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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 市 辦 公 兵 疾 展 的 雜 妁 衡 ＃ 网 数 与 对 策

□ 徐丽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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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燕武
２

（ １ ． 上 海 交 通 大 学 安 泰 经 济 与 管 理 学 院 ， 上 海２ ０ ００ ５ ２
；

２ ． 杭 州 国 际城 市 学研 究 中 心 ， 浙 江 杭 州３ １ ０ ０ ０ ２ ）

［摘 要 ］ 分析 了 京 津冀 和 长 三 角 城市 群公共交通 基 本特征 ， 指 出 城 市 群公共交 通 发 展 具有 非均 衡性 ； 根 据 木 桶 原理 和 区

位理论 ， 提 出 城市 群 公共交通 发 展非 均 衡性 会 产 生 制 约 城 市 群 整 体能 力 提升 和 加 速城市 群 人 口 梯 度倾斜 等 问 题 ； 在对 问

题分析 基础 上 ， 提 出 设定城市 群公共 交通 总 体 发 展 目 标 和 重点 考 核城市 群 弱 势公 交 发 展情 况 的 建议 。

［ 关 键 词 ］ 城市 群 ； 公共交通 ； 非均衡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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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 ？ 虽然有 学 者 提 出 统 筹 规 划 建设城 市 群 公共交

—

、 引言通 、 高速公路 、 机场 、港 口 、 通 讯 等基础设施 ， 通 过轨道

交通 引 导 区域产业 、 人 口 向 轨 道 沿线城镇 集 聚 ［
： ＜

］

。 然

中 国城镇化发展迅速 ， ２ ０ １ ４ 年底城镇化率 已 经达而 ， 与城市群交通 一体化和 基 本公共服 务 均 等 化 发 展

到 ５ ４ ．７ ７ ％ ， 许多特大城市 涌 人大量 人 口 ， 城市 面 临 可密切相关的 城 市公共交通 资 源 分 布 的 非 均衡性 问 题

持续发展压力 。 在这 种背景下 ， 城市组 团 发展 被 认 为还没有 引 起专 家 学 者 的 高 度 重 视 。 本 文 以 京 津冀 和

是能够减轻特大城市发展 压 力 ， 引 导 人 口 流 向 群 内 大长三角 城市 群 为 例 ， 利 用 木 桶 原理 和 区 位理 论 ， 分析

中 小城市 ， 平衡 区域发展 水 平 的 重 要 途径 。 面 向 城市群 内 公共交通 资 源分布非均 衡性产生 的 问 题 ， 并提 出

群 发展 已 是 我 国 城镇 化 发 展 的 必经 之路 。 城 市 群 是城市群公共交通 发展建议 。

指在特定地域 范 围 内 ， 以 １ 个 以 上 特 大 城市 为 核 心 ，

由 至少 ３ 个 以上大城市 为 构 成单元 ， 依 托 发 达 的 交通二
、城市群公共 交通 资 源分布 的 非均衡性

通信等基础设 施 网 络 ， 所 形成 的 空 间 组 织 紧 凑 、 经 济

联 系 紧 密 、 并最终实现高 度 同 城化 和 高 度 一 体 化 的 城 《 国 民 经 济 和 社 会 发 展 第 十 三个 五 年 规 划 纲 要

市 群体 ［
１
］

。 交通 是 区域经 济 发展 的 基础 ， 城市 群 内 部 （ 草 案 ） 》提 出 ， 塑造要 素有 序 自 由 流 动 、 主 体 功 能 约束

交通 网络 的发展对于各组成城市 交通 可 达性 的 提升 ，有效 、 基本公共 服 务 均 等 、 资 源 环境 可 承 载 的 区 域 协

以及人 口 流动起着决定性作用 。 最 近 ， 发挥 交通 运输调发展新格局 。 虽 然 ， 中 国 城市 群 已 经 基 本 形 成 了 以

支撑 引 领经济社会发展作用 得 到 国 家政府 高 度 重 视 ，核心城市和主要 大城市为 中 心 的 交通 网 络 ， 但城市 群

城市群交通 一 体 化 和 基 本 公共服 务 均 等 化 发 展 成 为内 城市之间公共交通 系统发展水平差异性很 大 ， 城市

决策层 和 社 会 共 同 关注 的 重 大 战 略 问 题 。 朱 晓 青 ［
２
］之间没有形成协调 发展机制 ， 公共服 务 均 等化 目 标实

对京津冀城市群 发 展 问 题进 行讨论 ， 指 出 河北 省城市现面临 很 大挑 战 。 京 津冀 和 长 江三 角 洲 城 市 群 是 中

与北京 、 天 津相 比 ， 在 公 共 服 务 能 力 方 面 具有 明 显 差国最具 发 展 潜 力 和 具 有 世 界 级 影 响 力 的 城 市 群 ， 然

距 ， 在公交等方 面面临 一体化 、 均 等化挑战 。而 ？ 群 内 城市 由 于 社会经 济 发 展 水平 相 差 大 ， 公 共 交

公共交通 是城市公共服 务 的 重要组 成部分 ， 其发通发展也呈 现很 大 的 差 异性 。 本 文 以 这 ２ 个 城市 群

展水平直接影 响 着 城 市 群 基 本 公 共 服 务 均 等化 目 标作为分析对象 ， 揭示 中 国 城市 群公共交通 资 源 分布 的

的实现 。 然 而 ， 目 前城市群 中 公共交通 资 源 分布 的 非基本特征 。

均 衡性现象普遍存在 ， 那 么 ， 在一个城市 群 中 ， 城市 公 （

一

） 京 津 冀 城 市 群公共 交 通 资 源 分 布 现状

共交通 发 展 的 非 均 衡性 能 带 来 哪些 发展 问 题 ？ 如 何京津冀地域面积 ２ １ ．６ 万平方公里 ， ２ ０ １ ４ 年 常住

［ 基 金项 目 ］ 国 家 社会科 学 基金 重 大 项 目 （ １ ２ ＆ ． ＺＤ ２ ０ ３ ） ； 国 家 自 然 科 学 基金 主任 基金 （ ７ １ ５ ４ ０ ０ ０ ５ ） 。

＠ 管理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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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口１ ．１ 亿人 ， 城镇 化率 ６ １ ．１ ％ ， 城市 群 主要包括北 （ 三 ） 城 市 群公 交 资 源 分 布 的 非 均 衡特征

京 、天 津 、 唐 山 、 石 家 庄 、 邯 郸 、 邢 台 、 衡水 、 沧 州 、 张 家从京津冀和 长 三 角 城市 群 的 公 共交 通 发 展 情 况

口 、 秦 皇 岛 、 廊坊 、保定 、 承德等 １ ３ 个城市 ［
２
］

。看 ， 无论在资 源 供给 （ 以 万 人拥 有 公共 汽车 数 为 衡 量

图 １ 是 ２ ０ １ ４ 年各城市 每万人拥 有 公共汽 车 数 和指标 ） ， 还是完成的 客运总 量 方 面 ， 都表现 出 明 显 的 差

公交客运 总量分布情况 。 京 津冀城市 群 中 ， 万人拥 有异性 ， 其基本 特 征 为 ： （ １ ） 城市 群 中 ， 都有 发 展 最 好 的

公共汽车数 最 多 的 城 市 是 沧 州 ， 达 到 ２ ７ ．９ ６ 辆 ， 最 少和发展最差 的城市 ， 而且 二者 相 差 悬 殊 。 以 万人拥 有

的 是唐 山 ， 只 有 ７ ．４ ４ 辆 ， 区 域 １ ３ 个城 市 每万 人拥 有公共汽车数为衡量指标 ， 京 津冀城 市 群 中 最好 与 最差

公共汽车 的平均数 为 １ ４ ．６ ２ 辆 。 从 图 １ 中 可 以 看 出 ，城市 相 差 ２ ０ ．１ ９ 辆 ， 长 三 角 城 市 群 相 差 １ ５ ．７ ９ 辆 ；

直辖市北京 和天津具有 明 显 的 大 客运 量 ， 而 廊坊 和 衡 （ ２ ） 年完成的 客 运 总 量 与 城市 经 济 政 治 定 位 相 关 ， 经

水等地客运 量非常小 ， 其 中北京 客运 量 大约是 衡 水 的济发达城市 客流量远远 高 于一 般城市 ， 客 流量具有 明

１ ５ ４ 倍 。显的集聚效应 。 从京津冀 和 长 三 角 城 市 群 客 运 总 量

６０  ｒ▲ 每万 乂、拥 ｔＴ 公 ｊｔ汽市Ｓ （牺 ）看 ， 客流量主要集 中在北 足 、 上 海 和 省 会城市 ， 表 明 这

５ ０
■

４＋ 公共汽 （ 电 ） 车客运总量 （亿人次 ）些城市具有很 强 的 人 口 吸 人 效 应 ； （ ３ ） 城市 群 中 各 城

＼市公交资源供给水平与群均 值相 比 均有 一 定 的 差距 ，

２０
－／＼城市不 同差距也不 同 。 以 京津冀城市 群 为 例 ， 群 万 人

１ ０
＿ ＼一？ 拥有公共汽车数均值为 １ ４ ． ６ ２ 辆 ， １ ３ 个城市均 出 现背

°

＾＾离均值情况 ， 其 中 沧 州 远 远 高 于 均 值 １ ３ ． ３ ４ 辆 ， 而唐

与 爸 雄
ｇ

够 全 键 趣山 却低于均值 ７ ． １ ８ 辆 ， 城市群 公 共交通 资 源 分 布 具

数据 来 源 ： 中 国 城 市 统计 年 备 ２ ０ １ ５ 。有明Ｍ的非均衡特征－ 。

图 １ 京 津 冀 城市 群 公 交 资 源 分 布 情 况

ｉＩ三 、城市群公交 发展非均衡性 问 题
（二 ） 长 江 三 角 洲 城 市 群公共 交通 资 源 分布现状

（
一

） 制 约 城 市 群 整体 能 力 提升

省 和安 徽省 主 要 城 市
．

？ 国 土 面 积 ２ １

＾

１ ７ 万 平 方 公 里 ’

木桶原理常 用 来 解 释 构成 系 统 的 各 个 组 成 部分
２ ０ １ ４ １ ２ ．６ ７Ｕ１ ．５ｉＬ

中 ， 最弱 部分决定 了 整 个 系 统水 平 的 现象 ， 基本 内 容
、

是 ： 有数块长 短 不 齐 的 木 板 制細木桶 ， 其 蓄 水 量 是

自 最短 的一块木板决定 的 ， 而不取决 于桶 壁 上最 长 的
纟

那个木板 。 如果把城市群 看作 是－个 系 统 ． 城市 群 中
％ ’ ｍ ｉ １

麟一个城市就是系统 的组成部分 其 中 发 展 最 差 的

獅就是系 统 中 最薄弱 部 分 。 根据 木 桶 原理 ． 城市 群
人

＝
有公共

＇

Ａ 车数看 ， ２ ６ 个城市平均数为 ９ ．２ ２ 辆 ， 其
雜的整体能力 将取决于城市 群 中 最弱 城市 的 能 力 。

中
縣统来说 ， 系 统 的 各 方 面 必须 尽 量 协调 发 展 ， 极 端

有 ３ ． ８ ８ 辆 ； 从城 市 完 成 的 公共 汽 （ 电 ） 车 客 运
＾
量 情

化情况 的存在将会制 约 系 统 整 体 发 展 水平 的 提 高＇
ｍ／Ｍ 主要 集 中 在 上 海 和 省 会 城 市 南 ｍｍ ｉ

丨论从城市群 交通 一 体 化还 是从 基本公共 服 务 均 等
和合肥等市 ， 其它城市完成 的 客运 量相对较少 。

八
化看 ， 城市群公共交通 资源 分布 的 非 均

３ ０

「
＋ 每万人拥有公共汽车数 （辆 ）衡性 ， 都 将 制 约 城 市 群 的 整 体 发 展 能

２ ５ 公共汽 （ 电 ） 车客运总量 （亿人次 ）力 ， 从而影 响城市 群 交通 一体化 和 基本

２〇
－

＼＞公共服务均等化 目 标 的实现 。

１ ５
－

＼ （ 二 ） 加速城 市 群人 口 梯度倾 斜

１ ０／＼／＼／区位理论是经 济 学 和 地 理学 的 核

５
－Ｖ ＂

ｙ Ｖ ？心基础理论 ， 该理论将 地理 要 素 和研究

１ １ １ １ １ ＞￣

Ｔ＊ Ｉ ． 丨 ． “对象概括为 ６ 个 因 子 ， 即 自 然 、 运 输 、 劳

胡 器 縣 垣 伽 蝾 蚕 窈 斓 來 如 啦 胀 雄 嗥 揪 ■ ：§ ？动 、市场 、 集 聚 和 社 会 等 因 子 ． 其 中 ， ３５

＾输因子是指 具体 实 现 点 、 线 、 面 联 系 的
數据 来 源 ： 中 国 城 市 统计 年 鉴 ２ ０ １ ５ 。

自 然 、 经 济 和 交 通 因 素 。 韦 伯 的
“

工 业
图 ２ 长 二 角 城 市 群 公 交 资 源 分 布 情 况

区位 论
”

认 为 运 输 成 本 、 劳 动 力 成 本 和

１

《 长 江 三 角 洲 城 市 群发展规 划 》 （ 发 改规 划 ［ ２ ０ １ ６ ］ １ １ ７ ６ 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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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 聚 决定工业 区位 ， 进 而决定 经 济发 展 水平 。 城 市公和与公交枢纽 站 点 的 换 乘 问 题 。 城 市 群 公共交 通 总

共交通 发展水平决定城市 居 民 交通 出 行成本 ， 居 民 公体发展 目 标设定可参考公 交都市 建设 目 标 ， 如 常住 人

共交通 出 行成本主要包括 车 费 、 等 待 与 换乘 时 间 成 本口 万人公交 车 车辆保 有 量 达 到 １ ５ 标 台 以 上 ， 城 市 公

和舒适 、安全与 服 务 可 靠性成 本等 ［
５ ］

。

一 个 城市 如 果共交通 的乘客测评满意度达到 ８ ０ ％ 以 上等 。

公共交通 出 行 成 本高 ， 意 味 着 居 民 消 费 支 出 的 增 加 。 （二 ） 重 点 考核城 市 群弱 势公 交城 市 的 发展情 况

为 了 改善企业职工 的生活 水平 ， 企业 必须提髙 职工工根据木桶理论 ， 城市 群 中 公交 发 展 最弱 城市 会严

资水平 ， 从而 导致 劳 动 力 成 本 增 加 ， 势 必会 影 响 当 地重制约城市群 整 体 发 展 能 力 的 提 升 ， 因 此 ， 公 交 发 展

的产业布局 和对人 口 的 吸 引 力 。弱势城市 的 发 展 应 是 城 市 群 建设 重
？

点 考 虑 的 对 象 。

在人 口 流动 限 制 条件逐 渐弱 化态势 下 ， 人 口 趋 于以规划 的城市群公交发展 目 标 为依据 ， 每年考 核弱 势

流 向 公共 服 务 水 平 高 和 成 本 低 的 城 市 。 从 经 济 学 角公交城市 的公共交通 发展情 况及 与 目 标 值 的 差距 ； 对

度讲 ， 大量 的 人 口 集 聚 会 降 低公 共运 输 成 本 ， 大 城 市实际绩效与 目 标值 的差距进行 分析 ， 找 出 影 响 公共交

具有 比较 区位优势 。 实践表 明 ， 公共服 务 水平 高 的 城通发展 的 主要 因 素 ； 针 对影 响 因 素 ， 提 出 发 展 建 议 和

市更具有 吸 引 力 ， 城市群公共交通 资 源 分布 的 非均 衡政策建议 ， 最后实现城市 群公 交发 展 的 均 等 化 。 以 京

性 已 加速 了 经济发达与 落后城市 的人 口 梯度倾斜 。津冀城市群 为 例 ， 政府 应 重 点 考 核 唐 山 、 廊 坊 和 衡 水

等公共交通不发达城市 的 发 展 情况 ， 制 定这些 弱 势城

四 、 城市群公交发展对策建议市公交发展政 策 。 对 于公 交 发 展 好 的城市 ， 如 沧 州 、

邢 台 和保定等 ， 可对其公交 服 务 水 平 改 善 和 运 营效 率

２ ０ 世纪 ７ ０ 年代 以 来 ， 以 乡 村地 区 发展 为 内 容 、 空提高等方面进行重点考核 。

间 均衡发展 为 核心 的 区 域 发 展 理论取代 了 以 城 市 化实际上 ， 中 国政府对城市 公共交通 优先发 展 历 来

为 中 心 ， 空 间 不 平 衡 发 展 为 内 容 的 传统 区 域发 展 理都非常重视 。 从众多政府 报 告 中 可 以 看 出 ， 实践有 效

论 ， 代 表性理论如
“

选择性 空 间 封 闭 （ Ｓｅ ｌ ｅ ｃ ｔ ｉ ｖ ｅＳｐａ ｔ ｉ ａ ｌ的公共交通优先发展战略仍 面 临 诸多 挑 战 ． 如 城市 规

Ｃ ｌ ｏ ｓ ｕ ｒ ｅ ） 理论
”

。

“

选择性空 间封闭 理论
”

提 出 了
“

空 间划与土地利用 、 政府财政投 人 、 管理机制 、 私人小 汽车

平等
”

概念 ， 即 减 少 生 活 水 平 在 空 间 上 的 不 平 等作 为使用和发展 的 限 制 策 略 、 公 交 服 务 质 量标 准 、 票 价 核

评价 区域 政 策 成 功 的 标 准 ［
ｓ
］

。 城 市 群 发 展 必 须 遵 循定 、 融 资机制 和运 营模式 等 等 。 这 些挑 战 有 城市 公共

城市 群与城市 ． 城 市 与 城 市 之 间 协 调 发 展 原 则 ， 表现交通 系 统 内 部 因 素 ， 也 有 来 自 于 系 统 外 部 的 环 境 因

在 交通方 面就是要设计城市 群 总体规 划 目 标 ， 构 建 能素 ， 这些 因 素共 同 作用导致 了 城市 群公共 交通 资 源分

够协调 区域发展 的 大公共交通 系 统 ， 通 过 大公交 系 统布具有 明 显 的非均衡性 。 研究表明 ，经济 条件 、人 口 密

建设 ， 带动城 市 公共交通 发 展 ； 考 核城 市 群 弱 势公交度 、城市 自 然地理条件 、城 市 人 口 素质 和政府重视程度

城市 的公交发 展 情 况 ． 找 出 影 响 发 展 因 素 ， 制 定 相 应等因素决定城市公共交通 发 展水平 。 因 此 ， 在城市 群

对策 和提 出 政策 建议 。公交建设过程 中 ， 应 具体分析弱 势城 市公交发 展 的 影

（

一

） 设 定城 市 群公 交 总 体发展 目 标响因素 ，设计符合城市特点的公共交通 发展对策 。 □

城市群 中 总 是 客 观存 在 一 些 基 本 公共 服 务 设 施

落后 、 公共交 通 发 展 水 平较 低 的 城 市 ， 如 何 提 升 这 些

城市 的公共交通 服务水平 ， 是城市 群实现基本公共 服［ １ ］ 方 创 琳 ？ 中 国 城 市 群研 究 取得 的 重 要进展 与 未 来

务均等化的 重要 任 务 。 建议设 定 城 市 群 公共 交通 总

体发展 目 标 ， 推进 基础设施 建设一体化 ， 重 点 扶持公
［ ２ ］ 朱 晓青 ？ 京 津 冀 建设世界级城 市 群 面 临 的 哭 出 问

共 交 通 服 务 弱 势 城市 ， 平 衡 城 市 群 公 共 交 通 发 展 水
题 与 对 策 ［ Ｊ ］ ？ 领 导（友 （ 理论版 ） ， ２ （ ） 丨 ６（ 〇 ：〇 ．

＾ ［ ３ ］ 薛 惠 销 ， 田 学 域 ， 高 钟庭 ． 加 快 推进 京 津 冀世界 级
平 。 城市群交通 出 行 网 络具有 面广 、 点 多 、 线 路 长 、 流

城 市 群建 设
‘ ‘

加 快 京 津 奠 城 市 群 建 设
， ，

专 家 座 谈
Ｍ大等特点 ’ 应逐渐形成多层 次 和

“

，

多 网 融合
”

的 大＆
会 综 述⑴ ． 经 济 与 管 理 （ 双 月 刊 ） ， ２ 〇 １ ５（ 〇 ４ ） ．

交 系 统 。 大 公 交 系 统 包括 城 际 轨 道 、 城 市 快 速 轨 道［ ４ ］ 周 伟 ， 马 书 红 ？ 基 于 木桶 理 论 的 公路 交 通 与 经 济
（ 地铁 ／轻轨 ） 、 城 市 中 迈 量 有 轨 电 车 、 快 速 公 交 系 统发展适应性研 究 ［Ｊ ］ ． 中 国 公路 学报 ， ２ ０ ０ ３（ ０ ７ ） ．

（ ＢＲＴ ） 和 常规公 交系统等 ， 大公交 系 统 的 规划 要 考虑［ ５ ］ｊ ｕａ ｎＣａ ｒ ｌ ｏ ｓＭｕｔｏ ｚ ，Ｌｏ ｕ ｉ ｓｄ ｅＧ ｒａ ｎｇ ｅ ．〇ｎｔ ｈ ｅ

各层 次轨道交通 与城市公 共交通 系 统 的 融 ｐ ｉ ’ 如 城 际Ｄｅ ｖ ｅ ｌｏ ｐｍ ｅ ｎ ｔｏ ｆＰ ｕ ｂ ｌ ｉ ｅＴ ｒａｎ ｓ ｉ ｔ ｉ ｎＩｄ ｉ

＊

ｇ ｅＣｉ ｔ ｉ ｅ ｓ
Ｈ Ｊ

轨道 交 通
‘

城 市 公 共 交 通 系 统 的 衔接 。 城 市 群 应 加Ｒ ｅ ｓｅ＆ ｉ ｒ ｅｈ ｉ ｎＴ ｉ

＊

ａ ｎ ｓ ｐ ｃ ） ｉ

＂

ｔ ａ ｔ ｉ ｃ＞ ｎＥ ｃｏ ｎｏｍ ｉ ｅ ｓ ， ２ ０ １ ０ ， ２ ９

强政府主导 ， 统一规划 城 市 群 大公 交 系 统 ， 在 线 网 融 （ ０ １ ） ： ３ ７ ９
－

３ ８ ６ ．

合 、枢纽融合 、 管理 与 服 务 融 合 等 多 个方 面 进 行统 筹［ ６ ］ 李 仁 贵 ． 西 方 区 域发展理论 的 主 要流 派及 其 演 进

协调 ， 尤其要注重城际线 网 进入城市 中 心 的 通 道设计［Ｊ ］ ． 经 济评论 ， ２ ０ ０ ５（ ０ ６ ） ．

管 理现代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