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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交是重要的出行工具，也是城市流动
的风景，可是慢慢地，公交的吸引力似乎变
弱了：一方面，城市在“长大”，出行距离在延
长，加之道路拥堵加剧，公交该如何适应？
另一方面，人们的出行结构、出行需求正在
发生深刻变化，私家车保有量不断增长，“滴
滴”、专车等出行新选择层出不穷，公交又该
如何应对？

听到记者提问，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优
秀企业家、济南市公共交通总公司党委书
记、总经理薛兴海微微一笑。这个掌舵济南
公交 10 多年的老公交人肯定地说：“两个问
题，实质是一个，公交行业如何进行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

“提高公交服务供给侧的质量和效率，
需要减少无效和低端供给，扩大有效和中高
端供给，增强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和
灵活性。”薛兴海给出了自己的答案。

这个公交很智能

如果把人潮比作水流，那么其流量大
小、通畅与否必然和城市规划密切相关。比
如，大规模的职住分离必然导致潮汐式出
行，又比如居住密度较高的区域必然需要更
加强劲的路网。而在此基础上，最能够影响
出行末端循环的，莫过于公交了。

那么，公交该如何最大限度地发挥作
用，改善百姓出行体验？济南公交的体会
是，跳出公交看公交，用大数据提升服务有
效供给。

统计显示，近年来，济南公交积累了济
南市超过 200 万名联通用户、近 170 亿条手
机数据以及同时段的约 3.6 亿条公交 IC 卡
数据和约 1.7 亿条公交 GPS 数据记录。经
过大数据分析，济南公交逐步掌握了居民出
行的动态特征，有针对性地改善公交供给，
优化出行体验，全面提升公交规划设计与服
务水平。

站位决定眼界。通过扩大城市公交广
度和深度，提升出行便利性；通过加快构建
城市公交快速通勤系统，提升出行快捷性；
通过优化运力配置和换乘环境，提升出行舒
适性；通过完善多元化公交服务网络，满足
公众出行多样性需求⋯⋯拥有“大数据”这
把“金钥匙”，济南公交用数据决策、用数据
管理、用数据创新，提升公交智能化运行能
力，把传统的公交行业做出了技术范儿。

作为全国首家由公交公司办的研究院，
济南公交科学技术研究院是公司立足大数
据和公交行业相结合的“大脑”。全院 30 人
全是本科以上学历，其中硕士 26 人。院长
巩丽媛告诉记者，依托“基于手机大数据的
济南市居民出行特征分析”的研究成果，济
南公交科学谋划公交布局，优化公交线路设

置，精准匹配公交出行需求。
数据分析显示，济南市呈东西带状格

局，城东高新区工作岗位越来越多，而南部
居住区居住功能日益凸显，“南居东工”现状
诱发了强烈的出行需求，主要客流走廊呈现
出“中心网格状，外周放射状”的分布特点。
这意味着，要改善居民公交出行习惯，首先
要解决的就是这个“主要矛盾”。

而在局部地区，大数据也可以轻易捕捉
到拥堵点。比如，通过将现有公交网络与居
民出行需求进行“叠合分析”可以看到，高新
区、泉城路、洛口服装批发市场等地方公交
线路投入不足。为此，济南公交不光增加投
车频次，还换用大型车辆，使运力更匹配。

济南公交科学技术研究院交通所所长
周欣告诉记者，近期，济南公交新开设了 4
条巴士路线，都是根据大数据测算出来的。
相较于传统的调研方法，大数据掌握数据既
快捷又准确。基于人口、空间、客流分布的
数据，济南公交建立起“快线、干线、支线”三
层次一体化网络结构。快线功能为长距离
跨服务区的快速直达联系，干线功能为临近
服务区间中距离联系以及公交客流通道沿
途集散，支线功能主要负责提高覆盖、加密
网络及与上层网络接驳。快线、干线、支线
均依据客流需求进行优化调整，目前已有百
余条次公交线路作出调整。

事实上，济南公交在精准出行上的努力
远不仅于此。

比如，不断完善高峰通勤线网。记者随
车体验济南首条高峰快速通勤巴士 T3 线时
看到，这条少站直达、定时定点的通勤快速
巴士线，仅限高峰时段运营，全程设 6 站，1
小时即可到达高新区。“比开车上班节省半
个多小时，我已经放弃自己开车上班了。”乘
客郑小姐告诉记者。“目前，济南高峰通勤线
网长度已达 83.6公里。下一步，我们将重点
加强东西两翼、扩大高峰通勤网的覆盖范
围，有效满足市民高峰长距离通勤出行需
求。”济南公交公司有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又如，填补最后一公里出行空白。针对
社区越建越大，居民出行不便问题，济南公
交适时推出了社区公交。在济南西蒋峪片
区公租房小区，居民张大爷告诉记者，这里
是济南首个竣工入住的大型公租房小区，入
住人口约 2000 户。过去，小区住户要到社
区外最近的公交车站乘车，需步行约 1.5 公
里、20 分钟才行，现在只需花上 1 元钱，就可
以坐车直达公交换乘点。“真是太方便了！”

此外，济南公交还开创了我国北方城市
中首个“零时公交网”，并推出“零点公交”。
基于大数据总结出的夜间出行需求，公司开
设了覆盖主要客流走廊的共 13 条零时公交
线路，构建了“井”字形和“米”字形夜间服务
网络，极大地方便了市民晚间出行，推动了
济南当地晚间休闲生活的繁荣。

这个公交很守时

“跳出公交看公交，是为了立足公交干
好公交。”薛兴海告诉记者，济南尚未开通地
铁，公交出行必须担起大梁。目前，全市公
交运营线路已达 246 条，建成区 500 米半径
公交站点覆盖率 92.8%，日均运送乘客近
210万人次。

但是，受制于路面交通情况，正点率一
直是公交的隐痛。为确保乘客出行，济南公
交不仅在线路设置上发力，还提出“建设时
间可计划、乘坐有尊严的公交系统”，打造

“品质公交”的目标。
事实证明，“正点”不是不可实现的梦

想。目前，济南公交已经推出“守时公交”，
24 条郊区线路实现了全天候的“定点发车、
准时到站”，正负误差在 1分钟之内。

这是如何做到的呢？在济南公交的“武
器库”里，记者看到了“守时公交”背后的大
功臣——智能排班的“云调度”系统。济南
公交运营市场部张航告诉记者，过去，公交
公司的人车排班需要靠人工比对，完成一次
排班需要 40 分钟。现在用智能排班系统，5
至 10 分钟就可以搞定，而且排班更合理，大
大减少了车辆在停车场内的闲置时间。同
时，该系统还可远程实时掌握车况路况，管
理人员甚至可以通过手机进行移动管理。

“它是一个跨平台的交互系统，是真正意义
上的‘云调度’。”张航说。

在 11 路终点车队驻地的调度室里，记
者看到，调度员秦静正坐在电脑前，用“云调
度”系统对车辆行驶情况进行监控，每辆车
是否正点发车，能否准时到站尽在“云”掌
控。“我的工作是保证目标实现的刚性。”一
边说着，秦静还不忘通过系统向一辆因堵车

有点延时的当班司机发送了一条提醒短信。
车辆准不准点，不仅“云”知道，乘客也

知道。在 26 路公交车站台，记者看到，电子
显示牌上显示出下一辆车到站时间。在济
南，像这样的智能电子站牌有 300 余处，加
上新建的智能候车亭 678 处，站点合计达
950 余处，基本做到市区主次干道全覆盖，
并辐射二环路外重点区域，方便市民出行。

今年 9 月，济南“史上最强”掌上公交
——“369 出行 APP”上线。济南公交企业
文化部部长赵东云说，“我们的目标是，‘登
录 369，说走就能走’，这不是吹牛。我们的
APP 是一个出行平台，像查询公交车辆到
达时间、手机充值公交卡等都是基本服务，
还有高端服务，比如定制出行。”赵东云告诉
记者，所谓“定制出行”就是根据市民出行需
求随时调整线路，公司甚至不用进行客流调
查，“人多就开通”。此外，乘客还可随时留
言 发 表 乘 车 感 受 。 统 计 显 示 ，“369 出 行
APP”上线一个多月，用户下载量已超 10 万
次，公交卡充值业务交易金额已超 50万元。

以公交指挥中心为核心、各种应用系统
为支撑的公交信息化体系，让信息化成为济
南公交发展引擎。运营部经理王浩告诉记
者，以前的公交管理都是单兵作战，驾驶员
将车开出车场就是“将在外”。如今，这一情
况早已改变，每一辆车都是信息化的网络节
点，“可视可控可记录”。济南公交还设有电
子巡更系统，凌晨收班时刻，车场内有哪些
人，每辆车的位置在哪里都清清楚楚。

“互联网+”和信息化，让济南公交走在
了行业前列。作为全国城市客运标准化技
术委员会副秘书长单位、中国道路运输协会
城市客运分会标准化工作委员会主任单位，
济南公交主持和参与制定了若干项地方标
准、行业标准及国家标准，增强了企业在行
业内的话语权。

“搞交通，讲科学，要有战略眼光，不能
乱来。”薛兴海说，自己有一个梦想，虽然济
南公交目前还只是个地域性企业，但是希望
有一天可以实现管理输出，甚至是去国际市
场竞争。

这个公交很节能

公交车曾经被称为“油老虎”。近几年，
全国公交系统节能减排风起云涌，济南公交
的单车消耗量更是大幅降低到一般单耗的
三分之二。这是怎么做到的？薛兴海总结
为“结构性节能”和“操作性节能”。

什么是结构性节能？济南公交技术设
备部部长何彬举了两个例子。第一个是定
制的“公交版发动机”。在此前的调查中，公
司发现，城市公交需要特殊的低速大扭矩的
发动机，于是，他们通过采集路谱对发动机、
传动系统提出改进需求，又请来柴油机厂和
变速箱厂技术人员进行会诊，实现个性匹
配，油耗一下子就下来了。第二个是车身轻
量化。比如，全车玻璃一般都用 5 毫米玻
璃，但济南公交经过实验发现，4 毫米的玻
璃就能完全实现相同的性能，但重量减轻了
20%；又比如，公交轮胎一般都用双排轮胎，
济南公交又发现，用厚的驱动轮宽体单胎，
不仅重量减轻了，性能还不打折。

“不做细就没有精”。济南公交这股精
益求精，处处琢磨的精神，让供应商们竖起
大拇指。在新车采购时，济南公交可不要

“大路货”，而是要求车辆生产厂家，根据路
谱全面分析确定车辆配置，使车辆在安全
性、可靠性、动力性及经济性上更加突出。

“这其实也帮助我们实现了技术进步。”一位
供货商这样说。

此外，济南公交还力挺新能源车，目前，
公司新车采购中，新能源车占 80%。新能源
车和清洁能源车加在一起，已经达到总数的
57%，能源结构更趋合理。

结构性节能弄清了，那操作性节能又是
什么呢？薛兴海说，改变驾驶员不良操作，
对油耗降低功不可没。为此，济南公交特地
推出了一套精细化能源管理体系，这也是山
东省的“头一号”。

“过去，一脚油门或者刹车，一个馒头的
钱就没了，现在可不是这样。”5 星驾驶员刘
晓回忆说，公司每年都开展节油评比，可好
长一段时间里，自己的节油率总是下不来，
一到大排名就丢人。2013 年，公司上了车
辆远程管理系统，配备行车记录仪，将驾驶
员的油门刹车数据都做了记录。经过和其
他节油驾驶员指标比对，他发现，原因竟是
自己踩油门太狠了。自从改了这个“小毛
病”，自己每月可节约 100多升油。

济南公交技术设备部副部长岳涛介绍

说，以前公司节油达标率不足 10%，用上车
辆远程管理系统后，半年时间，全公司节油
率超 90%。“节能就是节钱，在济南公交，节
油有奖励，人人争当节油能手。”

济南公交还鼓励技术创新降成本。在
济 南 公 交 维 修 公 司 有 个“ 劳 模 创 新 工 作
室”。一大早，“劳模服务热线”就铃声不断，
接听各营运站点在车辆维修、故障排除等方
面的疑难问题。统计显示，自 4 月份热线开
通以来，已为公司节约维修费用 9万余元。

维修公司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过去维修
车辆，拆个七零八落是“必须的”，现在推行
不解体检测，运用信息化进行技术攻关，涌
现出一大批节约之星。比如“劳模创新工作
室”带头人之一的安伟，就创新提出了一种
焊接车身线路时不破坏绝缘层的新方法，单
车维修就可节约 4000元。

“做好企业，最重要的是要建立起科学
的体制机制、统一的核心价值观和行为制度
系统。济南公交之所以能够在节能降耗方
面形成好的氛围，关键就体现在公司的制度
设计中。”薛兴海说。

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这是再次采

访济南公交的最深感受。

8 年前，记者第一次采访济南公交的时

候，就被一张“心情指数晴雨表”所折服。

这个管理独创，既是一种对驾驶员情绪管

理的方法，又是以人为本，有效提升质量管

理和风险管理的手段。

而这一次，记者又要为济南公交在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中的突出表现点赞了。用

改革的魄力与创新的精神，把传统的公交

行业做得不传统，做出大精彩，这是济南公

交品牌享誉全国的秘诀。

魄力与精神来自于眼界。正如公司党

委书记、总经理薛兴海所言，济南公交要做

一个时代的企业，就必须以改革不断突破

自我，以创新不断追求卓越，因为只有站在

更高的位置，才能拥有更开阔的视野。

魄力与精神来自于追求。公交行业是

公益性的，企业做得好不好与百姓的出行

体验密切相关。这意味着，济南公交必须

自我加压，精益求精，因为这不是关乎一个

企业生存的“小问题”，而是关乎民生的“大

问题”。

事实证明，一个企业能走多远，取决于

魄力，取决于精神。在这一点上，济南公交

的思路与探索值得借鉴。

改革的魄力与创新的精神
祝惠春

济南公交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升服务质量与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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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图为济南公交枢纽大门

。

上图为济南快速公交车站。2008 年 4 月以来，

济南公交先后开通运行了 6 条 BRT 线路，日均运送

乘客达 22 万人次，初步形成了济南市“两横三纵”快

速公交网络，济南也由此成为全国首个实现快速公

交独立成网的城市。

上图为济南零时公交

正在运营。济南市公交总

公司在城区主要干道构建

零时公交网，满足广大市

民夜间出行需求。

下图为济南公交维修

公司的工作人员正在进行

车辆维修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