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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 市

停车熄火不宜草率入法
徐琦

“在不久的 未 来 ，轨 道 交 通 的 通 行
里 程 要 达 到 660 公 里 ，进 一 步 加 密 中
心 城 区 的 线 网 。 地 面 交 通 方 面 ，会 加
强站点的建设，方便大家换乘，同时也
要 变 换 服 务 举 措 ，增 强 公 交 的 吸 引
力。”北京市交通委委员客军在清洁空
气 行 动 计划重点任务分解的媒体交流
会上这样说。

那么，什么才是科学合理的公共交
通网络体系？ 王小广认为，要建成科学
合理的公共交通网络体系就要做到“三
个加密”。

“第一个是加密市区人口密度。北
京市目前城市人口密度不是高了，而是
严重偏低，二环和三环之间的平均楼层
不超过 15 层，反而郊区楼层和人口密度
特别高，人都到郊区去了，放大了交通
流。”

“第二个要加密公共交通领域的地
铁密度。同样是大都市，纽约 2000 万人
口，北京也 2000 万人口，但是纽约路面
人不多，车也不多，就是因为地铁密度
大，三五百米就能见到地铁口。”

“第三个是加密公路体系，打通段轴
路。三环、四环、五环堵车很多时候是因
为许多路都走不通，都要集中到一个地
方去。而且我们现在的城市规划不是

‘先路后房’，而是先圈地，再修路，这样
做就完全搞反了。”

此外，赵杰认为公共交通的建设与
发展首先要从乘客的出行需求出发。

“公共交通主要解决的是城市的通
行交通，换句话说就是解决上下班的问
题。上下班通行交通占到城市出行总量
一半以上，而且时间集中于早高峰晚高
峰，规律性很强。公共交通要解决的核

心问题是这一点，要从这一点出发建设
公共交通网络。”赵杰说。

此外，科学合理的公共交通网络要
形成一个出行链。除了发展公交、地铁
之外，还要与步行系统、自行车系统的建
设相结合，解决好市民出行的“最后一公
里”问题。

“人的出行链是从家到单位，不是站
点到站点，所以要在交通站点周边形成
一个安全、便捷的步行区，为出行者提供
一个优良的步行环境，让出行者很容易
就能到达最后的目的地。如果步行距离
再远一点的话就发展公共自行车，解决
到达目的地的“最后一公里”问题。”赵
杰说。

“一些地铁站附近之所以有很多黑
车，就是由于对很多出行者来说，站点
离目的地还有 1、2 公里，走路太远，坐
公 交 等 车 时 间 长 又 不 方 便 ，所 以 才 滋
生 了 黑 车 市 场 。 这 时 如 果 有 公 共 自
行 车 ，就 很 方 便 了 。 这 是 公 共 交 通
与 小 汽 车 竞 争 非 常 关 键 的 一 个 环
节 ，不 是 单 靠 发 展 公 共 交 通 本 身 就可
以了，还要与城市用地相结合，共同形成
一个出行链。”

什么样的公共交通更通畅？
本报实习生 许凡

编者：

近年来，我国城镇化、机动化
水平快速提高，随之而来的交通
拥 堵 成 为了许多城市必须面对
的 棘 手 问 题 。 国 家 为 此 提 出了
一系列城市交通发展政策措施，

其中就包括 要 大 力 发 展 公 共 交
通。在近日出台的《大气污染防
治行动计划》中提出今后五年要
加强实施公交优先战略，提高公
共交通出行比例，加强步行、自
行车交通系统建设。 北京市最
新出台的 2013~2017 年清洁空气行

动计划，也提出要大力发展公共
交通，对轨道交通和地面交通加
大投入。

究竟我们身边的公共交通现
状如何？ 能否成为缓解城市 拥
堵的重要手段 ？在城市建设中
有何公共交通的误区？

10 月 15 日，北京地铁 10 号线因
信号故障，导致部分列车晚点。因故
障发生于早高峰时间，导致大批乘客
滞留站台。

无独有偶，9 月 16 日，北京双节前
“最堵周”的第一天，地铁 4 号线因信
号故障，致列车停运两小时。大批乘
客改乘其他地铁线路或公交车，部分
乘客被滞留在隧道内半个多小时。

今年以来，北京地铁已经多次因
“ 信 号 故 障 ”暂 停 。 有 资 料 显 示 ，从
2012 年起，北京地铁已经发生了 86 次
故障。尤其是近两个月来，间隔几天，
北京地铁就免不了“卡一下”。

“早高峰遇到地铁故障就只能选
择转乘公交了，要是再赶上汽车也拥
堵，那上班肯定又要迟到了。”上班族
吴先生抱怨。

此外，地铁站点和路线设置不合
理，缺乏停车场、公交站等配套设施也

加剧了城市交通的拥堵。有市民反
映，在地铁回龙观站点附近有很多黑
车。虽然地铁站门口有公交车，但还是
很多人愿意坐黑车。站点人流、车流
的密集常常导致附近交通陷入瘫痪。

“站点离家还要两公里，走路远，
坐公交等车时间长不方便，所以选择
坐黑车。”市民刘先生说。

对此，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综
合运输研究所城市交通研究室主任程
世东认为，我国轨道交通和常规公交

“两张网”的状况比较明显，换乘衔接
不紧密。往往轨道建成运营后较长一
段时间，地面常规公交还跟不上，导致
大量黑出租、摩的出现。

此 外 ，被 喻 为“ 地 面 地 铁 ”的
“BRT”快速公交，因其污染小、节约
成本、运行高效被越来越多的城市重
视。除北京外，广州、重庆、大连、杭州
等地也加强了快速公交的建设。

但是 BRT 快速公交在建设的过
程中也遇到了一些问题。“BRT 虽然
是很好的方法，但只适合现在的新规
划区域。老城区当初在规划时没有考
虑这个问题，已经没有充分的道路空
间来建设了。”北京工业大学交通研究
所的张智勇教授说。

据了解，修建 BRT 快速公交需要
具备一定的条件，其中最重要的一项
就是需要专属道路，将快速公交的专
用道路与普通车辆区别开来。如果专
用道路设计不合理，如设置太多路口、
过多的停车站点、会阻碍快速公交的
行驶速度。

这也导致了各个城市在跟风推广
BRT 的过程中出现“快了一线，堵了
一片”的尴尬。“城市道路本来就已经
很 拥 挤 了 ，如 果 再 腾 出 几 条 车 道 给
BRT 专用，其他车道的拥堵问题就更
严重了”。张智勇说

公交优先即公共交通优先，是指在
城市发展和规划中，把公共交通的建
设和管理放在优先的位置予以考虑。

公交优先最早是在 60 年代初由
法国巴黎提出的，其后很快在欧美等
发达国家大城市得以推行。有数据显
示，目前伦敦、巴黎、纽约等城市公交
化均在 70% 左右，东京高达 87% ，而
在我国，城市公交化率却大多在 20%
之内。

公交优先战略是政府对城市公共
资源尤其是道路资源的重新分配，以
倡导公共交通的方式来满足大多数人
的出行需要，被认为是解决我国大城
市拥堵难题的有效策略。

■公交车优先
还是地铁优先？

但是目前对于公交优先战略，很
多人认为公交优先就是公交车优先，
将缓解城市交通拥堵的期待寄托于更
多的公交车和公交专用道。对此，国
家行政学院决策咨询部研究员王小广
表示质疑。

“ 公 共 交 通 优 先 应 该 是 地 铁 优
先。不管是大都市纽约、巴黎，还是东
京、首尔，市中心 60%~80%的交通量
都是靠地铁完成的。而北京现在只有
10%~20%的交通量靠的是地铁，提升
空间还很大。”

“公共汽车在大都市的公共交通
体系中应居于较为次要的作用。公共
汽车承载的交通流仅占地铁的 1/5。

而中国目前的公共汽车不是少了，而
是用得太滥了。”王小广说。

公交优先究竟是应该地面公交优
先还是地铁轨道优先？对此，城市规划
设计院城市交通研究所所长赵杰认为，
轨道交通与地面公交不应产生竞争关
系，而应形成互补，互相协同与配合。

“轨道交通刚度大，站点和线路不
容易调整，主要用来解决中长途交通
需求。而地面公交灵活，可以深入城
市社区中心和活动中心，主要用来解
决中短途交通需求。”

“在世界上其他轨道交通比较发
达的地区，轨道交通发展好的也就占
到一半以上。轨道交通是骨干，但单
靠轨道交通解决不了所有问题。轨道
交通要与其他交通方式支撑配合，共
同组成公共交通系统。”赵杰说。

■郊区导向
还是市中心导向？

此外，在地铁建设中究竟是要以郊
区导向为主，还是以市中心导向为主？
目前相关领域的专家也莫衷一是。

有业内专家认为以郊区为导向会
增加向市中心集中的交通流，从而加
剧交通拥堵，并且会造成公共资源的
浪费。而赵杰认为，还是要把支撑外
围新城发展作为地铁建设的一个重点
进行考虑。

“如果城市外围不能提供很好的
轨道交通服务，那么市民只有买小汽
车才能进城。在香港考察时我们发

现，往往是房子还没建好，轨道交通就
已经修好了。地铁速度快又方便，不
需要市民自己开车。”赵杰说。

“轨道交通如果能延伸到城市外
围，这样就比小汽车更加方便快捷，就
能给市民提供交通出行方面的等价交
换。所以我个人觉得北京下一步的重
点可能更多要考虑城市外围的发展。
以轨道交通带动外围发展，纾解中心
城区的功能。”赵杰说。

对此，王小广认为，地铁要建在市
区内，以市中心为导向，解决大多数人
的出行问题。

“城铁、轻轨修到郊区外往往不是
为了解决公共交通问题，而是为了投
资，为了房地产，才把北京的地铁修到
房山、大兴、顺义、昌平等郊区去。”

“ 举 个 例 子 ，如 果 把 人 流 比 作
100，那么富人比重应该是占少数 20
人。我们现在面临的选择题是 80 人
的流动还是 20 人的流动。最高效率
的选择应该是富人的流动，郊区化应
是富人的郊区化。而我们现在是 80
个穷人到了郊外，这样交通流就放大
了四倍。”

“认为北京中心人口密度太高，进
而把人口都疏散到郊区这样的观点是
错误的，这样会使交通越来越堵。郊
区人口上班、上学、看病等各种出行需
求会导致对私家车的依赖加重。我认
为解决交通问题的核心是把人留在市
中心，在市中心大力发展公共交通。”
王小广说。

公共交通是人们出行的必须品，但是如今越来越多城市面临着公共交通的
问题。图为北京某公交站内成群的等车人。

公共交通不给力

故障频发，轨道交通和常规公交“两张网”，城市规划没有提前预留道路空间

公交优先的疑惑

不能将缓解城市交通拥堵的期待寄托于更多的公交车和更多的公交专用道

公共交通网络怎样更科学？

发展公共交通需加密市区人口密度、公共交通领域的地铁密度
以及公路体系，最重要的一点，公共交通的建设与发展首先要从乘
客的出行需求出发

本报记者蔡新华实习记者刘静上
海报道 车身总长 10.5 米、通过充电桩
即可对整车进行快速充电、续驶里程
可达 150 公里以上、尾气零排放……
日前，上海又引进 24 辆“双电”纯电动
公交车，其中 8 辆“双电”纯电动公交
车目前已在公交 22路线路上试运营。

据悉，驾驶员通过对车辆的操作
摸索，掌握其性能特点后，今年 10 月
26 日起，公交 22 路全线 17 辆公交车
将全部置换成“双电”纯电动车，以减
少公交尾气排放，改善城市空气质量。

据介绍，目前上海市共有 360 多
辆包括超级电容、纯电动、电电混合、
油电混合 4 种车型新能源公交车。今
年初，上海市浦东公交曾引进了 30 辆

“双电”新能源车正式上线运营，其中 22
辆用于 787路，这是上海市首条全部使
用双电公交车的线路。另外 8 辆用于
785路，与这条线路已有的 15 辆混合动
力新能源车“混编”，以节约能源。

“内江路停车场已安装 17 个充电
桩，营运车辆在夜间用电低谷时段进场
充电。”巴士电车的相关人士透露，这批
新投放的零排放纯电动公交车，采取整
车充电模式，通过充电桩即可对整车进
行快速充电，充电时间为3~4小时。

“双电”纯电动公交车与上海世博
会期间投运的 120 辆纯电动公交车相
比，属于高等级车配置，更加绿色环保，
续驶里程也更长。车辆在开空调满载
运营状态下，续驶里程可达 150公里以
上，基本满足公交线路一天的运营需求。

本报记者刘立平 通讯员谭康美
长沙报道 由湖南长沙市人民政府主
办的主题为“城市，可持续发展”首届
苏圫垸城市湿地高峰论坛近日在长沙
市开福区举行。

在论坛上，哈佛大学环境工程系
教 授 、全 球 水 资 源 组 织 高 级 顾 问 彼
得·罗杰斯博士说，湿地建设应尊重河
流自然流向，保证湿地的水循环。

“怎样实现最好的保护呢？如果
说把人都撤出去，又或者把所有的建
设都停掉，把所有的汽车都禁行，这显
然不行。湿地是人和自然和谐相处的
一个系统，既要敬畏自然，又要让自然
服务于人类。”原建设部政策研究中心
主任、中国城乡建设经济研究所所长
陈淮说，要想实现湿地保护与利用的
双赢，就要科学规划城市湿地。

长沙市委常委、副市长张迎春表
示，如何加强湿地资源保护，维护生态
平衡，是全球共同课题，长沙市政府将
采取一系列措施进一步提高湿地资源
的科学保护和合理利用水平。

城市看台
城市资讯城市资讯

科学规划，合理利用

苏圫垸城市湿地
高峰论坛举行

上海又增一条
“双电”公交线

续驶里程可达 150公里以上

江苏出台促进城乡发展实施
方案

改善人居环境
实现集约发展

本报见习记者范圣楠南京报道
江苏省日前下发了《贯彻落实省政府
关于扎实推进城镇化促进城乡发展一
体 化 意 见 实 施 方 案》（以 下 简 称《方
案》），将按照低碳生态的要求积极转
变发展模式，持续改善人居环境，努力
实现由粗放增长向集约发展、资源依
赖向创新驱动转变。

《方案》计划，到 2015 年年底，城
市群和中心城市竞争力有序提升，基本
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全面提高，城乡人
居环境持续改善，节约型城乡建设取得
新进展，支撑城镇化发展的体制机制逐
步完善。全省逐步形成结构完善、级配
合理、配置均衡、覆盖全面的公共服务设
施体系，形成水平现代、功能互补、各具
特色的城乡空间风貌，形成舒适便利、环
境优美、生态宜居的城乡人居环境。

《方案》提出，江苏省将继续贯彻落
实国务院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加强
对大气复合污染的联防联控，推进实施
900项大气污染防治重点工程，加快城
市河道综合整治。同时，将实施 106项
饮用水卫生标准，加强排水管网建设。
加快城镇污水处理和污泥无害化处理
设施建设，推进控源截污和再生水利
用。开展城市生活垃圾分类收集试点，
完善餐厨废弃物无害化处理设施，加快
生活垃圾设施市、县全覆盖进程。

为防治大气污染，北京近日对“停
车超 3 分钟熄火”入法举行听证。参
会的 9 位听证陈述人中，全部赞成这
项规定。仅有两人表示取证有难度，
立法不可行。

这是一次压倒性的胜利。可见，
整个社会对于大气治理已经形成了众
志成城的氛围，而交通行业的减排由
于和每个人都息息相关，更成为公众
参与治理的最佳实验场。淘汰黄标车
和老旧车，鼓励发展新能源汽车，大力
发展公共交通，提倡公交优先……一
系列政策的出台早已显示了北京治霾
的坚定决心。

治堵与治霾史无前例地被捆绑在
一起，部分原因就在于汽 车 慢 速 、或
是 怠 速 状 态 的 高 排 放 。 有 数 据 表
明，车辆启动 15 秒时 PM2.5 排放值最

明 显 。 不 熄 火 停 车 3 分 钟 时 间 ，尾
气 排 放 累 计 的 PM2.5 至 少 是 点 火 时
排放的两倍多。怠速比熄火重启往
往 更 污 染 环 境 ，这 一 点 似 乎 没有争
议了。

也正因为如此，目前在美国、加拿
大、日本、西班牙、瑞士、荷兰和我国台
湾、香港、珠海都有相应的停车熄火法
规，而且都是强制性的。

基于以上原因，北京市提出“停车
超 3 分钟熄火”入法似乎算是理据充
分了。然而对此，我们还是能听到一
些不同的声音。比如行驶在繁忙都
市 中 的 车 辆 ，谁 来 为 司 机 们 读 秒 计
时？是不是要在红灯旁设置倒计时
牌？拥堵下的机动车辆都接连发动
打火，容易加大车流缓慢、加长行车
时 间 ，这 多 带 来 的 污 染 物 有 没 有 人

算 过 ？ 停 车 熄 火 、车 辆 重 启 可 能 造
成 车 辆 损 耗 ，又 有 谁 负 责 赔 偿 ？ 如
果 停 车 超 过 3 分 钟 没 有 熄 火 ，谁 来
保证旁边一定有交警拿着秒表开罚
单 ？ 一 旦 熄 火 后 点 不 着 ，是 否 可 能
增加交通事故发生率？

法规、标准的具体化，出发点本是
为了方便执法、奖罚分明。但现实中
若处理不好，反而可能引发公众在时
间上、操作上的困惑与迷茫。法律的
最大特征是强制性和严肃性，一旦入
法必须执行，若无法强制执行，就必然
是形同虚设，挫伤法律的权威，既可能
造成司法部门的执法尴尬，也让法律
涉及的当事人尴尬。

实 际 上 ，细 究 有 关 国 内 外 有 关
“ 停 车 熄 火 入 法 ”的 规 定 ，我 们 会 发
现 许 多 豁 免 条 款 ，譬 如 正 在 排 队 候

客的出租车、校车、救护车、冷藏车、
混 凝 土 搅 拌 车 等 特 殊 车 辆 ，乘 客 上
下车时，气象台公布酷热、暴雨天气
警 告 时 ，交 通 堵 塞 时 等 情 况 下 都 可
免予罚款。而北京市环保局的相关
负 责 人 也 建 议 ，应 对 相 关 条 款 的 内
容作出补充调整，更改为“减少机动
车 排 放 ，凡 在 学 校 、医 院 、宾 馆 、商
场、办公场所、公园、社区、停车场等
不影响车辆正常行驶的地段，机动车
驾驶员在停车 3 分钟以上应熄灭发动
机，并设立相应罚责”。

可见，简单一刀切地强调“停车超
三分钟不熄火就罚款”，如果不提出具
体的“附加条件”，在执法效果和可操
作性上都将存在缺憾。与其草率入
法，不如先提出倡议，使其成为开车人
的自觉行为。

实际上，这一倡议被广大司机接
受的可能性 还 是 很 大 的 。 至 少 从 经
济 性 角 度 看 ，停 车 熄 火 更 省 油 。 2.0
排 量 的 汽 车 重 新 启 动 一 次 ，耗 油 1
毫 升 ，怠 速 5 秒 钟 ，则 要 耗 油 1.1 毫
升 ，怠 速 耗 油 远 远 超 过 熄 火 重 启 。
在油价高企的情况下，公众自会做出
理智选择。

“停车超 3 分钟熄 火 ”入 法 的 支
持 者 说 ，勿 以 善 小 而 不 为 。 笔 者 认
为 ，大 气 污 染 防 治 ，需 要“ 老 虎 ”“ 苍
蝇”一齐打，这点没错。但从效率上
和 执 法 可 行 性 层 面 看 ，我 们 应 当 先
抓 那 些 比 较 容 易 操 作 ，执 法 阻 力 较
小 ，对 形 成 大 气 污 染 又 很 严 重 的 因
素和环节，也就是说，要讲求实效，有
所侧重，而不是眉毛胡子一把抓，捡了
芝麻却丢了西瓜。

想起前段日子，有人提出餐饮油
烟是产生 PM2.5的重要来源，彼时并没
人提出立法要求人们不要煎炸烹炒，
而是提出在抽油烟机中加入一个新型
装置减少排放。同样，对于停车怠速
的高排放，能否也先在技术上想想办
法，研发出一种自动熄火装置呢？

所谓过 犹 不 及 ，在 立 法 上 用 力
过猛，不仅效果堪忧，可能还会起反
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