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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多元视角的公路客运转型发展路径选择

陈建飞,龚迪嘉,吴梦珍
(浙江师范大学 地理与环境科学学院,浙江 金华　３２１００４)

摘要:随着新生活形态和新出行方式的不断涌现,公路客运面临其他交通方式对客流的吸引

和内部转型乏力等诸多问题.文中在论证公路客运转型可行性的基础上,采用案例借鉴法,通过

分析日本夜行巴士、上海机场苏州城市航站楼和广西凌云县高铁无轨站、日本福冈天神地下街和

金华市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原汽车南站综合改造、中国台湾和欣客运和德国 FlixBus等国内外

公路客运转型案例,总结其成功经验,分析其借鉴意义.认为公路客运的主要转型方向可基于时

间、空间(客运线路和站场)和服务感知三大视角展开分析,时间上的延伸重在“错位”,明晰公路客

运可占据的“生态位”;客运线路的拓展重在“相合”,与其他交通方式无缝衔接;客运站场改造要追

求节点Ｇ场所平衡,与城市其他功能耦合;感知上的提升重在“服务”,提供更多元化、体验感更佳的

高品质出行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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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受高铁、私家车、网约车等交通方式快

速发展和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疫情的叠加影响,中国

公路客运面临客运量急剧下滑、经营困难、停运撤站

等问题,客运市场结构的重构决定了公路客运企业

仅依靠传统的线路粗放经营已难以为继.

２０１６年,交通运输部出台«关于深化改革加快

推进道路客运转型升级的指导意见»,明确提出“鼓
励灵活、快速、小批量的道路客运定制服务”“大力发

展旅游客运”“优化道路客运站场建设”“加快构建与

铁路、民航、水路等相衔接的道路客运集疏运网

络”[１],积极引导公路客运创新发展,提升综合服务

能力,为公路客运带来更多机遇.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

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２],对公路客运发展提出了

新要求.“十四五”时期,中国要构建“安全、便捷、高
效、绿色、经济”的现代化综合交通体系,旅客运输兼

顾基本需求和多样化需求,推动运输服务多元化、品
质化发展[３].在新发展阶段,如何发挥公路客运的

时空灵活、覆盖范围广、集约低碳等优势,实现完美

转型,亟待研究.
从既有研究来看,文献[４Ｇ６]分析了中国公路客

运现状及面临的问题,并提出了管理、技术、服务和

运营方面的对策;文献[７Ｇ９]讨论了公路客运转型中

定制客运的现状、机遇与挑战,并在服务模式创新、
网络优化调整、产业融合、平台搭建等方面给出了建

议;文献[１０Ｇ１３]强调交通对区域旅游发展的重要

性,并在交通系统、融合发展、路线品牌、管理和政策

等方面给出了建议;文献[１４Ｇ１６]分析客运市场及客

运站布局的问题,提出了资源整合、运营策略、布局

优化和站城融合等对策;文献[１７Ｇ１９]分析了高铁开

通对公路客运的影响,探讨了公路客运在与高铁竞

争和合作中的发展定位与转型策略.此外,交通运

输部于２０２３年１２月发布１１个道路客运转型发展

典型案例,在定制客运、农村客货邮融合、客运站综

合开发、运游融合、旅客联程运输、客运班线公交化

改造等方面,探索了公路客运转型的主要措施和成

效[２０].整体而言,现有研究初步探索了公路客运转

型模式,但仍较宽泛或碎片化,在适应性评估方面考

虑不足.部分研究虽已涉及具体案例,但侧重于案

例介绍,缺乏对案例背后深层次原因和经验的深入

挖掘与总结.本文通过案例的深度剖析,从时间、空
间及服务感知３个视角对公路客运的优化转型进行

潜力和适应性研究,进而提出更详尽、更具可行性的

发展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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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转型途径一:公路客运服务时间的错位与

延伸

１．１　日本夜行巴士

日本作为轨道上的国家,铁路运输极度发达,但
夜行巴士仍是一种备受欢迎的长途出行选择.其吸

引点首先在于经济性,相较于航空、新干线或私家车

出行,夜行巴士的费用更低,约为航空的２/３、新干

线的１/２,对预算有限的乘客有较强吸引力;其次是

极大的时间灵活性,夜行巴士通常晚上出发,乘客夜

间在车上休息,次日上午到达目的地 (见图 １);
第三,夜行巴士的到发地点通常位于市中心,便于乘

客前往;此外,舒适性也是夜行巴士成功的原因之

一,车上配有宽敞、舒适的可调节座椅、枕头和毯子

等设施,提供 WiＧFi、电源插座等服务,可为乘客提

供相对愉悦的出行体验(见图２). 图１　东京至日本主要地区夜行巴士乘车时长

图２　东京至大阪夜行巴士相关信息(２０２４年７月１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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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　借鉴意义

考虑不同交通方式运营时段的差异,利用夜间

新干线和航空服务空窗期,以乘客需求为核心,强调

出行体验、时间敏感性和性价比,开通夜行巴士服

务,在明确市场定位的同时不断提升服务品质,积极

回应市场需求.据统计,日本巴士每年载客量达

１．１５亿人次,为公共交通出行做出了重要贡献[２１].

１．３　国内应用

由于中国和日本在交通管理制度、居民出行特

征及交通方式竞争态势上存在显著差异,须结合本

土实际进一步研讨夜间客运服务的应用.
从制度层面来看,交通运输部明确规定长途客

运车辆在凌晨２:００—５:００应停止运行或实施接驳

运输[２２],旨在确保乘客和司机的安全.因此,客运

企业若要在夜间市场寻求发展,主要有两个途径:一
是适度突破现有制度框架,通过严格而有效的企业

实力与安全运营管理能力的认证,获取特许经营权,
确保夜间运行的安全与高效;二是充分利用凌晨的

停运时间,为司乘人员创造更优质的休息环境.
从出行特征来看,按照日本经验,夜行巴士全程

运行时间以７~１０h为最佳(即一晚入眠时间),对
应的行程距离为４００~６００km,与中国发达地区城

市群规模相符,如长三角城市群中的上海—合肥/温

州、南京—宁波等(见图３),京津冀城市群中的北

京/天津—邯郸、石家庄—唐山等(见图４),夜行巴

士能较好地契合中短途客流需求.同时,发达地区

图３　长三角城市群部分城市间距离(单位:km)

的城市群商务交流密切,普遍存在高频率出行与高

时间价值的人群,舒适睡眠与空间位移的一体化完

美契合了该人群的价值观念.

图４　京津冀城市群部分城市间距离(单位:km)

　　从多模式交通竞争视角来看,虽然中国存在夜

间普通铁路客运服务,但相比普通铁路,夜行巴士仍

具有显著优势.空间上,夜行巴士能覆盖更广泛的

地域,提供更便捷的点到点出行服务,有效弥补夜间

普通铁路车站与公共交通衔接不便的问题.时间

上,夜行巴士的班次设置更灵活多变,而普通铁路由

于班次相对固定,时间选择较受限.此外,虽然普通

铁路通常价格较低,但长期以来,乘客满意度一直不

高,且受企业性质所限,改革阻力较大.在发达城市

群的商务和旅游客流中,费用成本并非首要考虑因

素,普通铁路的价格优势并不明显.相反,商务和旅

游客流对出行服务品质和时间灵活性要求极高.显

然,夜行巴士在满足多样化出行需求,提升出行服务

品质方面更具优势.

２　转型途径二:公路客运线路的拓展

２．１　上海机场苏州城市航站楼

城市航站楼作为机场服务设施的延伸,扩大了

机场的服务范围.受制于紧张的土地资源及空域

等,苏州市暂未修建公共运输机场,而是利用临近上

海虹桥、浦东两大机场与无锡苏南硕放机场的地理

优势、发达的公路网络,设置了多个异地航站楼.
苏州城市航站楼于２０２３年５月正式启用,是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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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首个以数字化手段实现多元化空地联运的跨省城

市航站楼,位于苏州金鸡湖畔,３００m 范围内有１个

地铁站和４个地面公交站点,可达性高.航站楼提

供航班查询、值机办理、行李预安检、行李托运、苏航

专线、旅客快捷安检等一站式服务,并拥有定制化接

送机、贵宾通道等增值服务[２３],通过将手续前移,缓
解了机场的客流压力,提高了乘客的出行效率.其

中苏航专线是连接苏州城市航站楼与上海机场的重

要纽带,为乘机旅客提供了便捷的服务,其主要运营

信息见图５.

图５　苏航专线基本信息与小程序界面

　　相比私家车、出租车,苏航专线具有空间集约、
成本低廉的优势.相比铁路运输,苏航专线具有换

乘次数少、省时省力的特点.此外,乘客在抵达机场

后可通过专属通道进行快速安检(如上海虹桥机场

的３３号通道,属于苏州航站楼乘客专用通道),提升

了旅客的通行效率.

２．２　广西凌云县高铁无轨站

广西百色市凌云县地处云贵高原东南边缘,

２０２０年末常住人口为１８．８万人,是国家乡村振兴重

点帮扶县.鉴于其出行需求少、地形复杂及资金、技
术条件匮乏等,凌云县尚未建设高铁站,但其依托相

对灵活的公路客运,于２０１６年建设了全国首个高铁

无轨站.该站位于百色高铁站以北５０km 处,选址

于银百(银川—百色)高速公路凌云出入口以东

１．３km,距凌云县政府２．７km(见图６),具有相对便

利的公路运输条件.凌云高铁无轨站提供购票、取
票、候车等服务,通过专线大巴与高铁百色站无缝衔

接,１h可达,实现了“一站式服务、零距离换乘”的
公铁联运[２４],极大改善了当地群众的出行条件,进
而带动当地的经济发展.

２．３　借鉴意义

　　公路客运在短途运输领域具有显著优势,其高

图６　广西凌云县高铁无轨站区位分析(单位:km)

度灵活性和广泛的覆盖范围使之成为其他交通方式

的重要补充,特别是在长途运输的始末端衔接方面,
公路客运能大幅度拓展服务范围.多模式交通的合

作互补,能有效提升出行效率和优化出行体验.无

论在经济发达还是欠发达地区,２００km 内均属于公

路运输的经济距离,与其他长距离优势交通方式的

无缝衔接,能实现１＋１＞２的双赢成效.
２．４　国内应用

公路客运须充分发挥自身机动灵活的优点,基
于不同群体的出行需求,通过与铁路、民航等运输方

式的无缝衔接延伸服务链.
中国东部城市经济发达,出行需求旺盛,在无机

场或航班资源有限的地区,通过建设异地航站楼,办
理行李托运、提前值机等民航出行基本手续,同时充

分发挥公路客运“门到门”的便利性,实施“公路＋
航空”联运,减少旅客换乘次数,有效扩大机场服务

范围.未来适时开通公路客运共享IATA(InternaＧ
tionalAirTransportAssociation,国际航空运输协

会)代码,真正做到“上车即上机”.
中国西部地区地形复杂且经济发展相对滞后,

高铁车站密度不如东部、中部地区,针对未通高铁的

县城,可实施“公路＋高铁”的联运模式,且同样可采

用共享铁路车次的方式,做到“上车即上铁”.

３　转型途径三:公路客运站场功能的多元

拓展

３．１　日本福冈天神地下街

日本国土资源紧张,城市人口高度聚集,立体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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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随处可见.福冈天神、大阪梅田等日本大城市

中心区通常依托地下街、空中连廊联系车站和周边

商业/办公综合体,实现地下、地面、地上空间的渗透

相融、客流互动.
天神地下街位于福冈市中央区的天神地区,是

九州最繁华的商业地段,长约６００m,东西各１２个

街区,现有３４３家店铺,集时尚、美食、杂货、书籍等

多种业态于一体.天神地下街连接地铁机场线天神

站和地铁七隈线天神南站,与西铁福冈(天神)站和

西铁天神巴士转运站连通,并通过地下通道串联周

边大丸、三越、福冈市政、福冈大楼等多栋商业、办公

综合体(见图７).

图７　天神地下街平面图

３．２　金华市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原汽车南站综

合改造

　　受客流下降、运营成本高等影响,金华市交通投

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为金华交投集团)将原汽

车南站、汽车东站的客运班线全部合并至铁路金华

站附近的汽车西站.汽车南站停运后,除部分土地

仍用于城乡公交、城市公交首末站等交通功能外,其
余大量空间面临转型改造的机遇与挑战.

金华汽车南站位于八一南街与海棠东路(均为

城市主干路)交叉口,周边有大量大型居住区,但配

套设施相对不足,除一家大型超市和部分沿街商业

外,少有市民休闲娱乐空间,这为汽车南站的转型带

来了机遇.经过十余项方案比选,２０２２年金华交投

集团与专业运营公司联合开发,将停运４年的汽车

南站改造为一站式城市运动中心———售票厅变餐

厅、候车厅变酒吧、发车台变篮球场、停车场变足球

场和游 泳 池,成 为 城 市 新 的 活 力 点[２５].２０２３ 年

４月,为顺应夜间经济繁荣发展的浪潮,汽车南站

“变身”为缤谷美食广场,以傍晚至深夜(１６:３０至次

日凌晨)为黄金时段,融合多地美食与休闲文化,打
造高品质夜间经济示范区(见图８),２６０多个摊位生

意火爆.类似地,汽车东站除保留城市公交首末站

外,一层被用作幼儿园,其余则改建为汽车保养和修

理空间[２５](见图９).
３．３　借鉴意义

　 　Bertolini的节点Ｇ场所模型提出了车站区域的

图８　金华交投集团汽车南站改造前后对比

图９　金华交投集团汽车东站改造前后对比

交通供给(节点)和土地利用(场所)特征的二维框

架,车站地区作为交通和土地利用交互的主要区域,
二者的一体化发展是空间绩效最大化的重要条件.

日本福冈天神地下街整合市中心的多模式交

通,为市民和游客提供便于快速到达换乘区的流线,
并通过立体拓展实现了多商业业态、多功能用地的

竖向叠加,构建了一个充满活力的场所,达成了节点

与场所的平衡(见图１０),成功实现了客流与(商业

商务)资金流的相互吸引和转换.值得注意的是,这
种一体化开发方式对多主体协同、多功能统筹有较

高要求,须从项目策划阶段就开始做好整体构思与

利益协调,故更适合于新建车站地区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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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ea１:日本福冈天神地下街节点－场所功能平衡的适用范围

Line１:金华交投集团原汽车南站的转型途径

图１０　Bertolini的节点Ｇ场所模型

　　中国传统公路客运站往往过于强调节点功能,
未营造出场所的活力,无法将流量转换成“留量”.
在存量更新和公路客运日渐式微的背景下,可酌情

增加既有公路站场的场所功能.金华原汽车南站、
汽车东站最初都过度强调节点功能,直到客流无法

支撑站场运营后,才基于对市民实际需求和周边功

能缺失的综合考量,增加场所功能,实现节点Ｇ场所

的协调与平衡,得到较好的发展.

３．４　国内应用

客运站场转型本质上是找到方便乘客出行、融
合周边功能、实现企业和政府收益的最优解.“十四

五”时期,中国仍处于城镇化快速发展期,土地资源

的集约、节约、高效利用是城市发展的重要方针,邻
近城市中心区的公路客运站须从规划伊始就谋求节

点Ｇ场所的平衡,且功能要由单一化和专业化走向高

端化和复合化[２６Ｇ２８].
从日本福冈天神地下街的“他山石”可见,公路

客运站的核心功能是交通运输,须做好公路客运、铁
路、城市公交、地铁等多模式交通的无缝衔接,同时

根据客流特征、车站周边用地特点和人群需求,向地

挖潜,对交通枢纽进行地上、地面和地下的一体化开

发,整合客运站与城市商业、办公、文化或休闲功能,
提升片区活力,充分发挥其正向溢出效应.

对于客流较差的客运站,客运企业应在评估实

际运营成本Ｇ效益的基础上实施改造.以节点功能

为绝对主导的客运站已不再适应新形势需求,应合

理缩减存量规模,优化售票、安检、候车、停车、发车

等功能区布局,降低运行成本,其余空间则进行“腾
笼换鸟”,根据实际需求增加场所功能,提升片区活

力和站场收益.考虑其区位的特殊性(一般位于城

市边缘地区),可作为城乡公交或城市公交首末站,
保留换乘枢纽功能;也可根据实际需要,将腾出的空

间用作物流配送、运动休闲或餐饮美食等功能,打造

“一站多能”的城市新空间.
每个车站的区位、规模、经营特色、本地资源都

不相同,福冈与金华的模式也并非万能公式,具体到

每个特定的城市和站点,都应综合考量,进而选择不

同的转型方向.

４　转型途径四:公路客运精细化服务品质的

提升

４．１　中国台湾和欣客运和德国FlixBus
中国台湾和欣客运是一家以提供国道客运服务

为主要业务的民营企业,主要经营台南往返台湾岛

内各城市的路线,其客群锁定商务人士,并为之提供

一系列具有特色的服务(见表１).
德国Flix集团是２０１３年成立的全球移动出行

服务提供商,致力于提供高品质、低成本的长途移动

出行方式(见表１).FlixBus通过将旗下的巴士车

辆外包给当地巴士租赁公司运营实现扩张,已成为

欧洲及美洲最大的城际巴士服务提供商.

４．２　借鉴意义

如今,公路客运已迈入产品和服务品质竞争的

新时代,精细化回应乘客需求成为公路客运的“必答

表１　中国台湾和欣客运和德国FlixBus的服务特色

服务特色
具体内容

中国台湾和欣客运 德国FlixBus

动态票价体系

分时定价,工作日票价为非工作日的８０％~９０％ 根据乘车时长、时间段、换乘次数等灵活调整票价可

三排座价格约为二排座的７５％ 加价购买邻座,获得独立空间

套票/联程票享受优惠(如买六赠一)
柏林至法兰克福约５５０km,票价为３０~７５美元(高

铁约１１０美元)

精细化的车内服务

设施

配备无障碍座位;提供冰箱、医药箱、毛毯、

杂志、洗手间、电视等服务

提供无线上网、电源插座、卫生间等,可按规携带自

行车搭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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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１

服务特色
具体内容

中国台湾和欣客运 德国FlixBus

完善的线上信息

发布

通过官网查询时刻表、线路图、站点、票价表、

空位等信息,进行选座、购票和退票操作

通过官网或 APP进行选座、购票、变更、退票等操作;

网购车票时只需输入起讫点,页面能清楚标示换乘次

数、上座率、价格及优惠幅度

在官网、脸书等平台发布一周优惠时段表、重
要公告等信息,并开展优良服务人员网络票选

等监督活动

线上提供公铁联票服务及换乘时间、航班时刻表、换乘

路线等信息;通过推特、脸书等平台推送优惠信息,承接

相关广告,提高知名度

题”.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公路客运企业可引入出

行即服务(MobilityasaService,MaaS)理念,将便

捷、智能、高效、可靠的服务贯穿于交通出行过程始

终,甚至延伸至游、购、娱、行等生活服务上,提高出

行的安全性、舒适度、便利性,进而增加用户黏度,形
成依赖性和消费期望,最终拓展更多的新业务和忠

实客户(常旅客).
中国台湾和欣客运和德国 FlixBus两家企业

都是私营性质,自负盈亏,比国内占大比重的国有客

运企业更懂得商业化运营、更注重创新经营模式、更
快适应市场变化.内地国有客运企业因行政管理特

色面临较少的竞争,很少灵活开拓客运相关服务,主
动提升服务品质.未来,须借鉴不同国家和地区的

先进经验,在坚持以人为本、安全第一的前提下,将
MaaS理念贯穿于公路客运服务的多个方面.

４．３　国内应用

公路客运企业要转变客流、收益减少→服务水

平下降→客流、收益减少的恶性循环,须对标高铁、
航空的服务品质,优化乘客体验,维持甚至逐步提升

客运量.具体而言,首先要实现客运服务的数字化

转型,包括线上服务平台(APP)搭建、多模式交通票

制整合(联票)、自动化时刻管理、动态价格管理等,
可选择与具有数字化业务能力的企业合作完成,也
可通过自组织革命、模式创新、技术应用从内实现数

字化转型[２９Ｇ３１];其次,细微之处见真章,以乘客为中

心,提升车内的软硬件设施和运营管理水平,满足不

同类型乘客的旅途安全、舒适、便捷的需求;三是在

实现数字化转型的基础上,践行 MaaS理念,延伸出

行服务链,提供交通、生活甚至工作的一站式服务.

５　结论

虽然公路客运外部面临其他交通方式对客流的

吸引,内部面临转型乏力等诸多问题,但仍有不少优

秀的转型案例,重拾了公路客运的综合竞争力.本

文从时间、空间和服务感知３个视角切入,通过案例

借鉴与分析,得出以下结论:时间上的延伸重在“错
位”,明晰公路客运可占据的“生态位”,锚定客群,精
准灵活施策.空间上的拓展重在“相合”,与其他交

通方式无缝衔接,通过“异地建站”的方式扩大铁路、
航空的服务范围,达到双赢的效果;客运站场改造要

追求节点Ｇ场所平衡、“腾笼换鸟”,与城市的其他功

能耦合,塑造新的客流吸引点.感知上的提升重在

“服务”,要践行 MaaS理念,通过软硬件双提升,提
供更多元化、体验感更佳的高品质出行服务.

中国地域广袤,城市类型复杂多样,经济社会发

展水平差异明显,本文所述的转型途径并不能涵盖

所有城市,未来须结合各市实际情况,探索更具针对

性、更精细化的应对策略,优化布局、拓展服务,并不

断回应新需求,实现公路客运的持续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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