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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2021年呼市公共交通公司

运营补贴项目绩效评价简版报告

一、基本情况

为支持呼和浩特市公共交通事业有序健康发展，提升

城市公交运力水平，弥补企业运营亏损情况，财政部门依

据公交服务的公益属性及公共交通政府间财政事权支出责

任划分要求对呼和浩特市公共交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

称“市公交总公司”）进行运营补贴。补贴资金主要用于保障

公交车正常安全运行及公交人员薪酬，资金使用方向涉及

人员工资发放、社保缴纳、车辆维修保养。

2020年投入资金为19961.50万元，资金来源为一般公共

预算；2021年投入资金为20000.00万元，资金来源为政府性

基金；资金总额39961.50万元，分二年使用，各年预算执行

率均为100%。

项目总体绩效目标为提升城市公交运力水平，保障公

交车安全正常运行，保障公交人员薪酬，提升公交运营保

障能力。

二、绩效评价工作开展情况

（一）预调研及工作方案阶段

2023年3月31日，访谈市财政局主管业务科室，初步了

解项目基本情况和评价需求；4月6日，正式成立8人组成的

项目绩效评价工作组，并调研市交通局财务科及运输服务

科相关工作人员，进一步了解项目的背景、资金拨付流程

及相关规划情况；4月7日初步完成市公交总公司与项目评

价相关资料的收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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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1日完成绩效评价工作方案内部平生工作，向市财政局

及外部监管机构提交绩效评价工作方案。

（二）实地调研及报告阶段

2023年4月14日开始对项目受益群体进行问卷调查，进

一步收集项目评价相关业务资料和财务资料；4月25日完成

评价指标细化修改工作；4月27日进一步访谈市公交总公司

企业管理部、智能调度管理部、财务部、营运管理部、技

术部及运营分公司相关人员，围绕项目立项、项目管理及

项目效益情况召开现场评价会；5月27日召开专家评审会，

完成项目评审，并于5月30日完成项目绩效评价报告。

三、综合评价情况及评价结论

该项目绩效评价综合评分92.92分，评级为优。

总体结论：企业管理制度健全规范，营运安全保障有

效，营运车辆经济环保，为市民出行提供了有效保障。但

也存在预算编制依据不够充分，额度测算不尽合理，企业

资产负债率高，票价票制亟待合理调整，客运量下降及公

交出行分担率有待进一步提升的问题。

四、主要经验及做法、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一）主要经验及做法

1.企业管理制度健全规范。

管理制度包括安全生产、驾驶员安全培训、应急处置

、营运管理、预算管理、采购管理、合同管理、财务管理

等制度。

相关制度对车次率、正点率、车厢服务合格率、车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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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洁合格率、行车责任事故频率、人工成本、能耗费用、

润料费用、材料费用、轮胎费用、事故费用、车辆保险费

、车队经费及营运业务费等各项成本费用等经营指标均设

有明确标准要求。对经营指标完成情况及相关成本控制情

况定期召开分析会进行跟踪管控。

所有制度均依照国家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国家标准

或行业标准制定。

2.乘客安全出行得到有效保障。

评价期内，项目营运安全管理得到有效保障，营运安

全相关指标业绩未超国家标准和主管部门规划中的目标要

求，有效保障了公交乘客的出行安全。

3.形成绿色低碳公交运营体系。

市公交总公司评价期内运营的车辆全部为天然气和电

动汽车，所用燃料属于经济环保燃料，为国家的“碳达峰、

碳中和”战略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二）存在问题及原因分析

1.预算额度测算依据缺少标准，补贴额度测算不尽合理

，企业处于亏损经营状态。

对于运营补贴预算额度的测算，无法体现人力、能耗

、折旧、维修、轮胎消耗、车辆保险、事故损失、安全生

产、其他直接运营费、管理、财务及税附等成本费用的测

算标准。

目前执行的1元/次的一票制票价票制，自2000年9月实

施以来，已有近23年未进行调整。受低票价、主营业务收

入下降及运营成本持续上涨等因素影响，市公交总公司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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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每年处于亏损经营状态，评价期内资产负债率超过100%

。综合成本持续上涨、客运量逐年降低等客观因素，当下

票价票制亟待选择恰当时机进行合理调整。

2.年度计划客运量未完成，票款收入不理想。

受出行方式多样化以及新冠疫情因素的影响，项目年

度计划客运量未能完成，2020年客运量同比2019下降56.57

%，2021年的客运量同比2019年下降50.71%，导致2020年和

2021年的票款收入同比2019年下降幅度达到50.64%和44.28

%。

3.公共交通出行分担率需要进一步提升。

2020年公共交通出行分担率为37.38%，低于《呼和浩

特市城市公共交通“十三五”规划》中40%的目标值，也低于

有轨道交通的城市公共交通出行分担率达到45%以上的国家

公交都市示范城市要求。

人们对市内出行方式的选择受时间、费用、出行理念

等因素影响，在费用成本均较低的前提下，时间成本是出

行考量的重要影响因素。项目评价期内，早晚高峰通勤时

间约为道路交通畅通时的1.5倍，平均通勤耗时33.04分钟，

市内平均通勤距离为9.52公里，单程5公里以内通勤人口占

比达到46%，短距离通勤人口对出行方式的选择具有多样性

，选择便利快捷的地铁及自行车出行的可能性更大，在一

定程度上减少了公共交通出行分担数量。

五、有关建议

1.建议细化运营补贴预算编制标准，合理提高运营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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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度。

建议尽快出台《呼和浩特市公共交通成本规制办法》

，依据成本规制办法进行运营补贴的预算编制工作。在成

本规制办法出台前，建议预算编制时综合企业实际亏损情

况、免费乘车群体数量等情况，在上年度运营补贴基数的

基础上，合理提高运营补贴额度以维持企业正常运营。

2.建议择机调整公交票制票价，探讨建立票价动态调整

机制。

建议在坚持体现公交的公益性和提高公交出行吸引力

的原则下，综合公交企业运营成本及市民承受能力等因素

，兼顾其他公共交通出行方式的比价关系，同时考量新冠

疫情后全市经济整体恢复情况，择机科学合理的调整公交

票制票价。探讨制定与本市经济水平发展相符的公交价格

动态调整办法，建立起“民众可支付、财政可承担、企业可

发展”的良性发展机制。

3.建议市公交总公司依照公司制定的《全面预算绩效管

理办法》相关要求，严格控制运营成本费用，进一步提高

资源利用效率。

（1）建议市公交总公司依照《全面预算绩效管理办法

》要求做好各项成本控制工作。

建议将成本控制任务及经营指标任务层层分解，落实

到公司各部门、各环节和各岗位，定期对客运人次、客运

收入、人工成本、变动成本等经营指标完成情况做好专题

分析，找出存在的问题及产生的原因，提出改进措施并予

以实施，年终根据任务完成情况，依据公司相关制度对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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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部门或人员进行奖惩。

（2）建议进一步优化公交运营调度，提升公交准点率

和资源利用效率。

建议优化定线、定班、定车、定司乘人员的运营模式，实

现动态排班、跨线协同调度、动态运力配置，提高供需匹

配效率和资源利用效率，提升公交准点率。

内蒙古腾冠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