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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城市公共交通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李沛霖

摘　要：自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国近代城市史研究趋向繁盛，其中近代城市公共交通研究

取得重要进展，并形成近代城市人畜力公共交通、近代城市机械化公共交通、近代公共交

通与城市社会变迁等热点专题领域。然迄今尚无专文梳理相关学术史。既如此，对该域

研究的学术源流、发展现状加以爬梳总结，兼论阙失而展望未来，不仅可为学界添枝加叶，
亦有裨于中国城市公共交通史和近代城市史研究的学术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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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是一个坐落在有限空间地区内的各种经济市场———住房、劳动力、土地、运输等

等———相互交 织 在 一 起 的 网 状 系 统①。作 为 城 市 网 状 系 统 沟 通 的 核 心———公 共 交 通

（Ｐｕｂｌｉｃ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ａｔｉｏｎ）是指城市内为方便公众出行所营运的客运交通，是城市交通的重

要组成部分，包括 公 共 汽 车、有 轨 电 车、无 轨 电 车、地 下 铁 道 和 出 租 汽 车 等 城 市 客 运 系

统②。历史证明，公共交通不仅为乘客提供交通运输服务，维系着城市功能的正常运转，
也是城市社会和经济赖以生存、发展的基础，在国 民 经 济 发 展 中 占 有 重 要 地 位③。自２０
世纪９０年代始，一批关乎我国近代城市史并具有较高水平的论著逐次展现④，进而愈来

愈多的学者对近代城市公共交通发生兴趣并从各个角度参与研究。然迄止现时，并无专

文评介中国近代公共交通研究取得的成效，而一些成果陈陈相因，亦未能开拓领域。鉴于

此，本文拟梳理总结该域学术现状，兼论其阙失之处进而展望未来，俾期对学术发展有所

裨益。囿于篇幅和所知，笔者不能将海内外相关成果无一挂漏逐一评介，遗珠失玉之憾，
尚祈方家补阙。

一、近代城市人畜力公共交通的研究

１９４９年共和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前，中国近代城市史的研究几陷于停滞。嗣后“随我

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蓬勃发展，城市研究、城市科学在国内理所当然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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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Ｊ．巴顿．城市经济学———理论和政策．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４：１４．
《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委会．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二版：第３卷．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２００９：４７６－４７７．
刘波，钱镤，袁利平．城市公共交通管理．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２００７：１．
相关城市史研究的前驱之作，可参见：张仲礼．近代上海城市研 究．上 海：上 海 人 民 出 版 社，１９９０；隗 瀛 涛．近 代 重
庆城市研究．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１；罗澍 伟．近 代 天 津 城 市 史．北 京：中 国 社 会 科 学 出 版 社，１９９３；皮 明 庥．
近代武汉城市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３．另，代表性论文参见 刘 海 岩．近 代 中 国 城 市 史 研 究 的 回 顾 与
展望．历史研究，１９９２，（３）；皮明庥．城市史研究略论．历史研究，１９９２，（３）；何一民．中国近代城 市 史 研 究 述 评．中
华文化论坛，２０００，（１）；吴良镛．中国城市史研究的几个问题．城市发 展 研 究，２００６，（２）；熊 月 之，张 生．中 国 城 市
史研究综述（１９８６－２００６）．史林，２００８，（１）；戴一峰．城市史研 究 的 两 种 视 野：内 向 性 与 外 向 性．学 术 月 刊，２００９，
（１０）；毛曦．中国城市史研究：源流、现状与前景．社会科学，２０１１，（１）；朱士 光．关 于 中 国 城 市 史 研 究 的 几 个 问 题
之管见．江汉论坛，２０１２，（１）．值得指出的是，亦有研究者通过美、日学界对中国近代城市史的研究做出一定程度
的回顾和梳理，参见水羽信男．日本的中国近代城市史研究．历史研究，２００４，（６）；卢 汉 超．美 国 的 中 国 城 市 史 研
究．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８，（１）．囿于篇幅，关涉中国各城市编志机构主撰的交通史专著和公共
交通类志书，则不再胪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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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盛起来”①。即伴随中国近代城市史研究的方兴未艾，进 一 步 形 成 对 城 市 公 共 交 通 的 初 步 探 索。由

此，近代城市公共交通的重要工具———人力车及其车夫群体，成为学界研究的起步对象。
其一，人力车业的运营和车夫群体研究。王印焕首先指出，民国时期人力车虽对城镇的交通运输发

挥重大作用，但人力车夫作为农民进入城市的职业流向，其工作生活方式极为艰困。在人力车退出历史

舞台的过程中，车夫又因就业机会少而成为时代变革的障碍与受害者。走向革命，可以说是他们在被逼

无奈下的必然选择②。严昌洪则认为，人力车夫作为近代人数众多的新的城市下层社会职业群体，具有

素质低和流动性、分散性强等特点，并初步形成同行意识、同乡意识和穷人意识等群体意识③。亦有论

者以现代交通工具不发达、城市面积扩张和人口增加、工农业衰败提供车夫来源及城市街道狭窄等因

素，探究人力车在近代中国出现的原因④。不啻如此，关涉人力车与近代城市的联系，研究者颇为关注。
如孔祥成考察民国时期上海人力车夫群体的构成及生存状况，通过社会各界的评价分析，反思该业发展

的历史宿命⑤。罗国辉则对近代上海人力车夫群体的生存实态、形象和文化展开探析⑥。杨齐福以其时

沪宁杭城市化发展为基点，以底层视角反映人力车夫的群体状况，通过折射其整体形象凸现城市苦力的

边缘场景⑦。邱国盛进一步指出人力车对近代上海城市公共交通发展做出推动，并在机械化交通工具

引入后仍扮演重要角色，虽人力交通工具的废除是历史必然，但在近代上海独特的社会背景下，人力车

被取代终将是一个艰难曲折的过程⑧；并对民国时期北京人力车夫的收支状况、生存状态等深入研证⑨。
斯特兰德亦以人力车为主线，重点探讨１９２０年代北京的城市底层生活及社会关系，认为人力车及车夫

受到的关注，主要是基于它在近代中国城市中的广泛瑏瑠。韩鹏则具体分析民国天津人力车业的经营特

点、行业变迁及同业公会的发展态势瑏瑡。而郑忠等从城市边缘人视角，探索民国时期南京人力车夫群体

的形成与发展过程瑏瑢，进而有学者探寻１９３０年代南京人力车生存状况瑏瑣。张致森从来源构成、工作生

活、婚姻家庭等方面管窥其时成都的人力车夫群体及其最终归宿瑏瑤。另有论者对近代广州、西安、青岛

和安徽、江浙等城市或地区的人力车业运营和车夫生存状态等领域展开不同程度的研讨瑏瑥。
其二，人力车业的救助和管理研究。譬如严昌洪认为，民国时期人力车夫群体具有生存资源匮乏、

生存状态恶劣、生存地位边缘化、生存心理脆弱等弱势群体特征。由此，政府和社会采取多种方式救济

人力车夫，其间，救济方式出现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趋势瑏瑦。马陵合则通过剖析近代上海公共租界工部

局对人力车制度的“改良”和指导车夫的“自助”，从中揭示城市下层民众的边缘特性和中国近代城市化

的痼疾和畸形瑏瑧；继而指出，其时华、租界当局及车夫群体均参与到人力车夫的救助中。但城市发展水

平的制约、特定的利益格局及扭曲的城乡关系，使对车夫的救济无法找到根治问题的对策。政策的游移

与歧异，一定程度上决定对其救助仅能流于形式瑏瑨，从而弱势群体的救助，需要政府干预和管理。然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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氏进一步指出，民国时期人力车夫骤增，带来流动人口、社会治安、交通秩序等一系列社会问题。政府和

租界当局为缓解车夫带来社会问题的压力对其加以管理，并在取缔过程中施以各种救济。但因管理主

体与被管理者的对立，产生负面效应进而导致对抗。当局取缔人力车的举措，终因在解决失业车夫出路

和解决城市交通替代问题上缺乏可行的制度安排，遭到广大车夫及社会各界的抵制而最终失败①。而

对１９４５－１９４９年汉口人力车业的管理，汤蕾则认为当地政府、人力车业职业工会和同业公会、人力车商

在管理地区的人力车夫上充当不同的管理角色，共同构筑一个多重管理的权力网络。但在此管理网络

控制下，车夫却形成自己生存之道：一是在争取权益的行动中异常团结，二是在斗争中共同采用“合法”
方案与野蛮手段。这一社会弱势群体屡屡改变政府的决策，则显示出不容忽视之力量②。亦有研究者

从制度、组织和精神等层面，探寻民国时期南京市政当局对人力车夫的控制和管理③。
其三，人力车业的纠纷和斗争研究。邱国盛通过检视近代人力车与城市公共交通的演变关系，认为

尽管人力车的某些优势使它在近代中国城市机械化公共交通出现后仍具存在价值，但从它与电车、公共

汽车间持续的冲突和复杂关系中又可看到，近代中国交通的早期现代化同整个城市的早期现代化一样，
注定要经历一个艰难、曲折的特殊历程④。王印焕进一步以近代化过程中交通工具的矛盾视域，对城市

新旧两种交通工具（电车、人力车）展开深度解析，并认为机械化取代人畜力工具成为历史必然⑤。刘敬

忠等则管窥民国时期北京电车与人力车矛盾冲突的根源，认为交通工具进步与车夫生计艰难并存的状

态下，缓解二者矛盾的关键是兼顾交通与民生。但此类矛盾实质上为社会问题，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这

一问题难以得到解决⑥。庄珊曼进而具体分析１９２９年北平人力车夫风潮的原因及其影响，认为民初电

车开行后即对人力车业产生冲击，从而使两者矛盾日益加深，这成为引发此次人力车夫风潮的重要原

因⑦。随之，何建国等以１９３４年上海公共租界当局规范人力车业和改善车夫生活的改革为出发点，指

出在人力车纠纷危机过程中，车商和承放人组成利益联盟与工部局博弈，最终将车夫利益绑架。而人力

车夫组织又是一个意 见 分 歧 的 共 同 体，从 而 使 车 夫 利 益 并 没 有 人 能 真 正 替 其 代 言⑧。邵 雍 进 一 步 对

１９３５年上海法租界人力车罢工事件进行考察，认为法租界公董局限令人力车夫登记、限制车夫人数并

拒绝与其交涉，成为车夫罢工的主要原因。虽此中人力车夫与车商的关系有利益冲突的一面，但双方更

多的是合作抵制法租界当局、共同维护人力车越来越边缘化的行业利益的一面⑨。
最明显的例证，近代城市人畜力公共交通的另一典型代表———马车业的研究则甚为寥寥，这在其与

近代城市化发展不相适的特征及逐渐被淘汰等史实方面得到印证。以笔者目力所及，仅有罗岗以马车

为个案分析，通过城市“游荡者”理论把“人的移动”与现代性问题结合，管窥开埠以来上海城市化进程的

语境中，“性别移动”和城市流动空间形成间的复杂关系瑏瑠。还有论者则对近代城市马车业展开史话性

的追忆和描叙瑏瑡。具如上述，关乎中国近代城市人畜力公共交通的研究成果，已开此域之先声。在这其

中，成果多集中于人力车业和车夫群体的研究，资料详实、考订细密，具有一定的启迪意义。颇具深意的

是，这在折射学界研究态势的同时，也从侧面映射出中国近代城市化进程的曲折和艰巨。

二、近代城市机械化公共交通的研究

近代以降，“现代交 通 运 输 事 业 发 展 越 来 越 快，成 本 越 来 越 低 廉，这 些 条 件 都 促 进 了 大 城 市 的 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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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昌洪．马路上的对抗———民国时期人力车夫管理问题透视．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０，（２）．
汤蕾．多重权力网络下的近代中国人力车夫———以１９４５－１９４９年的汉口人力车夫为中心．武汉：华中师范大学，２００６．
王洋．民国南京人力车夫的控制问题研究．江苏教育学院学报（社会科学），２０１３，（１）．
邱国盛．人力车与近代城市公共交通的演变．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２００４，（４）．
王印焕．交通近代化过程中人力车与电车的矛盾分析．史学月刊，２００３，（４）．
刘敬忠，李玉梅．民国初期北京电车与人力车的矛盾．兰台世界，２０１１，（１１）．
庄珊曼．１９２９年北平人力车夫风潮研究．北京：首都师范大学，２００７．
何建国，谢永栋．近代城市发展中的规范与危机：１９３４年上海人力车纠纷探析．兰州学刊，２０１１，（２）．
邵雍．１９３５年上海法租界人力车夫罢工初探．社会科学，２００９，（１）．
罗岗．性别移动与上海流动空间的建构———从《海上花列传》中的“马车”谈开去．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３，（１）．
参见魏励勇．在我国公共交通史上昙花一现的马车铁道．上海汽车，１９９７，（８）；张欣悦．沈阳的马车铁道．兰台世界，１９９９，（３）；蔡惠林．老
苏州的马车业．江苏地方志，２００３，（６）；彭维堂．兰州过去的马车．档案，２００７，（２）；何大明．老苏州马车行．江苏地方志，２０１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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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①。“由此，伴随中国近代城市区域扩张、移民增加，人口流动则日益频密，从而导致人们出行距离逐

步超出可使用非机动交通方式的范围，交通需求迅速增长，（机动）公共交通成为多数人必选的交通方

式。”②即传统的人畜力工具显然难以适应近代市民长距离的交通需求，其对迅捷、运量大的机械化公共

交通的“派生需求”③应运而生。
其一，近代中国中心城市的研究。作为北洋政府时期全国政治、文化中心———北京，对其相关研究

逐步展现。如艾琦认为，城市人口增长、落后的交通设施难以适应都市交通的需要，是导致北洋政府创

设官商合办的北京电车公司之根本原因④。嗣后，李玉梅以民国时期北京电车公司为个案，重点探讨公

司的创办过程、经营状况、职工生活和劳动条件，分析该公司在城市公共交通近代化过程中的作用及其

缓慢发展的原因，从中透视北京城市交通近代化的艰难历程⑤，并据此刊发若干研究成果⑥。亦有学者

对此期北京电车缓慢发展和发生火灾的原因展开简述⑦。刘鹏进一步论及近代北京电车、公共汽车的

运行线路、车辆维修、运营车辆和班车时刻等发展情事⑧。李志红则具体分析民国北京城市公共汽车业

的三种经营组织形式———市营、电车公司兼营、公司制，并剖析其经营困难的原因：北京城市发展迟缓导

致公共交通系统滞后，而政府经营公共事业模式的弊端又导致汽车业无法得到足够资金支持⑨。相形

之下，相关国民政府首都南京的研究也随之展现。如李建飞阐述民国时期南京的公共汽车、市内铁路和

出租汽车等发展概况瑏瑠。王桂荣亦对当时南京人的公共交通出行方式做出简论瑏瑡。嗣后，李沛霖切入抗

战前南京城市公共汽车业的运营模式，分析促进该业日增月长的三个动因：道路建设的推动、人口增长

的需求及《首都计划》的倡扬瑏瑢。邢利丽则对国民政府时期南京公共汽车的兴起背景、发展态势及经营

管理等做出探讨瑏瑣。另对被誉为抗战前“中国城市中最大的商办公共汽车公司”———江南汽车股份有限

公司，李沛霖则对其运营模式、发展原因和竞争博弈等情事做出考释瑏瑤。另有论者对近代南京市内铁路

的发展沿革和运营态势展开不同程度的研讨瑏瑥。
作为近代中国第一大城市———上海，相关研究亦持续呈现。如陈文彬指出，为保障以纳税人为主体

的公众利益，促进租界社会经济繁荣发展，近代上海租界创立公共交通专营制度。该制度对专营企业运

作中的权利和义务以及专营权的期限和终止做出规定。专营权的管理，体现出租界当局一系列现代城

市公共事业管理的新理念瑏瑦。刘椿在２０世纪初民间资本式微的情况下，检讨（华界）上海市公用局积极

介入区域公共交通建设及初步成效，通过其“公营为宜”主张引致商办企业对监管方式的争执，藉此管窥

上海的城市客运与官商管理模式变迁的内在联系瑏瑧。亦有研究者对发生在近代上海的罢工展开论证。
如沈海波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首次工人罢工、发生在上海英美烟厂抑或是法租界电车公司做出深入辨

析瑏瑨。而莫庆红则指出，１９３０年法租界电车公司大罢工胜利的重要经验，即为排除“左”倾路线和策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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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Ｅ．帕克，Ｅ．Ｎ．伯吉斯，Ｒ．Ｄ．麦肯齐．城市社会学．宋俊岭，郑也夫，译．北京：华夏出版社，１９８７：６９．
闫平，宋瑞．城市公共交通概论．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２０１１：１．
“派生需求”是指对生产要素的需求，意味着它是由对该要素参与生产的产品的需求派生出来的。参见阿弗里德·马歇尔．经济学
原理．刘生龙，译．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２０１４：３１５．
艾琦．北京第一家电车公司．中国档案，１９９８，（１２）．
李玉梅．民国时期北京电车公司研究．保定：河北大学，２０１２．
参见李玉梅，李玉环．老北京的电车工人．北京档案，２０１１，（７）；民国时期北京电车工人罢工风潮．兰台世界，２０１３，（１９）；北京电车公
司档案拾零．兰台世界，２０１３，（３１）；老北京电车公司章程制定始末．兰台世界，２０１４，（２５）．
参见王红．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畸形发展 的 缩 影————民 国 时 期 北 京 电 车 公 司 的 艰 难 历 程．北 京 宣 武 红 旗 业 余 大 学 学 报，２００９，
（３）；王晓芳．神秘的北京电车公司火灾．北京档案，２００５（５）．
刘鹏．老北京的电车和公共汽车．北京档案，２００５，（２）．
李志红．民国时期北京城市公共汽车事业研究（１９３５－１９４８）．北京：首都师范大学，２００８．
李建飞．民国时期的南京公共交通．南京史志，１９９７，（１）．
王桂荣．６０年多前南京人出行．江苏地方志，２００９，（６）．
李沛霖．城市公共汽车事业考辨———以抗战前“首都”南京为中心．历史教学，２０１１，（１８）．
邢利丽．国民政府时期南京城市公共汽车事业研究．合肥：安徽大学，２０１４．
李沛霖．１９３０年代中国公共交通之翘楚———江南汽车公司．档案与建设，２０１３，（１１）．
参见章丽廷．营运五十年的南京市内小火车．南京史志，１９８７，（２４）；晓 寒．南 京 市 内 小 火 车 忆 旧．档 案 与 建 设，１９９９，（７）；李 沛 霖．近
代中国市内铁路之先行：宁省铁路———京市铁路．档案与建设，２０１５，（６）．
陈文彬．近代上海租界公共交通专营制度述评．社会科学，２００８，（１）．
刘椿．２０世纪初上海城市客运业与官商互动模式的嬗变．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５，（５）．
沈海波．中共领导的第一次工人罢工———上海法租界电车工人罢工．党史研究与教学，１９９８，（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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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扰，制定符合实际的罢工策略及利用敌人间的矛盾、争取大量同盟者①。于道远等更关注１９４０年法

租界电车、公共汽车工人的大罢工，通过罢工爆发后汪伪政权令饬上海市社会运动指导委员会对劳资双

方调解斡旋的发展态势，管窥此次罢工的起因、经过及调解始末，力图从侧面反映汪伪政权与法租界当

局的微妙关系②。

其二，近代中国省会城市和陪都的研究。譬如艾智科剖析１９２９至１９３１年汉口公共汽车业的运营

与管理、运营权变化、调度与服务，并论及该业直面困惑及其与旧式交通工具的矛盾，通过公共汽车在城

市中的强势地位，探析其发展过程中隐喻的困难因素③。还有论者对１９２０年代末至新中国成立前武汉

公共汽车业的运营车辆、运行路线和乘车票制等做出概述④。李婧则考察民国时期杭州公共汽车业的

路线开设、运营管理和票制分析等诸多面向，认为公共汽车改变大众出行方式，为杭城旅游业的发展提

供全新条件，但该业发展亦有诸多障碍，如人力车与公共汽车的冲突，通常是汽车公司做出让步，由此新

旧交通工具之争成为制约杭城公共交通发展的重要因子⑤。杜乐秀着重阐述了１９２０年代成都市内公

共汽车的客运状况、发展特点和管理规定以及以防区为主的长途汽车客运状况，兼论汽车运输职工的遭

遇及他们为争取生存权利而进行的斗争⑥。另有研究者对同期成都公共汽车运营的道路状况、交通规

则和交通线路等展开简述⑦。余晓峰则进一步阐释近代成都城市道路的建设、公共交通管理体制的变

迁及其对公共汽车业的影响，同时探讨该业的经营状况及其对成都近代城市公共交通体系发展的作用

等问题⑧。

作为战时中国的陪都———重庆，相关研究亦随之展开。例如薛圣坤结合新中国成立前重庆公共汽

车业的发展轨迹，认为该业壮大阶段是国民政府中央管理扶持时期，其他时期则乏善可陈。抗战爆发

后，国府中央接管陪都公共汽车业，通过加大资金投入、完善管理制度、确保物资原料配送，从而使该业

呈现良性运营态势。并指出，中央之所以如此，实因抗战大环境倒逼。但该业发展壮大亦满足重庆城市

的现实需要，促进战时首都的繁荣和有序，为抗战顺利做出贡献⑨。张伟则进一步管窥抗战期间重庆公

共交通的特点：一是发展公共汽车、轮渡、缆车等方式，初步构建立体公共交通系统；二是修建主城与迁

建区之间及迁建区彼此之间的公共汽车线路。同时认为，战时重庆公共交通为配合抗战、保证疏散、信

息畅通、便利生活等做出努力，但制约公交企业发展的因素有：国内物资短缺、油料价格上涨，致企业运

营成本增加；企业规章制度不完善，管理人员尸位素餐，使其运营效率低下；日本对重庆的无差别大轰

炸，给企业造成巨大损失瑏瑠；继而认为，战时因人口内迁、城市规模扩大和山城的特殊地形，使重庆公共

汽车业的发展独具特点瑏瑡。综观上述林林总总的研究成果，此中对近代城市机械化公共交通的运营态

势、经营管理模式、发展和制约因素等各个向度均做出深入勾勒、关涉甚多，从而将近代城市公共交通整

体发展体系有机地融汇在一起。虽然在一些成果中呈现出研究细碎化的特点和零星散布的分布趋势，

但就相关档案和史料的耙梳和整理而言，对学界研究是贡献甚巨的。

三、近代公共交通与城市社会变迁的研究

从一定意义上说，“除掉战争以外，交通就是城市中最主要的动态因素……，那么缺少交通，便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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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庆红．１９３０年上海法租界电车工人５７天大罢工论析．党史研究与教学，２０１０，（６）．
于道远，黄慧英．１９４０年上海法租界电车公共汽车工人罢工事件处理报告．民国档案，１９９０，（１）．
艾智科．公共汽车：近代城市交通演变的一个标尺———以１９２９年到１９３１年的汉口为例．成都：四川大学，２００７．
李友林．建国前的武汉公共汽车．武汉文史资料，２００８，（１）．
李婧．民国时期杭州公共交通研究：以公共汽车为中心．杭州：杭州师范大学，２０１２．
杜乐秀．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成都汽车客运业研究．成都：四川大学，２００６．
赵可．２０年代昙花一现的成都公共汽车．民国春秋，２００１，（１）．
余晓峰．传统与变革———从公共汽车的出现看成都近代城市公共交通的变迁．成都：四川师范大学，２００７．
薛圣坤．重庆城市公共汽车事业研究（１９３３－１９４９）．重庆：重庆师范大学，２０１２．
张伟．抗战时期重庆城市公共交通发展研究．重庆：西南大学，２０１４．
张伟．近代重庆公共汽车事业研究（１９３３－１９４６）．宜宾学院学报，２０１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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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城市发展的一种威胁，甚至根本威胁到城市的存在”①。可见，交通网络与城市发展息息相关。“鉴于

公共交通系统对解决城市交通问题的重要性和有效性，优先发展公共交通系统，已成为许多城市居主导

地位的战略思想”②。公共交通作为城市化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和衡估指标，与近代城市社会变迁相互

推演、互相挽进。
其一，近代公共交通与上海城市社会变迁的研究。例如廖大伟指出，抗战前上海华界的公交如电

车、公共汽车等，在近代上海城市现代化演进过程中产生不容忽视的作用③。何益忠通过对近代马车、
小车、行人的交通行为的争论，展示开埠后上海城市社会中的中外双方在民族情感、生活习惯等方面的

冲突，进而探究隐藏在冲突背后的根源及城市交通对市民生活的影响④。方华进一步以公共交通系统

的路政建设、交通工具的嬗变、交通法规培养市民意识等向度，探讨１９２７年前公共交通在上海城市发展

中的历史作用⑤。值得强调的是，陈文彬以战前上海城市公共交通为视角，通过比较租界和华界公共交

通企业的经营与管理方式，以此分析不同政体下公交行业的管理得失及对区域公交发展的制度性影响，
并研究公共交通与近代上海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及其对移民社会与市民生活的重要作用⑥，即陈氏对

城市节奏演进与公共交通结构变迁的交互展开阐释。陈文彬认为，近代上海城市节奏明显加快，公共交

通结构由传统人力交通工具逐渐向机动公共交通方式转变，但由于近代上海长期存在的二元社会经济

结构的特征，公共交通结构的转型则经历了一个艰难而漫长的过程⑦；并通过公共交通与市民生活空间

拓展、日常流动性增强、公共意识生长、权利观念觉醒等视域，探讨该业为近代上海城市生活与社会观念

带来的深刻变化⑧。张松等则以近代上海的租界扩张和道路建设为背景，通过梳理租界公共交通线路

分布、客运量增长和交通管理等演进过程，运用定量技术分析，剖析公交线网密度与地价分区之间的耦

合关系，指出公共交通的发展演进对近代上海都市空间和市民生活的近代化产生较大的影响⑨。
其二，近代公共交通与南京城市社会变迁的研究。吴本荣认为，新式工具引入及城市人口增长、经

济发展，使近代南京逐步建立公共交通系统。该业不仅促进城市空间融合、改变城市经济结构、提升城

市管理水平、改善人们生活，并对城市近代化产生深远影响。但亦认为，因政局动荡、官吏腐败，公共交

通发展的时起时落，制约了城市近代化的步伐瑏瑠。嗣后，李沛霖通过对抗战前南京公共汽车、市内铁路、
出租汽车、人力车及马车业运营态势的探讨，研判公共交通业与南京城市化进程的相互联系和相依发

展瑏瑡。继而，李氏认为，公共交通不仅与城市人口需求相互影响，且与人口分布紧密关联，同时与人口流

动相互促进，即通过人口需求、人口分布和人口流动三个视域，考察民国时期公共交通与南京城市人口

之交互瑏瑢；以公共交通的税捐厘定保障城市财政、税捐计查管控城市财政、税捐占比进献城市财政等视

角，辨析战前南京城市财政与公共交通之关联瑏瑣；通过对公共交通法规构建、登记检验与装置管理、乘价

订定与行停规制以及交通违法行为处罚等各向度的考论，探求当时首都公共交通管理体系的相为嬗代

及对提升城市管理水平的影响瑏瑤；以近代公共交通与生活空间、日常流动、时间观念和市民意识等各界

面的交互，观测该业与南京城市生活方式的相互挽进瑏瑥；运用经济学博弈论的视角，对民国南京公共交

通系统的典型代表———公共汽车和人力车业的竞争博弈展开辨析，并对此中政府的外力楔入和干预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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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易斯·芒福德．城市发展史———起源、演变和前景．倪文彦，宋峻岭，译．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１９８９：５５．
冯云廷．城市经济学．大连：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１：３６３．
廖大伟．华界陆上公交的发展与上海城市现代化的演进（１９２７－１９３７）．档案与史学，２００３，（３）．
何益忠．近代中国早期的城市交通与社会冲突———以上海为例．史林，２００５，（４）．
方华．上海城市公共交通在城市发展中的作用（１８４３－１９２７年）．皖西学院学报，２００８，（２）．
陈文彬．近代化进程中的上海城市公共交通研究（１９０８－１９３７）》．上海：学林出版社，２００８．
陈文彬．城市节奏的演进与近代上海公共交通的结构变迁．学术月刊，２００５，（７）．
陈文彬．近代城市公共交通与市民生活：１９０８－１９３７年的上海．江西社会科学，２００８，（３）．
张松，丁亮．上海租界公共交通发展演进的历史分析．城市规划，２０１４，（１）．
吴本荣．公共交通与南京城市近代化（１８９４－１９３７）．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９，（１）．
李沛霖．抗战前南京城市公共交通研究（１９０７－１９３７）．南京：南京师范大学，２０１２．
李沛霖．公共交通与城市人口关系辨析———以民国时期南京为中心的考察．史学集刊，２０１４，（６）．
李沛霖，叶美兰．抗战前南京城市财政与公共交通关联考议．民国档案，２０１４，（２）．
李沛霖，叶美兰．民国首都城市公共交通管理略论（１９２７－１９３７）．学海，２０１４，（５）．
李沛霖．近代公共交通与城市生活方式：抗战前的“首都”南京．兰州学刊，２０１４，（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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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做出一定程度的研判①。
其三，近代公共交通与京津城市社会变迁的研究。邱运华等指出，民国元年出于改善交通、改良市

政之目的，北京始筹有轨电车，却遭致商会与文化保守派的激烈反对。电车的开行进一步突破皇城的封

闭空间并威胁传统的城市空间，同时也遇到既有城市空间的顽强阻挡。为使电车顺利开行，电车公司多

次要求拆除北京街头的跨街牌楼，而市民则以保护古迹为由坚决反对。经过长久激烈的斗争，最终牌楼

与电车同时并存，实现传统与现代两种文化表征在北京城市空间中的交叠②。而刘海岩则认为，自２０
世纪初电车在通商口岸城市的出现，中国城市进入“电车时代”。天津电车通车路线覆盖了五国租界和

老城区，成为近代公共交通网络的中心。电车的出现曾经引发激烈的社会抗议，反映演变中的城市社会

接受外来事物的矛盾心态及对打破现存空间秩序的恐惧。最终电车为市民普遍接受，成为大众化的交

通工具，加快了城市人口和资本的空间流动，促进近代城市空间的重构③。针对天津电车肇事的个案，
秦方从中管窥事故展现出的晚清现代性在中西方、传统与现代中的复杂面向，认为事件凸显的现代性不

仅表现为地方士人对以电车为象征的西方殖民力量一种抗拒和挑战，亦展现近代女性和媒体以女学为

契机进行身份建构所面临的机遇。事故呈现的现代性兼容器物和感知层面、兼具建设性和摧毁力，这些

混杂构成晚清中国现代性的内在张力和动力④。
值得指出的是，鲍成志以更为宏观的视角，通过新式公共交通在中国的兴起与发展，该业对城市发

展的作用，其与城市生活和城市兴衰的关系等多重维度，阐释公共交通与近代城市发展的交互关联⑤。
而关涉近代新式交通与区域变迁的研究，亦有学者展开更为深入的论证⑥。依前而述，公共交通与城市

社会变迁是一个互动的动态历史过程，同时又是近代城市化进程的集中体现，彼此间是两条相互推进且

制约的主线。然就上述成果观，相关研究却显得较为薄弱，尤其是对近代公共交通与城市社会变迁的结

构模式和量化程度，我们尚乏明确的认识。且研究区域主要集于近代具有政治影响和经济发达的大都

市，其他城市的关涉并不足见。这亦是当前中国近代城市史和公共交通史共同面临的一大课题。

四、余论：几点思考与展望

纵览城市演变进程，“我们的城镇是以放射型公共交通系统为基础而发展起来的”⑦。历史发展使

人们从教训中得到一条宝贵经验：要解决大、中型城市的交通问题，并使其具有必要的活力，应该特别重

视优先发展城市公共交通，它是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必由 之 路⑧。由 前 述 学 术 史 回 顾，经 过 长 期 铢 积 寸

累、锐意拓荒，中国近代城市公共交通研究已取得长足进展、成果粲然可观，逐渐成为中国近代城市史学

的热点区域。但毋庸讳言，既往研究亦存漏卮之处，这须在今后研究中加以修正、突破和深化。
其一，研究区域相对集中于近代中心城市。易于看出，“当今世界特大城市，伦敦、纽约、巴黎及莫斯

科等，都建立有庞大的公共交通系统”⑨。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以国家为中心的城市主义模式最终

构织成一个更为广阔的城市网络，较小的行政管理中心也随之在全国兴起”瑏瑠。但如果对中国近代城市

公共交通总体的现有成果稍加分析，便会发现主要选题仍集中在近代少数的大城市，尤其是通商口岸和

经济发达的大都市。由此，以往研究大多局限于近代开埠通商后的商贸中心或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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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运华，王谦．民初北京电车的开行与北京城市空间的变迁．北京社会科学，２０１４，（６）．
刘海岩．电车、公共交通与近代天津城市发展．史林，２００６，（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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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南京、北京、天津等大城市，而对其他城市则关涉甚少。即虽有武汉、成都、重庆等中西部地区城市

的相关研究，但无论在成果数量或被关注程度上都远逊于前者。就其本质而言，这一研究态势难以呈现

近代中国城市发展中的整体性、综合性和中国特色，并且容易导致理论的偏颇和肤浅。诚如布洛赫指

出，“历史研究不容画地为牢，若囿于一隅之见，即使在你的研究领域内，也只能得出片面的结论。唯有

总体的历史，才是真历史”①。既如此，依拙见，今后学界在关注近代中心城市相关问题的同时，更应展

开对近代不同类型城市的研究，包括个案和城市群体研究，进而加强中西部城市的相关研究，特别是关

注其城市公共交通的发展轨迹及取得的进步，由中管窥城市化进程的历史进度。与此同时，可开展近代

国内各城市公共交通的共时类比，进而该业的演变态势和发展规律了然于胸，这将有助于近代城市史研

究各领域的持力推进和深度拓展。唯其如此，才能对近代中国城市公共交通的发展脉络和历史作用做

出更为宏观的把握，才能更全面、深切地解读和洞见中国近代城市向现代嬗变的恢宏场景。

其二，研究对象存在畸重畸轻的现象。由前述及，既往研究对于近代城市人畜力和机械化公共交通

的运营发展、生存状态等浓笔重墨，成果满坑满谷；然对公共交通与城市社会变迁的相关研究则显得着

墨较淡，缺乏应有之关切，从而使该业与城市发展的交互及对社会变迁的影响无法全息彰显。史实证

明，公共交通映射中国城市由传统到近代演化的步伐，影响市民生活嬗变的过程，与城市化进程相互推

演，与社会进步、民众福祉互相挽进。相对于转型中的近代中国城市而言，其对城市变化速率的影响至

深至巨，重要意义毋须赘言。即研究公共交通与城市社会变迁是探索城市史和社会经济史的重要内容，

但以往成果在论证两者间的交相为用、并行不悖等方面仍缺乏深度和广度，经常会出现先入为主的定性

判断，进而使用相对模糊的语言界定该业对城市社会变迁的影响，最终导致彼此间关系的简单化及近代

城市化进程无法全面量化。既然“发达的交通是社会福利待遇的一部分，也是城市经济发展的关键”②，

那么公共交通与城市发展的交互绝不仅囿于生活领域，但过往成果过多关注于其与城市生活领域的交

互，对其与城市道路、城市人口、城市财政、城市管理等社会发展的其他重要领域缺乏应有的关注，从而

出现以偏概全的现象，并陷入浅尝辄止之窘境。很明显，近代城市化发展要求在更精确、更本质的层次

上揭示城市兴衰流变，因此迫切需要研究影响城市化进程的各项因子。公共交通系统作为城市发展的

基础设施和衡估城市物质文化进步的关键指标，与城市工商业、道路建设、人口分布和流动、行政管理、

政府财政、社会生活等各项指标相依发展、相互促进。由此，对这些相关领域均要加以重视、均衡考量；

进而采用各种科学手段加以测算、评估，使之分析鞭辟入里和具有科学性，如此才能使近代城市化进程

和社会嬗变程度全面彰显。概言之，对研究对象不偏不倚等这一类问题亟待学界关注及延展：要对这些

悬而未决且尚存较大空间的研究领域强化重视，这不仅使今后的相关研究具有一定的学术意义和理论

创新性，也对推进中国近代城市史和城市公共交通史的整体研究水平当有助益。

其三，缺乏跨学科研究方法的综合运用。法国年鉴学派曾指出：历史学要建立以问题导向的分析史

学和关注以人类活动整体的历史，要与其他学科如地理学、社会学、心理学、经济学、语言学、社会人类学

等进行合作③。城市作为一个实体，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无所不包。这一特征，决定城市史研

究作为一门学科，涉及地理学、历史学、社会学、经济学、管理学、政治学、人口学、统计学、生态学、文化人

类学等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等多门学科，要求研究者具有相当丰富的学识和极其广阔的视野。由见，城
市史学是具有交叉性、边缘性的学科，与其他学科具有共生性，其研究方法要以协同学的原则顾及学科

之间的联姻，把人文学科和某些自然科学方法熔为一炉。即“与世界历史学的发展趋势一样，城市史对

传统史学的背离，首先应表现为研究方法的改变，即由叙述的、定性的方法，改变为分析的方法、定量的

方法”④。推而言之，近代城市公共交通的相关研究要将各学科相互融汇，才能全面感悟城市化进程的

·３４·

①
②
③
④

马克·布洛赫．为历史学辩护．张和声，程郁，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１９９２：４０．
肯尼斯·巴顿．运输经济学．李晶，吕靖，贾晓惠，译．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２０１２：３３７．
彼得·伯克．法国史学革命：年鉴学派（１９２９－１９８９）．刘永华，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６：２．
刘海岩．近代中国城市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历史研究，１９９２，（３）：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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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脉络和发展规律。然据既往成果观之，除一些研究采用历史文献探研法、城市社会学、社会心理学

等方法外，对于其他学科的理论和范式则较少涉猎。问题之实质在于，近代公共交通对城市发展的各个

界面有深切影响，其与城市规划、城市建设、城市经济、城市管理、城市社会等诸多方面均有密切交互。
有鉴于此，除科学地继承传统史学方法外，应在本域研究中加强相关学科的综合运用。除上述研究方法

外，引进和嫁接城市规划学、城市经济学、运输经济学、交通社会学、人口地理学、文化人类学、行政管理

学、生态学等学科的理论模型和研究范式，以及某些工程技术的相关知识和手段，并辅以个案分析法、定
量定性结合法乃至模型设制等，这样就可能实现跨学科的合作效应，将科际整合的理念浸润于近代公共

交通与中国城市发展研究的各个层面，一以贯之，最终拓展、深化近代城市史和社会经济史研究的纵深

面和学术内涵，这亦是近代城市公共交通研究既有艰巨性又有吸引力的根源所在。
总括而言，“公共交通在各类城市都应优先发展”①，其系 统 是 影 响 中 国 近 代 城 市 化 进 程 的 重 要 因

子。在当代探索中国城市可持续发展路径及解决“城市病”②的背景之下，研讨公共交通与城市发展，更
是应时代所需、顺时势所趋。回溯往祀，中国近代公共交通研究已迈出坚实的一步，成果繁复。展望未

来，该域研究必将寻求新的突破，不断拓展和深化，进而迈向更高的发展阶段。从长远言之，通过把握本

域研究的基本态势和客观规律，延伸对当代公共交通与中国城市发展的适度展望与未来思考，呈现有益

的决策支持价值，才是研究常青的本源和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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