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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政办〔2024〕22号

晋江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
晋江市交通运输领域市与镇（街道）

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方案的通知

各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市有关单位：

《晋江市交通运输领域市与镇（街道）财政事权和支出责

任划分改革方案》已经市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

彻执行。

晋江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4年 10月 16日
（此件主动公开）

晋江市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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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江市交通运输领域市与镇（街道）
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方案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上级政府的有关决策部署，

根据《福建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福建省交通运输领域省

与市县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方案的通知》（闽政办

〔2020〕52号）、《泉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泉州市交通

运输领域市与县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方案的通知》（泉

政办〔2021〕13号）、《晋江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晋江市市与镇

（街道）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晋政

文〔2019〕257号）精神，为建立交通运输领域市与镇（街道）

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制度机制，结合我市实际，制定

本实施方案。

一、划分原则

（一）充分调动市镇两级积极性。贯彻落实上级关于改革

发展的决策部署，强化市级统筹、协调和执行交通运输基本公

共服务的能力，充分发挥镇（街道）区域管理优势，激发镇（街

道）特色经济活力，保障改革举措落实落地。

（二）兼顾政府职能和行政效率。提高交通基本公共服务

供给效率，积极推进交通运输领域服务优质化。将所需信息量

大、信息复杂且获取困难的交通运输领域基本公共服务优先作

为镇（街道）财政事权；将需市级统筹的交通运输领域基本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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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服务划为市级财政事权或者确定为市与镇（街道）共同财政

事权。

（三）遵循交通运输行业发展规律。充分考虑行业特点，

结合我市行政区域划分和管理实际，对我市交通运输领域运转

情况良好、管理行之有效、符合行业发展规律的事项进行总结

和确认，对存在问题的事项进行调整和完善，对职责不清的事

项进一步梳理明确。

（四）支出责任与财政事权相适应。按照“谁的财政事权谁

承担支出责任”的原则，属于市级并由市级组织实施的财政事权，

原则上由市级承担支出责任；属于镇（街道）并由镇（街道）

组织实施的财政事权，原则上由镇（街道）承担支出责任；属

于市与镇（街道）共同的财政事权，根据基本公共服务的受益

范围、影响程度，区分情况确定市与镇（街道）的支出责任、

承担方式及比例。

二、主要内容

根据《泉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泉州市交通运输领

域市与县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方案的通知》（泉政办

〔2021〕13号）精神，划分公路、城市道路、水路、铁路、民

航、邮政、综合交通以及履职能力建设等八个方面的市与镇（街

道）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其中，经济开发区“一区十四园”涉及

项目按照《中共晋江市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印发

〈推进晋江经济开发区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的通知》（晋委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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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2021〕3号）及《中共晋江市委办公室 晋江市人民政府办

公室关于印发〈进一步明确晋江经济开发区管委会与市直部门、

属地政府有关职责分工的方案〉等四份文件的通知》（晋委办发

〔2022〕3号）有关规定执行；泉州南翼国家高新区晋江区域内

交通运输领域涉及项目由市及镇（街道）、经济开发区按相关规

定执行。

（一）公路领域

1．高速公路。除泉州市级以上承担的职责外，高速公路的

建设、养护、管理、运营、路网监测运行和应急处置由市级承

担。

2．国省道。除泉州市级以上承担的职责外，按照我省管理

体制，国省道建设由市级承担。

3．农村公路。除泉州市承担职责外，农村公路的政策决定、

监督评价、路网监测运行和协调，以及县道的建设、养护、管

理、运营、应急处置等具体事项职责由市级承担；镇（街道）

承担乡道村道的建设、养护、管理、运营、应急处置等具体事

项；乡道村道的专项规划由市级指导镇（街道）编制。

4．国家区域性、省级公路应急装备物资储备。除泉州市级

以上承担的职责外，国家区域性、省级公路应急装备物资储备

的具体事项职责由市级承担。

5．道路运输站场。除泉州市级以上承担的职责外，道路运

输站场的专项规划、政策决定、监督评价职责以及建设、养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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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运营等职责由市级承担。

6．道路运输管理。除泉州市级以上承担的职责外，道路运

输（包括运输服务新业态）管理的专项规划、政策决定、监督

评价等具体事项职责由市级承担。

（二）城市道路领域

城市道路的专项规划、行业指导、政策决定、监督评价、

路网监测运行和协调职责由市级承担。

1．中心城区道路。街道范围内道路红线宽度 20米（不含）

以上的城市道路的建设、养护、管理、运营、应急处置等具体

事项职责由市级承担，街道范围内道路红线宽度 20米（含）以

下的城市道路的建设、养护、管理、运营、应急处置等具体事

项职责由街道承担。

2．镇域道路。镇域范围内城市道路的建设、养护、管理、

运营、应急处置等具体事项职责由镇级承担。

3．综合交通规划道路。市综合交通规划内的市域快速路、

市域主干道的建设、养护、管理、运营、应急处置等具体事项

职责由市级承担；镇域范围内的市域次干道的建设、养护、管

理、运营、应急处置等具体事项职责由镇级承担。

4．片区（组团）道路。片区（组团）内城市道路的建设由

片区（组团）指挥部组织实施，纳入片区（组团）项目成本统

一结算。建成后道路的养护、管理、运营、应急处置等具体事

项职责按照公路领域和城市道路领域划分原则由市或镇（街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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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担。公路领域和城市道路领域具体事项职责划分如存在矛盾

或不一致之处，以市级优先承担为准。

（三）水路领域

1．沿海港口公共基础设施。除泉州市级以上承担的职责外，

港口公共基础设施的建设、养护等职责，按照我市管理体制由

市级承担。

2．内河航道。除泉州市级以上承担的职责外，内河航道的

建设、养护、管理、运营等具体执行事项职责由市级承担。

3．内河港口、陆岛交通码头。除泉州市级以上承担的职责

外，内河港口、陆岛交通码头的专项规划、政策决定、监督评

价由市级承担，建设、养护、管理、运营等具体事项职责由受

益镇（街道）承担。

4．重大海上溢油应急处置和海（水）上搜救。重大海上溢

油应急处置和海（水）上搜救涉及交通运输部门的具体事项职

责，除泉州市级以上承担的职责外，由市级承担，镇（街道）

配合。发挥镇（街道）组织能力强、贴近基层、获取信息便利

的优势，强化镇（街道）在重大海上溢油应急处置和海（水）

上搜救方面的相关职责。

5．水运绿色发展。除泉州市级以上承担的职责外，水运绿

色发展的具体事项职责由市级承担。

6．水路运输管理。除泉州市级以上承担的职责外，水路运

输管理的专项规划、政策决定、监督评价等具体事项职责由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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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承担。

7．地方海事管理。除泉州市级以上承担的职责外，地方管

理水域的水上安全监管、搜寻救助、应急处置、内河船舶（不

含渔船、军事船舶、帆船、运动竞赛舰艇等非交通运输部门监

管的船舶）防污染等具体事项职责由市级承担。

（四）铁路领域

1．干线铁路。除泉州市级以上承担的职责外，干线铁路的

建设、养护、管理、运营等职责由市级承担。

2．铁路公益性运输。市级决策的铁路公益性运输，相应的

管理和具体事项职责由市级承担，由市级组织实施或由市级委

托中央企业实施。

3．城际铁路、市域（郊）铁路、支线铁路、铁路专用线。

除泉州市级以上承担的职责外，城际铁路、市域（郊）铁路、

支线铁路、铁路专用线的建设、养护、管理、运营等职责由市

级承担，由市级组织实施或由市级委托中央企业实施。

4．其他事项。除国家铁路、国家铁路运输企业实际管理合

资铁路外的其他铁路安全保卫职责由市与镇（街道）共同承担。

铁路沿线（红线外）环境污染治理和铁路沿线安全环境整治职

责由镇（街道）承担。

（五）民航领域

1．通用机场。除泉州市级以上承担的职责外，通用机场的

建设、维护、运营等具体事项职责（民航局及其所属企事业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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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所有的通用机场除外）由市级承担。

2．运输机场。除泉州市级以上承担的职责外，运输机场的

建设、运营、机场公安等具体事项职责由市级承担。

（六）邮政领域

除泉州市级以上承担的职责外，邮政业安全管理、安全监

管、其他邮政公共服务以及邮政普遍服务、特殊服务和快递服

务末端基础设施，邮政业环境污染治理等相关职责由市级承担。

（七）综合交通领域

1．运输结构调整。除泉州市级以上承担的职责外，运输结

构调整的建设、养护、管理、运营等具体事项职责由市与镇（街

道）共同承担。

2．综合运输枢纽与集疏运体系。除泉州市级以上承担的职

责外，全国性综合运输枢纽与集疏运体系的建设、养护、管理、

运营等职责由市级承担；一般性综合运输枢纽的专项规划、政

策决定、监督评价、建设、维护、管理、运营等职责由市级承

担。

3．综合交通应急保障。除泉州市级以上承担的职责外，国

家应急性交通运输公共服务、军民融合和国防交通动员能力建

设与管理、国家特殊重点物资运输保障等职责由市级承担。

4．综合交通行业管理信息化。除泉州市级以上承担的职责

外，综合交通行业管理信息化的建设、维护、管理、运营等职

责由市级承担。



— 9 —

（八）履职能力建设

各级履行公路、城市道路、水路、铁路、民航、邮政、综

合交通等领域行业管理职责所开展的重大问题研究，政策法规、

地方标准制定，行业监管，行业统计与运行监测，应急性交通

运输公共服务等事项，由市级承担。

三、配套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

各有关部门、各镇（街道）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切实

增强工作责任感和紧迫感，切实加强组织领导与协调配合，认

真执行相关政策措施，履行好提供交通运输基本公共服务的职

责，确保改革顺利实施。

（二）落实支出责任

各有关部门、各镇（街道）要根据本方案，按规定做好预

算安排和投资计划。对属于市级财政事权的，原则上由市政府

通过自有财力安排，确保市级承担的支出责任落实到位。对镇

（街道）履行财政事权、落实支出责任存在收支缺口的，市政

府可根据不同时期发展目标给予一定的资金支持。

（三）协同推进改革

各有关部门、各镇（街道）要根据本方案，积极稳妥统筹

推进交通运输领域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与交通运输

领域现有重大改革有机衔接、整体推进、务求实效；要完善预

算管理制度，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盘活存量资金，优化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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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结构，着力提高交通运输领域资金配置效率和使用效益。

（四）完善配套制度

各有关部门、各镇（街道）要立足本方案，全面系统梳理

交通运输领域财政事权方面存在的管理措施及财政补助等细化

规定，抓紧修订完善相关配套制度，逐步实现交通运输领域财

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的法治化、规范化、高效化。

四、实施时间

本方案自印发之日起实施。



市有关单位：编办，发展和改革局、司法局、财政局、自然资源局、

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交通运输局、林业和园林绿化局、

水利局、应急管理局、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交警大

队。

晋江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4年 10月 16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