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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运输部关于山西省开展交通运输与旅游融合发展等交通强国建设试点工作的意见

山西省交通运输厅：

《山西省交通运输厅关于上报<交通强国建设山西省试点实施方案>的请示》（晋交
规划发〔2020〕47号）收悉。为重在落实《交通强国建设纲要》相关领域的目标任务，
根据《交通运输部关于开展交通强国建设试点工作的通知》（交规划函〔2019〕859
号），经研究，主要意见回复如下：

一、原则同意在交通运输与旅游融合发展、高密度中等城市交通拥堵治理与绿色出
行、智能网联重载货运车路协同发展、绿色高效物流服务体系建设、普通公路重载运输
建设等方面开展试点（具体要点附后），请进一步完善试点实施方案，细化试点任务，
落实具体举措，明确阶段目标和时间进度，并及时向我部报备。

二、加强对试点工作的组织领导，建立健全试点工作推进机制，明确责任分工，强
化政策支持。加强上下联动，强化协同配合，鼓励各方积极参与。

三、统筹推进、突出重点，力争在通用航空+旅游、引导公众公交出行政策创新、
公交都市建设、绿色出行创建、智能网联重载货运技术、大宗货物运输结构调整、普通
公路重载运输“建管养运”等方面取得突破性进展，形成一批先进经验和典型成果，充
分发挥示范引领作用，为交通强国建设提供经验借鉴。

四、加强跟踪、督导和总结，试点工作中出现的重大问题以及取得的阶段性成果、
成功经验模式及时报告我部和山西省人民政府。每年12月底前向我部报送年度试点工作
总结。

我部将会同有关部门、单位、专家对试点工作积极指导，在相关“十四五”规划编
制等工作中加强支持。适时开展跟踪调研、监测评估和经验交流。在试点任务实施完成
后组织开展考核、成果认定、宣传推广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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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交通强国建设山西省试点任务要点

一、交通运输与旅游融合发展

（一）试点单位。

山西省交通运输厅、山西交通科学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山西通用航空集团有限公
司，山西省各地级市人民政府。

（二）试点内容及实施路径。

1.建设交旅融合基础设施。打造以旅游公路为主的“交通+旅游”典型产品，推进
黄河、长城、太行旅游公路建设，突出自然景观风貌、地域文化特色，打造高标准旅游
风景道，完善旅游公路慢行道、驿站、景观、标识等配套服务设施，形成功能完善的
“快旅慢游深体验”全域旅游公路网。推进旅游公路与多种运输方式便捷换乘，推进通
用机场建设，构建结构合理、层次分明的综合旅游交通网络。

2.提升旅游运输服务品质。依托机场、火车站、汽车客运站等资源建设“交通+旅
游”集散中心或旅游客运超市，推动旅游景区设立旅游集散中心或客运站场，为运输与
旅游融合发展提供平台。推进跨运输方式客运联程系统建设，完善省域客运联网售票系
统。打造旅游定制客运服务品牌，开通至景区景点旅游专线、旅游直通车，促进客运公
司“旅游直通车卡”应用，推动城际旅游公交发展。探索创新普铁开行动车、开行“慢
火车”等旅游交通产品，推进铁路运输与旅游融合发展。

3.推动“大数据+旅游交通”融合发展。推进信息跨部门共享，推进旅行社、导
游、景区景点、汽车租赁、班线等旅游交通信息一体化，开展旅游交通综合运行分析，
建设交通旅游市场协同监管系统。搭建旅游交通大数据平台，推动旅游客运班线、景区
公交、偏远景区客运服务等资源优化配置。开展车票、门票等一体化预订、结算服务。
提供重点时段、重点景区客流预测和信息服务。加强旅游交通协同调度，构建应急处置
体系，提升旅游交通应急保障能力。

4.推动“通用航空+旅游”发展。发展以太原市为中心，大同、吕梁、长治、运城
等市县为节点的环飞短途运输航线，打造“贯联山西、通达外省”的航空运输网络。按
照“一场（通用机场）多点（临时起降点）”模式，因地制宜发展“空中观光+飞行体
验”低空旅游。

5.推动体制机制创新。健全交旅融合发展协调推进机制。制定交旅融合发展规划、
政策制度，完善旅游公路设计标准规范。探索建立低空飞行等旅游交通新业态的协同管
理模式。加强旅游交通市场监管，建立以信用为基础的新型监管机制。完善旅游交通服
务质量投诉处理制度，建立健全旅行社、旅游客运企业和从业人员“黑名单”制度，加
强信用联合奖惩。

（三）预期成果。

通过1—2年时间，形成旅游公路设计标准规范。基本实现“城景通、景景通”旅游
格局。“交通+旅游”集散中心建设取得显著进展，旅客出行便捷度明显提升。旅游交
通信用管理制度体系更加完善。



通过3—5年时间，建成结构合理、设施完善、功能齐全、特色突出的省域旅游公路
网络。机场到重点旅游景区的客运班线网络更加完善，航空运输网络服务能力显著提
升。实现运输客票、景区门票一体化预订和结算。“空中观光+飞行体验”低空旅游广
泛推广。交通与文化、旅游、生态融合发展。

二、高密度中等城市交通拥堵治理与绿色出行

（一）试点单位。

山西省交通运输厅、阳泉市人民政府。

（二）试点内容及实施路径。

1.建设“空中巴士”快速公交主干系统。沿桃河两岸规划建设空中巴士轨道交通，
建立城市快速公交系统。构建以中运量干线公交为骨干、常规公交为基础、支线和微公
交为补充、公交枢纽为链接的公共交通体系。

2.推广应用节能和新能源车辆。在城市公交、短途道路客运、旅游景区观光、政府
机关等加强节能和新能源车辆规模化推广应用。加大对充电基础设施的补贴力度。推进
城市公交枢纽、停车场、首末站充电设施设备规划建设。完善绿色出行交通基础设施。

3.完善慢行交通系统。完善市区步行和自行车配套交通基础设施，新建、改扩建城
市道路100%设置步行和自行车道。依托阳泉市山体、水体和绿地，规划市域范围内自
行车道与绿道系统，推进现有道路实施步行和自行车出行改造。建立覆盖城市建成区的
慢行交通网络和慢行接驳系统，有效解决公交出行“最后一公里”问题。

4.推进综合交通枢纽建设。健全客运“零公里”换乘体系，推进阳泉综合交通客运
枢纽建设。科学布局私家车、自行车停车场，推进铁路、公路与城市公交“零距离”便
捷换乘。

5.提升城市交通智慧化水平。推广电子站牌、手机APP等信息化设施产品，建设基
于大数据和移动智能终端应用的城市出行服务体系。建立完善集指挥调度、信号控制、
交通监控、交通执法、车辆管理、信息发布于一体的城市智能交通管理系统，加大数据
挖掘分析力度，提升城市交通智能管理水平。建设涵盖枢纽、停车、充电设施、进出城
市交通量等信息的多元化、全方位引导系统，加强交通出行信息有效引导。

6.引导公众公交出行。探索建立小汽车长时间停驶与机动车保险优惠减免相挂钩政
策。推进阶梯优惠票价、优惠换乘、累计折扣票价、定制公交等政策实施。试行小汽车
分区域、分时段、分路段通行管控，实施差别化交通管理。

（三）预期成果。

通过1—2年时间，完成“空中巴士”快速公交等工程开工前期手续。基本完成市区
公交车、出租车、环卫车、配送车采用清洁能源车辆替换。实现充电桩、共享助力自行
车、电踏车等设施设备有序投放。城市出行服务体系更加完善。小汽车差别化交通管
控、阶梯优惠票价、优惠换乘、累计折扣票价等优惠政策实施效果初显，公共交通出行
分担率、绿色出行比例明显提高。

通过3—5年时间，新建、改扩建城市道路100%配备慢行系统，形成覆盖建成区的
步道、自行车道慢行交通网络。建成“空中巴士”快速公交系统，形成空中、地面公交
相结合，多种运输方式互补的城市立体公共交通体系。实现公共交通与铁路、公路等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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