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杭州已有 1100 多条公交线

路，组成了纵横交错的城市交通

网。今年是杭州公交开运百年，

如何继续为市民游客提供更安全

更便捷的公交服务，公交公司一

直在思考。

线路如何确定？公交车班次

如何调度？这些大家偶尔好奇的

问题，却是杭州公交集团客运部

副经理林琦几乎每天都要面对的

问题。

这两年疫情反复加上地铁不

断成网，对公交带来不小的影响。

钱江晚报·小时新闻推出“问

企·钱江晚报记者大型蹲点系列

报道”，多路记者走进社会百业，

走进各类市场主体，以蹲点亲历

的形式，从微小切口，观察当下浙

江如何稳住经济。

这一次，我们走进杭州公交

集团，跟着林琦，从日常工作的点

滴看公交集团如何在时代的洪流

中发挥和突围。

让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公交出

行，作为一家国企来说，主要是承

担社会责任，满足市民和乘客的

出行需求，提高乘客公交出行的

满意度，“最终的目的是要提高公

交在城市交通出行中的分担率。”

林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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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尝试新举措
月初起杭州20条线路不再“站站停”

7月起，杭州公交在20条线路上试点“响应式停靠”。

当公交车到达一个站点，同时满足“车上没有乘客下

车、站内没有乘客、站台没有其他公交车”三个条件，司机可

以减速越站通过。

7 月 6 日上午 8 点 10 分，我坐上了从武林广场开往天

都城的535路公交车。每次车子停靠前、起步后，车厢里都

会响起“如需下车，请按铃示意”的提示音。

刚开始，提示音会被车厢里热热闹闹的交谈声弱化，不

过也不要紧，工作日的上午，开头几个站点乘客上上下下比

较多。

“我们要去肿瘤医院，在哪个站下比较近？”乘客说着一

口地道的绍兴话。“廻龙村和半山桥东都行，廻龙村更近一

点。”司机孟繁良是河南人，在这条线路上开了 14 个年头，

不仅对线路和站点熟悉，什么样的乘客会在哪里下，多多少

少心里有点数，听明白之后他会告诉乘客。

一拨人在廻龙村下车后，车厢里一下子安静了不少。

孟繁良说早高峰的时候从天都城往武林门方向人会更多一

些，“要是桃花开的时候或是清明节，上午往天都城方向人

就多了。”

车子再往前开出几个站点，路面愈加畅通，有的公交站

点老远能看到空无一人。孟繁良拿起扩音器提醒“金门槛

西到了，金门槛西，金门槛西”，连着播报三次后，他通过后

视镜观察到没有乘客要下车，减速路过了这个站点。

一路畅行。23公里，23个站点，9点20分，我们到了天

都城站。比以往未实行“响应式停靠”时至少节省了十多分

钟，对早高峰出行的人来说，感受还是比较明显的。

网红站点藏着的秘密
背后是大数据

几天运行下来，“响应式”停靠究竟带来什么变化？孟

繁良的感受是比平时快了一些，平峰期更明显，“公司应该

是从服务的角度出发吧？毕竟每个乘客，都希望‘快’一点

到。”

孟繁良的猜测我在林琦那里得到了证实。试行“公交

站点响应式停靠”实际上是公交对现有运营模式的一次“局

部改革”，也是公交在服务方面的一次“局部创新”。

林琦说，公交集团要做的是，把现在的乘客“留”下来，

同时吸引更多的人来乘坐公交车。具体的做法一是通过先

进的调度方式，二是优质的服务。“每个决策都有依据，大数

据会给施策提供参考。”

历经百年的杭州公交已经实现了“数字赋能”。为什么

首批“响应式停靠”线路会选择535路等20条线路，林琦打

开“公交云客流分析系统”，秘密就在这里面。因为这些线

路有“客流不均衡，站点多或是站距短”等共性，而这些特征

导致的出行规律，会通过大数据反馈到林琦这里。

当他输入杭州任意一条现有公交线路，可以查询丰富

的客流信息。比如网红1314路公交车，在上天竺站是上客

最多的。

每条公交线路可以是一个数据库的样本，每个站点也

是。拿上天竺站来说，什么时候有多少乘客乘坐公交、分别

上了途经的哪一趟、具体公交车在途经的站点上了多少人

⋯⋯这些信息都有。

这也是为什么每逢双休日、节假日，林琦和同事们可以

通过各类调度措施，比如加密车辆班次、提前储备运能等，

在高峰客流期能迅速完成乘客疏散的原因。

数据通过一段时间的沉淀更加准确和具有可参考性。

林琦说：“做好服务其实说起来也简单，就是多帮乘客想一

点，早上多睡五分钟，游玩结束早点回市区吃饭逛街，都是

小小的幸福感。”

算好大家出地铁的时间
让乘客一出站就能坐上公交

目前，杭州公交集团拥有超过1万辆公交车。

林琦一直和我说，公交集团努力的目标是提高公交在

城市交通出行中的分担率，也就是通过优化让这些车辆在

提供优质服务的同时更加高效运转起来。

当大数据反馈一条线路不合理，线路上乘坐的人过少

时，该取缔吗？“大数据总归是冷冰冰的，公交说到底还是和

乘客打交道。”林琦说，“考虑优化之前，会帮乘客们找一个

替代出行的方案。”

这是公交人性化服务的一种。杭州街头已有好些公交

站台可以在电子显示屏上看到公交车到站时间等信息。

目前电子站牌的建设还在逐步推进中，这除了需要资

金投入，车站还需要满足通电、通网络等客观条件。

一些地铁站点，已经实现乘客出站，公交即达站台。接

下来林琦他们要做的是结合地铁的客流数据，根据每趟地

铁到站的时间和乘客人数来调度公交班次，以“地铁+公

交”的组合来解决现有的时间和空间上的瑕疵。

1911M 路和 1912M 路是公交集团花心思做的案例之

一。3 月份天都路道路施工改造，这两路公交始发站调整

到了华鹤街上的地铁华鹤街站E口。

但经过调查发现，在 D 口附近，市民们乘车会更加方

便，不仅可以少走路，而且红绿灯更少，公交线路的走向也

更加合理，可减少绕行。

“算好大家走出地铁车厢走到站台的时间，让一辆辆接

驳车准确无误停到站点，这些都做到位的话，人们是愿意选

择公交的。”林琦说。

杭州公交想说的话：满足群众出行需求、优化线网布

局、持续完善配套建设，公交人一直在努力。我们也将进一

步破解难点、痛点问题，与相关部门做好沟通协调工作，为

群众提供更安全更高效更便捷更智能的出行服务。

本报记者（右）在公交集团蹲点采访

工作人员正在研究如何优化线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