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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21212    结论和建议结论和建议结论和建议结论和建议    

    

12.112.112.112.1    结论结论结论结论    

    

 成都市是拥有约 1,000万人口的中国西南地区的中心 目前中央政府正将建设重点由沿海地区

转向内陆 我们的调查区域是成都市的中心地区 它对早日实现这一政策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 成都市必须提高目前的交通系统能力 以利于各种社会经济活动顺利发展  

 

 成都市目前的道路系统发展相对较好 从理论上讲 道路容量已足够能承受目前的交通量 而

且 现有计划中的道路工程实施后 对 2010 年的预测交通量来说也是充足的 但是 为了最

大限度地利用容量 还存在着许多需解决的问题 特别是在城街区还有狭窄区间的存在  

 

 现在成都市的公共交通系统是以巴士为中心的交通 半私人交通工具的出租车除外 关于巴

士的运行方面 目前还没有出现深刻的问题 大部分主要道路都有巴士在运行 并用较低的价

格在通常的时间带进行着良好的服务 但是 巴士的分担率较低 在 2000 年只占 10% 如改

善巴士的服务水准 应有相当大的一部分自行车 机动车的利用者会转为利用巴士  

 

 关于巴士运行的最大问题不如说是行政上或经营上的问题 由于成都市的巴士产业公营公司的

比例很大 这个事业体 包括子公司 每年都有很庞大的赤字 市政府必须用财政拨款来填补

这个赤字 从中央政府正在推行放开限制的政策以及各发达城市正在推行的公共交通民营化的

进程来看 可以认为在成都市也应该向下一步展开  

 

 成都市公交系统长期的发展是以地铁为中心 预计到 2030 年可以完成地铁网的建设 因此从

2000年到 2030年之间是地铁 巴士二者都应注视的转换期 巴士在目前一段期间是主要的公

共交通手段 在地铁完成以后将变为辅助手段 由于在制定这一期间的公共交通改善计划时必

须把将来地铁的建立放进来综合考虑 为了促进成都市巴士服务的高度化和公共交通的利用

给地铁也会带来好的影响 巴士道路系统的改善会起到很好的效果 这个系统是利用现有

的主要城市干线道路 建立分离型的巴士专用车道和优先车道 虽然会有多种工程 却无须新

建基础设施所需的大规模投资 但是 为了完成这个巴士道路系统网 需要有公交枢纽站 停

靠站的改善 巴士路线的再设计 交叉路口的改良 自行车 步行者流的分离及其它交通管理

措施等多方面配套支援措施  

 

 通过实施上述计划 将来的交通情况会有很大的改善 巴士的分担率将从现在的 10.2%上升到

2010 年的 27.4% 巴士的速度也会从 12.0km/时上升到 16.9km/时 预计道路的平均阻塞率将

从 0.43下降到 0.25 如果不采取任何对策 上述改善只能依靠现有道路开发计划来实现 效

果是极其有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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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12.212.212.2    建议建议建议建议    

 

 基本规划中提出的项目应该按照实施计划来完成 这些项目包括 4个干线公交车道工程 公交

专用车道 7个辅助公交车道工程 公交车优先车道 3个公交车相关设施工程 7个城市间

公交车枢纽站 10 个市内公交车乘客换乘点和 230 个公交车停靠站 4 个交通管理设施工程

交叉路口的改善 自行车道的整治等等 5个政策和管理制度改善项目  

 
工程的所有费用需要人民币 11 亿 9 千 6 百万元 其中 599 百万元约占总费用的 50% 用于干

线公交车道工程建设 285 百万元人民币 约总费用的 24%用于次公交车道工程建设 其余的

用于公交车辅助工程建设和交通管理设施工程建设 政策和管理制度的改善未计费用  

 

基本规划中工程的内部收益率达到 25.5% 远远超出了 12%的经济折扣率 因此 可以断定这

份基本计划具有很高的经济可行性 目前的纯价值估计约为人民币 20 亿元 约是投资额的 2

倍 感度分析结果表明 这种高度的经济可行性非常稳定 不会受费用的增加或利润降低的影

响 基本计划 所提出的项目都是切实可行的 其内部收益率都超过了 12% 东西方向公交车

道和武侯祠与北站路间公交车道的经济收益尤其高  

 
此外 环境评价结果没有大的负面影响  

 

 有关公交巴士民营化应按以下步骤进行  

 重组公交集团总公司 缩小其规模 改建成资产管理公司  

 资产管理公司作为股份制公司上市 使之在股东的监督下有效益地运营  

 分公司实行民营化  

 分公司改建成股份公司 最初资产管理公司拥有其全部股份 然后逐步引入民间资本  

 

 建议成都市的交通行政管理设立一个统一机构 该机构能对公交车 城市间交通和市内交通

出租车和地铁实行统一管理  
 

 对作为可行性研究对象的两个主要工程 提出如下建议  
 

东西干道公交车道项目东西干道公交车道项目东西干道公交车道项目东西干道公交车道项目    

 

在蜀都大道的二环路以内 设立成都市第一个公交车专用车道 该计划实在不改变现有道

路宽度的前提下 通过合理改变道路剖面的结构 在不减少车道容量的同时 设立公交车

专用车道 于此相配套 还应同时进行主要交叉路口的立体化 平面交叉路口的改造 步

行道整治以及自行车停车设施的整治 预计总费用约 1 亿 4 千 6 百万元 该项目实施后

交通流的改善效果大且经济内部收益率高 约为 49% 环境方面的改善效果也很大 几乎

无负面影响 因此 提议尽快实施这一项目 希望政府在 2001 年正式决定实施的同时 立

即着手工程设计 2002年落实资金安排 招标工作以及开始施工 2003年建成通车 此项

目是在现有干道用地内改变使用区分的项目 故应作为公共建设项目来进行 依靠市政府

的财政预算 在干道建设指挥部的管辖下进行建设较为妥当 公交专用车道由公用局负责

管理并应实施无偿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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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公交巴士事业民营化项目成都公交巴士事业民营化项目成都公交巴士事业民营化项目成都公交巴士事业民营化项目 

 

2000年成都市市区公交行业已约有一半民营化了 运兴公司 今后几年 其余部分也应着手

进行民营化 这对于公交服务水准的质的改善 量的扩大以及减轻市的财政负担都是必要的

而且 公交巴士民营化也是中央政府的基本政策  
 

成都市公交集团总公司 1 4 5分公司按目前的财政状况 独自实行民营化是不可能的 须注

入其固定资产 1.5倍以上的民间资本 为此 须确保民间资本所期待收益水准 长远看因公交

巴士需求的增加 确保收益是可能的 但短期内民间企业在更新车辆的同时 再提高收益较为

困难 故应研究考虑民营化实施后 5年内的减免税收 车辆费的部分补贴 人员安置费用的政

府负担等优惠措施 在实施这些过渡措施期间内 增强民营化企业的素质 力争本世纪的前

10年内实现财务的完全独立  

 

另外 总公司在作为运兴公司和今后陆续成立的新公交巴士公司的控股公司对经营进行监督的

同时 将运行监督 线路计划 认可等政府行政职能移交给相关的行政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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