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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个月，武汉最大的客运站汉口北客运中心正式停运。这个体量13.6万平方

米的欧式建筑，投运不足3年就退出历史舞台，让不少网友感叹，终是“敌不过时代

发展的脚步”。

曾几何时，客运站是很多人追梦和归乡的起点。但是随着出行方式日趋多元，

近年来，选择长途大巴的旅客越来越少。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全国公路营业性客

运量在 2012 年达到顶峰 355.7 亿人次，而 2021 年这个数字只有 50.87 亿人次，

是2012年的约1/7。

当高铁线路密织，网约车、顺风车当道，长途客运这个昔日的传统行业，如何不

断求索变革，找到一条通往下一个春天的路？

曾经满满当当曾经满满当当，，如今日均乘客千余名如今日均乘客千余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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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途大巴要消失了吗消失了吗

出行选择多元化
长途客运客流减少

站在杭州客运中心站二楼办公区，杭

州长运站场公司副总经理周伯年带着本报

记者朝下望：半个候车大厅已经出租用作

篮球培训，来“以商养站”。七八年前，大厅

里旅客坐得满满当当。“现在站里旅客平均

每天 1000 来人，而旁边的地铁站，一天的

人流量都有两万多。”

周伯年是个“老客运”，见证了客运站

的兴衰：“年景好的时候，一条线一辆车每

年能带来上百万元收入。”

随着高铁网络越织越密，道路客运的

生存空间越来越逼仄。从前的客运站是

“一头连接着城市，一头连接着农村”，可如

今在经济活跃地区，不管哪一头都跟高铁

连上了；连得不够紧的，地铁公交来帮忙，

顺风车私家车再补位。

客运，在出行选择多元化的今天，仿佛

已经成了最后一个选项。“客运站，是不是

要消失了？”唱衰客运站的声音，开始不绝

于耳。

杭州长运副总经理王如策，这些年一

直在研究市场，重新审视行业现状：“我在

客运站看到就是这样的情况，比如早上

8：30 从中心站出发去绍兴，下午 1 点，不

管有没有客都回到杭州，跑一班浪费一班，

回来车子一停，等下班！”

本报记者 张楠 陈薇本报记者 张楠 陈薇

通往春天的“路”
究竟在何方

市场对客运的需求，真的没了吗？丢失的

客流，还能回来吗？

“道路客运的衰退，是必然趋势。参照发达

国家，都经历过客运走向衰退的过程。”同济大

学交通运输工程学院教授、中国公路学会常务

理事陆键在采访中表示，找准定位是走出困境

的关键。“目前国内长途大巴价格与高铁相比没

有优势，如果要继续生存下去，首先要明确定

位，服务对象应该是低收入人群。”

“以美国唯一长途客车公司为例，‘灰狗’公

司的大客车遍及美国城乡各地，班次很多。采

用接力的形式把旅客一站接一站地运往远方。

中途有很多站点，如果中途下车玩一天，第二天

再去坐车不会增加额外的费用，都是包含在整

体票价中。很多人旅行，比如从洛杉矶到纽约，

只要买一张票，中途可以下车无数次，在中间站

点重新上车，无需再买第二张票”。

陆键还认为，未来不可能会有很多长运公

司，可能就是一家或者全国几家大型客运公司，

这样的好处是在统筹资源、降低成本的同时，可

以制定服务标准，提升品质。

与陆键不谋而合，杭州长运副总经理王如

策对“行业需要整合”深有体会，甚至更真切：

“浙江省内200多个车站，信息无法共享。比如

杭州长运的大巴在绍兴，可绍兴并不知道，它不

可能帮我们组织返程客源，而是自己再开一班

到杭州。”

就浙江而言，有数字化改革优势，如果政府

建立网络平台，把所有车辆、司机以及维修、保

养服务等要素集成，可以更优地配置资源。而

整合后的资源可以接入高德、飞猪、携程等应

用，更好地匹配市场需求。

浙江省道路运输协会秘书长甘祖德，曾呼

吁将客运和公交整合。“行业相近，但不相往来，

甚至还有矛盾⋯⋯而两大行业整合，车辆、停靠

站点、客源都可以统筹配置”。

探索企业改革出路，往往最让王如策束手

束脚的就是“政策限制”：服务形式单一、安保要

求严苛、营运成本高、车归站人归点⋯⋯如果想

要行业突围，这里每一条都需要突破。

“以前的好日子不可能重来！当下，我们必

须摆脱路径依赖、走出传统思想的困扰，勇于自

我变革⋯⋯其实，创新不在天边，就在我们身

边，只是我们需要拾知于市场、问计于顾客。如

果仍固守传统、抛弃我们的不是时代，是自己。”

在王如策看来，市场的严冬里，行业被激发出了

前所未有的求生欲，如果政策加以突破和扶持，

客运行业有望迎来涅槃重生。

重站轻服务的老观念
亟须扭转

早上五六点就出发，33 辆大巴车赶在了 8 点

前，把来自新昌、千岛湖、桐庐、天台、浦江等许多

周边县市的四五百位旅客，稳稳当当地放在了浙

大邵逸夫医院、浙大一院、浙大二院、浙大妇院、

浙大儿院的门口。旅客们顺顺利利地赶上了省

级大医院的第一波就诊，而大巴就近找个停靠

地，准备等待旅客们就诊完毕，再一批批地把他

们带回家。

这是去年12月起，杭州长运联合周边县市客

运公司共同推出的“医疗专线”，车票钱却跟城际

间大巴价位一样，一分不加！80%的实载率很多

都是“老客”。区别于以往“打车-高铁-公交”的

复杂组合模式，33 辆“定制大巴”带来的“一站式

幸福”着实圈粉了一众“就医刚需族”。

“马路那么宽，客运可以门到门，这是高铁能

比的吗？别说今天，就是再发展十年二十年，大巴

也不可能被高铁替代。”交通专家徐康明对记者

说，“国内客运亟须做的就是扭转‘重站轻服务’的

固有观念。铁轨不能修到家，但路是到家的；高铁

得排个时刻表，火车没办法同轨并排开，但路是宽

的啊！”传统的“定时定站定线路”，已越来越不适

应人们出行的需求。

“我们通过调研发现，通过定制化场景化的方

式，提供多点到门的一些服务更受旅客青睐。”杭

州长运客运总公司常务副总经理黄吉临如是说。

“今后我们的客运站除了现有的枢纽站以外，还会

衍生出各种形式、不同规模的驿站，生长在城市的

大街小巷。”

一部分大型客运站变成了数不清的“驿站”，

而另外一部分，则扎根在各大重要交通枢纽：

上海虹桥交通枢纽是业内公认的“巨无霸”综

合性交通枢纽，其包含了航空、高铁、城铁、高速公

路、磁浮、地铁、公交等“轨、路、空”多种交通方

式。作为普通乘客出行，无论是乘飞机抵达虹桥

机场，还是搭京沪高铁列车抵沪，都可以方便地换

乘轨道交通、长途汽车或者公交车，其间步行换乘

距离约为 200 米。上海虹桥客运西站，位于虹桥

交通枢纽最西侧，与虹桥机场、虹桥火车站紧紧相

依，2010 年与虹桥枢纽同步投运，是上海一级长

途客运站。

而杭州火车东站公路汽车站，直接把站设在

了东站枢纽东广场，每逢节假日火车一票难求时，

长途大巴及时增加班线；对高铁没有触及的地区，

增设线路，承接到站旅客同站换乘大巴。

未来，杭州火车西站也计划引入客运大巴这

种交通服务，具备旅游集散的功能。

当“定点、定线”变成了“定制”，国内客运业正

在上下求索，试图扭转颓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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