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口 王媛媛

德国城市公共

他山之石C

关键词：城市公共交通；一体化；公交分担率；德国

世界各国的经验表明，优先发展公共交通是缓解

城市交通拥堵最有力的途径。近年来，我国大力发展

城市公交系统，截至2015年12月，约33个城市规划

了城市轨道交通，在公交场站建设、公交信息化及公交

专用车道建设等方面也取得了较大发展，但与国际化

都市相比，我国公交出行比例目前还明显偏低。新加

坡、东京的公交分担率分别为63％和86％，而我国城

市普遍在10％～30％之间，远低于60％的理想水平。

根据调查，各交通方式问换乘不方便、公交线路覆盖率

不高是造成我国城市公共交通吸引力低的重要原因，

解决此问题的重要途径是实现城市公共交通一体化。

其内涵是，对城市公共交通系统的技术、管理、政策、信

息以及配套设施等各方面进行整合，促进公交系统内

部各方式间的共享与整合，从而提高公交系统的服务

水平和运营效率，形成一个高效、可靠和协调的城市公

共交通体系。

德国自20世纪80年代起就大力发展公共交通方

式，其完善的一体化城市公共交通系统堪称世界典范。

其中，首都柏林的城市公共交通客流分担率高达85％，

为缓解城市交通拥堵发挥了重大作用。笔者对德国城

市公共交通系统一体化特征进行分析，以期为我国城

市公交一体化的发展提供借鉴。

一、德国城市公共交通一体化典型特征

德国是联邦制国家，设立联邦、州和地方三级行政

管理体制，各城市有着发达的城市公共交通系统，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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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铁路、市郊铁路、有轨电车、公共汽车及轮渡等多

种交通方式。德国城市公共交通一体化包括以下5个

典型特征。

1．“需求主导、因地制宜”构建合理的城市公共交

通体系

德国城市公共交通的规划与发展坚持“需求主导、

因地制宜”的基本原则，不同城市按需规划，形成了不

同层次的城市公共交通系统。德国城市主要分为特大

城市、大城市和中小城市。特大城市主要指联邦直辖

市(如柏林、汉堡、不莱梅)，大城市一般为各个州的州

府(如下萨克森州的汉诺威)。此类城市的公共交通体

系一般是以地下铁路和市郊铁路为主体，有轨电车和

公共汽车为补充。中小城市主要为州府外的城市，此

类城市主要是有轨电车为主体、公共汽车为补充。部

分小城市(或县镇)仅有公共汽车。

2．各城市公共交通方式分工明确

地下铁路的运行范围是城市范围内以及市郊与城

市中心区之间，运行速度达25～60公里／小时，发车

间隔一般为2～4分钟：市郊铁路线路的运行范围是

市郊人口密集区与城市中心间的短途运输，速度达120

公里／小时，发车间隔一般为10分钟：有轨电车的运行

范围为城市范围内以及市郊与城市中心区，速度为20

～30公里／／J＼时，发车间隔一般为10～20分钟：公共

汽车是中、小城市，以及县镇公共交通系统的重要组成

部分，发车间隔为10—60分钟。

3．良好的换乘衔接

德国城市公共交通的良好换乘衔接主要表现在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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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两方面。一是空间上的换乘便利性。各城市都有一

座综合交通枢纽，集铁路、地铁、有轨电车、公交车等多

种运输方式于一体，实现了“零距离换乘”。此外，各

城市有广泛的普通换乘枢纽，实现市内公共交通方式

之间的衔接和换乘。例如，同线路的有轨电车与公交

汽车等基本上都实现了站点统一共用，以方便乘客换

乘。在市郊的轨道交通、公交汽车等站点周边，配套

停车换乘停车场，实现了公共交通与私人交通的有效

衔接，提高公共交通出行率。二是时间上的换乘便利

性。在城市公共交通联盟的协调下，各交通方式协同

编制时刻表，合理安排车辆在衔接枢纽的到发时刻，

方便乘客换乘。

4．统一化票价体系

城市公共交通联盟负责整个公交系统的票价制

定，乘客可以手持一张车票，在规定时间内乘坐各种城

市公共交通工具。以德国汉堡市为例，汉堡是德国第

二大城市，汉堡公交联合有限公司负责整个汉堡公交

系统的管理和票价制定，根据离市区的距离，把整个大

汉堡地区划分成A、B、C、D、E等5个环形的票价区o

A区为汉堡市中心区，B区和C区为汉堡市中心区与

汉堡市界之间的区域，D区和E区为汉堡市郊区。

根据乘车区域，汉堡城市公共交通分为AB区票、

3区票、4区票以及汉堡大区域票；根据乘车人数，分为

单人票和组团票，组团票可高至5人；根据乘客年龄，

可分为成人票和儿童票(6—14岁)；根据乘车时间，

分为单程票、日票、周末票、月票：根据乘车时间是否为

高峰时段，日票又可分为全天票和9点以后票o

5．公交运行准点

各城市均在公共交通站台设置时刻表、公交到站

时刻预告牌，同时借助于先进的公交管理技术，公共

交通车辆实现了准点运行，减少乘客的等候时间，增

加了乘客出行的可靠性，是提高公共交通吸引力的重

要方面。

二、德国城市公共交通一体化启示

1．统一的管理协调机构是实现城市公共交通一体

化的中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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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公共交通联盟是德国各城市公共交通一体化

的中枢，其受政府委托承担着城市公共交通标准制定、

规划咨询、决策支持、运行计划协调编制、营销、财务核

算以及票制票价协调统一等事务。各城市公共交通联

盟包括3层组织结构，分别为政府层、管理层和运行

层。政府层由联盟所涉及的州和区政府组成，是公共

交通责任的承担者，承担着保障公共交通服务以及相

应资金的责任。各政府共同出资组建了城市公共交通

联合有限公司，此即为管理层，其作为政府所承担的保

障公共交通服务的执行机构，开展对公共交通的经营

管理和对运输企业的协调工作。运行层由参加联盟的

公共交通企业组成，是交通服务的直接提供者。城市

公共交通联合有限公司与交通企业签订协议结成管理

层与运行层之间的法律关系。

2．交通基础设施一体化是实现城市公共交通一体

化的基本保障

以“零距离换乘”和“无缝化衔接”为目标，以一体

化为主线，统一规划，合理布局，协调管理，构建多层次

换乘体系，实现各种运输方式在区域间、城市间、城乡

间、城市内的有效衔接，是城市公共交通一体化实施的

基本保障。

3．运营管理二体化是实现城市公共交通一体化的

基础

在城市公共交通联盟的协调下，德国各城市各种

公共交通方式的时刻表、运行模式、票制、票价等高度

统一并衔接配套，采用“统一的时刻表、统一的车票、统

一的票务制度”o各交通方式共同编制时刻表，合理安

排车辆在衔接枢纽的到发时刻，方便乘客换乘。公交

票价按照线路网分区的原则制定，一个城市或地区被

划分为若干票价区，遵循递远递减原则。不同运输方

式实现了一票到底，真正做到客票一体联程，采用多种

票制，分为日票、周票、周末票和月票等，乘客可以在自

己选择的时间内，无限次乘坐各种公共交通工具，大大

提高了城市公共交通的服务效率和市场吸引力。

4．运用科学技术，实现城市公共交通准点运行

运用系统控制理论，将信息通信控制、卫星定位、

计算机网络等技术科学集成，根据实时的交通数据，提

供动态信息，实现公交车辆智能化调度，进而实现城市

公共交通准点运行。(作者单位：浙江财经大学工商管

理学院)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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