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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2017年广州市公共交通财政补贴项目

专项资金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简要报告

广州市光领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

一、评价概况

（一）项目基本情况

受广州市财政局委托，我所对“2017年广州市公共交通财

政补贴项目”实施了第三方绩效评价，形成评价报告。项目由广

州市交通委员会（以下简称“市交委”）依据《广东省人民政府

关于城市优先发展公共交通的实施意见》（粤府〔2013〕120号

文）、《广州市公交行业政策性财政补贴方案》（穗发改〔2016〕

1091号）等政策文件组织实施。该项目以财政补贴额度为杠杆，

促使公交企业充分挖掘自身潜力，推动管理水平的提高，同时加

强对公交企业服务质量的监督。使公交低票价的公益性得到了保

障，公交行业实现平稳发展，满足群众出行需求。

（二）项目资金情况

2017年度共涉及财政资金 43.85亿元。补贴对象为广州市

12家经营城市公共交通客运企业以及广州快速公交运营管理有

限公司。当年实际支出 43.85亿元，预算支出执行率 100%。共

补贴我市 12家城区公交运营企业以及快速公交运营公司，共涉

及我市城区公交系统约 900条线路，约 11500辆运营用公交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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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担日均客流约 540万人次。

（三）项目绩效目标

2017年项目预期实现的绩效目标是：一是落实公交优先发

展战略，降低市民公交出行成本，引导市民选择公共交通出行；

二是落实公交公益性，缓解公交票价与成本倒挂的问题，促进我

市公交行业平稳可持续发展；三是引导企业发展绿色环保公交；

四是引导企业提高服务质量及运行效率，提高财政资金使用绩

效。补贴公交车企业覆盖率、补贴公交车线路覆盖率、公交车刷

卡票价补贴覆盖率均达到 100%。

（四）评价结果

本次评价采取书面评价、现场评价及满意度调查等方法，公

共交通财政补贴资金的投入、过程、产出和效益等方面实施评价，

最终项目绩效评价等级为“良”。

二、项目绩效

补贴政策将各公交线路的运营成本、运营里程、发车间隔、

服务质量都纳入了补贴分配要素之中。持续监督各公交企业的运

营情况，力求不断提高运营效率以及服务质量。据满意度调查数

据，常规公交乘客以及公交从业人员都对公交补贴政策的效果表

示较为认可，近年乘客满意度都在 80%以上。严格落实公交优先

政策，为广州市创建全国首批“公交都市”作出贡献。

（一）有效降低群众出行成本，引导群众公交出行。广州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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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规公交票价自 1996年以来，未作大的调整，常规公交线路维

持在空调车 2元、非空调车 1元的水平。公交补贴政策让广大乘

客享受到了十分实惠的公交票价优惠，通过财政补贴的形式令常

规公交车的票价一直维持在 2元的价格，通过羊城通六折优惠、

特殊群体半价或免票等方式进一步降低广大群众的出行成本。

2017年广州市城区公交平均人次运营成本约为 3.3元，实际人次

平均票款 1.29元，群众公交出行投入减少率约为 60.91%，出行

成本下降明显。广州市 2016-2017年公共交通机动化出行分担率

约为 55.4%（市区范围），其中 2017年度我市中心六区日均公

共交通机动化出行共计 1568.72万人次，常规公交占机动化出行

约 573.62万人次，比例占比约为 36.57%。可见票价优惠政策有

效引导群众选择常规公交出行，令常规公交出行成为群众出行的

主要方式之一。

（二）维持我市公交行业健康发展。市交委通过日常管理及

清算审计，监督各受补贴企业持续降低运营成本，提高运营效率。

2017年 12家公交企业城区公交运营成本约为 71.40亿元，实际

运营公里数 87964.35万公里，平均每公里运营成本约为 8.11元。

低于北京（14.63元）、上海（12.83元）、深圳（9.39元）等我

国一线城市，单位运营成本相对较低，公交资源的运用效率较高。

通过补贴节能与新能源环保车型公交车辆运营成本，鼓励公交企

业积极更新清洁能源公交车。2017年度城区公交共有 11599辆

公交车投入运营，其中约有 9518辆清洁能源公交车占比 82.06%，



4

节能效益显著。

（三）保障公交行业服务质量。为监督公交行业的服务质量，

财政补贴资金的 3%按企业综合考评结果分配。市交委根据《2017

年度公交企业综合考评工作方案》对各公交企业进行综合考评工

作，其中 9家公交企业获得优良评分（100分满分，85分及以上

为优良），优良率达 75%。市交委每年聘请第三方调查机构，对

我市公交乘客进行满意度调查，近年满意度均达到 80%以上，公

交服务质量得到群众认可。

四、存在问题

（一）公交补贴政策更新进度较慢

2008-2016年广州市公共交通财政补贴政策由市发改委负责

牵头制订，市交委负责政策实施与项目管理。但因编制步骤较多，

整体耗时较长，导致 2015-2016年度补贴政策《广州市公交行业

政策性财政补贴方案》（穗发改〔2016〕1091号）直至 2016年

中才正式发布。而 2017-2018补贴政策由市交委负责牵头制订，

但需要等待市发改委印发《广州市 2017-2018 年公共交通价格

改革工作方案》（2017年 9月）后再制订新一轮公交补贴方案。

2017-2018公交补贴方案市交委会同相关部门于 2018年 1月份已

完成方案初稿，截止至同年 8月仍处于征求意见阶段。

（二）公交从业人员收入偏低，工作压力较大

2017年度公交从业人员的人均月收入以及工资增长幅度皆

略低于我市同期年平工资水平。其中公交车司机的收入水平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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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平均月人均可支配收入约 7,000-8,000元。但与我国其他一

线城市或周边地区相比仍属偏低，而且增长速度较为缓慢。导致

我市公交司机出现人手紧张、招聘困难、老龄化等问题较为突出。

广州市现有公交司机劳动强度较大，加班情况普遍。长期以往，

将对公交企业的安全运营带来较大的隐患，对公交行业的健康发

展产生严重的不利影响。

（三）补贴资金分配细则与实际操作仍需进一步完善

根据目前实行的补贴政策，一部分的补贴资金按公交服务质

量及综合考评(含安全生产)结果分配。2015-2016年市本级财政

补贴资金的 3%按企业综合考评结果分配。该分配要素占补贴分

配要素的比例较低，通过补贴政策引导公交企业提高服务质量的

效果有限。

2015-2016年补贴方案中有一项为“员工工资补贴”，原来补

贴内容为保障公交司乘人员队伍稳定，按员工实发工资与社平工

资的差额进行补贴。实际清算工作中，将 2015、2016年度的公

交司机工资水平均与我市 2014 年度社会平均工资数据进行比

对，从而判断工资水平是否达标。未能实现司机工资水平与当年

社平工资标准进行对比，补贴资金清算考核工作仍需进一步完

善。

目前我市实施的公交票价优惠政策自 2010年以来都未有作

出调整，长时间未进行调整或优化的优惠政策，可能不利于根据

实际情况促进公交资源合理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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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公交补贴财政资金压力较大

近年来，我市实施的公交补贴政策需求财政资金额度呈现持

续增长的态势。每年补贴金额已经由 2015-2016每年 37.87亿元

上升至 2017年度的 43.85亿元，升幅较大。而且因为中央油补

金额的逐渐减少，导致市财政承担的补贴资金比例亦逐年上升，

为我市财政资金造成了较大的压力。公交企业运营成本逐年增

加，年均增速 3.8%。在成本增长项中，造成成本增长的主要原

因在于人工成本刚性上涨较快。

五、若干建议

（一）加快补贴政策制订进度

市交委应作为主导方尽早完成 2017-2018年度的广州公交补

贴政策与实施细则。今后应优化制订补贴方案及实施细则的流

程，提高整体编制流程的效率。建立定额补贴额度调节机制，使

补贴额度科学、客观地反映公交特许经营企业的实际运营情况，

可以保障公交特许经营企业良性发展，市民享受安全、快捷、便

利的公交服务。根据公交行业的最新发展情况，及时更新补贴政

策。

（二）调整人员结构，合理提高公交从业人员薪酬福利水平

公交行业作为劳动密集型行业，薪酬待遇支出是最大额的成

本内容，约占总额的 40-50%。因此优化人员结构，合理分配人

员成本显得十分重要。一方面，科学合理安排线路运力、高低峰

发车间隔，并严格按照发车间隔执行，控制车辆无效行驶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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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少“空驶”现象。另一方面，合理确定公交企业职工人员规模，

优化内部人员结构，增加线上人员的比重，降低线下人员的规模，

使“线上线下人员比”“人驾比”达到合理水平，从源头控制公

交人力运营成本。同时建议各公交企业切实提高公交车司机的薪

酬待遇水平，并妥善处理外地户籍公交车司机的户籍、住房、探

亲问题，令其对广州更有归属感，提高其稳定性。

（三）进一步优化补贴资金分配细则

结合实际情况优化分配细则，建议将原定“3%补贴资金按

企业综合考评结果分配”的分配模式进行优化，适当提高补贴额

度与服务质量考评的关联性。加强对公交企业的经营考核，激发

企业降本增效的主动性，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同时

可以参考上海、深圳、杭州均建立的成本限制规则，对公交成本

支出约束，超标准成本不予补贴。更新公交从业人员的收入保障

机制，确保公交从业人员收入水平达到我市年平工资水平，稳定

公交从业人员队伍。同时调研我市最新的公交运营情况，适当调

整现行的票价优惠政策，提高资源分配效率。

（四）尝试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方式发展城区公交事业

建议广州公交补贴政策向杭州、新加坡等地区学习先进经

验，转变为政府购买服务的形式发展城区公交事业。政府购买服

务方式能充分体现公交行业的公益性和市场化的有机结合，保证

公共产品的供应和促进公交服务水平的提升，实现市场资源在公

交行业的优化配置，应该是未来补贴机制发展的方向。第一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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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先行选择几条线路作为试点，测算各线路的运营成本及营收

能力，通过公开招投标的方式，评选合资格的公交运营企业。采

取“定额包干，考核奖惩”的模式，利用服务质量监督考评机制

核定最终购买服务资金额。持续引导公交企业提高运营效率，通

过市场竞争促使公交行业节省成本，减轻财政资金压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