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1 章  绪  论 

 

 

1.1  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1.1.1  研究背景 

1. 城市交通问题日益严重 

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我国的城市化进程突飞猛进，城市人口（见

图 1-1）和机动车保有量（见图 1-2）急剧增长，交通拥堵、交通事故、汽

车噪音、尾气排放造成的环境污染等城市交通问题日渐严峻，已成为制约

城市良性发展的严重问题。近年来，城市交通问题从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

逐渐向众多二、三线城市蔓延，而由交通拥堵造成的出行时间延误、能耗

排放增加和交通事故均导致巨大的经济损失 [1]。中国科学院首席科学家牛

文元指出 [2]，中国最发达的 15 座城市每天因交通拥堵造成的损失接近 10

亿元，年损失 300 多亿元。在美国，39 个主要城市每年因交通拥堵造成

的经济损失约为 410 亿美金 [1]；日本东京每年的交通拥堵损失折合 123000

亿日元。可见，如果能够缓解城市交通问题将具有极大的社会经济意义。 

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确定了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发展战略。根据

《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将从 2014

年的 53.7% 提高到 2020 年的 60%。根据公安部交管局统计，截至 2016

年 6 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 2.85 亿辆（其中汽车 1.84 亿辆），而机动车

驾驶人则高达 3.42 亿人。在未来，城市人口和机动车保有量将进一步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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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城市交通问题将会更加严峻，如何应对这一问题对城市管理者和研究

人员来讲将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图 1-1  我国城镇人口发展图（1995—2015）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官方网站。  

 

 

图 1-2  我国私人汽车拥有量发展图（1995—2015）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官方网站。  

2. 优先发展公共交通成为共识 

国内外的发展经验表明，通过优先发展公共交通（以下简称“公交优

先”）来应对城市交通问题、促进城市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3]。公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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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以其节省道路资源、节能减排等优势被认为是实现社会经济、环境目

标和其他公共价值的重要因素 [4]。据统计 [5]，公共交通人均占用道路面积

是小汽车的 1/25；公共汽车百公里人均能耗是小汽车的 8.4%，地铁百公

里人均能耗是小汽车的 5%，无轨电车百公里人均能耗是小汽车的 4%，有

轨电车百公里人均能耗是小汽车的 3.4%。在大城市的交通高峰时，公共

交通的一氧化碳、碳氢化合物和氮氧化合物的小时人公里排放量分别是小

汽车的 17.1%，6.1%和 17.4% [5]。也就是说，发展公共交通对于城市环境

也具有积极作用。 

“公交优先”概念源于 20 世纪 60 年代的法国（巴黎），是法国政府首

次提出以“公交优先”为导向的城市交通发展理念，随后在英、美、日等

发达国家得到发展和完善 [6]。我国从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提出倡导城市公

交优先 [6]。1995 年，《北京宣言：中国城市交通发展战略》中提出优先发

展公共交通的策略。2005 年，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建设部等部门《关于

优先发展城市公共交通意见的通知》（国发办〔2005〕46 号文），明确指

出，优先发展城市公交是缓解城市交通拥堵等问题的重要手段，将“公交

优先”提升到影响城市发展的高度。国务院于 2012 年发布了《国务院关

于城市优先发展公共交通的指导意见》（国发〔2012〕64 号），并正式确

定城市公共交通优先发展的战略，这是我国关于“公交优先”发展的指导

性最强、级别最高、保障性措施最全面的政策性文件。为贯彻落实 64 号

文，交通运输部推出“公交都市”创建示范工程，在 2012 年公布了首批

15 个“公交都市”试点城市，又在 2013 年批准了 22 个“公交都市”试

点城市。被批准的试点城市将在五年内大力建设“公交都市”。“公交都市”

创建示范工程是贯彻落实 64 号文“公交优先”发展战略的重大举措，将

推动我国“公交优先”发展迈上新的台阶。 

3. 政府对公共交通补贴的财政压力 

城市公共交通具有社会公益属性，使得公交票价保持了较低的水平，

需要政府财政补贴才能保持公交系统的正常运行 [7]。在国际上，对城市

公交实施中央和地方政府联合投入是通用的做法 [8]。国外城市对公交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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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给予补贴也十分普遍（见图 1-3），补贴额度占到企业运营成本的一半

以上 [8]。图 1-4 显示了北京市 2008—2015 年对公交补贴的额度，2015 年

北京市采取上调票价以缓解财政压力引起了广泛的社会争议。随着公交

系统运营成本的增加，政府财政压力逐渐增大，如何在政府财政有限的

情况下保持较低水平的公交票价，服务好广大居民出行是政府面临的一

个问题。  

 

图 1-3  政府财政补贴占公交运营成本比例  

 

图 1-4  北京市政府 2008—2015 年对公交的财政补贴额度  

4. 公交行业市场化改革大潮 

国外公交改革的实践经验表明 [9]，城市公交发展摆脱困境的出路是打

破政府的垄断局面，引入公私机构之间的竞争。在城市公共交通领域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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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资本①（以下简称“民资”）来缓解政府财政负担、提高公交系统运营

效率，业已形成一种共识。 

我国的公交市场化改革源自 20 世纪 80 年代。国务院在 1985 年发布

了《关于改革城市公共交通工作的报告》（国发〔1985〕59 号），提出实

行多家经营，统一管理，发展集体和个体经营，这些措施使得民间资本开

始进入城市公交。90 年代历经小公交整顿和民资在公交的反复后，2002

年，《关于加快市政公用行业市场化进程的意见》的出台掀起了以兰溪、

十堰公交为代表的公交民营化潮流 [10]，但是本次公交民营化多因财务不可

持续而失败。 

目前，我国城市公共交通又将掀起一场市场化改革的大潮 [6]。2010 年

以来，我国政府陆续出台相关文件鼓励民间资本介入包括公共交通在内的

社会公共事业的建设和运营（见附录 B）。2010 年，国务院发布《国务院

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2010〕13 号），

鼓励民间资本参与交通运输建设，支持民间资本进入公共交通等领域参与

市政公用事业建设；2012 年，交通运输部发布《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资

本投资公路水路交通运输领域的实施意见》（交规划发〔2012〕160 号），

鼓励引导民资进入交通运输行业基础设施和交通运输服务领域，支持民资

进入城市公交和农村客运等公用事业领域；2014 年，国务院发布《关于

创新重点领域投融资机制鼓励社会资本的指导意见》（国发〔2014〕60 号），

提出推进公共交通等市政基础设施投资运营市场化，推广政府和社会资本

合作（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 PPP）模式；2016 年，财政部和交通运输

部联合发布《关于推进交通运输领域政府购买服务的指导意见》（财建

〔2016〕34 号），明确指出通过引入市场机制，将城市公共交通运输服务

 
①  参照论文[7]，本书的民间资本特指国内全部非国有投资资本，主要包括四类

（http://wiki.mbalib.com/wiki/民间资本）：经营型民间资本（指民间法人投资和

个人投资的实业资本，具体是集体、联营、私营、个体和非国有股份制五种经

济类型的总投资），金融性民间资本（指居民储蓄存款、国库券、企业债券、

外汇券、股票等各种有价证券），现金型民间资本（居民手持现金）和不动产

型民间资本（民间法人和民间个人所拥有的并用以出租的房屋和土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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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政府“直接提供”转为“购买服务”，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率，实现公

共资源配置效率的最大化；国务院在 2017 年发布了《国务院关于印发“十

三五”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发展规划的通知》（国发〔2017〕11 号），提

出加快推动 PPP 模式在交通运输领域的推广应用，鼓励通过政府购买服

务、特许经营等方式参与交通项目建设、运营和维护。 

当前，在政府鼓励民资进入城市公交的政策环境下，如何克服以往民

资介入公交的失败教训，贯彻落实好民资介入公交的相关政策成为政府管

理者和学者们亟待面对的任务和挑战。 

1.1.2  问题提出 

通过上述研究背景的概述，可以知道，通过发展公共交通来缓解目前

大城市的交通问题已经成为广泛共识，而吸引民间资本来缓解政府财政压

力、促进公交财务可持续成为公共交通摆脱困境的优选出路。目前，面对

政府鼓励民资进入公共交通的政策大环境和以往民资介入公交的失败经

历，我们提出如下两个问题： 

（1）如何定量分析民资介入公交的可行性，提高民资介入公交的成

功率？  

（2）民资介入后对公交系统有何影响？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这种影

响如何定量刻画？ 

要回答上述问题，首先需要了解以往民资介入公交的概况，把握民资

介入公交可行性的分析方法和工具，找到其优劣与不足。其次，为了提高

民资介入公交的成功率，需要优化民资介入公交的策略。最后，为了定量

分析民资介入对公交系统的影响，需要结合公交系统的自身特性以及出行

者的出行方式选择行为进行建模仿真。本书拟针对上述问题展开研究，旨

在探究民资介入公交的定量分析方法，并用此方法来研究民资介入公交的

可行性和对公交系统的影响，同时给出相应的建议。 

本书依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71961006）：“有限理性视野下民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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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介入城市公交可行性定量评价方法及机理研究”；江西省自然科学基

金项目（2018BAA208030）：“不确定条件下民间资本介入城市公交可行性

定量评价方法及机理研究”；江西省社科规划青年项目（18GL37）：“公交

企业运营的经济价值与社会价值协调统一研究”；江西省高校人文社科青

年项目（GL18219）：“公交都市建设与城市交通可持续发展的关系研究”

以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51338008）子课题项目：“政策导向的

交通系统供需结构调控方法”开展研究。 

1.2  研究目的和意义 

本书研究的目的是在当前“公交优先发展”和“鼓励民资进入公交”

的政策环境下，回答上节提出的两个问题，以提高民资介入公交的成功率，

促进公交可持续发展，保障居民优质低价的公交出行。 

针对民资介入公交存在的问题，以及以往研究的不足，在总结分析现

有民间资本介入公交模式的基础上，提出一种新的民资介入公交模式。这

种模式，在理论上，分别从静态、动态和系统的角度深入研究民资介入公

交的定量评价方法，以便为民资介入公交提供更加完善的定量评测工具；

在应用上，以济南公交为案例分析民资介入公交的可行性及其效果，以便

为合理制订民资介入公交策略提供支持。 

1.3  研究思路和方法 

为了达到预期的研究目标，本书拟综合运用以下研究方法： 

（1）多学科交叉的研究方法。 

民间资本投资公共交通，涵盖了交通工程学、经济学、心理学（行为

选择理论）、数学（优化理论）等多学科内容，研究问题也从单一学科向

跨学科、多学科发展，是现代科学研究的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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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定性为辅、定量为主的研究方法。 

民间资本介入公共交通的影响因素非常复杂，有些因素不好用数量表

达，需要进行定性的描述来阐述它们对民资介入公交的影响。但是为了把

握民资介入公交的可行性，直观的、定量化的分析手段也是必不可少的。

如果能够用数量的形式表达出民资介入公交的效果，无疑更有利于决策者

做出合理的决策。以往关于民资介入公交的研究多是定性分析 [11]，本书将

重点研究民资介入公交的定量评价方法。 

（3）比较研究的方法。 

通过比较以往关于民资介入公交的研究，可以发现已有研究的优缺

点。民资介入公共交通起源于欧美发达国家，在欧美发达国家已积累了丰

富的实践经验和理论研究成果；而我国民资介入公交也经历了 30 多年的

历程，因此，通过吸取国内外民资介入公交的经验教训，可以为民资介入

公交提出更合理的政策建议。 

（4）理论与案例分析相结合的方法。 

理论与实践是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科学的理论对实践具有指导作

用，没有科学理论指导的实践是盲目的实践。理论只有同实践相结合，才

能得到检验和发展。理论反映事物的本质和规律，反映了事物的共性，而

案例分析则揭示了事物的个性。由于事物是千差万别的，每种事物都有其

丰富的个性，而且是共性和个性的统一，因此，需要运用理论对具体案例

进行具体分析，把理论和具体案例有机结合起来，做到理论和实践的统一。

本书在对各部分研究内容进行理论分析、建立模型的同时，还将研究模型

的适用性，并以济南公交为例对理论模型进行验证分析。 

本书的研究思路如图 1-5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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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  研究思路示意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