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攀办函〔2014〕211号

 

攀枝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攀枝花市 2015～2020 年农村客运

 

 

发展规划指导意见》的通知

各县（区）政府、钒钛高新区管委会，市级相关部门： 

  《攀枝花市 2015～2020年农村客运发展规划指导意见》已

经市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组织实施。 

 

 

              攀枝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4年 12月 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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攀枝花市 2015～2020 年农村客运发展规划指导意见 

 

  为落实省政府《关于印发建立健全全省农村道路交通安全

管理工作机制实施方案的通知》（川办函〔2014〕106号）要求，

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我市农村客运工作，全面推动城乡基础设

施、公共交通服务一体化建设进程，制定如下意见。 

  一、指导思想 

  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紧紧围绕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重要

任务，紧密结合全市农村公路网络建设，按照“统筹规划、合

理布局，市场化建设、网络化运营，城乡一体、规范管理”的

要求，推进城乡客运一体化进程，完善农村客运网络，为全市

农村社会经济健康发展提供有力基础保障，实现攀枝花市道路

运输业新的跨越式发展。 

  二、基本原则 

  坚持“立足市场、适度超前，路运并举、和谐发展，干支

成网、统筹发展，优势互补、集约经营”原则，以满足农村需

求作为运输发展的根本出发点，以方便人民群众出行为最终落

脚点，提高农村客运网络化广度和深度，为农民群众提供畅

通、安全、便捷、经济的运输服务，使农村客运班车“开得

通、留得住、有效益”；通过优化结构，冷线热线捆绑，干线

支线搭配，在保持运力适量增长的前提下，把发展重点从“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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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增长转移到“质”的提高上来，提高农村客运通达率和安全便

捷水平；按客运市场客流量需求，实现以城市为中心，以乡

（镇）为节点，以国、省公路为大动脉，以农村公路为支线，

依托乡（镇）客运站的农村客运网络化，推进城乡客运一体化。 

  三、总体目标 

  （一）通达深度目标。到 2020年末，全市农村客运站总数

达到54个，招呼站95个，安排建设农村客运站6个。具体为：

米易县新建综合客运站 1 个，改建客运中心 1 个，新建农村客

运站 2个；西区新建农村客运站 2个；规划新增农村客运班线 9

条，延伸农村客运班线 3条，总开通线路达到 55条，通达里程

共 2216公里，其中西区 6条 260公里、仁和区 14条 650公里、

米易县 19条 721公里、盐边县 16条 585公里；新增中小型农

村客车 50 辆，通达 281 个行政村，行政村班车通达率达到

80%。 

  （二）经营管理目标。积极推进和完善农村客运公司化运

营，100%以上的农村客运企业实行公司化经营模式。同一区

域线路的客运车辆实行统一管理、统一核算、统一车型、统一

票价、统一标识，以提高农村客运集约化、规模化经营管理水

平和抗风险能力。 

  （三）服务水平目标。农村客运网络得到明显优化，运输

需求基本得到满足，农村客运运力全面更新为符合国家标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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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型，逐步提高车辆档次，不断提高农村客运安全和服务水平，

促进城乡客运网络得到有效衔接。 

  四、规划范围及期限 

  规划范围为全市农村客运班线、农村客运站；规划期限为

2015～2020年，以 2013年为规划基年。 

  五、农村客运发展现状 

  “十二五”以来，经过 4 年来的农村客运发展，全市已经初

步形成了以县（区）为中心，以乡（镇）为结点，辐射村社的

农村客运网络，全市农村客运网络化建设基本建成，实行了公

司化管理。截至 2014年 4 月，全市建成农村客运站 49个，招

呼站 95个，现有农村客运班线 46条，通达里程 1816公里，其

中西区 4条 160公里、仁和区 12条 550公里、米易县 17条 621

公里、盐边县 13条 485公里，拥有农村客运车辆数 634辆 6603

座，日发班次 5625班；行政村总数为 352个，通班车的行政村

236个，行政村通班车率为 67%，乡（镇）通班车率为 91%。 

  六、运力需求与投放 

  （一）运力需求 

  到 2020年末，我市农村客运运输量预计达到 2115.8万人

次，客运周转量 4.54 亿人公里，分别为 2013 年的 117.5%和

115.8%（祥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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攀枝花市农村客运量攀枝花市农村客运量攀枝花市农村客运量攀枝花市农村客运量、、、、周转量预测汇总表周转量预测汇总表周转量预测汇总表周转量预测汇总表 

总客运量 客运周转量 
年份 

（万人） 

客运平均增

长率（%） 
（亿人公里） 

客运平均增

长率（%） 

2015 1922.1 2.06 4.04 2.54 

2016 1974.5 2.73 4.14 2.52 

2017 2024.6 2.54 4.228 2.13 

2018 2069.1 2.2 4.35 2.87 

2019 2112.5 2.1 4.45 2.33 

2020 2155.8 2.05 4.54 2.11 

  （二）运力投放规划 

  根据对 2015～2020年农村运力需求的预测，到 2020年末

全市农村运力投放规划增加中小型客运车辆50辆，日新增班次

发班 160 次，逐步建立以城带乡、干支互补、以热补冷的资源

配置，做到运力与运量总体平衡。同时，考察原有班线运力情

况，将运力相对过剩的线路调减车辆到新开辟线路营运，对运

力进行有效调节。 

  （三）投放运力选型 

  根椐我市的经济发展和公路状况，投放运力以中级客车为

主，普通客车为辅，按计划实行更新。新增班线车辆均参考

《交通行业标准乡村公路营运客车结构性通用要求》

（JTG16-2004）标准，以安全性能好，高效低耗、低碳环保、

车内宽敞、适用性强的车型为宜，加快农村客运车辆更新的步

伐，使全市农村中级以上客车达到 85%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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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发展农村客运的政策及措施 

  （一）制定优惠政策，提高财政资金补助 

  要进一步加大对农村客运的政策扶持力度，积极争取发展

农村客运的优惠政策，争取财政资金对农村客运进行政策性补

贴。积极引导实力较强、规模较大的企业投资经营农村客运，

引导农村客运企业逐渐实行规模化、集约化经营。 

  （二）强化行业管理手段，营造农村客运良好环境 

  一是发挥行业管理的作用，推动全市道路客运结构调整，

鼓励推行农村客运公司化经营。一方面对实行公司化经营的客

运班线继续优化，使其完全公车公营；另一方面对所有新增农

村客运班线全部实行公司化经营。二是深化非法客运市场整

治。坚持“一牵头，三联动”的打非工作机制，严厉打击机动车

非法营运行为，维护正常市场秩序，为加快农村客运发展营造

良好环境。 

  （三）健全管理机制，构建农村道路交通安全防控体系 

  公安、交通运输、安监等部门要认真履行职责，整合管理

资源，明确各自工作责任，加强部门协作，树立“一盘棋”思

想，完善农村道路交通安全管理模式，扩大管理覆盖面，有效

防止农村道路运输漏管失察。 

  公安部门要进一步加强客运机动车和驾驶人的管理，强化

农村道路的巡逻管控，严肃查处和严厉打击低速载货汽车和拖



  

 
－７－ 

拉机非法载人、无证驾驶、无牌无证上路行驶等严重交通违法

行为，严厉打击超载行为，坚决制止农村客运车辆超载现象，

严格车辆审验，严防报废车辆流入农村。 

  交通运输部门要进一步加强督促客运企业落实主体责任，

督促客运企业加强从业人员培训教育管理，未经道路运输管理

机构考试合格者，不得上岗；加强车辆管理，对不符合《营运

车辆综合性能要求和检验方法》的车辆，禁止从事农村客运。 

  交通运输、公安、安监部门要加强对客运企业的安全监

管，督促客运企业及时发现和整改安全工作中存在的隐患和薄

弱环节。对不具备基本安全生产条件、存在重大安全隐患的客

运企业，要依法责令停业整顿；整改仍不达标的，坚决吊销其

经营资质。 

  （四）加强制度建设，完善市场准入机制 

  随着农村客运网络化和城乡客运一体化的推进，原有的相

关制度有些已经滞后，迫切需要出台城乡客运一体化相关制

度。除上级主管部门要尽快出台新的法规和制度外，县级交通

部门要加强工作调研，为上级部门提供参考。对农村客运运力

配置和投放必须按照总体规划和市场需求科学投入。各级交通

部门要严格依法加强农村客运市场准入管理，按照资质条件强

化公司化经营，优化资源配置，避免农村客运发展一哄而上。

要按照普遍服务原则采取干支线结合、冷热线搭配的方式妥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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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调处理好老线与新线、干线与支线、冷线与热线以及各运输

经营业主之间的利益关系，防止对干线和老线带来冲击，确保

运输行业有序健康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