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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公共交通随城市而生，是组织城市运行的基本保障之一。广义城市公共交通包括各类面向公众、按约定价

格及质量提供服务的客运方式，从大运量、高效能的现代城市轨道交通，到提供个性化服务的出租汽车，再到依托

现代信息技术动态响应需求并集约组织服务的客运新模式。公共汽电车交通因其网络的普及性与覆盖度、服务的开

放性与普惠性一直是城市公共服务的基本构成。作为支持城市正常运行的综合交通体系的核心系统，公共汽电车交

通因获得服务的出行者、提供服务的营运方、配置资源的决策者在利益认知及诉求上的差异、冲突乃至三方关系的

设计始终是城市交通规划、建设、治理诸多方面极具挑战的焦点。

由于城市交通基础设施状况变化与载运工具及其系统运行管控技术进步，城市公共交通系统的构成愈加复杂，

公共汽电车交通的功能定位、服务目标甚至系统模式也在不同城市、不同阶段、不同场景下迥然不同。早期的城市

公共交通与水、电、煤一起纳入城市公用事业，是城市居民出行有限选择的稳定供给，为通勤、通学等城市活动提

供基本的流通保障。20世纪90年代之前公共汽电车交通是中国各城市除自行车以外几乎唯一的机动化交通工具，当

时公共交通在出行中的高分担率并不等同于城市交通集约、绿色、低碳理想目标的达成。当经济高速发展伴随城镇

化、机动化水平迅速提升，特别是小汽车进入家庭、城市轨道交通进入超(特)大城市，公共汽电车交通面对诸多竞

争，除继续保持价格优惠与覆盖优势，其传统的定线、定站、定时服务模式，在服务水平特别是速度与可靠性方

面，在中长距离出行中很难与小汽车和城市轨道交通竞争，在短距离出行中很难与电动自行车及共享单车竞争。小

汽车拥有量与使用量的增加加剧道路交通拥堵，由此导致公共汽电车服务水平进一步下降。1995年，《北京宣言：

中国城市交通发展战略》提出八项行动，包括改革城市交通运输行政管理体制、制定发展大运量公共交通的战略、

改革公共交通管理和经营。进入21世纪，国家层面确定了城市公共交通优先发展的目标与策略，制定了一系列增加

公共汽电车运能、扩建公共汽电车场站、提升车辆清洁化与舒适性、道路通行优先以及公共资金投入保障等资源优

先配置政策，特别是公交都市创建行动，为城市公共汽电车交通系统的扩展提质与多模式公共交通体系的形成优化

注入强大推力。2005—2015年是中国城市公共交通发展的黄金时期，公共汽电车交通运力、运能、运量都呈增长态

势，城市轨道交通在超(特)大城市成网、进入从公共交通系统骨干到成为公共交通系统主体的阶段。

公共交通优先发展虽然是中国城市交通发展的共同愿景与主基调，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公共交通特别是

公共汽电车交通只是城市居民出行的诸多选择之一。在城市交通方式多元竞争阶段，服务水平与可获得性是决定居

民出行是否选择公共汽电车的主要因素，同时还有许多未知要素诸如可靠性、时间价值、支付能力、身份认知等。

尽管城镇化、人口红利、政府补贴之下的低票价使小汽车进入家庭之后公共汽电车交通客运量与设施规模扩张仍保

持了同步增长趋势，但在各类共享交通、城市轨道交通线网规模持续增长的多重挤压之下，公共汽电车交通颓势尽

显：投入持续增长、客流持续下降，几乎所有城市均出现运营亏损、部分城市难以承受大额补贴，公共汽电车沦为

居民出行在没有选择情景下的末位选择。

未来公共交通发展是S形曲线还是凸曲线？坚持数年的城市公共交通优先发展战略、公交都市建设，其预期的

目标究竟是什么？面对变动的出行需求和携信息技术优势的新玩家，延续公共汽电车定线、定站、定间隔的供给模

式与低廉的票价这种传统路径还能走多远？数字化转型与移动互联等一系列科技的普及，对于百年历史的公共汽电

车交通(以下简称“百年公交”)而言，是浴火重生的机遇还是如柯达一样因数码技术诞生而消亡的起点？显然，百

年公交走到了“生存还是毁灭”(to be or not to be)的转折点。如何成为有竞争力且被优先选择的方式、成为有效率

且具有可持续性的客运供给模式，是公共汽电车交通在多样化出行选择情景下必须面对的挑战。

然而，无论是公共汽电车曾经的辉煌还是当下的没落，无论其为城市公共交通的主体还是基础，公共汽电车交

通作为城市基本公共服务的性质始终没有改变，这是任何其他交通方式、运输模式都无法替代的基本服务，体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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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的人本关怀与公平正义。公共汽电车交通既是客流充裕情况下集约运输、缓解拥堵、绿色低碳的标志，更是不

同区域所有居民基本出行权、城市交通设施使用权与服务公平性的体现，同时承担着保障基本服务能力和提升城市

运行效率的功能定位。我们期望公共交通因高效利用资源而更具竞争力，更要认可其因廉价与覆盖性而成为城市运

行的底线服务保障。

城市公共交通进入了一个功能定位与运输模式更加多元、与各种交通方式竞合更具弹性的时代。清洁化、信息

化、智慧化同样可以使得百年公交脱胎换骨，更加易得、便利、可靠、高效。移动即服务，公共交通是产品更是商

品，如果公共汽电车不只是底线保障和末位选择，就需要以谦卑之心理解客户需求，创造除低廉票价之外还具备特

质的服务产品：面向需要准时打卡的上班族、需要安全保障的小学生、期望自主移动的年长者与行动不便者、需要

便利到达的外来客……

因此，仍然要坚定公共交通优先发展和持续投入的路径，既要设计高效、快速、可靠的服务产品，提供面对小

汽车与城市轨道交通仍然具有竞争力的高品质公共汽电车交通服务；也要坚持便利、普惠、有保障度的服务覆盖，

即使面对共享单车甚至共享电动汽车仍然具有不可替代性。基本服务保障和有竞争力的服务提供或许是不同目标定

位与策略路径，但都可能是不同城市在不同阶段的理性选择，均是城市政府的基本责任。更期望不同城市对高品质

服务与基本服务的兼顾，从有到优提供全域全时、稳定灵活的服务，创造公共交通新的服务模式及系统，提升公共

交通服务水平与吸引力。还应该注意到，坚持公共交通的公益性不等于可忽视市场规律，因为依赖低票价不足以维

持公共汽电车客流基本面，依赖公共财政补贴也不足以维持公共汽电车企业生存发展。城市公共汽电车在保障基本

出行服务的同时，应该更加主动地拥抱新技术，针对不同区域、人群、出行目的设计产品，通过清洁能源、自动驾

驶、灵活编组、精准预报等，面向服务进行营运规划深耕，而不是固守既有模式，这需要管理规制与调度技术的协

同创新。

面向一个近乎完全开放的市场，在客运方式不断丰富、信息平台成为获取服务的主要渠道且技术不断进阶的环

境下，传统的规划范式、营运模式和管理方式无法适应多元市场竞争的要求。值得庆幸的是，公共汽电车不仅已具

备变革的技术能力，许多城市也已形成了支持公共汽电车新服务和整合的基础设施环境：移动支付、用户端信息、

车站信息发布等。本期专题聚焦公共汽电车交通，关注公共汽电车服务人群及特征、使用习惯与选择心理；公共交

通复杂网络、多元竞合中的线网优化与运输组织；低密度地区有质量、有效率的公共汽电车服务设计；公共交通信

息化支持、智慧赋能的效益提升与前景；政府、企业、乘客的合作治理，特别是出行即服务(Mobility as a Service,

MaaS)和“双碳”大概念下平台企业的作用等。这些研究通过空间、时间、功能把脉公共交通，探索公共交通由

“量”向“质”、由设施向服务的转变路径，寻求精准定位、创新服务、便利可达、时间可控、老幼乐乘的可持续发

展之路，不仅具有价值，并且需要持续。

无论是城市运行效率保障还是公共服务提供，公共交通始终是城市客运服务最重要的部分，由此形成的出行便

利性成为城市重要的吸引力与品质体现。只有坚定目标、认识规律，才能面向不确定的未来，变革并持续优化城市

公共交通服务，建立既能提供基本公共服务保障又能创造出不依赖小汽车的城市交通运行常态，并且成为城市与交

通“双碳”发展的解决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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