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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深圳市交通运输局部门预算草案

第一部分 部门概况

一、主要职能

（一）负责交通运输（道路、枢纽、场站、港口、航道、空港、道路交通、道路运输、

水路运输、城市公共汽电车、城市轨道交通、出租小汽车等）管理工作，协调铁路、民航、

邮政、海事等涉地管理事务。组织起草交通运输有关地方性法规、规章草案，经批准后组织

实施。

（二）负责拟订交通运输发展战略、规划和政策，经批准后组织实施。参与编制综合交

通布局规划，编制交通专项规划并组织实施。组织拟订交通运输地方标准并监督实施。参与

制定与交通运输行业相关的经济政策和调控措施。

（三）负责拟订交通运输中长期建设计划和年度实施计划，经批准后组织实施。负责编

制交通基础设施养护计划、智慧交通设施维护计划和交通改善计划，并监督实施。负责编制

并实施交通运输行业专项资金使用计划。参与交通运输行业价格制定。

（四）牵头开展保障城市道路交通畅通工作。负责统筹静态交通和慢行交通的建设发展

工作。组织开展交通需求管理工作。负责汇总、发布城市交通信息，分析、评估城市交通状

况，制定和组织城市交通组织、管理和改善方案并监督实施。组织开展交通拥堵综合治理工

作。负责小汽车增量调控的统筹协调工作。

（五）负责交通运输工程的建设管理。负责统筹推进道路、交通设施、港口、航道、枢

纽、场站、人行过街设施等交通运输工程建设工作。组织协调交通建设项目的质量、施工安

全监管和造价管理。负责公路、水运工程建设市场的监督管理。

（六）负责道路管理工作。负责道路、桥梁、隧道、人行过街设施、港口、航道、枢纽、

场站及交通标牌、标识、标线、护栏等交通基础设施养护的监督管理。

（七）负责港口的岸线、陆域、水域行政管理。负责引航管理工作。承担权限内的空港

及航空运输的行业管理工作。

（八）负责道路运输、城市公共汽电车、城市轨道交通、出租小汽车、水路运输、港口

经营、机动车维修、机动车驾驶员培训、交通建设工程等交通运输行业的服务质量和安全生

产监督管理。负责交通基础设施的安全管理。

（九）负责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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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负责交通运输的综合协调工作。组织、协调深圳地区综合运输、重大节假日期间

的旅客运输和国家重点物资、紧急物资、特种物资以及军事、抢险救灾物资的运输工作。负

责交通运输应急指挥、应急处置，国防交通战备的组织、协调管理，参与国防交通保障设施

规划建设工作。

（十一）负责统筹全市智慧交通工作。组织协调交通运输行业环境保护和节能减排工作。

开展交通运输对外交流与合作。

（十二）负责物流与供应链产业发展工作。

（十三）负责研究制定促进交通运输和物流事业发展、发挥交通运输和物流人才作用的

政策和办法。

（十四）完成市委、市政府和上级部门交办的其他任务。

二、机构编制及交通工具情况

市交通运输局系统包括市交通运输局本级（含市轨道交通建设指挥部办公室）、市交通

运输行政执法支队、市公共交通管理局、福田管理局、罗湖管理局、盐田管理局、南山管理

局、宝安管理局、龙岗管理局、龙华管理局、坪山管理局、光明管理局、大鹏管理局、深汕

管理局、市交通公用设施管理处、市交通公用设施建设中心、市交通工程质量监督站（市交

通工程造价管理站、市交通工程施工安全监督站）、市综合交通运行指挥中心、市交通信息

咨询服务中心、市道路交通管理事务中心、深圳港引航站，共 21 家基层单位。其中市交通

运输局本级（含市轨道交通建设指挥部办公室）内设机构 16 个，分别为办公室、机关党委

（人事处）、财务审计处、法规处（审批综合处）、安全应急处（交通战备处）、综合规划

处、智慧交通处、建设管理处、物流和供应链发展处（市泥头车安全专项整治工作领导小组

办公室）、港航管理处、民航发展处、路政处、轨道综合处、轨道规划处、铁路拓展处、轨

道运营监管处。

系统行政编制总数 993 人，实有在编人数 917 人；事业编制总数 259 人，实有在编人数

722 人；退休 653 人；从基本支出工资福利列支的雇员（含老工勤）79 人。具体如下：

1.市交通运输局本级（含市轨道交通建设指挥部办公室）行政编制数 157 人，实有在编

人数 148 人；退休 60 人；从基本支出工资福利列支的雇员（含老工勤）6 人。已实行公务

用车改革，实有车辆 15 辆，包括定编车辆 15 辆。

2.市交通运输执法支队行政编制数 308 人，实有在编人数 271 人；退休 54 人；从基本

支出工资福利列支的雇员（含老工勤）7 人。已实行公务用车改革，实有车辆 92 辆，包括

定编车辆 92 辆。

3.市公共交通管理局行政编制数 58 人，实有在编人数 57 人；退休 27 人；从基本支出

工资福利列支的雇员（含老工勤）3 人。已实行公务用车改革，实有车辆 2 辆，包括定编车

辆 2 辆。

4.市交通运输局福田管理局行政编制数 35 人，实有在编人数 35 人；退休 20 人；从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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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支出工资福利列支的雇员（含老工勤）3 人。已实行公务用车改革，实有车辆 3 辆，包括

定编车辆 3 辆。

5.市交通运输局罗湖管理局行政编制数 35 人，实有在编人数 34 人；退休 34 人；从基

本支出工资福利列支的雇员（含老工勤）7 人。已实行公务用车改革，实有车辆 3 辆，包括

定编车辆 3 辆。

6.市交通运输局盐田管理局行政编制数 33 人，实有在编人数 29 人；退休 7人；从基本

支出工资福利列支的雇员（含老工勤）4 人。已实行公务用车改革，实有车辆 3 辆，包括定

编车辆 3 辆。

7.市交通运输局南山管理局行政编制数 38 人，实有在编人数 36 人；退休 26 人；从基

本支出工资福利列支的雇员（含老工勤）3 人。已实行公务用车改革，实有车辆 3 辆，包括

定编车辆 3 辆。

8.市交通运输局宝安管理局行政编制数 63 人，实有在编人数 58 人；退休 34 人；从基

本支出工资福利列支的雇员（含老工勤）6 人。已实行公务用车改革，实有车辆 14 辆，包

括定编车辆 14 辆。

9.市交通运输局龙岗管理局行政编制数 61 人，实有在编人数 58 人；退休 17 人；从基

本支出工资福利列支的雇员（含老工勤）2 人。已实行公务用车改革，实有车辆 18 辆，包

括定编车辆 18 辆。

10.市交通运输局龙华管理局行政编制数 49 人，实有在编人数 48 人；退休 5人；从基

本支出工资福利列支的雇员（含老工勤）1 人。已实行公务用车改革，实有车辆 10 辆，包

括定编车辆 10 辆。

11.市交通运输局坪山管理局行政编制数 33 人，实有在编人数 31 人；退休 4人；从基

本支出工资福利列支的雇员（含老工勤）2 人。已实行公务用车改革，实有车辆 6 辆，包括

定编车辆 6 辆。

12.市交通运输局光明管理局行政编制数 33 人，实有在编人数 32 人；退休 3人；从基

本支出工资福利列支的雇员（含老工勤）2 人。已实行公务用车改革，实有车辆 6 辆，包括

定编车辆 6 辆。

13.市交通运输局大鹏管理局行政编制数 33 人，实有在编人数 29 人；退休 3人；从基

本支出工资福利列支的雇员（含老工勤）0 人。已实行公务用车改革，实有车辆 8 辆，包括

定编车辆 8 辆。

14.市交通运输局深汕管理局行政编制数 12 人，实有在编人数 6 人；退休 0人；从基本

支出工资福利列支的雇员（含老工勤）0 人。已实行公务用车改革，实有车辆 2 辆，包括定

编车辆 2 辆。

15.市交通公用设施管理处参公事业编制数 45 人，实有在编人数 45 人；退休 22 人；从

基本支出工资福利列支的雇员（含老工勤）12 人。已实行公务用车改革，实有车辆 2 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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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定编车辆 2 辆。

16.市交通公用设施建设中心事业编制数 70 人，实有在编人数 61 人；退休 3人；从基

本支出工资福利列支的雇员（含老工勤）21 人。已实行公务用车改革，实有车辆 22 辆，包

括定编车辆 22 辆。

17.市交通工程质量监督站（市交通工程造价管理站、市交通工程施工安全监督站）事

业编制数 36 人，实有在编人数 34 人；退休 7 人；从基本支出工资福利列支的雇员（含老工

勤）0人。已实行公务用车改革，实有车辆 7 辆，包括定编车辆 7辆。

18.市综合交通运行指挥中心事业编制数 20 人，实有在编人数 16 人；退休 2人；从基

本支出工资福利列支的雇员（含老工勤）0 人。已实行公务用车改革，实有车辆 2 辆，包括

定编车辆 2 辆。

19.市交通信息咨询服务中心事业编制数 13 人，实有在编人数 16 人；退休 8人；从基

本支出工资福利列支的雇员（含老工勤）0 人。已实行公务用车改革，实有车辆 3 辆，包括

定编车辆 3 辆。

20.市道路交通管理事务中心实有在编人数 506 人；退休 293 人；从基本支出工资福利

列支的雇员（含老工勤）0 人。已实行公务用车改革，实有车辆 45 辆，包括定编车辆 45 辆。

21.深圳港引航站事业编制数 90 人，实有在编人数 89 人；退休 24 人；从基本支出工资

福利列支的雇员（含老工勤）0 人。已实行公务用车改革，实有车辆 16 辆，包括定编车辆

16 辆。

三、2021 年主要工作目标

2021 年，我局将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按照国家省市有关交

通工作部署，抢抓“双区”发展战略机遇，扎实推进交通强国试点工作，着力构建现代化国

际化一体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和高品质高效能高融合城市交通运行体系，为建设竞争力、创

新力、影响力卓著的全球标杆城市提供战略支撑。

一是加强规划引领。全面完成深圳综合交通“十四五”规划编制、深圳市交通白皮书、

交通需求管理政策等规划研究，推进深圳市现代物流基础设施体系建设规划、完善我市物流

货运体系。推动全市高快速路等重大通道规划，深化开展广深高速改扩建、伶仃洋通道前期

规划研究。加快推进机荷-惠盐高速改扩建工程、深汕第二高速工程等我市重点高速公路建

设项目前期工作。

二是大力推进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实施广东滨海旅游公路深圳段改造升级，打造宜居湾

区沿海快速联系通道和滨海休闲新名片。启动深汕第二高速建设，形成直达深汕合作区、串

联湾区东岸沿海轴带各主要城市核心节点的高速通道。完成公常路中山大学深圳校区段下穿

改造工程、东湖立交等项目建设，开工侨城东路北延通道、盐坝高速市政化改造工程等项目，

推进机荷-惠盐高速复合改造、广深高速深圳段改扩建，加快春风隧道、妈湾跨海通道、滨

海大道（总部基地段）交通综合改造、皇岗路快速化改造等项目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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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加快双港物流发展步伐。推进航空资源结构改革试点工作，谋划释放大亚湾核电站

飞行限制区空域，推动深圳机场点融合技术应用落地，将深圳机场容量标准提升至 65 架次。

加快推进机场三跑道、卫星厅、T4 航站楼等工程建设。推动观澜导航台迁建、樟坑径直升

机场建设。持续推进“深圳组合港-绿色港口链”项目。利用国际班轮航线优势，拓展“船

舶换装”、“欧美-东南亚”国际中转、“一带一路”中转业务，打造深圳国际中转港。加

快推进深圳港盐田东作业区、西部出海航道二期工程建设。推进空港型、商贸服务型国家物

流枢纽建设，创新中欧班列运营模式，优化现代物流业重点物流企业认定及贴息资助政策。

四是大力提升民生服务水平。深化公交体制机制研究，推动线网转型升级，促进公交地

铁双网融合协同发展。继续推动道路客运车辆小型化，设置城区内微型客运站点。修订深圳

市出租汽车管理条例，鼓励出租车企业开展多层次、差异化服务。加快巡游车互联网转型升

级。加快推进轨道四期及四期调整线路建设，科学编制轨道五期规划。做好道路、桥梁、隧

道日常巡查养护，进一步加大智慧巡检推广应用力度，提升道路通行品质。

第二部分 部门预算收支总体情况

2021 年市交通运输局部门预算收入 2,479,340 万元，比上年减少 21,655 万元，减少 1%。

其中，财政预算拨款 2,479,340 万元。

2021 年市交通运输局部门预算支出 2,479,340 万元，比上年减少 21,655 万元，减少 1%。

其中，人员支出 45,019 万元、公用支出 11,851 万元、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 3,428 万元、

项目支出 2,419,042 万元。

预算收支增（减）主要原因说明：

一、主要增加因素：

1.高速公路回购资金安排 11.72 亿元，较上年增加 4.59 亿元。该经费依据回购高速公

路工程进展情况测算安排。

2.港口公共航道维护疏浚经费（含原港建费分成资金）安排 4.97 亿元，比上年规模增

加 4.2 亿元。一是增加深圳港铜鼓航道及西部港区、蛇口、赤湾、盐田等公共航道常年维护

性疏浚（含监理、扫海测量、设计）费 4.42 亿元；二是增加盐田港区公共航道拓宽工程费

0.49 亿元；三是原港建费分成资金项目 0.06 亿元，比上年减少 0.71 亿元。

3.新增交通综合治理经费 1 亿元。依据《关于审议深圳市交通综合治理三年行动方案及

2020 年工作计划的会议纪要》（市政府办公会议纪要〔53〕），安排交通综合治理资金 1

亿元，用于全市交通综合治理。

4.新增大鹏湾二次引航补贴 1 亿元。依据《关于开展大鹏湾引航补贴申报工作的通知》

（深交规〔2020〕2 号），测算 2021 年大鹏湾二次引航补贴 1 亿元。

5.新增轨道 4 号线三期工程运营管理、轨道五期线路前期研究经费合计 2.38 亿元。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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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地铁 4 号线三期 2021 年运营缺口资金 1.63 亿元、2020 年 11 月-12 月运营服务费 0.29

亿元；二是轨道五期第一批三条线路前期研究经费 0.46 亿元。

二、主要减少因素：

1.公交补贴安排 78.50 亿元（含央补 11 亿元），比上年减少 5.98 亿元。2020 年公交

补贴年初预算 84.48 亿元（含央补 12.48 亿），中期追加下达央补资金 9.5 亿元，年度实际

预算 93.98 亿元；用同一口径计算，2021 年实际经费预算为 91.2 亿元，比上年减少 2.78

亿元。其中，12.7 亿元已于 2020 年 12 月提前支付，78.5 亿元（含央补 11 亿元）列入 2021

年预算。经费减少的主要原因：实施新一轮公交财政补贴，激励进一步增收节支，减少低效

无效空驶里程，提高补贴效率。

2.新能源出租车推广补贴安排 0.06 亿元，比上年减少 2.73 亿元。该补贴属于阶段性经

费，经测算，2021 年仅需发放剩余 383 台提前更新车辆的奖励资金。

3.现代物流业发展专项资金安排 20 亿元，比上年减少 2.48 亿元。一是受疫情影响，经

测算航空子项资助较上年减少 10.26 亿元；二是经市政府批准，物流子项资助额增加 2.8

亿元；三是港航子项依据 2020 年实际受理及最终审核通过的资助项目数据减少支出 0.69

亿元；四是经报市政府，增加港航子项资助项目 5.67 亿元。

4.道路设施管养经费安排 26.29 亿元，比上年减少 1.5 亿元。一是大中修工程减少支出

0.73 亿元；二是增加地陷坍塌检测支出 0.1 亿元；三是待支付以前年度项目支付数减少 1.37

亿元；四是新接养东部过境高速公路保通段、坂银通道、深圳机场片区市政道路、南坪三期

及深汕合作区等道路，增加支出 0.5 亿元。

5.纯电动泥头车奖励补贴安排 3 亿元，比上年减少 1 亿元。2020 年 11 月 23 日，市政

府审议并原则通过《深圳市首批纯电动泥头车(2018-2019)运营里程考核及超额减排奖励发

放办法》，明确对纯电动泥头车超额减排奖励资金发放模式为按公里数核算奖励资金，定期

考核发放。依据 2020 年纯电动泥头车行业里程考核数据测算，2021 年经费约 3亿元。

6.道路品质提升专项经费 0 亿元，比上年减少 0.79 亿元。主要原因是桥梁刷新等品质

提升项目 2020 年度已全部完工。

7.政府投资项目安排 74.66 亿元，预算规模较上年减少 0.78 亿元。主要原因：一是 2021

年政府投资计划年度安排资金 62.03 亿元，较上年减少 9.06 亿元；二是 2019、2020 年结转

经费增加 8.28 亿元。

第三部分 部门预算支出具体情况

一、市交通运输局本级（含市轨道交通建设指挥部办公室）

市交通运输局本级（含市轨道交通建设指挥部办公室）预算 323,702 万元，包括人员

支出6,285万元、公用支出3,533万元、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679万元、项目支出313,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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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

（一）人员支出 6,285 万元，主要是在职人员工资福利支出。预算规模与上年基本一

致。

（二）公用支出 3,533 万元，主要包括公用综合定额经费、水电费、物业管理费、车辆

运行维护费和工会经费等公用经费。预算规模与上年基本一致。

（三）对个人和家庭补助支出 679 万元，主要是离退休人员经费及对个人和家庭的补

助支出等。预算规模与上年基本一致。

（四）项目支出 313,206 万元，具体包括：

1.交通安全应急管理 1,189 万元，主要用于交通运输安全应急管理业务、应急交通设备

物资购置维护等。其中，应急交通设备管养经费 120 万元，24 小时应急值守相关经费 156

万元，应急保障与演练、国防演练、交通战备相关经费 411 万元，安全生产风险管控及教育

经费 501 万元。预算规模与上年基本一致。

2.交通运输综合管理 3,761 万元，主要用于各类交通运输综合管理业务，保障开展履职

所需人事、党务工青妇及精神文明建设、财务审计、法律事务、新闻宣传、门户网站、物业

维修、档案、文秘、统计、后勤等机关行政综合管理工作。其中，人事与党务相关工作经费

387 万元，财务审计经费 307 万元，法务工作经费 80 万元，新闻宣传及门户网站管理经费

598 万元，局大楼及局属物业修缮等经费 528 万元，办公设备及网络维护、档案、文秘、统

计、机关事务管理、后勤、其他机构运转经费等行政综合管理性工作经费 1,861 万元。预算

规模与上年基本一致。

3.交通智能化运行管理 846 万元，主要用于小型电子政务与智能交通系统的运行维护业

务。其中，小汽车调控摇号系统运维 206 万元，机动车维修、驾培系统运维 55 万元，深圳

港危险货物电子监管平台建设 39 万元，深圳港集装箱运输单证交换及港口外堆场预约提柜

项目经费 232 万元，深圳市交通运输行业安全生产综合管理信息平台运维 70 万元，智慧出

行与智慧交通技术项目 111 万元，网络预约出租汽车全流程监管平台运行维护 77 万元，道

路挖掘计划管理系统 56 万元。预算规模较上年减少 499 万元，主要原因是认真落实中央过

紧日子、厉行节约要求，进一步压减支出。

4.交通规划及课题研究 6,614 万元，主要用于交通规划课题研究。其中 5,803 万元为当

年项目，811 万元主要为 2020 年及以前年度待支付政府采购项目。预算规模与上年基本一

致。

5.公务接待（非公用经费部分）19 万元，主要用于公务接待业务。预算规模较上年减

少 8 万元，主要原因是认真落实中央过紧日子、厉行节约要求，进一步压减支出。

6.待支付以前年度采购项目20万元，主要用于2020年及以前年度待支付政府采购项目。

预算规模较上年减少 3,751 万元，主要原因是上年跨年采购项目减少，部分 2020 年及以前

年度待支付采购项目列入相对应的项目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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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预算准备金 13,808 万元，按规定预留预算准备金，用于年度中临时性、突发性项目。

预算规模较上年减少 4,761 万元，主要原因是依据上年执行情况相应调减。

8.信息化系统运行维护 23 万元，主要用于信息化系统维护。依据工作实际安排，包括

规划数据平台管理系统维护费 20 万元、港口集装箱危险货物作业申报及管理功能模块开发

服务项目维护费 3 万元。

9.财政专项资金 204,754 万元，主要用于现代物流业专项资金和循环经济与节能减排专

项资金资助项目。其中，现代物流业专项资金 200,015 万元，循环经济与节能减排专项资金

4,739 万元。预算规模较上年减少 24,181 万元，主要原因：一是受疫情影响，航空子项资

助较上年减少 102,561 万元；二是经市政府批准，物流子项资助额增加 27,975 万元；三是

港航子项依据 2020 年实际受理及最终审核通过的资助项目数据减少 6,900 万元；四是经市

政府批准，增加港航子项资助项目 56,700 万元；五是循环经济与节能减排专项资金港口岸

电设施建设及使用、船舶岸电受电设施改造、船舶使用岸电补贴项目增加 919 万元。

10.政府投资项目 1,332 万元，主要用于 2019 年、2020 年结转的政府投资计划和 2021

年新下达的政府投资计划。其中，2019 年、2020 年政府投资计划结转 954 万元，当年政府

投资计划 378 万元。预算规模较上年减少 118,245 万元，主要原因是依据我市 2021 年政府

投资计划安排资金。

11.轨道交通管理 25,632 万元，主要用于轨道交通规划与设计、建设组织、监督、检查

及风险与安全评估。其中，轨道 4 号线三期工程运营管理项目 19,214 万元，轨道 6 号线支

线南延、14 号线东延以及 22 号线工程前期研究费 4,573 万元，轨道 4、5、20 号线以及胶

轮有轨、现代有轨电车等运营前安全评估 350 万元，广深第二高铁、深南铁路、深河铁路、

深圳站引入高铁预可研究项目 288 万元，清水河及深汕枢纽方案设计经费 1,097 万元，轨道

4 号线安检设备及维护经费 110 万元。预算规模较上年增加 24,911 万元，主要原因是依据

工作实际测算支出。

12.路政管理 2,652 万元，主要用于路政管理支出。其中，清平二期延长过渡期道路运

营管理费用2,184万元,高速公路技术状况抽查检测费用120万元,高速公路路政许可技术审

核费用 180 万元,占用挖掘道路管理经费 120 万元,路政管理经费 48 万元。预算规模较上年

减少 2,019 万元，主要原因是减少坝光收费站运营管理费用、盐排高速新收费站延期启用营

运成本调整结算项目。

13.智慧交通管理 752 万元，主要用于智慧交通、慢行交通、绿色交通、静态交通等方

面的管理支出。预算规模较上年增加 386 万元，主要原因是增加轨道四期交通接驳设施、自

行车道及人行道、交通运输领域节能减排、智能网联汽车道路测试等管理工作经费。

14.货运交通管理 30,994 万元，主要用于机动车维修监督管理、机动车驾驶员培训监督

管理、泥头车管理、道路货物运输监督管理等支出。其中，纯电动泥头车奖励补贴及配套经

费 30,070 万元,产业资助工作经费 70 万元,危运、货运、驾培、维修等行业管理相关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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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4 万元。预算规模较上年减少 9,864 万元，主要原因是依据 2020 年纯电动泥头车行业里

程考核数据测算，2021 年纯电动泥头车奖励补贴支出约 30,000 万元，较上年减少 10,000

万元。

15.物流和供应链发展管理 40 万元，主要用于物流和供应链产业发展支出。预算规模与

上年基本一致。

16.港航管理 10,313 万元，主要用于港航管理支出。其中，大鹏湾二次引航补贴 10,000

万元，其他港航管理支出 313 万元。预算规模较上年增加 9,917 万元，主要原因是依据《关

于开展大鹏湾引航补贴申报工作的通知》（深交规〔2020〕2 号），增加了大鹏湾二次引航

补贴 10,000 万元。

17.交通信息咨询管理 85 万元，主要用于交通运输行业企业综合评价和管理应用支出。

属于新增项目，依据《国务院关于建立完善守信联合激励和失信联合惩戒制度加快推进社会

诚信建设的指导意见》推进智慧信用监管工作。

18.综合交通规划管理 10,000 万元，主要用于交通综合治理项目。依据《关于审议深圳

市交通综合治理三年行动方案及 2020 年工作计划的会议纪要》（市政府办公会议纪要〔53〕）

安排资金。

19.交通建设管理 371 万元，主要用于交通建设管理支出，包括市政交通基础设施工程

施工图抽查、交通建设工程初步设计和施工图设计审核、交通建设工程景观艺术设计审核、

交通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滚动推进效能研究及技术审核等支出。预算规模较上年增加 217 万

元，主要原因是原有项目尾款由待支付以前年度项目并入本项目。

二、市交通运输行政执法支队

市交通运输行政执法支队预算27,943万元，包括人员支出 11,324万元、公用支出 2,163

万元、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 558 万元、项目支出 13,898 万元。

（一）人员支出 11,324 万元，主要是在职人员工资福利支出，预算规模与上年基本一

致。

（二）公用支出 2,163 万元，主要包括公用综合定额经费、水电费、物业管理费、车辆

运行维护费和工会经费等公用经费，预算规模与上年基本一致。

（三）对个人和家庭补助支出 558 万元，主要是离退休人员经费及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支出等，预算规模与上年基本一致。

（四）项目支出 13,898 万元，具体包括：

1.交通运输执法管理 9,235 万元，主要用于交通运输行政执法业务，包括组织开展辖区

交通运输行政执法、交通运输执法门类的行政处罚、行政检查、行政强制、公路治超、联合

整治非法营运工作，统筹协调交通运输行业扫黄打非、打假打私、禁毒等工作。其中:运输

执法查扣工作经费（扣车场及拖车）3,432 万元，法律文书送达 200 万元，执法普法经费 70

万元，非现场执法数据审核 115 万元，执法作业及后勤管理工作 5,417 万元。2021 年执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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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待支付以前年度采购项目整合至本项目中列支，整合后预算规模与上年基本一致。

2.交通运输综合管理 1,261 万元，主要用于开展各类交通综合管理业务，保障开展履职

所需文秘管理、综合法律事务管理、财务管理、绩效管理、资产清查、应急处置等内部管理

工作。其中，综合法律事务管理 160 万元，综合文秘及其他机构运转经费等 1,101 万元。预

算规模与上年基本一致。

3.交通智能化运行管理 203 万元，主要用于智能交通系统、信息化管理系统的运行维护

及网络安全防护工作。预算规模较上年减少 101 万元，主要原因是部分一次性项目已于 2020

年内完成，2021 年暂无开展需要。

4.交通场站（枢纽）管养 300 万元，主要用于机场交通场站（含枢纽）的日常管理工作,

包括维持机场交通场站（含枢纽）区域内的公共秩序、安全和环境卫生等满足枢纽场站正常

运行的活动，以及房屋建筑、监控系统、栏杆铁马、标志标线等配套设施的维护、养护、管

理等。2021 年场站待支付以前年度采购项目整合至本项目中列支，整合后预算规模与上年

基本一致。

5.港航管理 54 万元，主要用于执法巡逻艇日常执法巡查的安全管理以及正常运行所需

的专用耗材、维修、保险、维护清洁等。预算规模与上年一致。

6.办公设备采购 12 万元，用于更新替换日常办公所必须、且旧设备已达报废标准无法

继续使用的办公设备。预算规模较上年减少 18 万元，主要原因是认真落实中央过紧日子、

厉行节约要求，进一步压减支出。

7.政府投资项目 2,834 万元，主要用于 2021 年新下达的政府投资计划。预算规模较上

年增加 2,834 万元，主要原因是依据我市 2021 年政府投资计划安排资金。

三、市公共交通管理局

市公共交通管理局预算 821,851 万元，包括人员支出 2,480 万元、公用支出 404 万元、

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 303 万元、项目支出 818,665 万元。

（一）人员支出 2,480 万元，主要是在职人员工资福利支出。预算规模与上年基本一致。

（二）公用支出 404 万元，主要包括公用综合定额经费、水电费、物业管理费、车辆运

行维护费、公务接待费和工会经费等公用经费。预算规模与上年基本一致。

（三）对个人和家庭补助支出 303 万元，主要是离退休人员经费及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支出等。预算规模与上年基本一致。

（四）项目支出 818,665 万元，具体包括：

1.交通运输执法管理 380 万元，主要用于交通运输行政执法业务,包括道路客运企业和

汽车客运站监督管理，政务窗口，巡游、网约出租车监督管理等工作。预算规模与上年基本

一致。

2.交通安全应急管理 148 万元，主要用于交通安全监管及应急业务，包括行业安全风险

管控、安全监管、应急保障专项检查、行业安全生产月及咨询日活动；对公交客运领域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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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的安全风险进行排查、评估、分级，提出管控措施及隐患治理；摸清了解道路客运企业

应急保障资源准备水平；出租企业安全生产月咨询日活动。预算规模较上年增加 61 万元，

主要原因是增加了公交客运行业安全风险管控，应急保障资源专项检查两个项目。

3.交通运输综合管理 350 万元，主要用于各类交通运输综合管理业务，保障开展履职所

需人事、文秘、党务、固定资产清查、财务、综合法律以及其他机构运转经费等。预算规模

与上年基本一致。

4.公共交通管理 2,515 万元，主要用于公共交通管理支出。主要包括：一是公交类管理

经费 1,394 万元，用于公交停靠站数据的核准更新维护，开展三家公交特许经营企业 2项运

营指标考核，2 项补贴结算指标统计，分析公交车辆 GPS、CAN、运营、收入等数据，开展公

交监管及考核工作，公交出行宣传周及无车日活动，对公交企业各项成本、收入及相关数据

监审等；二是出租车类管理经费 923 万元，用于发放 2017-2018 年度符合提前更新奖励资金，

发放 100 台无障碍巡游车经营企业服务补贴，出租车企业及驾驶员服务质量测评，出租车双

满意度调查，行业应急演练，爱心车队，困难驾驶员慰问，行业维稳工作，行业管理政策研

究等费用；三是其他宣传经费 146 万元，用于党建廉政文化墙宣传项目以及公共交通行业专

项宣传；四是春运工作经费 53 万元，用于 2021 年春运办春运组织协调工作费用。预算规模

较上年减少 871,961 万元，主要原因是 2021 年公交补贴单列，节能与新能源公交车运营补

助资金列“中央转移支付”项目。

5.客运交通管理 29,745 万元，主要用于客运交通管理支出。主要包括：一是出租车应

急维稳经费 28,200 万元，用于我市出租车驾驶员临时性补贴；二是综合监管服务、电召平

台运行费用 772 万元，用于提供出租车、网约车、公交、道路客运等基础信息核实更新、车

载终端监管、营运数据分析等综合性信息监控管理，给乘客提供巡游车电召服务，网约化订

单相关服务；三是出租车管理类经费 593 万元，用于对有意愿从事客运车、出租车行业的考

生提供考试服务，对网约车服务质量测评、信誉考核，建立出租车经营者和驾驶员评价体系，

出租车服务管理系统维护保养，开展行业服务质量及营运行为检查，出租车超额减排奖励资

金、出租车驾驶员临时补贴的专项审计服务，公交、道路客运、出租车、汽车客运站企业负

责人和安全管理人员安全培训等费用；四是春运临时候车雨棚经费 180 万元，用于春运期间

在深圳火车站、深圳东站、深圳西站搭建临时雨棚。预算规模与上年基本一致。

6.交通智能化运行管理 278 万元，主要用于小型电子政务与智能交通系统的运行维护业

务。主要包括：一是出租汽车服务管理系统应用优化、道路客运行业智能化综合监管平台四

期 169 万元；二是智能公交管理系统运行维护、系统开发项目 109 万元。预算规模较上年增

加 173 万元，主要原因是增加了出租汽车服务管理系统应用优化、道路客运行业智能化综合

监管平台四期、智能公交管理系统开发等项目。

7.公交补贴 673,000 万元，主要用于对我市公交企业运营补贴、刷卡补贴、燃油补贴等

财政补贴。预算较上年减少 174,000 万元， 主要原因：一是 2021 年第一季度公交补贴预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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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已于 2020 年底提前支付；二是实施新一轮公交财政补贴，激励进一步增收节支，减少低

效无效空驶里程，提高补贴效率，减少了补贴额度。

8.中央转移支付——节能与新能源公交车运营补助资金 112,003 万元。主要包括 2019

年度节能与新能源公交车运营国家补助资金 110,012 万元，结转 2019 年节能减排补助资金

1,991 万元。预算规模较上年减少 40,112 万元，主要原因：一是新能源出租车推广补贴属

于阶段性经费，经测算，2021 年仅需发放剩余 383 台提前更新车辆的奖励资金，较上年减

少 27,324 万元；二是按照中央下达转移支付安排资金，新能源公交车运营补贴资金减少

12,788 万元。

9.交通规划及课题研究 244 万元，主要用于 2020 年及以前年度待支付的交通规划课题

研究政府采购项目。

四、市交通公用设施管理处

市交通公用设施管理处预算 116,703 万元，包括人员支出 2,224 万元、公用支出 245

万元、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 193 万元、项目支出 114,041 万元。

（一）人员支出2,224万元，主要是在职人员工资福利支出，预算规模与上年基本一致。

（二）公用支出 245 万元，主要包括公用综合定额经费、水电费、物业管理费、车辆运

行维护费和工会经费等公用经费，预算规模与上年基本一致。

（三）对个人和家庭补助支出 193 万元，主要是离退休人员经费及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支出等，预算规模与上年基本一致。

（四）项目支出 114,041 万元，具体包括：

1.道路及设施管养 35,623 万元，主要用于道路管养和交通安全设施维护业务，管养范

围包括道路 97.94 公里，桥梁与通道 106.33 万平方米，隧道 30.63 万平方米，边坡挡墙 69.7

万平方米，隔音屏 7.48 万平方米。其中，道路设施日常养护 15,717 万元；养护管理 6,906

万元；交通抢险及养护预备费 13,000 万元。预算规模较上年增加 4,266 万元（含待支付以

前年度项目），主要原因是增加了坂银通道日常养护管理、盐坝高速公路坝光收费站物业运

营维护管理和边坡定期检测项目。

2.交通运输执法管理 251 万元，主要用于道路巡查和应急处置等工作。预算规模与上年

基本一致。

3.交通安全应急管理 46 万元，主要用于交通安全监管及应急业务，通过强化安全风险

管控，开展隐患排查治理、应急演习与安全培训，提高突发事件应急能力与技能水平，有效

防范和遏制生产安全事故。预算规模与上年基本一致。

4.交通运输综合管理 275 万元，主要用于各类交通运输综合管理业务，保障开展履职所

需人事、文秘、党务、固定资产清查、财务、综合法律及其他机构运转经费等。预算规模与

上年基本一致。

5.综合交通规划管理 108 万元，主要用于综合交通规划管理支出。预算规模较上年增加



13

了75万元，主要原因是深圳市公交场站建设方案审核项目在2020年仅安排第4季度的预算，

2021 年预算规模为全年支出。

6.交通场站（枢纽）管养 17,685 万元，主要用于交通枢纽管养支出、公交首末站（含

公交车场）管养支出、民乐的士充电站运营管理支出。其中，交通枢纽管养支出合计 3,738

万元，公交首末站（含公交车场）管养支出合计 13,125 万元，民乐的士充电站运营管理支

出 221 万元，交通场站二次改造项目 601 万元。预算规模与上年基本一致。

7.港航管理 49,655 万元，主要用于港口公共航道维护疏浚等支出。本项目为新增预算，

依据市政府六届二百零五次常务会议纪要精神，列入《深圳市港口公共基础设施名录》的港

口公共航道依据具体疏浚需求列入市财政年度预算。其中，深圳港铜鼓航道及西部港区、蛇

口、赤湾、盐田等公共航道常年维护性疏浚（含监理、扫海测量、设计）费 44,241 万元，

盐田港区公共航道拓宽工程费 4,886 万元，其他港航管理支出 528 万元。

8.政府投资项目 10,398 万元，主要用于 2019 年、2020 年结转的政府投资计划和 2021

年新下达的政府投资计划。其中，2019-2020 年结转项目 6,705 万元；2021 年新下达计划

3,693 万元。预算规模与上年相比减少 6,074 万元，主要原因是依据我市 2021 年政府投资

计划安排资金。

五、市交通运输局福田管理局

市交通运输局福田管理局预算 21,351 万元，包括人员支出 1,542 万元、公用支出 299

万元、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 195 万元、项目支出 19,315 万元。

（一）人员支出 1,542 万元，主要用于在职人员工资福利支出。预算规模与上年基本一

致。

（二）公用支出 299 万元，主要用于公用综合定额经费、水电费、物业管理费、车辆运

行维护费和工会经费等公用经费。预算规模与上年基本一致。

（三）对个人和家庭补助支出 195 万元，主要用于离退休人员经费及对个人和家庭的补

助支出等。预算规模与上年基本一致。

（四）项目支出 19,315 万元，具体包括：

1.道路及设施管养 10,226 万元，主要用于道路管养和交通安全设施维护业务。管养范

围包括道路 317.3 公里，桥梁与通道 46 万平方米，隧道 12.6 万平方米,边坡挡墙 37.2 万平

方米，隔音屏 6.68 万平方米，电梯 8 部。其中，道路设施日常养护 7,501 万元，养护管理

880 万元，大中修工程 1,845 万元。预算规模与上年基本一致。

2.交通运输执法管理 609 万元，主要用于交通运输行政执法业务,依据市、区工作安排，

以及行业管理工作实际，用于协助开展道路巡查、公交、货运、维修、驾培等行业安全检查，

路政管理、执法、应急处置及社区交通服务等工作。其中，交通基层单元管理经费 152 万

元，运政执法经费 457 万元。预算规模较上年减少 184 万元，主要原因是认真落实中央过紧

日子、厉行节约要求，进一步压减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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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交通安全应急管理 194 万元，通过强化安全风险管控，开展隐患排查治理、应急演习

与安全培训，提高突发事件应急能力与技能水平，有效防范和遏制安全生产事故。预算规模

与上年基本一致。

4.交通运输综合管理 231 万元，主要用于各类交通运输综合管理业务，保障开展履职所

需人事、文秘、党务、固定资产清查、财务、综合法律及其他机构运转经费等。预算规模与

上年基本一致。

5.交通场站（枢纽）管养 610 万元，主要用于公交专用道施划工程项目、开展福田口岸、

皇岗口岸、福田高铁站、福田交通枢纽营运秩序维护及安全管理。其中，公交专用道施划

112 万，机场、枢纽、口岸的士站管理经费 498 万元。预算规模与上年基本一致。

6.办公设备采购 15 万元，主要用于更新替换日常办公所必须、且旧设备已达报废标准

无法继续使用的办公设备。预算规模较上年减少 31 万，主要原因是认真落实中央过紧日子、

厉行节约要求，进一步压减支出。

7.待支付以前年度采购项目 7,391 万元，主要用于完成 2020 年及以前年度待支付政府

采购项目。其中，道路设施日常养护 5,700 万元，日常养护管理项目 136 万元，交通安全设

施维护工程项目合计 1,552 万元，公交专用道施划工程项目 3 万元。预算规模较上年减少

8,335 万元，主要原因是 2020 年养护项目部分品质提升项目已完工结算完毕，2021 年未开

展相关项目。

8.其他项目 40 万元，主要用于发放代管原公路局离退休人员相关经费。预算规模与上

年基本一致。

六、市交通运输局罗湖管理局

市交通运输局罗湖管理局预算 21,077 万元，包括人员支出 1,645 万元、公用支出 714

万元、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 295 万元、项目支出 18,423 万元。

（一）人员支出 1,645 万元，主要是在职人员工资福利支出。预算规模与上年基本一致。

（二）公用支出 714 万元，主要包括公用综合定额经费、水电费、物业管理费、车辆运

行维护费和工会经费等公用经费。预算规模与上年基本一致。

（三）对个人和家庭补助支出 295 万元，主要是离退休人员经费及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支出等。预算规模与上年相比基本一致。

（四）项目支出 18,423 万元，具体包括：

1.道路及设施管养 16,264 万元，主要用于道路管养和交通安全设施维护业务，管养范

围包括道路 205.4 公里，桥梁与通道 58.9 万平方米，隧道 21.2 万平方米，边坡挡墙 26 万

平方米，声屏障 48 座，电梯 9部，连廊 5座。其中，道路设施日常养护 12,624 万元，养护

管理 1,186 万元，大中修 2,331 万元，其他项目 123 万元。预算规模较上年增加 8,392 万元，

主要原因是 2020 年及以前年度待支付采购项目并入本项目。

2.交通运输执法管理 620 万元，主要用于交通运输行政执法业务，包括组织开展辖区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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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运输行政执法、道路巡查、公交、货运、维修驾培行业安全检查，路政管理、执法、应急

处置及社区交通服务等工作。其中，运政执法经费 275 万元，交通基层单元管理经费 345

万元。预算规模与上年基本一致。

3.交通安全应急管理 90 万元，主要用于交通安全监管及应急业务，通过强化安全风险

管控，开展隐患排查治理、应急演习与安全培训，提高突发事件应急能力与技能水平，有效

防范和遏制生产安全事故。预算规模与上年基本一致。

4.交通运输综合管理 236 万元，主要用于各类交通运输综合管理业务，保障开展履职所

需人事、文秘、党务、固定资产清查、财务、综合法律及其他机构运转经费等。预算规模与

上年基本一致。

5.交通场站（枢纽）管养 628 万元，主要用于开展罗湖口岸和莲塘口岸的士场站营运秩

序维护及安全管理。其中，罗湖口岸 348 万元，莲塘口岸 280 万元。预算规模与上年基本一

致。

6.办公设备采购 10 万元，主要用于更新替换日常办公所必须、且旧设备已达报废标准

无法继续使用的办公设备。预算规模较上年减少 18 万元，主要原因是认真落实中央过紧日

子、厉行节约要求，进一步压减支出。

7.待支付以前年度采购项目 20 万元，主要用于以前年度已实施采购或已进入政府采购

程序待支付的政府采购项目。预算规模较上年减少9,925万元，主要原因是2021年已将 2020

年及以前年度待支付采购项目列入相对应的当年二级项目中。

8.交通智能化运行管理 100 万元，主要用智能信息化系统日常运行维护业务。其中，智

能信息化系统维护（硬件维护）36 万元，机房网络及信息安全设备更新 28 万元，多媒体会

议系统更新改造 36 万元。预算规模较上年增加 64 万元，主要原因是 2021 年新增更新机房

网络、信息安全设备及多媒体会议系统。

9.客运交通管理 122 万元，主要用于客运交通管理支出，对开展无车日公交宣传周等各

类公益宣传，卸客转运、节假日应急运力保障及重大活动交通保障工作等。预算规模与上年

基本一致。

10.其他项目 133 万元，主要用于发放代管原公路局离退休人员相关经费。预算规模较

上年减少 42 万元，主要原因是实际离退休人员人数减少。

11.政府投资项目 199 万元，主要用于 2019 年、2020 年结转的政府投资计划。预算规

模较上年增加 199 万元，主要原因是依据工作进度申请结转。

七、市交通运输局盐田管理局

市交通运输局盐田管理局预算 19,633 万元，包括人员支出 1,342 万元、公用支出 204

万元、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 63 万元、项目支出 18,024 万元。

（一）人员支出1,342万元，主要是在职人员工资福利支出。预算规模与上年基本一致。

（二）公用支出 204 万元，主要包括公用综合定额经费、水电费、物业管理费、车辆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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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维护费和工会经费等公用经费。预算规模与上年基本一致。

（三）对个人和家庭补助支出 63 万元，主要是离退休人员经费及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支出等。预算规模与上年基本一致。

（四）项目支出 18,024 万元，具体包括：

1.道路及设施管养 16,828 万元，主要用于道路管养和交通安全设施维护业务，管养范

围包括道路 155 公里，桥梁与通道 33 万平方米，隧道 25 万平方米,边坡挡墙 70 万平方米，

隔音屏 2 万平方米，电梯 5 部。其中，道路设施日常养护 9,982 万元，养护管理 1,311 万元，

大中修 5,535 万元。预算规模较上年增加 8,208 万元，主要原因是 2020 年及以前年度待支

付采购项目并入本项目。

2.交通运输执法管理 588 万元，主要用于交通运输行政执法业务，包括依据市、区工作

指示，以及行业管理工作实际安排，保障组织开展职责范围内的辖区交通运输行政执法、公

交检查等工作。其中，运政执法经费项目 176 万元，交通基层单元管理经费 412 万元。预算

规模与上年基本一致。

3.交通安全应急管理 125 万元，主要用于交通安全监管及应急业务，通过强化安全风险

管控，开展隐患排查治理、应急演习与安全培训，提高突发事件应急能力与技能水平，有效

防范和遏制生产安全事故。预算规模与上年基本一致。

4.交通运输综合管理 407 万元，主要用于各类交通运输综合管理业务，保障开展履职所

需人事、文秘、党务、固定资产清查、财务、综合法律等内部管理工作。其中，办公楼租赁

费 174 万元，综合文秘及其他机构运转经费等 233 万元。预算规模与上年基本一致。

5.交通智能化运行管理 27 万元，主要用于小型电子政务与智能交通系统的运行维护业

务。用于智能信息化系统维护项目的日常维护工作。预算规模与上年基本一致。

6.公共交通管理 21 万元，主要用于公共交通管理支出。依据盐田区公交停靠站实际数

量，更新站内导乘信息图，确保导乘信息图整洁、完整、信息可靠、有效，满足市民需求，

本年度预计完成更新盐田区不少于 120 张公交停靠站内导乘信息图。预算规模较上年减少 9

万元，主要原因是认真落实中央过紧日子、厉行节约要求，进一步压减支出。

7.客运交通管理 16 万元，主要用于客运交通管理支出，为提升公交场站充电设施台风

暴雨应急预防能力，营造更安全稳定的新能源公交车充电环境，对盐田区非政府产权公交场

站的公交车充电设施进行检查。预算规模与上年基本一致。

8.待支付以前年度采购项目12万元，主要用于2020年及以前年度待支付政府采购项目。

预算规模较上年减少 6,131 万元，主要原因是 2020 年及以前年度待支付采购项目列入相对

应的项目中。

八、市交通运输局南山管理局

市交通运输局南山管理局预算 32,440 万元，包括人员支出 1,626 万元、公用支出 226

万元、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 213 万元、项目支出 30,375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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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员支出1,626万元，主要是在职人员工资福利支出。预算规模与上年基本一致。

（二）公用支出 226 万元，主要包括公用综合定额经费、水电费、物业管理费、车辆运

行维护费和工会经费等公用经费。预算规模与上年基本一致。

（三）对个人和家庭补助支出 213 万元，主要是离退休人员经费及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支出等。预算规模与上年基本一致。

（四）项目支出 30,375 万元，具体包括：

1.道路及设施管养 27,889 万元，主要用于道路管养和交通安全设施维护业务，管养范

围包括道路 437.54 公里，桥梁与通道 161.62 万平方米，隧道 21.66 万平方米，边坡挡墙

33.09 万平方米，隔音屏 5.8 万平方米，电梯 24 部。其中，道路设施日常养护 25,079 万元，

养护管理 1,150 万元，大中修 1,660 万元。预算规模与上年基本一致。

2.交通运输执法管理 660 万元，主要用于交通运输行政执法业务,包括组织开展辖区交

通运输行政执法、道路巡查、公交、货运、维修驾培行业安全检查，路政管理、执法、应急

处置及社区交通服务等工作。其中，交通基层单元管理经费 164 万元，运政执法经费 496

万元。预算规模与上年基本一致。

3.交通安全应急管理 317 万元，主要用于交通安全监管及应急业务，通过强化安全风险

管控，开展隐患排查治理、应急演习与安全培训，提高突发事件应急能力与技能水平，有效

防范和遏制生产安全事故。预算规模较上年增加 124 万元，主要原因是“双随机”安全监管

检查、机动车维修及驾培下放，航运危货企业安全生产、港航危险货物企业应急演习等业务

增加。

4.交通运输综合管理 1,003 万元，主要用于各类交通运输综合管理业务，保障开展履职

所需人事、文秘、党务、固定资产清查、财务、综合法律等内部管理工作。其中，办公楼租

赁费 731 万元，综合文秘及其他机构运转经费等 272 万元。预算规模与上年基本一致。

5.交通场站（枢纽）管养 505 万元，主要用于交通枢纽管养支出、公交首末站管养支出、

公交中途站管养支出、的士站管理支出。预算规模与上年基本一致。

6.其他项目 2 万元，主要用于发放代管原公路局离退休人员相关经费。预算规模与上年

基本一致。

九、市交通运输局宝安管理局

市交通运输局宝安管理局预算 50,464 万元，包括人员支出 2,449 万元、公用支出 790

万元、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 288 万元、项目支出 46,938 万元。

（一）人员支出2,449万元，主要是在职人员工资福利支出。预算规模与上年基本一致。

（二）公用支出 790 万元，主要包括公用综合定额经费、水电费、物业管理费、车辆运

行维护费和工会经费等公用经费。预算规模与上年基本一致。

（三）对个人和家庭补助支出 288 万元，主要是离退休人员经费及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支出等。预算规模与上年基本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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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项目支出 46,938 万元，具体包括：

1.道路及设施管养 43,546 万元，主要用于道路管养业务和交通安全设施维护业务，管

养范围包括道路 1244.62 公里，桥梁与通道 87.1 万平方米，隧道 9.95 万平方米,边坡挡墙

54.48 万平方米，隔音屏 1.37 万平方米。其中，道路设施日常养护 40,467 万元，养护管理

费项目 231 万元，大中修工程项目 2,848 万元。预算规模较上年增加 22,866 万元，主要原

因是 2020 年及以前年度待支付采购项目列入本项目。

2.交通运输执法管理 1,600 万元，主要用于交通运输行政执法业务，包括组织开展辖区

交通运输行政执法、道路巡查、公交、货运、维修驾培行业安全检查，路政管理、执法、应

急处置及社区交通服务等工作。其中，交通运输行政执法、道路巡查等相关工作 1,144 万元，

路政和运政的管理、执法、宣传、应急灾备损耗品更新等相关工作 456 万元。预算规模与上

年基本一致。

3.交通安全应急管理 160 万元，主要用于交通安全监管及应急业务，通过强化安全风险

管控，开展隐患排查治理、应急演习与安全培训，提高突发事件应急能力与技能水平，有效

防范和遏制生产安全事故。预算规模与上年基本一致。

4.交通运输综合管理 654 万元，主要用于各类交通运输综合管理业务，保障开展履职所

需人事、文秘、党务、固定资产清查、财务、综合法律及其他机构运转经费等。预算规模与

上年基本一致。

5.公共交通管理 50 万元，主要用于公共交通管理支出，在辖区组织开展公共交通出行

宣传、管理等相关工作。预算规模与上年基本一致。

6.客运交通管理 50 万元，主要用于客运交通管理支出，对辖区客运企业开展扫黑除恶

等各类公益宣传，卸客转运、节假日应急运力保障及重大活动交通保障工作等。预算规模与

上年基本一致。

7.交通场站（枢纽）管养 200 万元，主要用于交通枢纽管养支出、公交首末站管养支出、

公交中途站管养支出、的士站管理支出。预算规模较上年减少 161 万元，主要原因认真落实

中央过紧日子、厉行节约要求，进一步压减支出。

8.办公设备采购 56 万元，用于更新替换日常办公所必须、且旧设备已达报废标准无法

继续使用的办公设备。预算规模较上年减少 39 万元，主要原因是认真落实中央过紧日子、

厉行节约要求，进一步压减支出。

9.政府投资项目 623 万元，主要用于 2019 年、2020 年结转的政府投资计划。预算规模

较上年增加了 113 万元，主要原因是依据工作进度申请结转。

十、市交通运输局龙岗管理局

市交通运输局龙岗管理局预算 52,840 万元，包括人员支出 2,365 万元、公用支出 862

万元、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 165 万元、项目支出 49,447 万元。

（一）人员支出 2,365 万元，主要是在职人员工资福利支出。预算规模与上年基本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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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用支出 862 万元，主要包括公用综合定额经费、水电费、物业管理费、车辆运

行维护费和工会经费等公用经费。预算规模与上年基本一致。

（三）对个人和家庭补助支出 165 万元，主要是离退休人员经费及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支出等。预算规模与上年基本一致。

（四）项目支出 49,447 万元，具体包括：

1.道路及设施管养 46,923 万元，主要用于辖区道路管养和交通安全设施维护业务，管

养范围包括道路948公里，桥梁与通道88.45万平方米，隧道7.17万平方米,边坡挡墙194.55

万平方米，隔音屏 5.63 万平方米，电梯 12 部。其中，道路设施日常养护 44,960 万元，养

护管理 395 万元，大中修工程项目 1,568 万元。预算规模较上年增加 11,542 万元，主要原

因是 2020 年及以前年度待支付采购项目并入本项目。

2.交通运输执法管理 260 万元，主要用于交通运输行政执法业务。包括组织开展辖区交

通运输行政执法、道路巡查、公交、货运、维修驾培行业安全检查，路政管理、执法、应急

处置及社区交通服务等工作。预算规模与上年基本一致。

3.交通安全应急管理 99 万元，主要用于交通安全监管及应急业务。通过强化安全风险

管控，开展隐患排查治理、应急演习与安全培训，提高突发事件应急能力与技能水平，有效

防范和遏制生产安全事故。预算规模与上年基本一致。

4.交通运输综合管理 1,260 万元，主要用于各类交通运输综合管理业务，保障开展履职

所需人事、文秘、党务、固定资产清查、财务、综合法律及其他机构运转经费等。预算规模

与上年基本一致。

5.客运交通管理 44 万元，主要用于客运交通管理支出，对辖区客运企业开展扫黑除恶

等各类公益宣传，卸客转运、节假日应急运力保障及重大活动交通保障工作等。预算规模与

上年基本一致。

6.交通场站（枢纽）管养 198 万元，主要用于开展交通枢纽管养、的士场站营运秩序维

护及安全管理。其中，深圳东站的士站管理经费 128 万元，公交导乘信息图更新（龙岗区）

项目 70 万元。预算规模与上年基本一致。

7.交通智能化运行管理 24 万元，主要用于小型电子政务与智能交通系统的运行维护业

务。预算规模较上年增加 24 万元，主要是依据实际工作开展而增加。

8.货运交通管理 6 万元，主要用于机动车维修监督、机动车驾驶员培训监督、泥头车和

道路货物运输监督管理支出。预算规模与上年基本一致。

9.待支付以前年度采购项目 7 万元，主要用于开展 2020 年及以前年度待支付政府采购

项目。预算规模较上年减少 18,976 万元，主要原因是大部分往年结转的项目已完成，部分

2020 年及以前年度待支付采购项目列入对应的项目中。

10.政府投资项目 626 万元，主要用于 2019 年、2020 年结转的政府投资计划。预算规

模与上年基本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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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市交通运输局龙华管理局

市交通运输局龙华管理局预算 20,404 万元，主要包括人员支出 1,940 万元、公用支出

994 万元、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 67 万元、项目支出 17,403 万元。

（一）人员支出 1,940 万元,主要是在职人员工资福利支出。预算规模与上年基本一致。

（二）公用支出 994 万元，主要包括公用综合定额经费、水电费、物业管理费、车辆运

行维护费和工会经费等公用经费。预算规模与上年基本一致。

（三）对个人与家庭补助支出 67 万元，主要是离退休人员经费及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支出等。预算规模与上年基本一致。

（四）项目支出 17,403 万元，具体包括：

1.道路及设施管养 15,493 万元，主要用于道路管养业务和交通安全设施维护业务，管

养范围包括道路 606 公里，桥梁与通道 68.45 万平方米，隧道 4185 米,边坡挡墙 75 万平方

米，隔音屏 2万平方米，电梯 5部。其中，道路设施日常养护 14,435 万元，养护管理 1,058

万元。预算规模较上年增加 2,487 万元，主要原因是 2020 年及以前年度待支付采购项目并

入本项目。

2.交通运输执法管理 487 万元，主要用于交通运输行政执法业务，包括组织开展辖区交

通运输行政执法、道路巡查、公交、货运、维修驾培行业安全检查，路政管理、执法、应急

处置及社区交通服务等工作。其中，龙华区机械式停车办支出 410 万元，龙华区公交客运行

业安全生产支出 77 万元。预算规模较上年增加 239 万元，主要原因是原项目为跨年项目，

2020 年预算数为 8个月，2021 年预算数为全年，相应增加预算 239 万元。

3.交通安全应急管理 140 万元，主要用于交通安全监管及应急业务，包括用于交通场站

充电设施开展安全风险检测评估；值班所需应急物资；用于开展危险货物道路运输突发事件

应急演练、安全教育培训等工作。预算规模较上年增加 53 万元，主要原因是需对新增充电

设施安全风险进行检测评估。

4.交通运输综合管理 338 万元，主要用于各类交通运输综合管理业务，包括日常法务，

办公楼修缮，购置办公用品与耗材，印刷，档案管理及零星维护及其他机构运转经费等。预

算规模与上年基本一致。

5.公共交通管理 118 万元，主要用于公共交通管理支出。其中，深圳北站智能化系统运

营管理经费 68 万元，其他公共交通管理经费 50 万元。预算规模与上年基本一致。

6.交通场站（枢纽）管养 458 万元，主要用于交通枢纽管养、公交首末站管养、公交中

途站管养、的士站管理。其中，龙华区公交导乘信息图更新维护 33 万元，深圳北站的士站

管理经费 425 万元。预算规模较上年增加 310 万元，主要原因是原项目为跨年项目，2020

年预算数为 2 个月，2021 年预算数为全年，相应增加预算 310 万元。

7.交通智能化运行管理 140 万元，主要用于小型电子政务与智能交通系统的运行维护业

务。本预算为新增项目，主要原因是深圳北站综合交通枢纽智能化提升工程项目维保期已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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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对项目软件、硬件设备进行维护管理，及时解决设备出现问题，相应增加项目支出。

8.货运交通管理 228 万元，主要用于机动车维修监督管理、机动车驾驶员培训监督管理、

泥头车管理、道路货物运输监督管理支出，包括开展行业安全隐患排查、应急演练、培训及

行业年度安全风险评估，开展机动车维修企业检查工作等。预算规模较上年增加 228 万元，

主要原因是依据实际工作需要，相应增加行业管理经费。

十二、市交通运输局坪山管理局

市交通运输局坪山管理局预算 13,032 万元，包括人员支出 1,301 万元、公用支出 300

万元、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 57 万元、项目支出 11,373 万元。

（一）人员支出 1,301 万元，主要是在职人员工资福利支出，较上年增加 232 万元。主

要原因是在编人员增加，或职级、职务晋升，年度公积金和社保调整。

（二）公用支出 300 万元，主要包括公用综合定额经费、水电费、物业管理费、车辆运

行维护费和工会经费等公用经费。预算规模较上年增加 14 万元，主要原因是在职人员数增

加，相应增加支出。

（三）对个人与家庭补助支出 57 万元，主要是离退休人员经费及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支出等。预算规模与上年基本一致。

（四）项目支出 11,373 万元，具体包括：

1.道路及设施管养 10,527 万元，主要用于道路管养和交通安全设施维护业务。管养范

围包括道路 372 公里，桥梁与通道 27 万平方米，隧道 8 万平方米,边坡挡墙 49 万平方米，

声屏障共 17 座。其中，道路设施日常养护 8,391 万元，养护管理 674 万元，大中修 1,462

万元。预算规模与上年基本一致。

2.交通运输执法管理 490 万元，主要用于交通运输行政执法业务，包括组织开展辖区交

通运输行政执法、道路巡查、公交、货运、维修驾培行业安全检查，路政管理、执法、应急

处置及社区交通服务等工作。其中路政执法经费 5万元，交通运输执法经费 130 万元，运政

执法管理经费 355 万元。预算规模与上年基本一致。

3.交通安全应急管理 11 万元，主要用于交通安全监管及应急业务。预算规模与上年基

本一致。

4.交通运输综合管理 156 万元，主要用于各类交通运输综合管理业务，保障开展履职所

需人事、文秘、党务、固定资产清查、财务、综合法律及其他机构运转经费等。预算规模与

上年基本一致。

5.公共交通管理 10 万元，主要用于公共交通管理支出。预算规模与上年基本一致。

6.货运交通管理 36 万元，主要用于机动车维修监督管理支出、机动车驾驶员培训监督

管理支出、泥头车管理支出、道路货物运输监督管理支出。预算规模与上年基本一致。

7.交通场站（枢纽）管养 141 万元，主要用于交通枢纽管养支出、公交首末站管养支出、

公交中途站管养支出、的士站管理支出。预算规模与上年基本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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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政府投资项目 2 万元。主要用于 2019 年、2020 年结转的政府投资计划。预算规模与

上年基本一致。

十三、市交通运输局光明管理局

市交通运输局光明管理局预算 14,916 万元，包括人员支出 1,365 万元、公用支出 199

万元、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 48 万元、项目支出 13,303 万元。

（一）人员支出 1,365 万元，主要是在职人员工资福利支出。预算规模与上年基本一致。

（二）公用支出 199 万元，主要包括公用综合定额经费、水电费、物业管理费、车辆运

行维护费和工会经费等公用经费。预算规模与上年基本一致。

（三）对个人和家庭补助支出 48 万元，主要是离退休人员经费及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支出等。预算规模与上年基本一致。

（四）项目支出 13,303 万元，具体包括：

1.道路及设施管养 12,685 万元，主要用于辖区道路管养业务和交通安全设施维护业务。

管养范围包括道路 427.6 公里，桥梁与通道 9.6 万平方米，隧道 5.5 万平方米。其中，道路

设施日常养护 10,685 万元，养护管理 100 万元，大中修工程项目 1,900 万元。预算规模与

上年基本一致。

2.交通运输执法管理 241 万元，主要用于交通运输行政执法业务，包括组织开展辖区交

通运输行政执法、道路巡查、公交、货运、维修驾培行业安全检查，路政管理、执法、应急

处置及社区交通服务等工作。预算规模与上年基本一致。

3.交通安全应急管理 28 万元，主要用于交通安全监管及应急业务，通过强化安全风险

管控，开展隐患排查治理、应急演习与安全培训，提高突发事件应急能力与技能水平，有效

防范和遏制生产安全事故。预算规模较上年减少 33 万元，主要原因是 2020 年开展的普通货

运行业监管技术咨询项目到期后本年不再开展。

4.交通运输综合管理 308 万元，主要用于各类交通运输综合管理业务，保障开展履职所

需人事、文秘、党务、固定资产清查、财务、综合法律及其他机构运转经费等。预算规模与

上年基本一致。

5.客运交通管理 6 万元，主要用于客运交通管理支出，对辖区客运企业开展扫黑除恶等

各类公益宣传，卸客转运、节假日应急运力保障及重大活动交通保障工作等。预算规模与上

年基本一致。

6.交通场站（枢纽）管养 35 万元，主要用于开展光明区公交站点三维导乘信息图更新。

本项目规模比上年减少 15 万元，主要原因是认真落实中央过紧日子、厉行节约要求，进一

步压减支出。

十四、市交通运输局大鹏管理局

市交通运输局大鹏管理局预算 11,788 万元，包括人员支出 1,049 万元、公用支出 180

万元、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 52 万元、项目支出 10,507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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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员支出1,049万元，主要是在职人员工资福利支出。预算规模与上年基本一致。

（二）公用支出 180 万元，主要包括公用综合定额经费、水电费、物业管理费、车辆运

行维护费和工会经费等公用经费。预算规模与上年基本一致。

（三）对个人和家庭补助支出 52 万元，主要是离退休人员经费及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支出等。预算规模与上年基本一致。

（四）项目支出 10,507 万元，具体包括：

1.道路及设施管养 9,567 万元，主要用于道路管养业务和交通安全设施维护业务，管养

范围包括道路 205.942 公里，桥梁与通道 6.758 万平方米，隧道 13.71 万平方米,边坡挡墙

118.46 万平方米。其中，道路设施日常养护 7,058 万元，养护管理 403 万元，大中修 2,106

万元。预算规模与上年基本一致。

2.交通运输执法管理 521 万元，主要用于交通运输行政执法业务，包括组织开展辖区交

通运输行政执法、道路巡查、公交、货运、维修驾培行业安全检查，路政管理、执法、应急

处置及社区交通服务等工作。其中，运政执法管理经费 408 万元，交通基层单元管理经费

113 万元。预算规模与上年基本一致。

3.交通安全应急管理 90 万元，主要用于交通安全监管及应急业务，通过强化安全风险

管控，开展隐患排查治理、应急演习与安全培训，提高突发事件应急能力与技能水平，有效

防范和遏制生产安全事故。预算规模与上年基本一致。

4.交通运输综合管理 139 万元，主要用于各类交通运输综合管理业务，保障开展履职所

需人事、文秘、党务、固定资产清查、财务、综合法律及其他机构运转经费等。预算规模与

上年基本一致。

5.交通规划及课题研究 176 万元，主要用于 2020 年度已实施采购或已进入政府采购程

序待支付的交通规划课题研究政府采购项目。

6.交通场站（枢纽）管养 14 万元，主要用于更新维护辖区公交候车亭站内导乘信息图

及乘车指引，更新数量为 56 张。预算规模较上年减少 16 万元，主要原因是认真落实中央过

紧日子、厉行节约要求，进一步压减支出。

十五、市交通运输局深汕管理局

市交通运输局深汕管理局预算10,920万元，包括人员支出262万元、公用支出56万元、

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 5 万元、项目支出 10,598 万元。

（一）人员支出 262 万元，主要是在职人员工资福利支出。预算规模较上年增加 51 万

元，主要原因是在职人员数增加，相应增加支出。

（二）公用支出 56 万元，主要包括公用综合定额经费、水电费、物业管理费、车辆运

行维护费和工会经费等公用经费。预算规模较上年增加 4万元，主要原因是在职人员数增加，

相应增加支出。

（三）对个人和家庭补助支出 5 万元，主要是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预算规模较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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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增加 1 万元，主要原因是在职人员数增加，相应增加支出。

（四）项目支出 10,598 万元，具体包括：

1. 道路及设施管养 10,080 万元，主要用于道路管养业务和交通安全设施维护业务，管

养范围包括道路 340 公里，桥梁与通道 3万平方米，边坡挡墙 55 万平方米。其中，道路设

施日常养护 3,091 万元，养护管理 436 万元，大中修工程项目 2,381 万元，四好农村路项目

4,172 万元。预算规模与上年基本一致。

2.交通运输执法管理 166 万元，主要用于交通运输行政执法业务，包括组织开展辖区交

通运输行政执法、公交、货运、维修驾培行业安全检查，道路设施安全隐患排查等工作。预

算规模较上年增加 98 万元，主要是依据实际工作需求，增加辖区道路交通设施安全隐患排

查量。

3.交通安全应急管理 32 万元，主要用于交通安全监管及应急业务，通过强化安全风险

管控，开展隐患排查治理、应急演习与安全培训，提高突发事件应急能力与技能水平，有效

防范和遏制生产安全事故。预算规模与上年基本一致。

4.交通运输综合管理 118 万元，主要用于各类交通运输综合管理业务，保障开展履职所

需人事、文秘、党务及其他机构运转经费等。预算规模与上年基本一致。

5.路政管理 40 万元，主要用于路政管理支出，对辖区道路、桥梁、护栏等交通基础设

施开展日常巡查，开展路政安全宣传等。预算规模与上年基本一致。

6.公共交通管理 42 万元，主要用于公共交通管理支出，包括公交候车泊位及排队候乘

标志标线施划，公交导乘信息图更新维护工作等。预算规模较上年增加 23 万元，主要原因

是为加快公共交通发展，落实区建制村“村村通客车”工作，大幅增加了公共交通线路及公

共交通站台。

7.客运交通管理 70 万元，主要用于客运交通管理支出，对辖区客运企业开展扫黑除恶

等各类公益宣传，节假日应急运力保障及重大活动交通保障工作等。预算规模与上年基本一

致。

8.港航管理 30 万元，主要用于港航管理支出，对辖区港口企业开展安全检查，港口防

波堤安全隐患排查工作等。预算规模与上年基本一致。

9.交通场站（枢纽）管养 19 万元，主要用于公交场站营运秩序维护及安全管理。预算

规模与上年基本一致。

十六、市交通公用设施建设中心

市交通公用设施建设中心预算 842,547 万元，包括人员支出 3,148 万元、公用支出 292

万元、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 79 万元、项目支出 839,028 万元。

（一）人员支出 3,148 万元，主要用于在职人员工资福利支出。预算规模与上年基本一

致。

（二）公用支出 292 万元，主要包括公用综合定额经费、水电费、物业管理费、车辆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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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维护费、福利费和工会经费。预算规模与上年基本一致。

（三）对个人和家庭补助支出 79 万元，主要包括离退休人员经费及对个人和家庭的补

助支出等。预算规模与上年基本一致。

（四）项目支出 839,028 万元，具体包括：

1.交通运输综合管理 504 万元，主要用于各类交通运输综合管理业务，保障开展履职所

需人事党务、法律、财审、综合文秘及其他机构运转经费等。预算规模与上年基本一致。

2.交通建设管理1,225万元，主要用于交通运输工程建设管理业务。其中，交通工程项目

全过程建设管理工作经费1,218万元，交通基建档案管理5万元。预算规模与上年基本一致。

3.办公设备采购 6 万元，用于更新替换日常办公所必须、且旧设备已达报废标准无法继

续使用的办公设备。预算规模较上年减少预算 92 万元，主要原因是认真落实中央过紧日子、

厉行节约要求，进一步压减支出。

4.其他项目 115,000 万元，主要用于高速公路回购项目工程支出，包括东部过境通道工

程项目和清平高速公路北段工程。该项目较上年增加 48,000 万元，主要原因是依据回购高

速公路工程进展情况测算安排。

5.政府投资项目 722,294 万元，主要用于 2019 年、2020 年结转的政府投资计划和 2021

年新下达的政府投资计划。其中，2019 年、2020 年政府投资计划结转 112,842 万元，当年

政府投资计划 609,452 万元。预算规模较上年增加 149,680 万元，主要原因是依据我市 2021

年政府投资计划安排资金。

十七、市交通工程质量监督站（市交通工程造价管理站、市交通工程施工安全监督站）

市交通工程质量监督站（市交通工程造价管理站、市交通工程施工安全监督站）预算

4,228 万元，包括人员支出 1,443 万元、公用支出 147 万元、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 72

万元、项目支出 2,566 万元。

（一）人员支出1,443万元，主要是在职人员工资福利支出。预算规模与上年基本一致。

（二）公用支出 147 万元，主要包括公用综合定额经费、水电费、物业管理费、车辆运

行维护费和工会经费等公用经费。预算规模与上年基本一致。

（三）对个人和家庭补助支出 72 万元，主要是离退休人员经费及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支出等。预算规模与上年基本一致。

（四）项目支出 2,566 万元，具体包括：

1.交通工程质量监督管理 2,413 万元，主要用于交通建设工程的质量监督、安全监督和

造价审核业务。其中，交通建设工程质量监督检测 958 万元，施工安全监督管理 600 万元，

造价审核 410 万元，交通工程监督技术管理 200 万元，交通建设工程安全防护用品及设施监

督抽检 80 万元，其他交通工程质量监督 85 万元，交通建设工程特种设备安全专项检查 75

万元，价格信息采集经费 5 万元。预算规模与上年基本一致。

2.信息化系统运行维护 20 万元，主要用于交通工程质量监督信息管理系统的运行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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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算规模与上年基本一致。

3.交通运输综合管理 128 万元，主要用于各类交通运输综合管理业务，保障开展履职所

需人事、文秘、党务、固定资产清查、财务、综合法律及其他机构运转经费等。预算规模与

上年基本一致。

4.待支付以前年度采购项目 5万元，主要用于2020年及以前年度待支付政府采购项目。

本项目预算与上年基本一致。

十八、市综合交通运行指挥中心

市综合交通运行指挥中心预算6,608万元，包括人员支出666万元、公用支出149万元、

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 25 万元、项目支出 5,768 万元。

（一）人员支出 666 万元，主要是在职人员工资福利支出。预算规模与上年基本一致。

（二）公用支出 149 万元，主要包括公用综合定额经费、水电费、物业管理费、车辆运

行维护费和工会经费等公用经费。预算规模与上年基本一致。

（三）对个人和家庭补助支出 25 万元，主要是离退休人员经费及对个人和家庭补助支

出等。预算规模与上年基本一致。

（四）项目支出 5,768 万元，具体包括：

1.交通智能化运行管理 4,630 万元，依据“双区”建设以及上级部门工作要求，主要用

于智慧交通数据中心、共享平台和综合交通运行智慧化平台的运营管理工作。预算规模与上

年基本一致。

2.交通运输综合管理 157 万元，主要用于各类交通运输综合管理业务，保障开展履职所

需人事、文秘、党务、固定资产清查、财务、综合法律及其他机构运转经费等。预算规模与

上年基本一致。

3.信息化系统运行维护 44 万元，主要用于新增信息化系统维护。其中，综合交通运输

行业移动管理平台运维 30 万元，总值班室 LED 大屏幕及配套设备维护 12 万元，交通行业数

据采集维护 2 万元，总值班室 350 兆无线信号覆盖维护项目 0.4 万元。

4.交通规划课题 22 万元，主要用于 2020 年及以前年度待支付交通规划课题研究政府采

购项目。

5.待支付以前年度采购项目 525 万元，主要用于 2020 年及以前年度待支付政府采购项

目。预算规模较上年减少 1,626 万元，主要原因是上年跨年采购项目减少，部分 2020 年及

以前年度采购项目列入相对应的项目中。

6.其他项目 360 万元，为落实智慧交通信息化基础设施的建设管理相关工作职责，该项

目主要用于场站综合交通运行指挥业务及设备升级。预算规模与上年基本一致。

7.办公设备采购 30 万元，主要用于更新替换日常办公所必须、且旧设备已达报废标准

无法继续使用的办公设备。预算规模较上年增加 30 万元。

十九、市交通信息咨询服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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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交通信息咨询服务中心 1,701 万元，包括人员支出 565 万元、公用支出 92 万元、对

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 70 万元、项目支出 973 万元。

（一）人员支出 565 万元，用于在职人员工资福利支出。预算规模与上年基本一致。

（二）公用支出 92 万元。主要包括公用综合定额经费、水电费、物业管理费、车辆运

行维护费和工会经费等公用经费，预算规模与上年基本一致。

（三）对个人和家庭补助支出 70 万元。主要是离退休人员经费及对个人和家庭补助支

出等，预算规模与上年基本一致。

（四）项目支出 973 万元，具体包括：

1.交通信息咨询管理 536 万元，主要用于交通信息咨询管理业务。依据《交通运输部关

于改进提升交通运输服务的若干指导意见》（交运发〔2013〕514 号）、《交通运输部关于

印发交通运输服务监督电话“12328”实施方案的通知》（交运发〔2014〕29 号）和《交通

运输部办公厅关于做好 12328 交通运输服务监督电话系统建设工作的通知》（厅函运〔2014〕

167 号）要求，用于开展市 12328 综合交通资讯平台项目工作。预算规模与上年一致。

2.交通运输综合管理 107 万元，主要用于各类交通运输综合管理业务，保障开展履职所

需人事、文秘、党务、固定资产清查、财务、综合法律及其他机构运转经费等。预算规模较

上年减少 29 万，主要原因是认真落实中央过紧日子、厉行节约要求，进一步压减支出。

3.待支付以前年度采购项目 331 万元，主要用于 2020 年及以前年度待支付政府采购项

目。预算规模与上年一致。

二十、市道路交通管理事务中心

市道路交通管理事务中心预算47,302万元，包括人员支出 24,359万元、公用支出 1,195

万元、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 3,519 万元、项目支出 18,229 万元。

（一）人员支出24,359万元，主要是在职人员工资福利支出。预算规模与上年基本一致。

（二）公用支出 1,195 万元，主要包括公用综合定额经费、水电费、物业管理费、车辆

运行维护费和工会经费等公用经费支出。预算规模与上年基本一致。

（三）对个人和家庭补助支出 3,519 万元，主要是离退休人员经费及对个人和家庭补助

支出等。预算规模与上年基本一致。

（四）项目支出 18,229 万元。具体包括：

1.道路交通事务管理支出 8,100 万元，主要用于道路交通事务管理支出。其中，路边临

时停车系统运营及维护 2,619 万元，路边临时停车业务及执法管理 1,733 万元，路边临时停

车管理经费 260 万元，立体停车库运营管理 656 万元，互联网租赁自行车管理业务 60 万元，

小汽车增量调控运行支出 2,772 万元。预算规模与上年基本一致。

2.政府投资项目 8,282 万元，主要用于 2019 年、2020 年结转的政府投资计划和 2021

年新下达的政府投资计划。其中，2019 年、2020 年政府投资计划结转 4,345 万元，当年政

府投资计划3,936万元。预算规模与上年度相比减少 26,276万元，主要原因是依据我市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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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政府投资计划安排资金。

3.待支付以前年度采购项目 1,847 万元，主要是 2020 年及以前年度待支付政府采购项

目。与上年度相比减少 1,107 万元，主要原因是部分上年度结转项目已完工结算支付，结转

项目相应减少。

二十一、深圳港引航站

深圳港引航站预算 17,889 万元，包括人员支出 10,307 万元、公用支出 544 万元、对个

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 350 万元、项目支出 6,688 万元。

（一）人员支出 10,307 万元，主要是在职人员工资福利支出。预算规模与上年基本一

致。

（二）公用支出 544 万元，主要包括公用综合定额经费、水电费、物业管理费、车辆运

行维护费和工会经费等公用经费。预算规模与上年基本一致。

（三）对个人和家庭补助支出 350 万元，用于离退休人员经费及对个人和家庭补助支出

等。预算规模较上年减少 143 万元，主要原因是 2020 年预算中包含了一次性补缴退休人员

改革期社保、职业年金、医疗保险金额。

（四）项目支出 6,688 万元。具体包括：

1.港航管理 5,589 万元，主要用于引航管理支出。其中，引航业务综合管理工作 2,146

万元，用于开展引航管理相关工作经费；引航生产经营工作 3,201 万元，用于引航生产各种

作业保障；引航智能化系统运维工作 242 万元，用于引航动态监控和智能管理系统运行与维

护，保障引航动态监控和智能管理系统正常运行。预算规模与上年基本一致。

2.待支付以前年度采购项目 1,099 万元，主要用于 2020 年及以前年度待支付政府采购

项目。预算规模较上年减少 2,527 万元，主要原因是依据合同本年支付的项目尾款减少。

第四部分 政府采购预算情况

市交通运输局政府采购项目纳入 2021 年部门预算共计 139,628 万元，其中货物采购

1,895 万元、工程采购 11,561 万元、服务采购 126,172 万元。

第五部分 一般公共预算“三公”经费预算情况

一、“三公”经费的单位范围

市交通运输局因公出国（境）费用、公务接待费、公务用车购置和运行维护费开支单位

包括局本级和 20 个下属单位。

二、“三公”经费预算情况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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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三公”经费财政拨款预算 987 万元，比上年“三公”经费财政拨款预算减少

51 万元。

1.因公出国（境）费用。2021 年预算数 0 万元。为进一步规范因公出国（境）经费管

理，我市因公出国（境）经费完全按零基预算的原则根据市因公出国计划预审会议审定计划

动态调配使用，因此各单位 2021 年因公出国（境）经费预算数为 0 万元，在实际执行中根

据计划据实调配。

2.公务接待费。2021 年预算数 47 万元，比上年减少 24 万元。减少的主要原因是认真

落实中央过紧日子、厉行节约要求，进一步压减支出。主要用于在深召开的交通运输工作会

议、上级部门来深检查工作、其他省市交通运输部门来深学习调研等接待支出。

3.公务用车购置和运行维护费。2021 年预算数 940 万元，其中，公务用车购置费预算

数 0 万元，比上年增加 0 万元；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预算数 940 万元，比上年减少 27 万元。

主要增减原因如下：因车辆报废及调拨，按正常使用的公车申请经费，相关经费减少。公务

用车运行维护费主要用于一般公务用车、执法执勤用车车辆的保险费、 维修费、 燃油费、

过路过桥费等支出。

第六部分 部门预算绩效管理情况

一、实施部门预算绩效管理的单位范围

市交通运输局实施部门预算绩效管理的单位范围包括：市交通运输局本级（含市轨道交

通建设指挥部办公室）、市交通运输行政执法支队、市公共交通管理局、市交通公用设施管

理处、福田管理局、罗湖管理局、盐田管理局、南山管理局、宝安管理局、龙岗管理局、龙

华管理局、坪山管理局、光明管理局、大鹏管理局、深汕管理局、市交通公用设施建设中心、

市交通工程质量监督站（市交通工程造价管理站、市交通工程施工安全监督站）、市综合交

通运行指挥中心、市交通信息咨询服务中心、市道路交通管理事务中心、深圳港引航站，共

21 家基层单位，均要编制整体支出绩效目标，按要求开展部门整体绩效自评，形成绩效报

告报送市财政部门备案。市财政部门将根据需要对部分基层单位或整个系统的部门整体支出

实施重点绩效评价。

二、实施部门预算绩效管理的项目情况及工作要求

2021 年市交通运输局所有项目支出预算纳入部门预算绩效管理，涉及预算金额

2,419,042 万元。设置 160 个项目绩效目标。相关项目在执行时需在年中编报绩效监控情况，

并在年度预算执行完毕或项目完成后，按要求开展绩效自评。在单位自评的基础上选择重点

项目开展部门评价，形成绩效报告（表）报送市财政部门备案。市财政部门将选取部分政策

或项目实施重点绩效评价。



30

第七部分 其他需要说明情况

一、机关运行经费

2021 年市交通运输局本级（含市轨道交通建设指挥部办公室）、市交通运输行政执法

支队、市公共交通管理局、市交通公用设施管理处、福田管理局、罗湖管理局、盐田管理局、

南山管理局、宝安管理局、龙岗管理局、龙华管理局、坪山管理局、光明管理局、大鹏管理

局、深汕管理局机关运行经费财政拨款预算 11,170 万元，比上年预算增加 422 万元，增长

3.9%，主要原因：一是跨年采购的物业管理项目尾款，由待支付以前年度项目转列本项目；

二是在编人员增加，相应增加了相关支出。

二、国有资产占有使用情况

2020 年，本部门所属预算单位共有车辆 282 辆，其中：一般公务用车 81 辆、一般执法

执勤用车 195 辆、特种专业技术用车 6 辆、其他用车 0 辆。单位价值 50 万以上通用设备 56

台（套），单位价值 100 万以上专用设备 9 台（套）。

2021 年，部门预算安排购置一般公务用车 0 辆、一般执法执勤用车 0 辆、特种专业技

术用车 0 辆、其他用车 0辆。安排购置价值 50 万元以上通用设备 0 台（套），单位价值 100

万元以上专用设备 0 台（套）。

三、其他

1.我局无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

2.2009 年市政府机构改革，整合含原市交通局，原市公路局，市轨道办、交通综治办，

市道桥管理处，宝安区、龙岗区交通局、公路局等单位，成立市交通运输委。单位共核定老

工勤人员编制 53 名，其他雇员编制 43 名，共配备工勤雇员 65 人。2015 年市编委印发《深

圳市机构编制委员会关于市直各部门工勤雇员配备的通知》，我单位共核定工勤雇员编制

30 名，并规定“现有工勤雇员超出核定数量的，只出不进，逐步消化”。目前，我局共有

工勤雇员 58 人。

3.依据《关于成立深圳市道路交通事务中心的批复》（深编〔2013〕31 号），2013 年

6 月 25 日，依托市交通运输规费征收总站成立市道路交通管理事务中心。该中心最高行政

管理岗位为职员五级，核定中心综合管理及技术人员编制 30 名，其中 8 名用于补充急需的

专业技术骨干。收回原市交通运输规费征收总站配备的 794 名编制。市交通运输规费征收总

站原有在编人员（含离退休人员）以及在国家成品油税费改革时已撤销的 22 个公路规费征

稽所待分流安置的在编人员（含离退休人员），全部划至市道路交通管理事务中心名下共

814 人（其中事业在编人员 697 人，离退休事业在编人员 117 人），按老人老办法，由该中

心统一管理，人员经费纳入中心年度预算，由市财政保障。现有人员只出不进，逐步消化。

2019 年经市政府同意，按照“按老人老办法”“现有人员只出不进，逐步消化”原则，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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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编“老人”的基本支出参照财政全额核拨事业单位标准统一纳入市财政预算进行全额保障；

在编“新人”基本支出及道交中心项目经费实行以收定支、收支两条线管理，按程序将相应

支出纳入部门预算。如市道交中心出现收不抵支，再统筹研究其运维问题。

4.深圳港引航站是经费自筹事业单位，其经费来源为向进出深圳港的船舶提供引航技术

服务所收取的引航费，属经营服务性收入。引航站编制数 90 人，现有在编在职人员 89 人，

现有聘用在职人员（包括引航员、调度员及其他管理人员等）133 人，预计 2021 年新增聘

用引航员 1 名。2021 年预计合计在职人员 223 名。引航站人员主体为引航专业技术人员，

目前聘用引航员占全部引航员总数 40％。聘用引航员与在编引航员同岗同酬。

引航具有专业性和高风险性的职业特征，引航员工作危险性在各类工作中排名第三，仅

次于矿工和飞行员。引航员属稀缺人才，目前全国仅 2100 多人，其薪酬水平依照国家交通

运输部和我市有关规定参照市场水平核定，相当于高级船员的水平，目前深圳港引航员薪酬

水平在国内各大港口中处于中等水平。依据深人社发〔2017〕年 2 号文，引航员已纳入了深

圳市事业单位特殊岗位目录。

第八部分 名词解释

一、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收入：指本级财政当年拨付的资金。

二、住房保障支出：集中反映政府用于住房方面的支出。

三、基本支出：指为保障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务而发生的人员支出（包括基

本工资、津贴补贴等）和公用支出（包括办公费、邮电费、差旅费及印刷费等）。

四、项目支出：指在基本支出之外为完成特定行政任务和事业发展目标所发生的支出。

五、“三公”经费：财政拨款安排的因公出国（境）费、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和公务

接待费。其中，因公出国（境）费反映单位公务出国（境）的国际旅费、国外城市间交通费、

住宿费、伙食费及培训费等支出；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反映单位公务用车车辆购置支出（含

车辆购置税）及租用费、燃料费、维修费、保险费、过路过桥费等支出；公务接待费反映单

位按规定开支的各类公务接待（含外宾接待）支出。

六、机关运行经费：为保障行政单位（包括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事业单位）运行用于购

买货物和服务的各项支出，包括办公及印刷费、邮电费、差旅费、会议费、福利费、日常维

修费、专用材料及一般设备购置费、办公用房水电费、办公用房取暖费、办公用房物业管理

费、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以及其他费用。

七、交通运输支出（类）公路水路运输（款）行政运行（项）：反映行政单位（包括实

行公务员管理的事业单位）的基本支出。

八、交通运输支出（类）公路水路运输（款）公路养护（项）：反映公路养护支出。

九、交通运输支出（类）公路水路运输（款）公路运输管理（项）：反映公路运输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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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出和公路路政管理支出。

十、交通运输支出（类）公路水路运输（款）交通运输信息化建设（项）：反映交通运

输信息化建设支出。

十一、交通运输支出（类）公路水路运输（款）公路和运输安全（项）：反映公路和运

输安全支出。

十二、交通运输支出（类）公路水路运输（款）公路和运输技术标准化建设（项）：反

映公路和运输技术标准化建设支出。

十三、交通运输支出（类）公路水路运输（款）公路建设（项）：反映新建公路支出，

公路改建支出，特大型桥梁建设支出，公路客货运站（场）建设支出。

十四、交通运输支出（类）公路水路运输（款）水路运输管理支出（项）：反映水路运

输管理方面的支出。

十五、交通运输支出（类）公路水路运输（款）其他公路水路运输支出（项）：反映除

上述项目以外其他用于公路水路运输方面的支出。

十六、交通运输支出（类）其他交通运输支出（款）其他交通运输支出（项）：反映其

他交通运输支出中除对公共交通运营补助以外的其他支出。

十七、交通运输支出（类）民用航空运输（款）其他民用航空运输支出（项）：反映除

机场建设、空管系统建设、民用还贷专项支出、民用航空安全、民用专项运输以外的其他用

于民用航空运输方面的支出。

十八、城乡社区支出（类）城乡社区公共设施（款）小城镇基础设施建设（项）：反映

用于小城镇路、气、水、电等基础建设方面的支出。

十九、节能环保支出（类）污染减排（款）其他污染减排支出（项）：反映除生态环境

部门监测和信息方面的支出、监督检查环保法律法规、标准等执行情况的支出、减排专项资

金安排的支出、支持清洁生产方面的支出以外其他用于污染减排方面的支出。

二十、城乡社区支出（类）城乡社区公共设施（款）其他城乡社区公共设施支出（项）：

反映除上述项目以外其他用于城乡社区公共设施方面的支出。

二十一、节能环保支出（类）其他节能环保支出（款）其他节能环保支出（项）：反映

节能环保方面的支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