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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 要: 中小城市的公共交通发展受到不同于大城市的诸多影响和限制。通过对中小城市空间发展和历史背景因素的

分析, 发现城市空间狭小、旧城改造困难是公交发展的主要障碍。针对不同小城市居民出行特征的调查研究, 总结出公交

线路不平衡, 出行距离短是不选择公交的其他主要因素。研究线路长度、站距等参数对出行选择行为的吸引力, 针对存在

的问题, 着重分析提高中小城市居民出行选择公交比例的原则和方法。从线网空间布局、城乡公交接驳、场站设置等方面

提出规划原则和改进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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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 t: Th e developm ent of pub lic transportation in sm all andm edium sized cit ies is affected and lim ited bym any factors th at are d ifferent from

b ig cit ies. Th rough analys is on spatialdevelopm ent and h istorical background of these cities, itw as found th atm ain obstacles to developm entw ere lim ited

space and d ifficult ies in old cities trans form ation. A im ing at the characterist ics of household travel in d ifferen t sm all cities, itw as conclud ed that th e un-

balanced bus l ine and short travel d istance w ere th e otherm a jor factors for peop le not choosing pub lic transportation. M eanwh ile, th e attract ion of lin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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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城市快速发展和机动化加强的背景下, 中小

城市与大城市一样面临着来自交通拥堵与环境恶化

的压力, 优先发展公共交通已经成为大多数城市的

共识。但究竟该如何发展公共交通, 即如何落实

�公交优先� 的政策, 对中小城市来说, 是一个新

的命题。因为中小城市的发展背景与客观条件和大

城市有着巨大的差异, 如果照搬大城市的发展模

式, 则对于中小城市效果甚微, 甚至可能导致投资

的巨大浪费。若科学合理的发展公共交通, 必须掌

握中小城市发展背景和条件, 深入理解中小城镇居

民的出行特征。

高邮市是扬州下属县级市, 位于淮河下游的苏

中下河平原, 紧邻高邮湖, 市域和主城区内河道纵

横, 有明显的水乡特色。辖区内高邮市主城区人口

接近 20万人, 规划至 2020年人口达 30万。高邮

市是江苏首批历史文化名城, 市区内文化旅游景点

众多, 文物古迹在市区内遍布。对外运输条件较为

便利, 京沪高速公路和京杭大运河分别从城市东西

两端经过。城市的公共交通建设不仅对城市的交通

发展有重要的意义, 也对城市空间引导、各项产业

与旅游资源的合理开发均有重要的意义
[ 1- 5]
。

1� 中小城市公共交通发展背景以及公共交通发展

的制约因素分析

1�1� 中小城市空间布局特征
中小城市一般呈团块状布局, 用地狭小紧凑。

在受到地形地物限制时, 可能呈组团布局。因此公

交线路延展布局有一定的困难。工业、居住、其他

用地混合程度较大城市明显。该特征直接影响公交

线路规划布局。

高邮市城区规模不大, 现有面积约 16km
2
, 规

划面积为 32km
2
, 总体可以分为老城区和新城区两

大部分, 其中老城区现有人口约 10万人, 面积占

建成区面积三分之一。城市以盐河划分为三个明显

的组团。规划区南北向约 9km长, 东西向约 6km

长, 城市空间受限于高邮湖和京沪高速公路之间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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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地带。

1�2� 历史背景特征
除少数情况外, 一般中小城市有一定的历史背

景因素, 因此不可避免的会有老城区的存在, 老城

区大多设施落后, 街道狭窄, 存在一定的历史文物

古迹, 改造和拆迁均有一定难度。人口基数小、城

市面积小导致很多线路乘坐率低, 公交效益很难得

到充分地发挥。

城市的布局会受到对外交通线路的明显影响,

常常出现过境公路随城市扩大逐步外迁的情况。这

种外迁后遗留在城区内部或边缘的老路, 往往是不

同性质车流混杂的地带。

高邮城区内有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两处、省级

文物保护点多处。加上历史文物街区的修复和保护

规划, 老城区内旅游和商业需求前景规模颇大
[ 6- 9]
。

1�3� 道路设施特征
由于缺乏合理的规划以及规划连续性不能保

证, 很多中小城市老城区道路设施落后陈旧, 小街

小巷多、断头路多, 而新城区往往道路过于宽阔。

公交停靠站间距较大, 造成 �老城区公交进不去、

新城区公交停不下 � 的局面。此外, 公交保养场、

首末站基本没有明确的用地规划, 这些情况均会造

成局部地段的拥堵和秩序混乱。

此外, 受过境公路变迁的影响, 城区圈层式发

展痕迹明显。许多原有公路成为城市道路, 这类道

路设施落后, 缺乏人行道、排水以及管线等设施,

公交停靠设施简陋。

1�4� 居民出行特征
中小城市由于城市空间小, 居民出行规律与大

城市有较大差异。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

( 1) 出行距离较短, 平均出行距离一般不足

2�5km。
( 2) 以步行、自行车、电动或燃油助力车、

摩托车为主, 一般前几类出行量总和常常占到总出

行的 70%以上。其中摩托车、助力车比例占绝对

优势。

( 3) 由于工作与居住距离近, 午间回程出行

高峰明显。周边村镇入城出行占比例很突出。

( 4) 表 1中体现出各个中小城市公交比例明

显偏低的情况。

( 5) 农村客运需求增长与城市管理的矛盾。

随居民生活水平提高以及新农村建设步伐加快, 消

费、旅游、看病等生活性出行大大增加, 全国各地

表 1� 不同中小城市居民出行方式比较 (% )

Tab�1 C omparison on the w ay of resid ent travel

in differen tm ed ium and sm all cit ies (% )

出行方式比例 步行
自行车

电动车
公交 出租

摩

托

车

单位车

与私人

小汽车

其他

高邮 ( 2007年 ) 17�94 62�93 2�06 0�84 11�41 2�85 1�99

兰溪 ( 2003年 ) 43�64 31�42 7�74 � 7�41 � 9�79

佛山 ( 2004年 ) 27�91 20�07 3�94 � 39�93 � 8�15

中山小榄镇 ( 2002年 ) 20�33 13�95 0�6 0�51 59�4 3�86 1�35

农村公交发展均较快, 农村公交线路数量大大增

加。为防止农村公交干扰城市交通以及对城区公交

发展带来不利影响, 很多地方对农村进入城区做出

了限制。客观上农村公交与城市公交在线路设置和

客源争夺上存在恶性竞争的状况。摩托车、小巴士

等私人交通运输方式与公共交通争夺客源的情况也

比较普遍。行政体制的分隔是导致城市公交与农村

客运运营管理的主要障碍。

2� 高邮市公共交通发展现状

2�1� 高邮城市公共交通概况
目前高邮市城区公交车辆总体规模 30标台 (不

含农村公交 ) , 万人拥有公交车水平 1�6标台, 与规

范要求有较大差距。现有城区公交线路 6条, 公交

线路总长度约 45�84km, 城市公交年客运量约 260

万人次, 城乡公交线路 10条。但主城区内总的公交

出行比例仅有 2%。公交发展状况比较滞后。

2�2� 公交线路以及设施设置状况
( 1) 线网规模不足, 布局急需优化。建成区

公交线路总长度约 29�84km, 线网呈单中心放射状
布局, 公交线网密度较低, 仅 1�51 km /km

2
, 与规

范推荐的 2~ 2�5 km /km
2
存在较大的差距。此外,

公交线路在市区主要道路上重复度过高, 而其他道

路上分配过少也是公交体系的主要缺陷。

( 2) 停靠站与场站落后。基本以直接式为主,

很少有港湾式, 站台基本无风雨蓬等设施, 城区停

靠站间距多在 500m以上。缺乏正规完善的大型保

养场。

2�3� 问卷调查的问题总结
公交总体服务水平较低, 与乘客需求严重背

离, 由于车辆配置不足, 高峰期各个线路发车间隔

大, 乘客等车时间长, 公交服务水平不高。使得现

有公共交通这一高乘载率的交通方式在城市居民出

行中的比例过低, 仅仅有 2%。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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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显示, 约有 90% 的人表示若条件合适会

�经常性 � 地乘坐公交。目前乘客对高邮公交不满

意率约占 75% , 仅有 25%左右的人满意或比较满

意公交的服务水平。对公交不满意原因调查分析如

图 1所示, 在图 1中显示的公交不满意约 70%的

原因归结于等车时间长、到站步行时间长和转车不

方便。这表明高邮市公交车数量少, 站点稀疏和网

络合理性差成为公交发展的主要瓶颈。

图 1� 公交不满意原因调查分析
Fig�1 Analysis of the reason s of pub lic transport d issat isfact ion

高邮现有农村中巴车 (简称 �农巴 �) 线路

13条, 与市区公交竞争激烈, 农巴属于交通局管

理, 原则上农巴不能进入市区, 但近年来随着政策

的灵活性实施, 农巴与城市公交重合线路很多, 但

农巴运营线路更长, 因此城市公交竞争力下降。此

外农巴常常不按规定线路行驶、停靠, 甚至出现城

市公交站牌屡屡被拔的事件。

高邮居民出行 OD空间分布特征如图 2所示,

从大区 OD分布来看, 高邮城区交通出行总体呈现

网格均匀分布。在老城与其他片区出行 OD中, 老

城与东部新城区联系最强, 这主要是因为东部新城

的开发已进入中期, 大量居住小区修建完成, 而东

部片区的生活配套及就业岗位更依赖于以旧城区为

主的西部片区, 出行交换量较大。南北两端工业园

区以工业为主, 居住较少, 与外界联系水平相对较

低; 预测远景年, 南北向联系将趋向增强, 出行距

离与次数将增加, 总体出行向网格化发展。

3� 中小城市公交规划的原则与思路
3�1� 公交发展的原则
由于前述的原因, 中小城市公交普遍存在出行

使用率低、线网不完整、车辆保有量低、恶性竞争

等情况, 中小城市公交要得到充分发展, 必须牢牢

把握以下几个原则:

( 1) 增强公交对城市居民的吸引力是出发点。

以中小城市特征为出发点增强吸引力, 可以通过增

图 2� 高邮居民高峰小时出行预测分布图
Fig�2 Forecasted trips-distribu tion of res ident

t ravel at peak-hour in Gaoyou city

加公交车舒适度, 准时性, 减少车外候车时间等手

段实现。

( 2) 梳理公交线网是规划的着眼点。由于城

区空间小, 中小城市公交线网可以突破传统对大城

市设置的指标 (如站距, 线路重复系数, 线路长

度等 )。

( 3) 将城区与周围乡镇、城际公交统筹考虑, 并

能引导新区建设和旧城的改造。根据城市建设的实际情

况, 对新城和旧城区实行差别化的配置公交设施。

( 4) 公交规划注重与城市特色结合, 如旅游

以及景观等。

3�2� 公交线网布设要点
( 1) 结合骨架道路设置公共交通骨架网络。

( 2) 将减少步行和候车时间做为重要的规划

依据。

( 3) 采用小型巴士等可以进入窄街道的新型

车辆做为消除老城区内公交出行盲点的手段。

( 4) 注重公交线网与综合交通枢纽的有效合

理衔接。

4� 高邮市公交线网规划的核心策略

4�1� 改变线网的空间结构
高邮市传统的放射型线网已经不能适应高邮城

市组团空间发展的要求。根据规划的道路网, 最佳

适应模式为方格网式的公交线网。规划构建 �干

线 +支线 + 旅游 � 三个层次的公交线路网络。公
交线网密度由现在的 1�5km /km

2
达到 2�5~ 3 k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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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m
2
。

4�2� 运营线路的布设改进
为解决中小城市运营线路过短的问题, 提出三

项有针对性的要求:

( 1) 主要干线设置 4~ 6条, 可根据客流走廊

设置, 适当延长起、终点至周边镇。

( 2) 次要线路可以迂回设置, 非直线系数可

以大于 2�0。
( 3) 在老城区适当缩短站距。通常公交在市

区内站距为 500m左右, 根据高邮市市情, 公交站

距在旧城区可以缩短至 300m左右, 局部地区甚至

可以低至 200m。新城区建议在 400m左右, 开发

区建议在 500m左右。

4�3� 构建符合旅游城市的公交模式
高邮主要旅游景点分布在老城区内, 而老城区

用地不足, 拆迁与文物保护矛盾突出, 停车极其困

难, 为避免近年来日益突出的自驾游给老城区带来

的额外交通问题, 发展旅游公交是必由之路。规划

衔接高邮主要旅游景点、交通枢纽、宾馆、商业中

心的城市旅游公交线路三条; 在旅游公交线路设置

上, 除了满足景点设置要求外, 应注重与城市对外

停车场和旅游中心的衔接。

4�4� 合理协调农村公交与城市公交矛盾
城乡客运一体化的开展, 使得农村客运与城市

客运可更好对接, 但在技术上应注重合理换乘点设

置。采用农巴终点站搭接公交干线与枢纽的策略,

该策略是指将农村公交客流与城区公交客流以恰当

形式组合, 避免相互争夺客源或公交资源浪费, 同

时也保证乘客换乘次数最低的技术手段。采用

�满足搭接长度� 的约束条件。所谓 �搭接 � 是指

农巴线路与市区外缘道路有一定的搭接长度。即各

个方向进入市区的线路利用外部环线或道路从边缘

经过, 首末站设置于城区的另一侧, 沿途农巴线路

与市区道路交叉处设置换乘枢纽站。这样可以保证

一次换乘到达城区各个地点, 如图 3所示。

4�5� 发展特色公交
高邮城市规模小, 老城区街道较窄, 且旅游将

成为城市的主要发展项目, 具有特色公共交通完全

可以成为城市的名片之一。

( 1) 在主城区可适当采用小型中巴车, 车型

运用新型车辆, 载客在 20人以下。

( 2) 打造特色水上巴士, 符合高邮河汊纵横

的水乡特色。

图 3� 农村公交与城市公交搭接换乘模式
Fig�3 Tran sfer and jo intm ode of city-bus and rura-lbu s

( 3) 设置特色的公交站台, 符合古城特色。

5� 结束语
高邮城市公交发展与国内大部分中小城市面临

同样的问题。研究认为, 中小城市公交规划的要点

应集中于提高公交的吸引力, 而提高吸引力的要点

是提高便捷和舒适性。至于快捷性需求, 则相对较

弱。规划应当尽力结合城市的特色和居民方式, 灵

活处理公交线路、班次、车型以及收费等方式。总

之, 中小城市公交发展具有极为广阔和灵活的空间

可以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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