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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经济

倡导自行车出行，更需有软硬件的保障，既包括确立自行

车路权、礼让自行车的交通规则，也应完善公共自行车的服务

如何“叫好”更“叫座”如何“叫好”更“叫座”

本版编辑 来 洁

曾经有外国人感慨，中国人做什么事情都讲一个“快”

字，过马路也好，挤公交也好，甚至飞机一落地很多人就急

着开手机、拿行李。这一方面与我们的文明程度有关，另一

方面可能也渗透了我国国情对国民心态的微妙影响：人多、

资源少，我们从小就习惯了干事情要争先恐后。

交通小环境其实是社会大背景的投影：当前乃至今后

一段时期，我们仍面临着繁重的发展任务，效率优先往往会

被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拿交通来说，小汽车这种点对点、

门到门的交通运输工具，能够极大地提升效率、便利出行，自

然会受到很多渴望掌握自己行动自由的人青睐。开上车，想

去哪去哪，不受时间、地点甚至天气的限制；“汽车社会”象征

着人类文明到达了一个全新的高度，确实值得肯定。

但是，不管科技如何进步、文明如何演化，最终的结果

都应该以人为本。城市交通在效率提高的同时，是不是应

该兼顾公平？毕竟城市不仅仅是开车人的城市，也是所有

人同呼吸、共命运的城市。城市不应该仅仅是冰冷的钢筋

水泥、高楼大厦，不应该仅仅是车流滚滚的高架桥、快速路；

城市还应该是人类诗意的栖居场所，人们可以悠闲而舒适

地骑行、漫步其中，感受生活的宁静与美好。这才是城市发

展的意义所在。因此，要构建城市的慢行系统，让交通多一

点绿色，城市才能更宜居、更和谐。

要改善城市的慢行系统，需要有软、硬件的配套。比如

说，是否可以在城市中心区划出专用道路，多给自行车一些

空间；能否给自行车优先通行权，让绿色出行更加通畅便

捷。再比如说，进一步完善公共租赁自行车服务体系，让人

们的出行多一种选择；在地铁站口、商业中心、居民小区等

人流集中地区多建一些自行车存放设施，鼓励人们多骑自

行车，在3至5公里的范围内尽量不开车。在谴责“中国式

过马路”的同时，城市管理者是否该反思一下，交通体系有

没有充分地照顾到行人的需求？

当然，让城市慢下来，需要有个过程，毕竟当前我国还处

于快速城镇化的历史阶段。曾几何时，我们怀着对美好物质

生活的向往，从“自行车王国”急不可待地迈入了“汽车社会”；

可不久却发现，现代工业文明也带来了环境污染、资源紧张的

无尽烦恼。虽然历史的车轮不可能再倒退回田园牧歌时代，

但我们仍然期待着重新拥有蓝天白云、青山碧水的家园。

这一切并非不能做到，它需要我们每个人生活方式的

转变。少开一天车，多采用公交加自行车、步行的方式，经

济节约又环保；拒绝“汽车依赖症”，多“走两步”，有利保持

身心健康；去市中心交通拥堵地段尽量少开车、多乘公交，

别堵在路上排放尾气，搞得自己也心浮气躁。

让城市慢下来，就请多给交通一些绿色吧。

绿色交通

让城市慢下来
□ 杜 铭

公共自行车

发展加速

北京在 7 个区县中建成 520 个

公共自行车服务网点，投入运营规

模达14000辆

③③

公共自行车骑得起来吗
本报记者 郎 冰 杜 铭

众所周知，自行车是最为节能环保的绿色出
行工具。纵观自行车 200 多年的发展历史，在为
人们带来清洁、健康、快乐的出行感受同时，自行
车对解决城市交通拥堵也功不可没。

据长安大学教授段里仁的长期追踪和实地
考察显示，伦敦、新加坡、东京这些机动化程度
高、交通承载压力大的城市，都无一例外地大力
发展自行车出行。“轨道交通+自行车”接驳的出
行方式，已成为全世界的大势所趋。以哥本哈根
为例，市中心主要街道交通十分通畅，出行环境
优良。其城铁站前宽宽的道路上，小汽车十分稀
少，而一旁的双层自行车停车场里，则挤满了密
密麻麻的自行车。轨道交通与自行车的有效结
合，不但有效减少了小汽车的使用，解决了交通
拥堵，还带给人们自在愉悦的出行感受和优良的
生态环境。

就目前深受交通拥堵和大气污染困扰的北京
而言，大力发展自行车尤其是公共自行车服务系
统，很有意义，有助于市民日常短距离出行和解决
公交通勤的“最后一公里”问题，进而降低机动车
使用强度，减缓城市交通拥堵。

自 2011 年起，北京正式启动了公共自行车系
统建设的试点工作，由企业运营，政府提供启动资
金，并给予相关政策扶植。据北京市交通委运输
管理局汽车租赁管理处焦桐敏介绍，截至今年 5
月，全市 16 个区县中已有 7 个区县建成 520 个公
共自行车服务网点，投入运营规模达 14000 辆。
在东城、朝阳、丰台和石景山 4 个区域内实现了车
辆通存通取，仅开启公交一卡通的部分功能，就能
畅骑市区。

为了吸引更多市民使用公共自行车出行，实
现即用即还，加快其运行周转率，交通部门还特意
推出了“免费+低价”的收费模式，即租车第 1个小
时内免费，之后每小时收费 1 元，每天累计不超过
10元。

此外，先进的技术设备也是公共自行车的亮
点之一。由于每辆自行车都装有识别身份的“智
能芯片”，租车人如逾期不还，3 天后，租车卡将自
动被锁定。加之公共自行车自身独特的零件体系
与普通自行车无法通用，因而试行至今，公共自行
车失窃率极低。

从目前试点运行的效果来看，公共自行车展
现出良好的发展前景。今年年底前，大兴区还会
继续投入 7000 辆公共自行车，以满足本区旺盛
的用车需求。

不可否认，现在骑车出行的人越来越
少。城市大了，太远的距离骑车通勤不现
实。那么，为什么短距离也不骑车，甚至出
现“把小汽车当自行车用”的怪现相呢？

骑车不安全是首要因素：大量原
有自行车道被改用或占用，或是新建
道路就没有合理规划出自行车道，导
致自行车出行路况日益恶化。

61 岁的于振华对日益恶劣的骑车
环境深有体会。家住石榴庄的他，以前
去 4.7 公里之外的方庄市场买东西，都
是开车去，是典型的“把小汽车当自行
车用”。这周末他翻出了多年没骑的自
行车，刚骑了一圈回来，胳膊就被晒伤
了。更让他郁闷的是交通秩序：“现在
小汽车开得太快太猛，还有横冲直撞
的电动自行车，根本不让人，过路口时
差点被撞倒。”

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源是快速迈入

“汽车社会”的城市没有保障自行车的路
权，高架桥、立交桥、大马路都是围绕小
汽车而建，从前以自行车为主的道路分
配系统，如今已成为机动车辆的天下。

同时，零距离的尾气污染、夏天没有
绿荫的暴晒、冬天猛烈寒冷的大风，都让
骑车人的健康指数大打折扣。自行车容
易丢失、无处停放等管理漏洞也让骑行
变得并不方便。

倡导自行车出行，不能是简单的宣
扬绿色生活方式，更需有软硬件的保
障，既包括确立自行车路权、礼让自行
车的交通规则，也应完善自行车的服
务。北京推出的公共自行车服务虽然

“叫好”，但也存在着网点偏少、不能全
市通存通取、市民办卡不够方便等不
足，制约着这项社会公共产品的“叫座”
率。如何不让公共自行车成为摆设，是
政府需要进一步研究和解决的课题。

对此，焦桐敏表示，由于公共自行车
站点的设立，需要协调各方的利益，在人
口高度密集、寸土寸金的市区，选址问题
就成了一个令人头疼的大事。目前各级
区县政府的建设部门正在协调相关部
门，解决资金、场地、用电等配套设施，努
力推进这项工作。

截至目前，北京城六区中已经有 4
个区开通了公共自行车租赁，还剩下
海淀区正在进行前期调研，西城区的
工作正在抓紧进行。未来，城六区将联
成一体，实现城区内的通存通取，收费
标准也保持一致，给市民以最大的便
利。而大兴、亦庄、通州等郊区县，仍将
采用各自独立运营的方式，不和城六
区通存通取。

“发展公共自行车主要是解决‘最后
一公里’问题，建议市民长距离出行更多
采用地铁、公交的方式。”焦桐敏说。目
前，这项服务的投入主要是由政府“买
单”。有专家建议效仿杭州、武汉等地放
开车身广告经营权，但这涉及法规问题，
需要多个部门共同研究协商。

北京市把发展“人文交通、科技交
通、绿色交通”作为缓解拥堵、降低大气
污染的重要举措。未来要继续降低小汽
车出行比例，自行车必须承担起更重要
的使命。如何进一步优化公交结构、完善
公交服务，让自行车回归城市交通体系，
值得政府和社会进一步思考和努力。

红白相间的公共自行车，近来在北京街头频频亮相，深受中青年群
体的欢迎，成为公交换乘、上班、购物的短途代步工具。

自5月14日起，北京市交通委网站开通公共自行车便民服务功能以来，人们
足不出户、鼠标轻点，便可轻松获知公共自行车服务网点分布、办退卡和租还车流
程、租车费用、用户协议等信息，不少市民感到公共自行车和自己的距离更近了。

62.7%——这是上世纪80年代中期北京市民的自行车出行率，比例之高令外
国人惊叹。那时的北京，上下班高峰期的自行车大军像潮水一样壮观。而30年

之后，就连狭窄的小胡同内都停满了小汽车，自行车不得不在机动车的夹缝中艰
难穿行。来自北京市交通委的数据显示，2012年，北京市民的自行车出行率仅为
13.9%。与之相伴的是，越发拥堵的城市交通系统和挥之不去的雾霾天气。

面对日益严重的城市病，人们把目光投向了自行车，倡导“轨道交通+自行
车”的绿色出行模式。今年，北京首次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写入“改善城市慢行系
统，推广公共租赁自行车服务，倡导绿色交通、文明交通理念”。

人们不禁要问,公共自行车骑得起来吗?

老王是山西省委大院门口的公共自行
车管理员，从早 7 点到晚 9 点，他一刻都不
得闲，总是忙得四脚朝天。记者有心一数，
这里的公共自行车锁桩也就 30 个左右，30
辆自行车的存取工作有那么忙吗？

“现在骑车上班的公务员越来越多了，
30 辆怎么能打住？300 辆都不一定够骑
啊。”老王告诉记者，由于空间限制，这里的
锁桩已经达到了极限数量，无法再增加，面

对大家对车子的“饥渴”需求，太原公交公
共自行车服务有限公司只能另想办法。

“我们的服务特别灵活。车子不够，没
关系，我们可以从车辆‘高储’区调过来；存
车位不够，也不是事儿，我们管理员可以打
开锁桩，把已还的自行车推出来，集中存放
到一边，这样就空出了锁桩，让大家轻松还
车。”据老王介绍，高峰时期，他这儿要管理
数百辆自行车，难怪忙得脚不着地了。

为了保证大家都有车可骑、有位可还，
太原公共自行车公司在不断增加服务点、
加密锁桩的同时，密切监控和分析实时数
据，随时了解各服务点的“高储、低储、正
常、故障、异常”等情况，然后派出调度员合
理调剂，把“高储”点的自行车向“低储”点
调运，确保数量平衡。目前，公司有 9 辆大
型调运车，每天调运公共自行车达 5000 多
辆，据悉，这个数字还在不断增加。

不仅如此，针对公共自行车的手机软
件也正在开发之中。今后，太原市民可通
过自己的手机查询全市公共自行车服务点
分布和各站点的租还情况，从而更加方便
地骑车出行。

方便的借车、还车系统，廉价的租赁收
费，绿色的出行方式让公共自行车一出现，
就在太原市火了起来。据统计，自去年 9
月 28 日太原公共自行车服务系统正式开
通以来，截至今年 5 月 26 日零时，太原公共
自行车租骑总量累计已达 2758.5 万余人
次，单日最高达 28.6 万余人次，单车日均周
转最高达 18.39 人次。今年太原市将继续
推进公共自行车全覆盖工程，服务点将增
加到 1285 个，安装锁桩 5.74 万个，运营公
共自行车达到 4.1万辆。

放眼望去，橙绿相间的公共自行车流
动不息，靓丽了街道，扮绿了城市。伴随着
市民骑行公共自行车的高涨热情，私家车
的闲置时间越来越多，甚至连出租车的生
意都受到了不小的影响。“现在天气暖和
了，骑车的人越来越多，我们的生意不好做
啊，短途的客人都不打车了。不过也能理
解，我歇班的时候，也是骑着它出门。”看到
一辆辆公共自行车从眼前经过，出租车司
机王师傅诉说起了自己“矛盾”的心情。

据 统 计 ，去 年 9 月 以 来 ，太 原 市 有
47.5%的市民减少了乘坐公交车的次数，
13.6%的市民减少了乘坐出租车的次数，
19.9%的市民减少了开私家车的次数。这
背后带来的环保效益、健康效益、路面畅通
效益难以估量！

记者从太原市公交公司获悉，太原市
公共自行车开通仅半年时间，单车日周转
次数及服务半径就名列全国第一，自行车
数量居全国第二，已有西安、宝鸡、大同等
十几个城市专程来太原考察取经。借力公
共自行车的成功运行，太原尝试打造的“公
交都市”正逐步变成现实。

上图 今年太原的公共自行车总数将达

到4.1万辆。 本报记者 李 哲摄

公共自行车在太原火了
本报记者 刘存瑞 李 哲

近年来，河南省大力推进退耕还林、天然林保护等林

业生态建设工程，生态环境持续改善。2012 年全省森林

面积达 383.77 万公顷，湿地总面积 110 万公顷，分别占全

省国土面积的 22.98%和 6.6%。 新华社记者 王颂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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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把发展“人文交通、科技交通、绿色交通”作为缓解拥堵、降低大气污染的

重要举措。未来要继续降低小汽车出行比例，自行车必须承担起更重要的使命。

上图 北京朝阳区华威西里北门租赁点公共自行车的利用率比较高。

左图 目前北京开通了多项公共自行车便民服务设施，市民可上网或在

终端机上查询站点、租还车流程及费用等信息。 本报记者 翟天雪摄

本报讯 记者温宝臣报道：6月5日至6日，同济大学
和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共同举办了以“食品、健康与可持续发
展”为主题的2013国际学生环境与可持续发展大会。来自
45个国家的400名青年学生共同聚焦“食品、健康、生态系
统、绿色城市、绿色消费”五大专题，探讨可持续发展问题。

同济大学副校长伍江在会上表示，环境问题和可持
续发展问题是人类目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高等教育
要融入可持续发展的理念，教育青年学生积极采取行动
保护环境，增强社会责任感。大会组委会负责人表示通
过国际间的交流，推广青年学生在可持续发展问题上的
新理念、新技术和新实践，提出解决实际问题的新方案，
为国际环境组织及各国决策机构提供建议。

本报讯 记者杜铭报道：“6·5”世界环境日纪念大
会暨“千名巾帼环境友好使者行动”启动仪式 6 月 5 日在
北京举行。环境保护部副部长李干杰表示，我国将以更
大的决心、更高的标准、更有力的措施来切实改善大气环
境质量。加大综合治理力度，从工业源、面源、移动源等
方面综合施治。广泛动员社会参与，引导合理适度消费
和绿色低碳消费，鼓励购买环境标志产品，倡导绿色出
行，通过各种方式改善环境空气质量。

“巾帼环境友好使者行动”由环境保护部与全国妇
联、共青团中央、中国邮政集团公司联合举办。全国妇联
副主席、书记处第一书记宋秀岩介绍，将在华北、东北、华
东、西北、华南五个地区选择 5 个中心城市，首先选拔
1000 名巾帼环保志愿者进行培训，并授予“巾帼环境友
好使者”荣誉称号，通过在基层的家庭、社区、机关、企业
等场所开展宣传活动，引领百万公众加入到节能减排、共
建环境友好社会的行列中。

世界环境日纪念大会在京召开

国际学生环境与可持续发展大会召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