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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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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宵线是城市公共交通的托底保

障，也体现了都市的温度。因此，夜宵线

不是“开”或者“不开”的问题，而是如何

在满足乘客需求的同时，让公交企业开

得更加实惠，不造成公共资源浪费。夜

宵线的优化是一个系统性的难题，只有

形成良性运营的循环，才能运行更长久。

当，夜半需要回家时，一辆夜宵线就

在附近，是对都市夜归人最好的安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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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夜，城市褪去白天的喧嚣，在上海地铁停运后，一辆辆公交夜
宵线穿梭在街头，为夜间工作者点亮一盏回家的灯。
为保证钢铁、纺织等行业职工的需要，1958年9月19日23时

30分起，公交65路开始实行通宵行驶，成为上海第一条通宵行驶的
公交线路。截至目前，上海共有39条公交夜宵线，数量居全国之首。
夜宵线通常指23时至次日5时之间运营的公交线，之所以被称

为夜宵线，主要是因为其运营时间为夜间，类似于夜宵时间。去年
12月21日凌晨4时，325路夜宵线发出了最后一班车，此后这条夜
宵线路被正式撤销，在社交平台上引发了热烈讨论。
夜宵线的近况如何？乘坐的人到底多不多？为此，记者进行了

一番调查。

本报记者
任天宝

乘客是谁
隧道三线起讫站点分别为上海

火车站和博山东路龙居路，夜宵线共
有4辆车和12名工作人员，包括驾驶
员、售票员和调度员。

记者3月10日深夜来到起点站
上海火车站南广场，乘坐的23时40
分班次准时发车。此时的车厢内只
有记者一名乘客，直到行驶至人民广
场（福州路）站时，才有一名中年女乘
客满脸倦容地刷卡上车，记者上前攀
谈，原来陈女士是一家连锁酒店的保
洁员。“我儿子在上海念大学，为了能
时常见到他，我就从沈阳老家搬到了
上海，开始还不知道下班后可以坐夜
宵线，儿子帮我查了才知道，想着能
省一点是一点。”

在延安东路浙江中路站，又迎来
两名乘客，一位是酒吧的服务员，另
一位是饭馆的服务员。“要是打车的
话要花二十几元，每个月下来就是一
笔不小的开销。车费也便宜，统一票
价两元，还确保有座位。”她们说。

一趟车下来，不包括记者在内，

共有9名乘客上车。售票员丁彩凤
说，隧道三线夜宵线每晚客流约为120
人，乘客数量算是夜宵线里较多的，
主要为下晚班的服务员、上早班的超
市及食堂员工，都是非常辛苦的劳动
者。“有时候凌晨两点还会遇到地铁维
保工人，检修完地铁坐公交回家。”

新线如何
作为上海西南片区最大综合交

通枢纽——上海松江站配套公交之
一，今年1月5日起，一条全新的夜间
公交线路——上松夜宵线开通，为
深夜往来上海松江站和市区的乘客
提供便利。
上松夜宵线于22时45分从松江

站始发，直接抵达上海南站（南广
场），中途不设站，途经高速，行车时
间约为1小时，票价9元。其中，上海
南站（南广场）首末班车时间为23时
50至次日2时05分，松江枢纽首末班
车时间为22时45分至次日1时。运
营方上海松江公共交通二分公司负
责人告诉记者，这是上海时隔6年再
次“上新”公交夜宵线，也是上海首次

开通连接郊区新城和中心城区的夜
宵公交线路。
记者3月12日23时50分在上海

南站上松夜宵线站台看到，始发车上
没有乘客。调度员张女士说，乘坐这
条线路的乘客多为从松江站出发前
往市区的，每晚有七八名。作为一条
新辟线路，这样的客流量着实不算
多，为此，有居住在松江的市民建议
在松江多设置几个站点，方便松江居
民的夜间出行。

客流咋样
记者调查多条夜宵线后发现，目

前乘客普遍不多，有的一晚上只有不
到10位乘客，个别线路甚至只有两
三人乘坐。
在过去，夜宵线的作用体现在满

足晚间上下班的职工通勤需求和交
通枢纽夜间抵沪离沪的出行需求，所
以经常能看到很多连接上海火车站、
上海南站、南浦大桥（原长途汽车站）
等交通枢纽和上南、吴淞、淞南、老闵
行、彭浦等居民区的夜宵线路。
物换星移，夜宵线乘客大幅减少

与一些传统交通枢纽运营调整也有
密不可分的关系。比如，现在除春运
期间外，上海的几大火车站都不会通
宵运营，最晚的抵沪列车也在24时
前，南浦大桥、新开河路深夜也没有
长途客运和航运客流。
此外，随着轨道交通延长末班

车时间，一些与地铁线路大相径庭
的夜宵线却依然“固守”着先前的营
运时间，未能及时顺应调整，也是客
流下降的原因之一。比如，轨交1
号线已经在周五、周六两天将上海
火车站北向末班车时间延后至次日
0时26分，有市民建议，与其同沿共
和新路营运的322路夜宵线，可以
在周五和周六把从上海火车站始发
前往宝山方向的首班车时间延后，
避免空驶。
另外，“夜宵线的换乘没有地铁

那么方便，”夜宵线343路乘客李春
雷告诉记者，“相比常规公交的同站
换乘，夜宵线换乘并不方便，尤其是
在浦东，夜宵线只有浦东南路和浦东
大道两个方向，我乘坐的343路更是
与其他夜宵线完全不沾边。”

资深业内人士胡先生提出，既
然现有的夜宵线乘客那么少，是否可
以将“大车”换成“小车”？目前上海
公交行业的主流车型长度一般为12
米，夜宵线如果换成8米长的“宝宝巴
士”显得刚刚好，16个座位也能满足
夜间客流需求，从节流的角度来说比
较划算。不过，记者从久事公交巴士
五公司获悉，行业规定公交车开行8
年后报废，即使要换“小车”，也要等
到原有的车型“寿终正寝”。
在线路设计方面，网友“陈先

森”建议，可以根据商圈、娱乐场所、
交通枢纽、居民区等地的夜间出行

数据重新规划线路走向，让夜宵线
覆盖更多夜间活动密集区域。同时
减少重复线路，合并或取消客流量
较低的线路，集中资源服务高需求
区域。此外还可以在重点区域，如
外滩、人民广场、徐家汇等区域设计
更多环线，方便市民夜间换乘。
另外，这两年遍地开花的定制

班线也可以作为一种借鉴。初期可
以通过小程序预约的方式收集客流
需求，再通过大数据优化线路走向
和时刻表，在阶段性优化后可改成
常规线路。
“公交公司甚至可以和夜市、餐

饮企业等合作，推出‘消费满额赠公
交券’活动，提升夜间经济与公交利
用率。”“陈先森”说，夜宵线服务方
面也要跟上，如在手机地图中能清
楚标注走向位置，并提供到站时间
预测；在站牌、车辆上使用荧光或
LED灯突出“夜宵线”标识，避免乘客
混淆等。
夜宵线到底该如何优化？同济

大学交通运输工程学院陈小鸿教授
认为，在夜间，公交比地铁更适合承
担运输职能，营运成本相对较低、更
加灵活的线路调整都是公交的优
势。政府部门在提供托底服务的时

候，也要考虑效益。
具体可以从三方面来改善：一是

要先了解需求，线路走向上需要重新
做一些梳理调整，首先要知道夜间什
么地方、有多少人需要公交服务，夜
间经济特别发达的地方需要重点考
虑；二是服务频率上的调整，只要做
好发车时间的宣传，可以把发车间
隔固定在半个小时左右；三是统筹
考虑夜间的各类服务需求，夜宵线是
否能承担更多的服务类型和职能？
例如，现在有些农村的公交车集客
运、快递和邮政功能三合一，夜宵线
可以“大开脑洞”发展创新。

记者从上海市交通委获悉，根
据城市产业结构调整及建设发展变
化，市交通委将持续对夜宵线进行

优化调整，三年来已累计对11条夜
宵线进行了调整优化，2025年将结
合年度线网优化工作继续深化。例
如329路夜宵线，计划调整走向更好
服务沿线高校学生以及夜间经济较
为发达区域的市民出行活动。
下一步，市交通委将继续指导

夜宵线运营企业在优化调度方式、
调整线路走向、车型选配等方面开
展探索，更好地满足市民夜间出行
需求。

对于夜宵线的运营现状，久事
公交营运业务部经理杨黎明说，可
以考虑采用“预约制”发车，通过网
络端征集乘车需求，再有的放矢地
优化班次投入，这也是降低成本
的一种方法。“但是‘预约制’存在三
个难点：一是如何做好宣传让市民
乘客知晓提前预约，二是乘客的乘
车习惯会有所改变，三是要会使用
智能手机。”
夜宵线有很大一部分乘客是上

夜班和年纪比较大的乘客，对新事
物的接受程度可能不高，出行方式
是有习惯性的，要改变很难。那么
夜宵线是否就这样一成不变？杨黎
明也给出了自己的看法：“目前上海
各大公交公司都在慢慢推出定制公
交，这是一个改变乘车习惯的潜移
默化的过程，通过网上预约制或众
筹制让市民去体验，一点点改变。
等到大部分乘客都了解并接受后，
‘预约制’坐公交就水到渠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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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手记】

记者调查 乘客普遍不多 个别线路一晚仅两三人搭乘

建言献策 换车型调线路 提供托底服务也要考虑效益

市交通委 持续优化调整 更好满足市民夜间出行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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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隧道三线夜宵线的乘客数量算是夜宵线里较多的 本版摄影 任天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