业

服务质量信誉考核等为抓手，持续推进班线客运、城市客

运高质量发展。在全省普及推广道路客运电子客票服务，

有效提升道路客运服务品质。

【道路货运发展】　2022 年，全省通过打造多式联运示范

工程，深化农村物流服务品牌创建，推进网络货运发展，

加强道路危险货物运输管理，强化源头治超监管等工作多

方举措刺激行业发展，进一步促进道路货运行业降本增效。

华阳物流“一核集成、两网联动、重轻协同”集装箱公铁

多式联运示范工程和陕鲁冀能源联动“双核驱动、三向辐射”

铁水公多式联运示范工程 2 个项目入选第四批国家多式联

运示范工程，“西安港建设‘一带一路’内陆中转枢纽陆

海空多式联运示范项目”创建完成，获国家正式命名。宝

鸡太白县“电子商务 + 客货邮”农村物流项目获部第三批

服务品牌，鄠邑等 6 个县（区）确定为农村客货邮融合发

展样板县。建成眉县恒达加油站、汉中服务区等“司机之家”5

个。网络货运省级监测平台累计接入企业 89 家，整合车辆

46 万辆。13 家危运企业质量信誉评价获 AAA。常压罐车治

理扎实有效，危运车辆治理率达 100%。全省危运企业通过

危运电子运单系统填报运单近 175.82 万单。18 家重大装备

制造企业纳入重点源头单位公告。各市区办理“一超四罚”

违法超载车辆 9577 辆，符合“黑名单”条件的车辆 8295 辆。

【驾培行业管理】　2022 年，省道路运输中心开展全省驾

培行业新政策宣贯和从业资格考试考核员暨师资培训。推

进省驾驶培训监管服务平台使用和管理，全省驾培监管服

务平台接入驾培机构 505 家。切实落实“放管服”改革要

求，持续推进道路运输驾驶员高频服务事项“跨省通办”

工作，业务办结率和办理成功率较 2021 年分别提升 0.62%

和 23.48%。加强驾培行业信用管理，组织完成 2021 年度全

省 473 家驾培机构质量信誉考核，切实推动机动车驾驶员

培训行业高质量发展。

G65 包茂高速安康西服务区（安康—西安方向）
“司机之家” （厅宣教中心）

【机动车维修行业发展】　2022 年，全省机动车维修行业

通过推动维修企业线上备案、推广汽车维修电子健康档案

系统、推动汽车排放检验与维护制度（I/M）闭环管理、贯

彻执行“三检合一”政策，开展维修行业质量信誉考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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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不断提升机动车维修检测行业服务质量。全年为 517

万余辆车建立 “健康档案”，全省执行“三检合一”的检

验检测机构 241 家。11 月 18 日省政府下发表彰通报，省道

路运输中心荣获陕西省“十三五”节能减排先进单位。

【道路运输便民服务】　2022 年，全省道路运输行业继

续落实交通运输更贴近民生实事，紧扣适老化交通出行服

务、 “司机之家”建设、“跨省通办”事项办理、电子证

照等民生实事，不断提升道路运输政务便民利民惠民服务

水平。全省共打造敬老爱老城市公共汽电车线路 31 条，

新增及更新城市公共汽电车 204 辆，为 170 辆老旧公交车

配备无障碍导板。西安市 138 座车站地铁配备无障碍渡板

203 套，各站均设有无障碍电梯等牵引设备。各地市利用

95128 平台开展助老打车热线，解决老年人打车难、等车时

间长、不会使用智能手机等问题。西安市 15000 余辆巡游

出租车及 2 万余辆网约车参与，宝鸡市选取 200 名出租车

驾驶员组建 95128 电召车队，共接到来电 13386 起，成功

约车 6846 起。印发《2022 年交通运输新业态平台企业抽成

“阳光行动”工作方案》，指导督促省内主要网约车平台

公司和网络货运公司向社会公开计价规则，合理设定平台

抽成比例或会员费上限并公开发布。省内主要网约车平台

公司均能够公开计价规则，并实时向驾驶员客户端显示每

单抽成比例等信息。全省道路运输驾驶员高频事项“跨省

通办”总申请量 9.43 万件，办结率 99.11%，办理成功率

68.89%，办结率和办理成功率实现双提升。12 月 5 日全省

道路运输电子证照系统全面正式启用，实现全省道路运输

电子证照在全国范围内互信互认。建成赤水服务区、禹居

服务区、宝鸡眉县恒达加油站、安康西、汉中服务区 5 个“司

机之家”。

（厅运输处　省道路运输中心）

道路运输

旅客运输

【道路客运接驳运输】　2022 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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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村客运巩固推进】　2022 年，省交通运输厅继续推进

建制村通客车工作，持续巩固全省 17014 个建制村 100% 通

客车成果，严防通返不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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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度省级四好农村路示范县评选工作”、2022 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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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乡道路客运一体化】　2022 年，省交通运输厅持续开

展城乡道路客运一体化评价工作，经过对全省 10 个设区市

及杨凌示范区、韩城市进行综合评价， 4 个市符合 AAAAA

评价标准，7 个市（区）符合 AAAA 评价标准，1 个市符合

AAA 评价标准。全省 2021 年度城乡道路客运一体化综合平

均分值 88.29 分，符合 AAAA 评价标准。（详见表 16 陕西

省 2021 年城乡道路客运一体化发展水平评分汇总表）

西安市鄠邑区城乡交通运输一体化示范区县
（鄠邑区交通运输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