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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当前市民出行对多元化&便捷化&品质化的要求不断提升!以需求为导向!对公交服务模

式精准定位!以轨道交通发展为契机!延伸拓展微循环巴士服务!扩大公共交通服务覆盖&提升服

务品质!对于提高公共交通系统整体运行效益和竞争力具有重要意义%但目前已有研究成果主要

集中在常规公交线路规划方面!对适应短途出行&低需求特征的微循环线路规划设计的研究甚少%

文中总结微循环线路的特点!明确微循环线路功能定位#探讨微循环线路规划要点!明确微循环线

路的规划思路&规划原则及动态优化调整原则!提出微循环线路选线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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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力发展公共交通是中国在城市交通领域的一

项发展战略%伴随轨道交通和常规公交服务网络的

不断完善$市民公交出行得到极大改善%但仍存在

出行需求与公共交通资源分布不匹配的问题$如一

些边缘地区开行常规公交线路成本过高$公交服务

薄弱区域沦为/黑车0的市场"一些公交线路高峰时

段过度拥挤&运力紧张与非高峰时段空载&运营亏本

之间的矛盾等%微循环巴士作为城市公共交通线网

的支撑$主要是为满足线网可达性&覆盖性要求的公

交出行及作为轨道交通及其他公交干线服务的补

充$提供短途&喂给&接驳服务$部分城市明确提出逐

步完善服务社区和解决轨道交通/最后一公里0接驳

的微循环巴士系统%该文以优化公交线网一体化结

构为目标$对微循环巴士线路规划展开研究$提高公

共交通系统整体运行效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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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循环线路的特点

微循环巴士是相对于城市轨道交通及常规公交

提出的运作于居民公共交通出行线路衔接段的中小

型巴士线路$在城市公共运输系统内部处于从属地

位$具有补充性和辅助性的特点%其线路安排灵活$

能有效填补城市公交服务盲点$扩大城市公交辐射

范围$方便群众出行%微循环巴士线路的特点'

!

!

#微循环巴士线路服务范围较小$乘客平均

乘距相对较小%微循环线路长度普遍较小$通常为

!

"

!&EA

$服务范围相对较小$平均站距
#&&

"

'&&

A

$体现了服务短距离出行和接驳骨干公交线路的

功能特点%也由于服务范围的局限$微循环线路乘

客平均乘距相对较小$通常在
)EA

以内$如上海微

循环巴士乘客的平均乘距仅
!$-EA

%微循环线路

与其他交通方式!步行&公共交通&私人小汽车&出租

车等#服务距离对比见图
!

%

图
!

"

微循环巴士与其他交通方式的出行距离及成本对比

!

"

#微循环巴士运营组织灵活$道路适应性强%

车型较/袖珍0$周转效率高$对道路设施条件的要求

相对宽松$具备更强的灵活性$适应于低需求地区和

低需求时段$也适应于出行高峰特征较明显的较高

需求地区$可走街串巷$深入社区内部$提高覆盖率%

!

#

#微循环巴士与轨道交通整合规划更有利于

提高微循环巴士的服务吸引力%对于短距离出行$

可借助微循环巴士完成点对点的直达快捷出行"对

于长距离出行$由于轨道交通和常规公交覆盖存在

盲区或站点覆盖率低$可达性差$微循环巴士能与公

共交通实现互补&有效衔接%

!

%

#微循环巴士的替代交通方式主要有常规公

交&共享单车&电动车&短距离出租车&私人小汽车及

/黑车0等%微循环巴士除对常规公交的补充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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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还可替代常规公交运营效益较低的线路$也可为

部分拥挤线路起到分流作用"其次$正规&可靠&安

全&成本低廉&不受天气因素影响等特点使微循环巴

士具有替代共享单车&电动车及非法运营车辆的优

势$部分地区由于非机动车骑行条件较差及部分市

民不文明骑行行为$机非混行&人非混行现象较普

遍$共享单车事故频发$对市民出行造成安全隐患$

短途&廉价&便捷的微循环巴士可有效挤压非法运营

的生存空间$打击/黑车0市场$整顿公交运营秩序"

再者$随着微循环巴士网络的不断完善&定制服务的

推出及其舒适的乘坐体验$能提供/门到门0的便捷

服务$相比于出租汽车&私人小汽车$微循环巴士具

有明显的成本优势且省去了寻找停车位的麻烦$可

替代短距离出租车&私人小汽车出行$引导出行方式

向公共交通转移$促进资源的集约化利用$有利于提

升城市公共客运系统整体运行效率%微循环线路与

其他交通方式出行成本对比见图
!

%

!

'

#微循环巴士的服务对象主要分布在车站步

行约
#&&A

的范围内%据统计$微循环巴士乘客基

本上采用步行方式到达或离开微循环巴士线路乘车

站点$且约
-&a

的步行时间在
'AIJ

以内%

!

)

#/互联网
C

微巴0的新型微循环巴士具备定

制服务&高效&品质化的特点%微循环巴士与互联网

无缝接轨$可实现需求即时定制&智能实时调度的服

务$为市民提供更便捷&高效的出行服务%微循环小

巴灵活便捷$通过微循环巴士定制服务平台和智能

调度管理系统可实时收集用户手机终端发送的需求

信息$灵活安排车辆配置和线路计划$实现供给与需

求之间的互动和良好匹配$为市民提供高效&品质化

的出行服务%

#

"

微循环线路的功能定位

!

!

#公共交通网络体系%城市轨道交通作为城

市公共交通的骨干$其覆盖范围有限$主要提供区域

和市域层面的对外客流出行服务$兼顾区域内不同

片区间的中长距离客流出行服务%新型交通系统用

于区域内部组团之间公交骨干线路$可替代公交干

线$满足区域内部主要客流的走廊公交出行需求%

常规公交作为基础$对轨道交通起补充作用%公共

交通网络体系结构见图
"

%

!

"

#常规公交线网层次%公交干线以快速路和

主干路为载体$为交通性公交线路$主要为地铁未覆

盖客流走廊服务$同时起到连接各组团的作用%公

图
#

"

公共交通网络体系结构示意图

交支线是城市公交线网的主体$服务于次要客运通

道$主要联系组团内部和组团间客流走廊$对公交干

线起补充和联络作用$可达性较强%微循环线作为

城市公交网络的补充$主要满足线网覆盖性要求和

需求较小区域的公交出行$并为上层次线网喂给客

流$起到延伸&接驳的作用$丰富城市公共客运体系%

$

"

微循环线路规划要点

$"!

"

规划思路

微循环巴士线路总体规划思路见图
#

%

图
$

"

微循环巴士线路规划总体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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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梳理规划区域沿线的用地情况$包括居住

组团!村落#&产业园区&商业区&公共活动中心等%

!

"

#结合客流需求分析$标注微循环服务区域

主要客流产生吸引点%

!

#

#对轨道交通&既有常规公交服务与出行发

生吸引点进行匹配性分析%

!

%

#确定公共交通覆盖盲区%

!

'

#串联各出行发生吸引点与轨道交通站点衔

接$构建微循环线路初始线路集%

!

)

#结合微循环出行需求$遵循微循环线路规

划原则$对标微循环线路技术标准要求$统筹场站等

设施条件$逐条线路优化调整%

!

(

#线路站点的选取与调整%

!

-

#从公共交通线网整体及微循环线路专项两

方面进行线路方案综合评价$整体评价指标包括公

交线路网比率&公交线网密度&公交站点覆盖率等$

专项评价指标包括微循环线路长度&平均站距&轨道

站点衔接率和需求与运能匹配度等%

!

0

#征询公众意见%

!

!&

#确定微循环最终线路方案%

$"#

"

规划原则

$$#$!

"

总体规划原则

微循环线路功能定位为短程运输$是公共客运

服务体系中的/毛细血管0$其主要作用是补充公交

服务盲区$连接社区&就业地&商业活动中心与交通

枢纽%其总体规划原则如下'

!

!

#基础路网以次干路和支路为主$利用次&支

道路深入社区范围的居住区&商业区&公共活动中

心&学校&医院等$减少居民步行时耗%

!

"

#线路和客流走向一致$充分适应出行者的

出行特征$按照客流流向特点连接服务范围内的客

流发生吸引点$路线尽可能直达$减少绕行%

!

#

#线路终点尽可能汇集在轨道交通&新型交

通站点或片区枢纽$实现/无缝衔接0$接运地铁乘客

和快速疏解客流$减少换乘时间%

!

%

#线路不宜过长$宜控制在
!

"

!&EA

$不应

大于
!"EA

$提高周转效率%

!

'

#新增微循环线路避免与已有公交线路过度

重复$重点是填补公交服务盲区$解决末端出行问

题$方便出行%

!

)

#站点设置尽可能靠近住宅小区或主要建筑

物出入口$减少步行距离$同时避免因乘客候车而影

响道路交通运行%

!

(

#合理设置站间距%微循环巴士线路站间距

不宜过大$间距过大难以实现/门到门0的服务定位$

增加乘客步行时间"同时避免过度设站$过多设站会

加大延误$使乘客车内时间增加$同样降低客流吸引

力%站间距一般控制在
#&&

"

'&&A

$不宜少于
"&&

A

$根据客流需求而定%

$$#$#

"

调整线路原则

!

!

#道路新建&断头路打通$未同步配套公交线

路的情况下$可通过调整微循环线路&增设微循环线

路站点填补服务空白%

!

"

#微循环线路长度超过
!&EA

或非直线系数

!环线除外#超过
"$&

时$可结合实际情况对线路进

行优化调整%

!

#

#新建轨道交通&枢纽站投入运营及关联的

常规公交线路调整时$周边微循环线路应予以适度

调整$使之与轨道交通&常规公交之间能衔接配套%

$$#$$

"

取消线路原则

!

!

#微循环线路单位里程日客流量低于
!&

人

次(
EA

且所经主要路段有其他线路覆盖%

!

"

#微循环线路与轨道交通复线路段达
'&a

且

途经轨道交通运能充分区域%

!

#

#微循环线路总长度
'&a

以上与其他常规公

交线路重复或经过其他线路主要客源段且首末站点

相近的复线%

$$#$%

"

站点变更及运力配置调整原则

!

!

#站点变更及运力配置应根据微循环线路运

营监测评估及民意反馈情况$结合线路优化调整同

步进行%

!

"

#对新开发居住区$产业园区$高教园区$体

育&文化&卫生设施均应增设微循环线路停靠站点%

$"$

"

微循环线路选线标准

$$$$!

"

客流条件要求

!

!

#出行时间和起讫点应相对固定$如通勤客

流$确保微循环巴士服务常态化$用稳定的服务吸引

客流$并规避客流波动带来的经营风险%

!

"

#出行需求应相对集中$能在相同时间和路

线上形成足以支持微循环巴士服务的客流规模$使

票款及其他运营收入能弥补微循环巴士的一部分经

营亏损%

!

#

#开行微循环巴士线路的客流条件启动阈值

为日客流量
$

!&&

人次&单位里程日客流量
$

!&

人

次(
EA

%结合广州市现状各类公交线路客流量情况

制定该标准$其中'日客流量$干线
$

'&&&

人次$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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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
$

'&&

人次$微循环线
$

!&&

人次"单位里程日客

流量$干线
$

!&&

人次(
EA

$支线
$

'&

人次(
EA

$微

循环线
$

!&

人次(
EA

%

!

%

#新开发且未配套常规公交线路地区达到以

下条件的宜新辟微循环线路'居住人口规模在
"&&&

人以上或住宅区开发超过
)&&

户时按照每
#&&&

人

至少
!

条的标准配套始发微循环线路和相应首末

站$如暂不具备实施条件$可根据实际情况先建设过

渡站点设施"开发园区就业岗位达到
!

万以上时按

照每
"

万个岗位至少配备
!

条的标准安排微循环始

发线路和相应首末站"大型高教园区内建设一所高

校或大型新建文化&体育和卫生设施$均应配套
!

条

微循环线路%

$$$$#

"

道路条件要求

!

!

#道路等级%市政道路$通行宽度不低于
(

A

!满足微循环巴士车辆通行的基本条件#$转弯半

径符合车辆通行要求"标志标线&信号控制&照明设

备齐全"桥梁&坡道满足公交车辆通行安全条件%

!

"

#道路运行条件%微循环巴士线路应尽量避

开主干路及交通严重拥堵路段$减少对主线交通的

干扰$提高微循环巴士运行效率%

$$$$$

"

与常规公交协调要求

!

!

#线路重复比例%参考4上海公交线路优化

导则5$微循环巴士线路与常规公交线路重复比例应

不超过
'&a

$与其他线路重复比例大于
'&a

且其余

部分有其他线路覆盖时宜对重合部分进行调整%

!

"

#站点协调%居住社区&工业园区等出入口

#&&A

范围内无直达地铁站&公交枢纽站的常规公

交站点%

$$$$%

"

微循环巴士线路自身要求

!

!

#范围%微循环巴士线路应在组团内或
"

个

相邻组团间行驶$承担短距离公交出行%

!

"

#长度%参考
Y6'&""&,0'

4城市道路交通

规划设计规范5$市区公共汽车与电车主要线路长度

宜为
-

"

!"EA

$结合广州市微循环线路运营实践$

微循环巴士线路长度尽量不超过
!&EA

!外围区可

适当放宽至
!"EA

#$且不低于
!EA

%

!

#

#站距%参照
Y6'&""&,0'

4城市道路交通

规划设计规范5中市区线对公交站点间距
'&&

"

-&&

A

的规定$结合微循环线的功能和实现广覆盖的要

求$适当降低站间距标准$同时结合广州市微循环线

路运营实践经验$微循环巴士的平均站距应为
#&&

"

'&&A

%

!

%

#运距%结合广州市微循环线路运营实践经

验$微循环巴士的平均运距通常应不大于
)EA

%

!

'

#非直线系数%结合微循环线的功能和实现

广覆盖的要求$适当提高非直线系数标准$微循环巴

士的非直线系数应不超过
"$&

!环线除外#%

!

)

#与枢纽的关系%至少具备
!

个接驳点或客

流集散点$包括轨道&公交干线&各类枢纽&商业中心

等$延伸枢纽辐射范围%

%

"

结语

根据城市空间布局结构和土地利用&客流需求

特征$构建布局合理&高效衔接的多层次&多模式&一

体化&多元化的公共交通服务体系是目前提高城市

公交服务品质&提升公交竞争力&改善居民出行结构

的趋势和要求%该文围绕构建/快&干&支&微0四层

次公共交通网络体系的/基础0层次333微循环线

路$总结微循环线路的服务特点$明确微循环线路在

公共交通网络体系中的定位$在现有常用公交线路

规划方法的基础上$结合微循环的服务功能和特点$

提出了微循环线路的规划思路&规划原则及动态优

化调整机制和原则$并从客流条件&道路条件&与常

规公交的协调性和线路自身要求等方面界定了微循

环线路规划的技术标准$为大中城市微循环公交规

划和线路设计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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