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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绿色交通破解“城市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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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越来越浓重

的尾气污染、越来越胶着的

交通拥堵、越来越恶化的出

行环境⋯⋯随着我国快速

迈入汽车社会，以及城镇化

进程的不断加快，这些“城

市病”正变得越来越重，极

大地影响了人们的身心健

康和生活质量。

发展地铁、公交、自行车

等绿色出行方式，能否缓解

当前城市交通面临的资源、

环境压力？本报将连续刊发

三篇深度报道，敬请关注。

在我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今

天，发展“绿色交通”可以降低交通能耗和

污染，提升交通运输效率，实现城市经济效

益、社会效益和生态环境效益三者的统一。

然而，作为绿色交通主体的公共交通

占比却始终偏低。据统计，全国大部分中

心城市公交出行分担率平均不足 30%，中

小城市平均约 10%，而管理较好的发达国

家城市公交分担率一般在 60%以上。我国

公共交通的比较优势尚未得到充分发挥，

在缓解城市交通拥堵、降低能源消耗和空

气污染等方面的重要作用未能充分体现。

近年来，绿色出行的理念已经深入人

心，各地也在加快推进地铁、公交、公共自

行车等方面的建设，为什么公交出行比例

难以提高？

公共交通吸引力不强是首要因素。如

今，人们的出行要求不断提高，从“有车坐”向

更加“便捷、顺畅、绿色、安全、人性化”的服务

转变。而目前公交出行不方便、不快捷、不舒

适的情况普遍存在。有些地方没有通公交，有

些线路高峰时期严重拥挤，地铁与公交车换乘

不便，“最后一公里”没有衔接，公交车准点率

较低、等车时间长、行车速度慢、乘车环境差、

服务质量低等问题仍较为突出。

造成这一现象的根源是公共交通的主

体地位尚未确立。随着城镇化水平快速发

展，交通出行需求快速增长，加之城市规划

考虑不充分等原因，使得当前我国城市公

共交通发展总体还比较滞后。公交站点、

场站、枢纽等基础设施建设历史欠账较多，

不少地区用地指标长期得不到落实，站点

覆盖率不高，全国主要中心城市公交车辆

进场率不足 60%。同时，行业发展政策不

完善,公交发展缺乏稳定的资金来源，补贴

补偿“一事一议”现象较为普遍。

公交出行比例偏低的另一个因素是人

们已经对汽车出行的方式形成了较强的依

赖。近年来我国机动车数量持续高速增长，

并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处于汽车消费的高峰

期。刚刚迈入汽车社会的人们还热衷于体验

汽车带来的舒适、便捷。而此前城市的道路

新建扩建，主要围绕的是汽车出行，无疑也加

重了人们对汽车使用的依赖。

北京交通大学中国综合交通研究中心

执行主任、博士生导师毛保华在接受采访

时就谈到了北京交通的一个“怪圈”：私家

车过快发展造成城市拥堵，城市拥堵使公

共交通效率降低，公共交通效率降低让私

家车主宁可堵在自己车上，也不愿选择公

共交通，于是形成恶性循环。

在北京，过度使用汽车的情况普遍存

在，甚至“把小汽车当成自行车用”。有数

据显示，北京汽车的出行距离普遍较短，5

公里以下的出行占比为 44%。这种短距

离，其实更适合步行或自行车出行。出现

这种状况，既与人们绿色出行意识不强有

关，同时也折射出公共交通体系的不完善，

无法满足人们的出行需求。

总而言之，要让更多的人选择绿色出

行，就必须加快确立公共交通在城市交通体

系中的主体地位，在政策导向、资金支持、城

市规划等各方面予以保障，从线路到服务各

个细节都切实增加公共交通的吸引力。

公交出行比例为何偏低
□ 冯其予

家住北京市丰台区樊家村的小余，进
入 5月以来心情特别好。“不为别的，就是因
为地铁 10 号线全线通车了。”在宣武门上
班的小余告诉记者，尽管她家里有一辆私
家车，但是 10 号线通车后，她宁可选择地
铁也不愿意开车上下班。“10 号线倒 4 号
线，从家门口到单位办公室 40 分钟，只要 2
块钱。”小余告诉记者，如果早高峰开车去
单位，至少 1个小时，油钱也不少花。

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老程身上，家住
北京望京的他在国贸一家世界 500 强的外
企上班。“如果没有什么特别的活动，我平
时上下班都是骑车 15 分钟到地铁站，存好
车，然后坐地铁到国贸。”老程告诉记者，这
样的方式对他而言，经济又健康。

如今，绿色交通这一出行理念早已深
入人心。无论是平日里上班放学，还是节假
日旅行出游，“能坐地铁公交就不开车，尽量

走路骑车”正在成为越来越多人的选择。
发展绿色交通的根本原因是城市日益

加剧的人口、资源、环境压力。我国城市人
口总量大、居住密度高、土地资源匮乏，随
着城镇化进程的不断加快，生态环境约束
将进一步突出。据统计，交通运输的石油
消耗占到全社会消耗总量的 36%以上，污
染物排放量占到大城市空气污染物总量的
60%左右。

同时，伴随着机动化的快速发展，不少
城市交通拥堵范围日益扩大，居民平均上
下班通勤时间不断延长，资源供应紧张、核
心功能区秩序混乱、环境恶化等成为很多
城市面临的社会管理问题。这些都要求加
快转变现有粗放的城市交通发展方式，将

“绿色交通”作为未来发展方向。
要转变现有的城市交通发展方式，必

须改变过度依赖机动车的出行模式。以北

京为例。虽然北京率先实行了公交优先战
略，目前公交出行率达到 44%，为全国最
高，但是仍然有相当比例的人固守开车出
行，自行车出行比例也逐年下降，从上世纪
80年代的 60%跌落至 16%左右。

“倡导绿色出行，应该实现各种交通方
式的平衡发展，建立一个科学合理、综合的
城市交通体系。对北京这样的大城市而
言，公交比例应该占 50%，私家车占 20%，
自行车占 20%，步行占 10%。”北京交通大
学中国综合交通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博士
生导师毛保华指出。这意味着发展绿色交
通，首先应把容量大、能耗低、污染小的城
市公共交通放到更加重要的位置。

对此，交通运输部部长杨传堂曾特别
指出：“优先发展公共交通，倡导人本、集
约、绿色、高效的交通运输发展模式，用有
限的资源来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交通
运输需求，有利于从根本上推动交通运输
发展方式的转变。”

这种态势在近几年我国的交通运输事
业发展中愈发明显。交通运输部数据显
示，2012 年我国全年城市客运系统运送旅
客 1228.44 亿人次，比上年增长 5.4%。其
中，公共汽电车完成 749.80 亿人次，运营里
程 346.82 亿公里，分别增长 4.8%和 4.5%；
轨道交通完成 87.29 亿人次，运营里程 2.81
亿列公里，分别增长 22.4%和 17.3%。

“绿色交通”，指的是采用低污染、适
合都市环境的运输工具，来完成社会经
济活动的一种交通概念。1994 年，加拿
大人克里斯·布拉德肖提出绿色交通体
系，把不同的交通工具按照环保程度进
行了划分，依次为步行、自行车、公共运输
工具、共乘车以及单人自驾车。

经过近 20 年的推广，绿色交通理念
在世界各国得到了普遍发展。在伦敦，
实施交通拥挤收费后，拥堵减少了约
30%，收费区域内工作日的小汽车行驶
速度提高了 10%至 20%，氮氧化物、可吸
入颗粒物的排放量减少了13%至15%。

绿色交通强调的是城市交通的“绿色
性”，即减轻交通拥挤，减少环境污染，促
进社会公平，合理利用资源。其本质是建
立起一套城市可持续发展的交通体系，用
最少的社会成本实现最大的交通效率。

“当前我国正处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的关键时期，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城乡、区域
一体化迅速推进，城镇化和机动化程度不断
提高，以城市公共交通为代表的绿色交通发
展面临难得的发展机遇。”交通运输部副部
长冯正霖说这番话，是在去年 10 月 29 日召
开的全国城市公共交通工作会议上。

这次会议提出了全面实施城市公交优
先发展战略，并公布了全国第一批“公交都
市”示范工程创建城市，包括北京、重庆、济
南、南京、石家庄、武汉、长沙、大连、哈尔
滨、西安、郑州、太原、乌鲁木齐、昆明、深圳
共 15 个城市。“十二五”期间“公交都市”的
试点范围将扩大到 30 个。国家将在城市
公交基础设施、信息化建设和节能减排等
方面给予支持。

“公交都市”是为应对小汽车高速增长
和交通拥堵所采取的一项城市战略，已成
为全球大都市的发展方向，也是交通运输
部“十二五”期间推进城市交通发展的重要
策略。“公交都市”建成后，人们将以公交出
行为主，公交出行比例达到 50%以上，在城
市主城区实现 500米上车、5分钟换乘。

目前，各试点城市积极推进“公交都
市”建设。以深圳为例。大量建设公交专
用车道是其最大亮点。到 2015 年底，深圳
全市公交专用道规模将达到 780 公里以

上，同时通过线网完善、公交提速、枢纽支
撑、低碳交通、智能交通等一系列措施，让
公交出行分担率达到 56%以上。

步行和自行车作为绿色出行的重要组
成部分，国家也在加大推进力度。去年 9
月，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国家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三部委联合发布了《关于加强城市
步行和自行车交通系统建设的指导意见》，
对这两种绿色交通方式给出了明确定位：
大城市、特大城市发展步行和自行车交通
的目标，重点是为了解决中短距离出行和
与公共交通的接驳换乘问题；中小城市则
是要将步行和自行车交通作为主要交通方
式予以重点发展。

根据该意见描绘的蓝图，到 2015 年，
城市步行和自行车出行环境将明显改善，
步行和自行车出行分担率逐步提高；市区
人口在 1000 万以上的城市，步行和自行车

出行分担率达到 45％以上。目前，公共自
行车在杭州、北京、太原等城市全面推开、
不断完善，通过重建“自行车王国”积极应
对“城市病”。

北京交通大学中国综合交通研究中心
执行主任毛保华指出，我国在推行“绿色交
通”方面还有许多需要改进的地方，包括机
动车增长过快、城市无法提供足够高效且具
备吸引力的公共交通、管理手段和思维依然
沿用计划经济时代的简单方式等问题。

毛保华表示，未来城市交通的发展方向
肯定是以公共交通为主的出行方式，城市越
大，公共交通就应该越发达。因此，必须超
前谋划城市交通发展战略和规划，充分发挥
公共交通的比较优势，提高吸引力和竞争
力，加快确立公共交通在城市交通体系中的
主体地位，降低小汽车使用强度，给未来城
市发展“省下一点空间、留下一片蓝天”。

城市现有交通模式必须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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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交都市”全面启动

可持续发展的交通体系

日前，宁夏银川市为缓解市民公交

出行“最后一公里”问题建设的智能化立

体公共自行车亭正式启用。

新华社记者 王鹏摄

近日，上海启动纯电动车公交线路，

曾在上海世博会期间运营的 120 辆纯电

动车公交车，开始在上海的常规公交线

路投入使用。 新华社发

最近，上海宣布今年将新建 500 个废旧衣物回收

箱。旧衣服也可以绿色回收？这个事值得提倡。

现在天气热了，很多人在换季时，都会清理出不少穿

不了的旧衣服。这些物品如何处理可不是个小问题。统

计数据显示，上海每天产生的旧衣服可达数百吨，一年产

生的旧衣服高达13万吨，占每天处置的生活垃圾中的3％

到 4％。按照垃圾处理的这些旧衣物，一般只能作填埋处

理，一些化纤面料的衣物很难分解，还会对环境造成污染。

旧衣服其实并没有穿坏，大多数只是款式过时、号码

不合适，有的还挺新。但是，现在回收旧衣物的捐赠渠道

主要接受七八成新的棉被、床单、毛衣、厚外套等，很多衣

物都不符合要求，存在家里实在占地方，最后只能一扔

了之。我们要倡导勤俭节约的绿色生活，也不妨在旧衣

服再利用方面动动脑筋。

在这方面，上海的做法很值得借鉴。自2010年起，上

海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就开始在全市试点旧衣回收，由专

业公司统一收集旧衣，居民可以用旧衣服兑换家庭绿色账

户积分，兑取各种小礼品。这种方式普遍受到居民的认

可。截至2012年底，已建立废旧衣物回收箱1022个。

目前，上海回收旧衣服有两大用途：一些比较完好的

棉服、羽绒服等在消毒、整理后，会通过慈善机构捐赠给

灾区；同时，那些无法再穿的旧衣服将集中进行纤维化处

理，制成无纺布、再生手套、路基布等，一些纯棉面料纤维

化后还可以用于加工服装。旧衣服的回收利用，在保护

环境的同时也创造了经济价值。据统计，每吨旧衣服回

收利用后，可生产 0.99 吨无纺布或 0.99 吨分色棉纱，等于

节约了 1.1 吨纺织原料或 0.8 吨棉花，同时还节约了生产

同等无纺布 35%的能源，节约生产同等棉纱 20%的能源。

要推广旧衣服绿色回收，需要全社会的合力。政府

要推进回收体系建设，让回收更加便捷；企业要加快技术

研发，提高回收效率；我们每个人也应树立绿色回收的理

念，同时适度消费，别盲目追求“快时尚”、频繁换新衣，因

为最环保的衣服正是已经挂在你衣橱里的衣服。

旧衣服

也应绿色回收
□ 端 然

连日来，西藏昌都地区芒康县滇藏公路沿线高山杜

鹃花竞相绽放，漫山遍野的杜鹃花在蓝天白云的映衬下

美不胜收。 新华社记者 文 涛摄

①

本报讯 记者张建军报道：根据日前发布的《2012
年广东省海洋环境状况公报》，去年广东省海洋环境质量
总体稳定，但近岸海域海洋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恶化的趋
势暂未得到根本扭转。为此，广东今后将致力建立健全
海洋环境保护的常态机制，着力构建好蓝色生态屏障。

广东将加快实施《广东海洋生态保护实施方案》中提
出的“六大重点工程”，即海洋污染防治、海洋生态保护、
海洋生态修复、海洋蓝色碳汇、海洋环保能力建设、海洋
生态文明示范区建设。同时抓紧建立健全海洋环境保护
责任考核制度、海洋生态补偿机制、海洋环境保护联动机
制、海洋环境保护经费多渠道投入机制等四项创新机
制。此外，广东今年还将重点推动海洋生态红线制度落
实、启动“美丽港湾”建设等。

据悉，除中央海域金项目外，广东省近年来已投入省
级海域金及地方筹集资金 3.54 亿元用于海域、海岸带生
态修复，其中湛江、汕尾、饶平等地的港湾整治修复效果
明显，珠海横琴新区、湛江徐闻县和汕头南澳县还获批成
为第一批国家级海洋生态文明示范区。

广 东 着 力 构 建

蓝 色 生 态 屏 障

5 月 26 日，两名“驴友”在德兴铜矿 1 号尾砂库坝面

游玩。上世纪八十年代初起，江西铜业集团德兴铜矿开

始进行生态复垦的试验研究，对 1 号尾砂库开展生态环

境综合整治及其试验示范研究，成功地解决了纯尾砂生

态恢复问题，被破坏的土地得到复垦，复垦率达 80%。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