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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香港学习交通管理 
 

——重访香港有感 
 

王元敬 
 

  鉴于北京正在治理“京堵”，所以我今年到香港探亲，就特别留意了一下香港的交通情况。

与上世纪 80 年代中期我到香港工作时相比，香港的人口大约增加了四分之一，达 702 万多人，
各种车辆自然也相应地增加了不少。但如今的交通四通八达，每天车水马龙，但秩序井然，即使

是上下班时间，也极少出现长时间交通拥堵的情况。 
  交通全由红绿灯控制 
  在香港街头，看不到交警，除非出现交通意外，他们才会骑摩托车及时赶来处理。其交通全

部由红绿灯控制，市民们大都会自觉遵守交通秩序。 
  在香港街头，也看不到乱停车现象。要长时间停车，就必须把车开上附近的停车楼或开进地

下停车场，否则就要被罚款。两相对比，北京乱停车现象比较普遍，人行道上经常停了不少汽车，

影响了行人，但却无人予以干预。 
  香港地域狭小，许多马路都比较狭窄，所以他们多为单线行驶，这样就大大减少了车辆因交

叉行驶容易出现“阻碍”交通的情况。有些地段还建有螺旋形高架路，便于车辆分流。 
  交通工具种类繁多 
  香港的交通工具种类繁多。公交有大巴、小巴、地铁、轻轨、有轨电车、登山缆车、火车。

通往半山区还有一处上千米长的自动电梯，坡度较缓处是坡式的，较陡处才是台阶式的，每天上

午 10 点半前下行，10 点半后改为上行。上下行都是十几分钟。自动电梯旁还有步行台阶，任人
上下。 
  香港还有许多过街天桥，多为与马路交叉的，有些则是与马路平行的，而且很长，这就大大

减少了地面交通的压力，也保证了行人的安全。在有的隧道口上方，还有“不要酒后开车”等大

字，提醒司机们注意。有的收费站还设有自动记录收费设施，司机们根本不需要停车，可以照开

无误，收费单据按月寄给车主，车主再去交费，这就免去了在那里排队堵车。 
  此外，许多居民小区和豪宅区还设有专线小巴，每天循环送住户人员出入；另有校车接送孩

子们上下学，保证了他们的安全。当然，香港还有大量的出租车、私家车和大小不一的运货车。

但却极少有人以自行车代步，这是因为马路狭窄和有许多坡道。 
  有数据显示，截至 2009年底，香港机动车总数仅为 58.4万辆，其中私家车 39.4万辆，占了
将近七成，但是在马路上跑的却不到三成，其重要原因是公交发达和开私家车养车成本高昂，所

以许多私家车车主平时上下班都选择乘公交车。 
  “法治”和严管 
  归结起来，香港的交通秩序遵循的是“法治”和严格的科学管理。香港在大力发展公交系统

的同时，通过立法等手段抑制私家车过快增长。如从 2004年到 2009年，香港的私家车只增加了
4.9万辆，而北京 2010年前 9个月就新增加了 52.2万辆。以上这些措施不恰恰都是北京所欠缺的
吗?难怪不少网民都建议在解决“京堵”方面要向香港学习。 
  “京堵”已经发生几年了，如今才来“治堵”，似乎已经为时过晚，“治堵”的难度极大。北

京的“治堵”方案基本上是以限制买车和限制用车为主，再加上大力修建地铁等公交路线等等，

但这些都难以产生立竿见影之效。如不久前刚刚开通的 5条地铁，多为郊区线，并无助于缓解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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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交通的拥堵现状。至于已经修建的二、三、四、五、六环路，可以说是败笔之作，因为它们之

间缺乏像蜘蛛网般的放射形路线予以连接。 
  可如今木已成舟，无法再建放射形路了，除非把大批房子都给拆掉。这无疑是有关部门当初

缺乏全面、长远的建设规划所致! 
  要“法治”别“人治” 
  那么，有没有能立竿见影的“治堵”良方呢?有!那就是严格限制公车私用!瞧瞧全市的许多小
学校，每天不是都有大批公车前往接送孩子? 
  网民们说:“公车只应该用于公事，在缓解交通拥堵问题上，必须做到人人平等，应该坚决取
消所有政府官员的公车私用行为”，“希望政府公开公车的数量和公车的牌照等信息，⋯⋯只有公

车信息公开，才能方便民众监督，⋯⋯” 
  可北京到底有多少公车呢?是几十万辆，还是上百万辆?有多少是属于北京市的，有多少是属
于中央国家机关的，又有多少是属于部队的，谁能说得清? 
  新华社 2010年 12月 19日报道说:“北京究竟有多少公车?对于网民普遍存在的这个疑问，有
关部门表示‘不便’回应。” 
  有报道说，韩国首都首尔市市长和三位副市长各有一辆公车，保证他们上下班和公务活动，

每天用完都必须开回市政府登记备案，不许任何人私用。 
  可为什么我国限制公车私用就这么难?我们为什么就做不到呢?看来，恐怕还是“人治”在作
怪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