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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途客运 路在何方

根本不可能的嘛！”

总体上看，路网、站、车统一运行，看上去更像现代化大

型运输企业的模样。那么，上海长途客运南站开通之初，为何会

选择网运分离这样的模式呢？其实，这是市场选择使然！上世纪

90 年代开始，路网、站、车统一运行的长途汽车公司一度时髦

着呢！但本世纪初开始，市场情况发生了变化。记者通过走访调

查了解到，当时上海不少客运站、客运公司经历了要素资源调配。

这是一种精准划拨。一方面，一些客运公司拥有位于城市

黄金地段的车站，而彼时，一些立体交通枢纽刚刚建成，比如

通过铁路、航空抵沪的旅客，需要乘坐大巴前往上海周边城市

者多。许多旅客第一次到上海，对如何前往市中心、副中心的

汽车站，他们并不熟悉。将长途客运资源集中起来，设置到距

离各火车站较近的位置，有利于这些旅客中转，也有利于市中

心产业升级。有曾服务于站、车统一运行公司的大巴司机告诉

记者，随着班次调整，2006 年 6 月，其抵达枢纽客运站接送旅客，

并发现，与此前站、车统一运行的企业比起来，枢纽站的情况

是——只要符合标准的大巴，都能进站载客。就这样，还是无

地方长途客运系统的主流运营模式。

城市公共交通系统则大多数是路网、站、车统一运行，这

一点与中国的铁路系统运营模式极为相似——公司不仅拥有车

辆，还拥有车站。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城市公交系统一度曾

出现承包给个体户或者民营公司的中巴、小巴线路，其依附或

者说挂靠在城市大公交的路网，除了交纳一定管理费用以外，

总体上自主经营。之所有有这样的民营线路运营者出现，很大

程度上在于当时地铁尚未兴起，作为城市大公交的补充，中巴、

小巴线路是可以盈利的。比如大公交车票价按照站程多少，从

5 角到 1 元不等。而中巴来个统一 1.5 元甚至 2 元票价揽客，保

证乘客一人一座，甚至还能到达大公交当时无法到达的偏远社

区，这就较有吸引力了。随着一些大城市地铁建设加速，以及

无论大中小城市出租车特别是近年来兴起的网约车、私家车保

有量上升，城市公交系统客流量减少，中巴、小巴也几乎销声

匿迹。“阿拉老早就歇息不做了。”徐阿姨曾经承包小巴，自

己卖票、丈夫开车。她向记者打趣道：“地铁可以承包一列车

厢吗？可以的话我倒是也有兴趣，不过这也是说说白相相的，

2015年 2月 16日 9时许，上海长途汽车客运总站，车站内几十辆大巴陆续启动发车。那个时候，长途客车仍发挥很大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