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直接取
消审批

审批
改为
备案

实行
告知
承诺

优化
审批
服务

1

省
交
通
运
输
厅

国际客
船、散
装液体
危险品
船运输
业务经
营审批
（初
审）

无

《中华人
民共和国
国际海运
条例》

省级交通
运输部门

√
（湖
南自
贸
区）

取消“国际客船、散装液体危险
品船运输业务经营审批（初审）
”。

1.通过交通运输部实施的“国际
客船、散装液体危险品船运输业
务经营审批”，对原初审审查事
项进行审核。2.开展“双随机、
一公开”监管，发现违法违规行
为的要依法查处并公开结果。3.
建立国际船舶运输企业信用档案
并向社会公开信用记录，对严重
失信主体开展联合惩戒。4.发挥
行业协会自律作用。

港航处

2

省
交
通
运
输
厅

从事大
陆与台
湾间海
上运输
业务许
可（初
审）

无

《国务院
对确需保
留的行政
审批项目
设定行政
许可的决

定》

省级交通
运输部门

√
（湖
南自
贸
区）

取消“从事大陆与台湾间海上运
输业务许可（初审）”。

1.通过交通运输部实施的“从事
大陆与台湾间海上运输业务许可
”，对原初审审查事项进行审核
。2.开展“双随机、一公开”监
管，发现违法违规行为的要依法
查处并公开结果。3.加强信用监
管，建立有关海运企业信用档案
并向社会公开信用记录，对失信
主体开展联合惩戒。 4.发挥行业
协会自律作用。

港航处

附件

湖南省交通运输厅“证照分离”改革全覆盖试点事项责任清单

审批层级
和部门

改革方式

具体改革举措 加强事中事后措施
责任
处室

改革
事项

序号
省级
主管
部门

许可证件
名称

设定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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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省
交
通
运
输
厅

水运工
程监理
企业乙
级资质
认定

交通建设
工程监理
企业资质
等级证书

《建设工
程质量管
理条例》

省级交通
运输部门

√

对水运工程监理企业取得乙级资
质应当具备的条件（包括人员、
业绩、设备等）实行告知承诺，
经形式审查后当场作出审批决定
。

1.对通过告知承诺方式取得资质
认定的企业在一定期限内开展许
可条件核查，发现虚假承诺或者
承诺严重不实的要依法处理。2.
开展“双随机、一公开”监管，
发现违法违规行为的要依法查处
并公开结果。3.加强信用监管，
向社会公布水运工程监理企业信
用状况，建立健全水运工程监理
企业黑名单制度。4.发挥行业协
会自律作用。

港航处

4

省
交
通
运
输
厅

水运工
程监理
企业丙
级资质
认定

交通建设
工程监理
企业资质
等级证书

《建设工
程质量管
理条例》

省级交通
运输部门

√

对水运工程监理企业取得丙级资
质应当具备的条件（包括人员、
业绩、设备等）实行告知承诺，
经形式审查后当场作出审批决定
。

1.对通过告知承诺方式取得资质
认定的企业在一定期限内开展许
可条件核查，发现虚假承诺或者
承诺严重不实的要依法处理。
2.开展“双随机、一公开”监
管，发现违法违规行为的要依法
查处并公开结果。3.加强信用监
管，向社会公布水运工程监理企
业信用状况，建立健全水运工程
监理企业黑名单制度。4.发挥行
业协会自律作用。

港航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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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省
交
通
运
输
厅

水运工
程监理
企业机
电专项
资质认
定

交通建设
工程监理
企业资质
等级证书

《建设工
程质量管
理条例》

省级交通
运输部门

√

对水运工程监理企业取得机电专
项资质应当具备的条件（包括人
员、业绩、设备等）实行告知承
诺，经形式审查后当场作出审批
决定。

1.对通过告知承诺方式取得资质
认定的企业在一定期限内开展许
可条件核查，发现虚假承诺或者
承诺严重不实的要依法处理。 2.
开展“双随机、一公开”监管，
发现违法违规行为的要依法查处
并公开结果。3.加强信用监管，
向社会公布水运工程监理企业信
用状况，建立健全水运工程监理
企业黑名单制度。4.发挥行业协
会自律作用。

港航处

6

省
交
通
运
输
厅

公路工
程专业
丙级监
理资质
认定

交通建设
工程监理
企业资质
等级证书

《中华人
民共和国
公路法》

省级交通
运输部门

√

对公路工程监理企业取得丙级资
质应当具备的条件和技术能力
（包括人员、仪器设备等）实行
告知承诺，经形式审查后当场作
出审批决定。

1.对通过告知承诺方式取得资质
认定的企业，加强对其承诺内容
真实性的核查，发现虚假承诺或
者承诺严重不实的要依法处理。
2.开展“双随机、一公开”监
管，发现违法违规行为的要依法
查处并公开结果。3.加强“互联
网+监管”，强化对企业投标及履
约行为的监管。4.加强信用监
管，向社会公布公路工程监理企
业信用状况，拓展信用评价结果
应用范围，实行失信联合惩戒。
5.公开企业承诺内容，加强社会
监督。6.依法及时处理投诉举报
。7.发挥行业协会自律作用。

基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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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省
交
通
运
输
厅

道路货
运经营
许可

道路运输
经营许可

证

《中华人
民共和国
道路运输
条例》

设区的市
、县级交
通运输部
门

√

1.对道路货物运输申请人应当具
备的条件（包括管理制度、人员
及车辆等）实行告知承诺。2.对
申请人尚不具备经营许可条件但
承诺领证后一定期限内具备的，
经形式审查后当场作出审批决定
。3.申请人履行承诺、达到经营
许可条件并按要求提交材料后，
方可开展经营。

1.强化市场监管、交通运输等部
门之间登记许可信息共享。2.在
实施许可后一定时期内加强监督
检查，对不符合承诺条件开展经
营的要责令限期整改，逾期不整
改或整改后仍达不到要求的，要
依法撤销许可证件。3.发挥行业
协会自律作用。

运输处

8

省
交
通
运
输
厅

道路旅
客运输
站经营
许可

道路运输
经营许可

证

《中华人
民共和国
道路运输
条例》

县级交通
运输部门

√

对申请人提交申请表、客运站竣
工验收证明和站级验收证明、拟
招聘的专业人员及管理人员身份
证件和专业证书、负责人身份证
件、业务操作规程和安全管理制
度文本等材料，并承诺已具备经
营许可条件的，经形式审查后当
场作出审批决定。

1.强化市场监管、交通运输等部
门之间的登记许可信息共享。2.
向社会公开承诺内容，加强社会
监督。3.在实施许可后一定时期
内加强监督检查，对不符合承诺
条件开展经营的要责令限期整
改，逾期不整改或整改后仍达不
到要求的，要依法撤销许可证件
。

运输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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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省
交
通
运
输
厅

港口
（涉及
客运和
危险货
物港口
作业的
经营项
目除
外）经
营许可

港口经营
许可证

《中华人
民共和国
港口法》

所在地港
口部门

√

1.推动实现申请、审批全程网上
办理。2.对企业应当具备的条件
和技术能力（包括人员、设施、
设备等）实行告知承诺，经形式
审查后当场作出审批决定。

1.对不符合承诺条件开展经营的
要责令限期整改，逾期不整改或
整改后仍达不到要求的，要依法
撤销许可证件。2.加强信用监
管，建立健全诚信管理制度，及
时向社会公布港口企业信用状况
。

港航处

10

省
交
通
运
输
厅

机动车
驾驶员
培训许
可

道路运输
经营许可

证

《中华人
民共和国
道路交通
安全法》
《中华人
民共和国
道路运输
条例》

设区的市
、县级通
运输部门

√

1.不再要求申请人提供身份证复
印件、经营场所使用权证明复印
件。2.加强与市场监管、公安等
部门信息共享，在线获取并核验
营业执照、安全驾驶经历等信息
。3.将审批时限由15个工作日压
减至10个工作日。

1.建立健全信用管理制度，强化
对驾驶培训机构和教练员的信用
监管。2.加强与公安机关的信息
共享，实施跨部门联合监管。3.
发挥行业协会自律作用。

运输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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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省
交
通
运
输
厅

公路工
程专业
甲级监
理资质
认定

交通建设
工程监理
企业资质
等级证书

《中华人
民共和国
公路法》

交通运输
部

√

1.实现申请、审批全程网上办理
并在网上公布认定条件、办理流
程、审查要点，公开办理进度。
2.不再要求申请人提供营业执照
和业绩证明材料。

1.开展“双随机、一公开”监
管，发现违法违规行为的要依法
查处并公开结果。2.加强“互联
网+监管”，通过信息化手段强化
对企业投标及履约行为的监管。
3.加强信用监管，向社会公布公
路工程监理企业信用状况，拓展
信用评价结果应用范围，实行失
信联合惩戒。4.依法及时处理投
诉举报。5.发挥行业协会自律作
用。

基建处

12

省
交
通
运
输
厅

公路工
程专业
乙级监
理资质
认定

交通建设
工程监理
企业资质
等级证书

《中华人
民共和国
公路法》

交通运输
部

√

1.实现申请、审批全程网上办理
并在网上公布认定条件、办理流
程、审查要点，公开办理进度。
2.不再要求申请人提供营业执照
和业绩证明材料。

1.开展“双随机、一公开”监
管，发现违法违规行为的要依法
查处并公开结果。
2.加强“互联网+监管”，通过信
息化手段强化对企业投标及履约
行为的监管。
3.加强信用监管，向社会公布公
路工程监理企业信用状况，拓展
信用评价结果应用范围，实行失
信联合惩戒。4.依法及时处理投
诉举报。          5.发挥行业
协会自律作用。

基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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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省
交
通
运
输
厅

公路工
程专业
公路机
电工程
专项监
理资质
认定

交通建设
工程监理
企业资质
等级证书

《中华人
民共和国
公路法》

交通运输
部

√

1.实现申请、审批全程网上办理
并在网上公布认定条件、办理流
程、审查要点，公开办理进度。
2.不再要求申请人提供营业执照
和业绩证明材料。

1.开展“双随机、一公开”监
管，发现违法违规行为的要依法
查处并公开结果。2.加强“互联
网+监管”，通过信息化手段强化
对企业投标及履约行为的监管。
3.加强信用监管，向社会公布公
路工程监理企业信用状况，拓展
信用评价结果应用范围，实行失
信联合惩戒。4.依法及时处理投
诉举报。5.发挥行业协会自律作
用。

基建处

14

省
交
通
运
输
厅

公路工
程专业
特殊独
立大桥
专项监
理资质
认定

交通建设
工程监理
企业资质
等级证书

《中华人
民共和国
公路法》

交通运输
部

√

1.实现申请、审批全程网上办理
并在网上公布认定条件、办理流
程、审查要点，公开办理进度。
2.不再要求申请人提供营业执照
和业绩证明材料。

1.开展“双随机、一公开”监
管，发现违法违规行为的要依法
查处并公开结果。2.加强“互联
网+监管”，通过信息化手段强化
对企业投标及履约行为的监管。
3.加强信用监管，向社会公布公
路工程监理企业信用状况，拓展
信用评价结果应用范围，实行失
信联合惩戒。4.依法及时处理投
诉举报。5.发挥行业协会自律作
用。

基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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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省
交
通
运
输
厅

公路工
程专业
特殊独
立隧道
专项监
理资质
认定

交通建设
工程监理
企业资质
等级证书

《中华人
民共和国
公路法》

交通运输
部

√

1.实现申请、审批全程网上办理
并在网上公布认定条件、办理流
程、审查要点，公开办理进度。
2.不再要求申请人提供营业执照
和业绩证明材料。

1.开展“双随机、一公开”监
管，发现违法违规行为的要依法
查处并公开结果。2.加强“互联
网+监管”，通过信息化手段强化
对企业投标及履约行为的监管。
3.加强信用监管，向社会公布公
路工程监理企业信用状况，拓展
信用评价结果应用范围，实行失
信联合惩戒。4.依法及时处理投
诉举报。5.发挥行业协会自律作
用。

基建处

16

省
交
通
运
输
厅

国内水
路运输
业务经
营许可

国内水路
运输经营
许可证

《国内水
路运输管
理条例》

省、设区
的市、县
级水路运
输部门

√

1.实现办理审批“最多跑一次”
。2.加强与市场监管部门之间的
信息共享，不再要求申请人提供
营业执照等材料。3.将审批时限
由20个工作日压减至10个工作日
。

1.开展“双随机、一公开”监
管，对诚信状况差、投诉举报多
、受处罚警告多的经营主体提高
抽查比例。2.依法及时处理投诉
举报。3.加强对国内水路运输企
业的年度书面检查，发现不具备
经营许可条件的要依法及时处理
。4.针对日常动态监管发现的普
遍性问题和突出风险组织开展专
项检查。

港航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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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取
消审批

审批
改为
备案

实行
告知
承诺

优化
审批
服务

审批层级
和部门

改革方式

具体改革举措 加强事中事后措施
责任
处室

改革
事项

序号
省级
主管
部门

许可证件
名称

设定依据

17

省
交
通
运
输
厅

省际旅
客、危
险品货
物水路
运输许
可

国内水路
运输经营
许可证

《国内水
路运输管
理条例》
《国内水
路运输管
理规定》

交通运输
部，省级
水路运输
管理部门

√

1.实现申请、审批全程网上办理
。2.实现申请人办理审批“最多
跑一次”。3.除需按存档要求由
企业提交的证书外，不再要求提
供纸质材料。4.不再要求申请人
提供营业执照等材料。5.将审批
时限由20个工作日压减至10个工
作日。

1.开展“双随机、一公开”监
管，对诚信状况差、投诉举报多
、受处罚警告多的经营主体提高
抽查比例。2.依法及时处理投诉
举报。3.加强对国内水路运输企
业的年度书面检查，发现不具备
经营许可条件的要依法及时处理
。4.针对日常动态监管发现的普
遍性问题和突出风险组织开展专
项检查。

港航处

18

省
交
通
运
输
厅

外商投
资企业
经营沿
海、江
河、湖
泊及其
他通航
水域水
路运输
审批

国内水路
运输经营
许可证

《国内水
路运输管
理条例》

省、设区
的市水路
运输部门

√

1.实现办理审批“最多跑一次”
。2.不再要求申请人提供营业执
照，在线获取营业执照等材料。
3.将审批时限由20个工作日压减
至10个工作日。

1.开展“双随机、一公开”监
管，对诚信状况差、投诉举报多
、受处罚警告多的经营主体提高
抽查比例。2.依法及时处理投诉
举报。3.加强对国内水路运输企
业的年度书面检查，发现不具备
经营许可条件的要依法及时处理
。4.针对日常动态监管发现的普
遍性问题和突出风险组织开展专
项检查。

港航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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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取
消审批

审批
改为
备案

实行
告知
承诺

优化
审批
服务

审批层级
和部门

改革方式

具体改革举措 加强事中事后措施
责任
处室

改革
事项

序号
省级
主管
部门

许可证件
名称

设定依据

19

省
交
通
运
输
厅

经营国
内船舶
管理业
务审批

国内船舶
管理业务
经营许可

证

《国内水
路运输管
理条例》

省级交通
运输部门

√

1.实现办理审批“最多跑一次”
。2.不再要求申请人提供营业执
照等材料。3.将审批时限由20个
工作日压减至10个工作日。

1.开展“双随机、一公开”监
管，对诚信状况差、投诉举报多
、受处罚警告多的经营主体提高
抽查比例。2.依法及时处理投诉
举报。3.加强对国内船舶管理企
业的年度书面检查，发现不具备
经营许可条件的要依法及时处理
。4.针对日常动态监管发现的普
遍性问题和突出风险组织开展专
项检查。

港航处

20

省
交
通
运
输
厅

航运公
司安全
营运与
防污染
能力符
合证明
核发

符合证明
、船舶安
全管理证

书

《国务院
对确需保
留的行政
审批项目
设定行政
许可的决
定》《防
治船舶污
染海洋环
境管理条

例》

交通运输
部直属海
事局、分
支海事局

√
1.实现申请、审批全程网上办理
。2.将审批时限由20个工作日压
减至15个工作日。

1.开展“双随机、一公开”监
管，发现违法违规行为的要依法
查处并公开结果。2.加强信用监
管，向社会公布航运公司信用状
况，对失信主体开展联合惩戒。

港航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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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取
消审批

审批
改为
备案

实行
告知
承诺

优化
审批
服务

审批层级
和部门

改革方式

具体改革举措 加强事中事后措施
责任
处室

改革
事项

序号
省级
主管
部门

许可证件
名称

设定依据

21

省
交
通
运
输
厅

设立引
航机构
审批

批复

《国务院
对确需保
留的行政
审批项目
设定行政
许可的决

定》

交通运输
部

√
1.在网上公布审批条件和办理流
程。2.将审批时限由20个工作日
压减至15个工作日。

加强信用监管，建立健全诚信管
理制度，及时向社会公布引航机
构信用状况，对不严格执行引航
安全标准规范的引航活动要依法
及时处理。

港航处

22

省
交
通
运
输
厅

设立验
船机构
审批

批准文件

《中华人
民共和国
船舶和海
上设施检
验条例》

交通运输
部

√
将审批时限由20个工作日压减至
15个工作日。

1.开展“双随机、一公开”监
管，发现违法违规行为的要依法
查处并公开结果。2.加强信用监
管，向社会公布验船机构信用状
况，对失信主体开展联合惩戒。

港航处

23

省
交
通
运
输
厅

国际班
轮运输
业务经
营审批

国际班轮
运输经营
资格登记

证

《中华人
民共和国
国际海运
条例》

交通运输
部

√

1. 通过交通运输部水路运输建
设综合管理信息系统实现申请、
审批全程网上办理。2.将省级交
通运输部门初审时限由10个工作
日压减至5个工作日。

1.开展“双随机、一公开”监
管，发现违法违规行为的要依法
查处并公开结果。2.建立国际班
轮运输企业信用档案并向社会公
开信用记录，对严重失信主体开
展联合惩戒。3.发挥行业协会自
律作用。

港航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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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取
消审批

审批
改为
备案

实行
告知
承诺

优化
审批
服务

审批层级
和部门

改革方式

具体改革举措 加强事中事后措施
责任
处室

改革
事项

序号
省级
主管
部门

许可证件
名称

设定依据

24

省
交
通
运
输
厅

国际客
船、散
装液体
危险品
船运输
业务经
营审批

国际船舶
运输经营
许可证

《中华人
民共和国
国际海运
条例》

交通运输
部

√

1.通过交通运输部水路运输建设
综合管理信息系统实现申请、初
审全程网上办理。2.将省级交通
运输部门初审时限由10个工作日
压缩至5个工作日。

1.开展“双随机、一公开”监
管，发现违法违规行为的要依法
查处并公开结果。2.建立国际客
船、散装液体危险品船舶运输企
业信用档案，向社会公开信用记
录，对严重失信主体开展联合惩
戒。3.发挥行业协会自律作用。

港航处

25

省
交
通
运
输
厅

从事大
陆与台
湾间海
上运输
业务许
可

台湾海峡
两岸间水
路运输许
可证

《国务院
对确需保
留的行政
审批项目
设定行政
许可的决

定》

交通运输
部

√

1.通过交通运输部水路运输建设
综合管理信息系统实现申请、初
审全程网上办理。2.将省级交通
运输部门初审时限由10个工作日
压缩至5个工作日。

1.加强港口、航运、海事部门之
间的协作，实施联合监管。2.通
过抽查等方式加强对地方港口、
航运部门监管工作的监督检查，
及时纠正问题。3.加强信用监
管，对严重失信主体开展联合惩
戒。

港航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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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取
消审批

审批
改为
备案

实行
告知
承诺

优化
审批
服务

审批层级
和部门

改革方式

具体改革举措 加强事中事后措施
责任
处室

改革
事项

序号
省级
主管
部门

许可证件
名称

设定依据

26

省
交
通
运
输
厅

从事内
地与港
澳间客
船、散
装液体
危险品
船运输
业务许
可

交通行政
许可决定

书

《国务院
对确需保
留的行政
审批项目
设定行政
许可的决
定》《中
华人民共
和国国际
海运条例

》

省级交通
运输部门

√

1.实现申请、审批全程网上办
理，及时完善更新办事指南并在
网上公布审批程序、受理条件和
办理标准。2.不再要求申请人提
供营业执照等材料。3.将审批时
限压减至10个工作日。

1.开展“双随机、一公开”监
管，发现违法违规行为的要依法
查处并公开结果。2.建立内地与
港澳间客船、散装液体危险品船
运输企业信用档案，向社会公开
信用记录，对严重失信主体开展
联合惩戒。3.发挥行业协会自律
作用。

港航处

27

省
交
通
运
输
厅

培训机
构从事
船员、
引航员
培训业
务审批

船员培训
许可证

《中华人
民共和国
船员条例

》

交通运输
部

√
取消现场核验环节，在审批过程
中不再到培训机构进行现场核验
。

1.开展“双随机、一公开”监
管，发现违法违规行为的要依法
查处并公开结果。2.加强信用监
管，对失信主体开展联合惩戒。

港航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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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取
消审批

审批
改为
备案

实行
告知
承诺

优化
审批
服务

审批层级
和部门

改革方式

具体改革举措 加强事中事后措施
责任
处室

改革
事项

序号
省级
主管
部门

许可证件
名称

设定依据

28

省
交
通
运
输
厅

港口
（旅客
、危险
货物）
经营许
可

港口经营
许可证

《中华人
民共和国
港口法》

所在地港
口部门

√

1.推动实现申请、审批全程网上
办理并在网上公布许可条件和办
理流程。2.不再要求申请人提供
营业执照等材料，在线获取营业
执照信息。3.将审批时限由30个
工作日压减至20个工作日。

1.开展“双随机、一公开”监
管，发现违法违规行为的要依法
查处并公开结果。2.通过有关信
息化系统加强对港口经营人作业
活动和作业区域的监督检查，督
促其落实安全生产责任。3.加强
信用监管，向社会公开港口企业
信用记录。

港航处

29

省
交
通
运
输
厅

建设港
口设施
使用非
深水岸
线审批

批准文件
《中华人
民共和国
港口法》

省级交通
运输部门

√
不再要求申请人提供营业执照、
公司章程等材料。

1.加强信用监管，将港口岸线使
用有关信用信息纳入相关信用信
息共享平台并向社会公布。2.依
托港口岸线资源监测平台，利用
遥感卫星图片跟踪岸线资源利用
情况，发现问题要依法及时处理
。

综规处

30

省
交
通
运
输
厅

港口深
水岸线
使用审
批

批准文件
《中华人
民共和国
港口法》

交通运输
部

√

1.按照交通运输部、国家发展改
革委《关于修改〈港口深水岸线
使用审批管理办法〉的决定》，
简化工作流程。2.取消港口岸线
使用证。

1.加强信用监管，将港口岸线使
用有关信用信息纳入相关信用信
息共享平台并向社会公布。2.依
托港口岸线资源监测平台，利用
遥感卫星图片跟踪岸线资源利用
情况，发现问题要依法及时处理
。

综规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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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取
消审批

审批
改为
备案

实行
告知
承诺

优化
审批
服务

审批层级
和部门

改革方式

具体改革举措 加强事中事后措施
责任
处室

改革
事项

序号
省级
主管
部门

许可证件
名称

设定依据

31

省
交
通
运
输
厅

港口设
施保安
证书核
发

港口设施
保安符合
证书

《国务院
对确需保
留的行政
审批项目
设定行政
许可的决

定》

省级交通
运输（港
口）部门

√

1.实现申请、审批全程网上办理
并在网上公布审批条件和办理流
程。2.不再要求申请人提供营业
执照等材料，在线获取营业执照
信息。

1.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港口设
施保安规则》，统一规范港口设
施保安工作。2.依托有关信息系
统，实现港口设施保安管理信息
报送和共享，加强对港口设施保
安工作的监管。3.对下级交通运
输（港口）部门履职情况进行监
督检查。4.加强信用监管，向社
会公布港口企业信用记录。

港航处

32

省
交
通
运
输
厅

公路养
护作业
单位资
质审批

公路养护
作业资质
证书

《公路安
全保护条

例》

省级交通
运输部门

√

1.统一资质许可标准，打破公路
养护作业单位资质地域限制，实
现公路养护作业单位资质全国通
用。2.实现申请、审批全程网上
办理并在网上公布审批条件、办
理程序和审查要点。3.不再要求
申请人提供营业执照等材料，在
线获取营业执照信息。

1.开展“双随机、一公开”监
管，发现违法违规行为的要依法
查处并公开结果。2.通过“互联
网+监管”，加强对企业投标及履
约行为的监管。3.加强信用监
管，拓展信用评价结果应用范
围，实行失信联合惩戒。

养护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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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取
消审批

审批
改为
备案

实行
告知
承诺

优化
审批
服务

审批层级
和部门

改革方式

具体改革举措 加强事中事后措施
责任
处室

改革
事项

序号
省级
主管
部门

许可证件
名称

设定依据

33

省
交
通
运
输
厅

水运工
程监理
企业甲
级资质
认定

交通建设
工程监理
企业资质
等级证书

《建设工
程质量管
理条例》

省级交通
运输部门

√

1.实现申请、审批全程网上办理
并在网上公布认定条件、办理流
程、审查要点，公开办理进度。
2.不再要求申请人提供营业执照
复印件、企业章程和制度等材料
。3.将专家评审时限由60天压减
至40天。

1.开展“双随机、一公开”监
管，发现违法违规行为的要依法
查处并公开结果。2.依法及时处
理投诉举报。

港航处

34 
 

省
交
通
运
输
厅

道路旅
客运输
经营许
可

道路运输
经营许可

证

《中华人
民共和国
道路运输
条例》

设区的市
、县级交
通运输部

门

√

不再要求申请人提供企业章程，
现有营运客车行驶证、车辆技术
等级评定结论、客车类型等级评
定证明，已聘用或者拟聘用驾驶
人员的3年内无重大以上交通责
任事故证明等材料。

1.强化部门间信息共享。2.加强
社会监督，向社会公开道路旅客
运输企业的运输服务质量承诺，
依法及时处理投诉举报。3.加强
对道路旅客运输活动的监督检
查，发现违法违规行为的要依法
查处。

运输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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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取
消审批

审批
改为
备案

实行
告知
承诺

优化
审批
服务

审批层级
和部门

改革方式

具体改革举措 加强事中事后措施
责任
处室

改革
事项

序号
省级
主管
部门

许可证件
名称

设定依据

35

省
交
通
运
输
厅

危险货
物运输
经营许
可

道路运输
经营许可

证

《中华人
民共和国
道路运输
条例》

设区的市
交通运输

部门
√

不再要求申请人提供营业执照等
材料。

1.强化部门间信息共享，实施跨
部门联合监管，强化危险货物道
路运输全过程安全管理。2.发挥
行业协会自律作用。

运输处

36 
 
 

省
交
通
运
输
厅

放射性
物品道
路运输
经营许
可

道路运输
经营许可

证

《中华人
民共和国
道路运输
条例》《
放射性物
品运输安
全管理条

例》

设区的市
交通运输

部门
√

不再要求申请人提供营业执照等
材料。

1.强化部门间信息共享，实施跨
部门联合监管，强化放射性物品
道路运输全过程安全管理。2.发
挥行业协会自律作用。

运输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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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取
消审批

审批
改为
备案

实行
告知
承诺

优化
审批
服务

审批层级
和部门

改革方式

具体改革举措 加强事中事后措施
责任
处室

改革
事项

序号
省级
主管
部门

许可证件
名称

设定依据

37

省
交
通
运
输
厅

国际道
路旅客
运输许
可

道路运输
经营许可

证

《中华人
民共和国
道路运输
条例》

省级交通
运输部门

√
将审批时限由20个工作日压减至
15个工作日。

1.加强部门间信息共享和联合监
管，通过信息化手段对国际道路
旅客运输企业、从业人员、运输
车辆进行监督管理。2.依托北斗
卫星导航系统车载终端，加强对
有关车辆的动态监控。3.依法及
时处理投诉举报。

运输处

 38
  
 

省
交
通
运
输
厅

出租汽
车经营
许可

道路运输
经营许可
证、网络
预约出租
汽车经营
许可证

《国务院
对确需保
留的行政
审批项目
设定行政
许可的决

定》

直辖市、
设区的市
、县级交
通运输部
门或者人
民政府指
定的出租
汽车行政
主管部门

√
将审批时限由20个工作日压减至
15个工作日。

1.开展服务质量信誉考核测评，
建立出租汽车经营者信用档案并
向社会公开信用记录，对失信主
体开展联合惩戒。2.依法及时处
理投诉举报。3.发挥行业协会自
律作用。

运输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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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取
消审批

审批
改为
备案

实行
告知
承诺

优化
审批
服务

审批层级
和部门

改革方式

具体改革举措 加强事中事后措施
责任
处室

改革
事项

序号
省级
主管
部门

许可证件
名称

设定依据

 39
  
 

省
交
通
运
输
厅

出租汽
车车辆
运营证
核发

道路运输
证、网络
预约出租
汽车运输

证

《国务院
对确需保
留的行政
审批项目
设定行政
许可的决

定》

直辖市、
设区的市
、县级交
通运输部
门或者人
民政府指
定的出租
汽车行政
主管部门

√

对开展出租汽车技术等级评定的
地区，不再要求申请人提供技术
等级评定相关材料，直接向检测
机构获取车辆技术等级评定信息
。

1.开展服务质量信誉考核测评，
建立出租汽车经营者信用档案并
向社会公开信用记录，对失信主
体开展联合惩戒。2.依法及时处
理投诉举报。3.发挥行业协会自
律作用。

运输处

 40
  
 

省
交
通
运
输
厅

从事海
员外派
业务审
批

海洋船舶
船员服务
机构资质
证书

《对外劳
务合作管
理条例》
《中华人
民共和国
船员条例

》

交通运输
部直属海

事局
√

将审批时限由20个工作日压减至
15个工作日。

1.开展“双随机、一公开”监
管，发现违法违规行为的要依法
查处并公开结果。2.加强信用监
管，向社会公布有关企业信用记
录，对失信主体开展联合惩戒。
3.依法及时处理投诉举报。

港航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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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取
消审批

审批
改为
备案

实行
告知
承诺

优化
审批
服务

审批层级
和部门

改革方式

具体改革举措 加强事中事后措施
责任
处室

改革
事项

序号
省级
主管
部门

许可证件
名称

设定依据

41

省
交
通
运
输
厅

铁路运
输基础
设备生
产企业
审批

铁路运输
基础设备
生产企业
许可证

《铁路安
全管理条

例》

国家铁路
局

√
不再要求申请人提供产品认证证
明等材料。

1.开展“双随机、一公开”监
管，发现违法违规行为的要依法
查处并公开结果。2.加强信用监
管，向社会公布铁路运输基础设
备生产企业信用状况，对失信主
体开展联合惩戒。

铁路
专线办

 42
 
 

省
交
通
运
输
厅

铁路机
车车辆
设计、
制造、
维修或
进口许
可

铁路机车
车辆型号
合格证、
铁路机车
车辆制造
许可证、
铁路机车
车辆维修
许可证、
铁路机车
车辆进口
许可证

《铁路安
全管理条

例》

国家铁路
局

√

1.不再要求申请人提供营业执照
副本等材料。2.按产品型号，将
维修许可证有效期分别延长至5
年、8年、10年。

1.开展“双随机、一公开”监
管，发现违法违规行为的要依法
查处并公开结果。2.加强信用监
管，向社会公布铁路机车车辆设
计、制造、维修和进口企业信用
状况，对失信主体开展联合惩戒
。

铁路
专线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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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取
消审批

审批
改为
备案

实行
告知
承诺

优化
审批
服务

审批层级
和部门

改革方式

具体改革举措 加强事中事后措施
责任
处室

改革
事项

序号
省级
主管
部门

许可证件
名称

设定依据

43

省
交
通
运
输
厅

铁路运
输企业
准入许
可

铁路运输
许可证

《国务院
对确需保
留的行政
审批项目
设定行政
许可的决

定》

国家铁路
局

√
不再要求申请人提供营业执照副
本等材料。

1.开展“双随机、一公开”监
管，发现违法违规行为的要依法
查处并公开结果。2.加强信用监
管，向社会公布铁路运输企业信
用状况，对失信主体开展联合惩
戒。

铁路
专线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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