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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途客运公交化
之旅

□文/摄 黑龙江日报
全媒体记者 张同

2006年，阿城市成为了哈尔滨市的一个区，其后关于长
途客运班线如何变更公交一事，就成为 50余万阿城人关注
的大事。当时，记者曾多次采访哈尔滨市交通局运管处、公
交处负责人，及主管此事的副局长，得到的答复是：既有长
途客运班车的票价为 10元，调整为公交票价需降至 8元以
下；长途运营班车多为个体，需要协调解决矛盾；管理标准
也需要统一，一个执行省标，一个执行市标；车辆、场站等配
置也需要改造。

10日，记者从哈尔滨市交通局公交管理部门了解到：阿城
区长途线路进行公交化改造时，哈尔滨市公交系统还在进行油
改气改革，每一条公交线路的车辆、站场配置也是在完善中，阿
城区长途线路的客运班车并不符合标准；此外，这一线路的长
途班车共有83辆，还需要整合为一家公司管理。“哈市建设一
条规范公交线路，目前需要投入1800万左右的资金，那时候也
需要一半以上的钱吧。长途变公交，软硬件条件都需要改善，
确实是一道难题。”

时间过了 4年，直到 2010年 5月，哈尔滨市主城区到阿
城区的长途班车，才真正施行了公交化运营。当时，据哈尔
滨市交通局主管副局长介绍，哈尔滨市政府为此专门召开
一次协调会，才最终敲定了结果。601路和 602路终于开通
了，票价从10元一位降到7元一位。

601公交站台，仍保留着排队候车设施。

11日 8时 40分许，记者来到公交 601路位于哈
站附近的始发站，看到一辆公交车刚刚驶离站台，而下
辆公交车上座率已经达到了一半。后车司机这样介
绍，现在是 40分钟到 60分钟发一辆车，客流量还可
以。来到调度室，张姓女调度并不避讳地说，601路现
有车辆25台，由于检修等原因，今天出车是23台。“由
于受疫情管控影响，现在客流量有些减少，每车每天能
跑两圈，前些日子每车每天能跑四圈。”两圈勉强保本
儿，四圈就是赚到了。

驶入阿城区不同区域的601路和602路，在进行
长途线路公交化改造后，几年内乘客都是排大队乘
车的状态，所以为满足市民出行需求，603路也开通
了。“公司的车辆也早就进行了更新换代，都是统一
车型，也和市内公交一样是新能源纯电动车。”张调
度说，现在他们的公交车外观上与市内公交唯一的
区别，就是还保留着行李箱。“长途变公交后，我们的
效益曾经有个爆发期，比以前个体经营时要强很多，
这些年也没有一台车退出运营。”

据业内人士分析，阿城区长途线路公交化改造
的顺利完成，得利于三方面：

一是线路运营车辆足够，能够形成相对紧凑的
间隔；

二是行政区划改变后，执行的道路运输管理标
准由省到市进行了调整；

三是线路与高速公路和高铁站点，重合交叉点
相对较少，覆盖面满足了市民出行需求。

其实，哈尔滨市最早完成长途
班车公交化改造的，是呼兰区。2004
年呼兰县成为哈尔滨市的一个区时，
连通主城区与呼兰区的长途班车票
价是8元，还需要乘坐其他车辆赶到
公路大桥边换乘。2007年底，551路
与552路公交线路开通后，主城区与
呼兰新区间的票价降到了2元，与呼
兰老区间的票价也降到了 5元。这
一举措的直接效果，是呼兰区超过
60万人的出行成本减负了。

老高时任教化公路客运站站
长，那里也是一路通往呼兰区公交
车的始发站。他这样分析：长途班
车自站内发出后，途中尤其在市区
内，是不允许在站外上客的，违规就
要被罚；公交化改造后，虽然票价降
了，但途中设有多个站点，有上有下
地循环，客流相对也增加了；再者
说，市民乘车更方便了，可以就近选
择乘车地点，不用再到指定地点上
车。

后来，老高任道外公路客运站
长，这里发出的班车大多是往来于
哈尔滨市周边外县，属于短程长途
班车。“由于同属于大哈尔滨，既有
运输道路通畅，多数区域与高速公
路、高铁线路并不密接，线路里程也
不算远，都是可以考虑进行公交化
改造的。”他说，哈尔滨市作为全省
的公路交通枢纽，考虑到高速公路、
高铁站点等因素，以及服务对象的
改变，确实应该进行调整了。

然而，哈尔滨市对部分客运班车进行公交化改
造的进程，还是停滞了10年。这期间，长途客运也发
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随着城市环境治理深入推进，
安发桥、教化、大桥等客运站都相继关闭；随着高速
公路和高铁线路的不断开通，很多长途客运班次的
客流开始大量流失；由于收入与支出无法平衡，公路
客运参与人（管理方与运营方）都面临难以为继的局
面。

从2013年到2018年，哈市多个客运站周边出现
了“票贩子”密集上街拉客问题，位于哈尔滨火车站对
面的南岗公路客运站外，问题尤为突出，几方联手几
经治理都不见效果。一些客运线路的班车车主直言：

由于客流减少，靠客运站内卖票，连管理费都交不起
了。老张曾任哈西客运站站长，他说哈西公路客运站
运营几年，水电供暖等费用就已欠账数千万元。

2018 年 3 月，我省出台了《关于深化改革加快
推进全省道路客运转型升级的实施意见》，其中一
条就是加快农村客运班线公交化改造，提升农村客
运公共服务水平。当年 7月，哈尔滨市政府网站即
公布了一条信息：哈尔滨至饶河桦南长途客运将试
点公交化运营，长途客运线路采取公交循环发车模
式运营，企业可以根据客流情况确定发车间隔，不
仅可以保证企业效益，灵活的发车方式也可以更好
地为旅客出行提供便利。

2019年 3月，哈尔滨市发布了“道路客运转型
升级实施办法”，减少审批环节，鼓励通村客运班
线进行公交化改造。机遇已经摆在面前，但淘汰
却已残酷地展开。2020 年 3 月，哈尔滨市南岗公
路客运站客运班线及客运班车整体迁移至哈西公
路客运站运营，原南岗公路客运站同步关闭。作
为国家一级客运站，南岗客运站曾经创下高峰客
流日均 1.5 万人至 2 万多人的纪录，随着省内高速
公路和高铁线路的不断延伸，常态日均客流却已降
至 4000人左右。

“作为全省公路交通运输的中心和枢纽，哈尔滨
市的长途客运运营状况，也是全省的一个缩影。”一
位从事 30余年公交管理的业内人士说，比如牡丹江
市到下辖穆棱市间的客运，原来有40多辆班车在跑，
20多分钟就可以发一个班次，现在却只剩下了几台
班车，乘车要在早晚赶时间。“这就是恶性发展了。
如果早几年就开展公交化运营，这样的结果也不会
出现。”

他说，高速公路和高铁线路，永远也不会修到每
个村口，甚至是每个乡镇，但公路客运却可以将触
角延伸到这些地点。从这个意义上说，公路客运仍
有发展的空间，而发展城际公交就是其中一个趋势，
说白了就是让部分长途客运班线选择城市公交的运
营模式，连接县、乡、村。核心是与需求点位密接，加
大车辆运行频次，通过满足乘客更分散的出行需求，
以求存续和发展。“这其实是个转型和补点的过程。

据我了解，目前已经开通的城际公交，有连接绥化市
兰西县的线路，也有连接大庆市外县的线路。”

记者了解到，今年3月，哈尔滨市往来绥化市兰西
县的客运班线变更为城际公交，线路临时授予编码
为701路（哈西线）、702路（哈站线）。这个客运班线
原来的票价是21元一位，现在的票价是15元一位，而
且以“朱家”为分区点，过分区点上车，去兰西方向只
需10元。

12日8时许，记者来到哈西公路客运站，在站外
候车场看到有七八辆701路公交在等候发车，它们的
旁边还停放了机场巴士。据一名管理人员介绍，701
路开通后一度火爆，现受疫情管控影响，客流才减
少。“我们公司的 30辆运营班车，全部更换为宇通纯
电动车，全程 80 多公里的路程，120 分钟内就可完
成，每车每天最多跑两圈半。”

记者了解到，这路城际公交在哈西与公路、铁
路、航空都实现了无缝接驳；中途在凯德商圈、松花
江公路大桥、太阳岛风景区路口、北站、榆林镇等地
点设站，连接了多个“热点”。这路城际公交在改造
后，仅更换新能源班车就耗费了近两千万的资金，也
使得同步获批的702路公交化改造遇到了难题，启动
仍在筹措中。

“只要 15 块钱，这票价很有竞争力。自驾的
话，也可能被收取 20 元道桥费。”哈市的王女士在
此乘车，准备回老家看父母，她说以后回家就乘城
际公交。

2020年7月，山东省交通运
输集团有限公司、济南市联运
有限公司、山东滨州交运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邹平市汽车出
租公司联合对济南至邹平班线
客运进行公交化改造。9月，济
南市审计局在官方网站发布消
息称，城际公交带来三大利好：

“黑车”无奈淡出市场；旅客得
到真正的实惠；客运企业迎来
新的发展机遇。一个事实就
是，城际公交票价降了，但因为
旅客数量激增，客运企业效益
稳定了。

张调度在统计出车情况。

高速路网+高铁运行倒逼
城区+城际一体化发展需求

3元差价“磨砺”4年

长途变公交

破冰破冰

短程班车“优选”之路

公交化改造

必须补盲点强服务挑战与机遇

乘车排大队

选择的是运营模式城际与城市

今年3月，哈尔滨市到绥化市兰西县
的长途客运线路，实现了公交化改造。
近半年的运行，701路城际公交，也渐渐
为人熟知，甚至有不少美食平台，将它们
列为去榆林镇吃筋饼的首选出行方式。

恰恰就在去年3月，曾经盛极一时的
哈尔滨市南岗公路客运站，退出了历史
舞台，线路和班车迁至哈西客运站运营；
再前推一年，哈市出台了通村客运班车
公交化改造的实施办法……

有人说，哈佳、哈牡高铁投入使用，
让公路客运一蹶不振，是“压跨骆驼的最
后一根稻草”。但部分长途客运班车的
公交化改造，却给公路客运的发展提供
了另一种可能。

其实，2016年国家交通运输部就在
“十三五”发展规划中提出：建设高品质的城
际客运系统，支持毗邻地区客运班线公交化
改造。而哈尔滨市长途客运班线公交化运
营，更是早在2007年就已经“试水”了。

哈西公路客运站，与高铁站、机场
巴士密接。

热度，网友留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