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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城市化的迅速发展，传统交通系统面临挑战，因此城市轨道与常规公交的融合备受关注。我们着眼于研究的核心

议题，包括为何需要这种融合、目前存在的问题和可能的解决方案。通过对现有问题和优化措施的研究，我们旨在为城市交

通规划提供一些见解，推动交通系统向更智能、高效、可持续的方向发展，从而提升城市居民的出行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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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urbanization, traditional transportation systems are facing challenges. Therefore, the 

integration of urban rail and conventional public transportation has received much attention. We focus on the core issues of research, 

including why this integration is needed, current problems, and possible solutions. Through the study of existing problems and 

optimization measures, we aim to provide some insights for urban transportation planning,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transportation 

systems in a more intelligent, efficient, and sustainable direction, and thereby improve the travel experience of urban resi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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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城市轨道交通和常规公交作为两大主要的公共交通方

式，各自具备一系列的优势和特点。然而，随着城市人口的

增长和出行需求的不断变化，传统的交通模式已经难以满足

多样化的出行需求和日益增加的运输压力。为了应对这一挑

战，城市轨道与常规公交的融合发展成为引起广泛关注的研

究方向。这种发展趋势旨在充分发挥两者的优势，构建一个

更为高效、便捷、环保的综合交通网络。通过深度整合城市

轨道和常规公交系统，我们有望优化城市出行结构，提升公

共交通服务水平，减轻交通压力，改善城市居民的出行体验。

我们将全面探讨城市轨道与常规公交融合发展的必要性、问

题及优化措施。通过深入分析两者的融合可能性，我们旨在

为未来城市交通规划和管理提供科学合理的建议，推动城市

交通系统朝着更加智能、便捷、可持续的方向发展。 

1 城市轨道与常规公交融合发展的必要性 

1.1 综合交通服务需求 

在城市不断发展的背景下，居民的出行需求变得越来

越多样化和复杂化。传统的城市交通模式已经难以满足人

们日益增长的交通需求。城市轨道交通系统和常规公交系

统分别具有各自的优势，但单一的运营模式往往难以全面

满足居民的出行需求。因此，城市轨道与常规公交的融合

发展变得尤为重要。首先，综合交通服务需求是城市发展

的自然产物。城市居民有长途通勤、短途接驳等不同的出

行需求，这需要提供多元化、多层次的交通服务。城市轨

道与常规公交的融合发展可以为居民提供更全面、更灵活

的交通选择，满足不同出行场景下的需求。其次，综合利

用城市轨道和常规公交系统有助于优化城市交通网络。通

过合理规划线路、设置换乘站点，可以形成高效的互联互

通体系，提高城市交通网络的综合效益。 

1.2 优化城市交通网络 

城市交通网络的优化需要考虑多个层面，包括线路规

划、站点设置、交叉口设计等方面。首先，通过合理规划

城市轨道和常规公交的线路布局，可以确保两者在城市交

通网络中形成互补关系，覆盖城市不同区域，满足不同出

行需求。此外，站点设置的合理性也至关重要，要考虑到

两者的交汇点，以便更为便捷地实现联程换乘，提高居民

的出行便利性。优化城市交通网络还需要考虑城市交通流

的高效运行。通过智能交通管理系统，可以实现对交通流

的实时监测和调控，避免拥堵点的形成，提高道路通行能

力。此外，对于交叉口的合理设计和规划也是优化交通网

络的重要一环，以确保不同交通方式的有序流动。 

1.3 资源高效利用 

首先，城市轨道与常规公交融合发展能够实现交通系

统资源的更为高效的整合利用。城市轨道交通在运输效率、

能耗等方面具有一定的优势，但其建设和运营成本相对较

高。与之相比，常规公交系统具有更灵活的线路布局和相

对较低的成本。通过两者的融合，可以在不同区域和场景

中充分发挥各自的优势，实现系统整体资源的高效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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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资源高效利用还体现在城市运输工具的多元利用上。

不同出行需求和交通密集度可能需要不同形式的交通工

具。城市轨道适合长途、大容量的运输需求，而常规公交

则更适合灵活、短途、分散的接驳需求。通过融合发展，

可以更灵活地配置不同类型的交通工具，满足城市不同区

域和时段的多样化出行需求，达到资源最大化的利用效果。 

1.4 环保与可持续发展 

首先，城市轨道与常规公交的融合发展有助于减少交

通系统对环境的不良影响。城市轨道交通通常采用电力驱

动，相较于燃油驱动的交通工具，其排放更为清洁，减少

空气污染。常规公交也可以通过引入电动和清洁能源车辆，

降低污染排放，从而共同推动城市交通向更为环保的方向

发展。其次，融合发展有助于提高城市交通系统的能源利

用效率
[1]
。城市轨道交通在高峰时段和高密度区域具有较

高的运输效率，而常规公交则可以更灵活地覆盖城市的各

个角落。通过两者的协同运作，可以使得整个交通系统更

为均衡、高效，最大限度地降低整体的能源消耗。此外，

城市轨道与常规公交的融合发展也为城市提供了更多的

绿色出行选择，鼓励居民选择公共交通工具，减少个人汽

车使用，降低交通拥堵，减缓道路基础设施的压力，进而

推动城市交通朝着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前进。 

1.5 提升出行体验 

首先，融合发展使得城市居民能够更便捷地实现联程

换乘。通过优化换乘站点设计和融合的票务体系，居民可

以更流畅地从城市轨道交通切换到常规公交，或者反之。

这种无缝对接的出行体验减少了乘客的等待时间和换乘

步骤，提高了整体的出行效率。其次，融合发展带来了更

全面的服务覆盖。城市轨道交通和常规公交分别具有自身

的特点和适用场景，通过融合发展，不仅可以覆盖更广泛

的城市区域，还可以更灵活地适应不同时间段和出行需求。

这为居民提供了更多元化的出行选择，提高了出行的灵活

性和便利性。此外，融合发展还有助于提高出行信息的透

明度。通过整合两种交通模式的实时信息，包括车辆到达

时间、线路状况等，乘客可以更准确地了解出行情况，做

出更为明智的出行决策，提升了整体的出行体验。 

2 城市轨道与常规公交融合发展中出现的问题 

2.1 缺乏整合规划 

城市轨道与常规公交融合发展中的一个突出问题是

缺乏整合规划。在一些城市中，城轨和常规公交系统往往

由不同的部门或运营公司负责，缺乏有效的协同规划。这

导致了两者之间线路冲突、站点设置不协调等问题，使得

融合发展的效果受到一定的制约。缺乏整合规划不仅影响

了交通系统的整体效能，也给乘客带来了不必要的出行不

便，阻碍了融合发展的顺利推进。 

2.2 换乘体验不佳 

在城市轨道与常规公交融合发展的进程中，一显著问题

是用户在不同交通模式之间进行换乘时所面临的体验不佳。

这一问题主要源于换乘过程中的不便利性，包括换乘站点的

设置不合理、信息传递不畅通等方面。乘客可能需要花费更

多的时间和精力在换乘的过程中，可能需要走长距离、经历

复杂的换乘步骤，这显然不符合出行的便捷性和高效性期望。

此外，换乘体验不佳还可能导致用户对整个交通系统的不信

任感。如果用户在换乘时遇到困难，比如无法准确获取到相

关信息，或者缺乏合理的引导，可能会影响他们对整个交通

系统的满意度，降低其选择使用公共交通工具的意愿。 

2.3 信息不畅通 

这一问题主要表现在用户在换乘或查询时难以获取

准确、实时的相关信息。用户可能面临站点信息不明确、

线路信息不一致、实时到达信息不准确等情况，给他们的

出行带来了一定的不便。信息不畅通问题首先影响了用户

的决策效率。如果用户无法获得准确的信息，可能会导致

选择不当的交通方式或换乘方案，增加出行的时间成本和

不确定性。此外，信息不畅通也会降低用户对公共交通系

统的信任度，使得他们更倾向于选择其他出行方式，减缓

了城市轨道与常规公交融合发展的速度。 

2.4 运营管理协同不足 

运营管理协同不足主要体现在城轨和常规公交系统

之间缺乏有效的协同管理和信息共享。由于两者可能由不

同的运营公司或管理部门负责，协同管理不足可能导致车

辆调度不合理、运营效率低下、服务不协调等情况。运营

管理协同不足可能引起系统性的问题，例如在同一区域内

出现车辆拥挤或者空载率较高的情况，导致不必要的资源

浪费
[2]
。此外，乘客可能在换乘时面临较长的等待时间或

不便利的接驳条件，影响了整体出行的效率和用户体验。 

2.5 资金投入与收益不平衡 

城市轨道交通通常需要巨额的投资用于建设和维护，

而运营过程中的收益往往有一定的滞后性。相比之下，常

规公交系统的建设和运营成本相对较低，但由于票价制约

和运输密度的局限，其收益能力相对有限。这使得在短期

内城市轨道交通难以收回成本，而常规公交系统可能面临

财务压力和盈利难题。资金投入与收益不平衡问题可能对

整个交通系统的可持续性产生负面影响。如果城市轨道交通

难以获得足够的盈利，可能需要依赖政府补贴，增加财政负

担。同时，由于盈利压力，可能导致服务水平的下降，影响

用户体验，甚至对城市的交通可达性和效率产生负面影响。 

3 城市轨道与常规公交融合发展的优化措施 

3.1 整合规划 

为了促进城市轨道与常规公交的融合发展，一项关键

的优化措施是进行整合规划。这意味着在城市交通规划的

层面上，将城轨和常规公交系统纳入一个统一的、协调的

整体框架中。首先，整合规划需要综合考虑城轨和常规公

交的布局与线网设计。通过有效整合线路规划，可以避免

两者之间的冲突，优化线路布局，使得各交通模式能够更

好地衔接，形成高效的交通网络。整合规划还需要考虑城

市的交通需求，确保服务覆盖面广、公共交通出行的便捷性

得到最大化。其次，整合规划需要考虑票务体系和互联互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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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统一的票务体系，乘客可以更便捷地实现不同交通模式

之间的联程换乘，减少购票和换乘的复杂性，提高用户体验。

互联互通方面，则包括信息系统的整合，确保用户能够获得

准确实时的多模式出行信息，从而提高出行的便捷性。 

3.2 建立融合票务体系 

建立融合票务体系的首要目标是简化乘客的票务流

程。通过整合城轨和常规公交的票务系统，乘客可以使用

统一的电子卡片或手机应用完成购票、充值和乘车等操作，

无需为不同交通工具分别购票。这不仅减少了乘客的购票

繁琐性，也提高了票务的便捷性和灵活性。其次，建立融

合票务体系有助于优化出行成本。通过实现跨模式的票价

互通，乘客可以享受到更灵活、实惠的出行方案。这种一

体化的票务系统有助于降低乘客的出行成本，提高公共交

通的经济效益。另外，融合票务体系还为城市交通管理部

门提供了更精细的数据分析基础
[3]
。通过统一的票务系统，

可以更准确地获得乘客的出行数据，为交通规划和管理提

供科学依据。这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城市出行需求，合理规

划交通资源，提高整体交通系统的运营效能。 

3.3 加强信息共享 

首先，加强信息共享能够提高乘客的出行决策效率。

通过统一的信息平台，乘客可以获取到包括车辆位置、到

达时间、线路信息等在内的全面实时信息。这使得乘客在

选择出行方式和换乘时更具信心，减少了不确定性，提升

了整体的出行体验。其次，信息共享有助于优化交通系统

的整体运行效率。通过实时共享交通流量、车辆运行状态

等数据，城市交通管理部门能够更准确地监控交通情况，

及时调整交通信号灯、优化路线规划，从而缓解交通拥堵，

提高交通系统的运行效能。另外，信息共享还能够促进城

轨和常规公交系统之间的协同运作。通过共享运营数据，可

以更好地实现车辆的联合调度、站点的协同设置等，确保两

者之间的衔接更为紧密，形成更高效的多模式交通网络。 

3.4 推动运营管理协同 

首先，协同运营管理可以通过统一的运营指挥中心实

现。建立一个集成的指挥中心，能够同时监控城轨和常规

公交的运营状况，实时调度车辆、优化线路和站点设置，

确保两者之间的衔接和协同。这有助于提高运输资源的利

用率，降低运营成本，提升整个交通系统的运营效能。其

次，推动运营管理协同需要建立共享的运营数据平台。通

过实现运营数据的互通共享，不仅可以提高信息透明度，

也为运营决策提供科学的依据。共享的数据平台可以包括

车辆运行状况、乘客流量、票务数据等多方面信息，从而

更好地指导运营策略的制定和调整。另外，协同运营还可

以通过联合推进服务标准化来实现。通过制定统一的服务

标准，包括站点设置、运营时间、服务质量等方面，能够

提高城轨和常规公交系统之间的一致性，简化乘客的出行

体验，增强整个交通系统的统一形象。 

3.5 促进可持续发展 

首先，可持续发展需要注重环保和资源高效利用。通

过城轨与常规公交的融合，可以更好地整合交通资源，减

少车辆运行时的空驶率，优化线路规划，从而减少交通拥

堵，减缓环境污染，为城市提供更清洁、高效的交通服务。

其次，可持续发展还需要关注社会经济的可持续性。通过

提高公共交通系统的服务水平，促进城轨和常规公交之间

的有机衔接，可以减少对个体汽车的依赖，降低交通能耗

和排放，进而减轻城市交通对环境的不良影响。此外，可

持续发展还包括了对城市空间的合理利用和规划。通过融

合发展，可以优化城市轨道和常规公交的布局，合理规划

站点和线路，减少土地占用，提高土地利用效率，使城市

在交通建设中更为紧凑、高效。 

3.6 引入智能交通管理系统 

首先，智能交通管理系统可以实现实时监测和调度。

通过在车辆上安装 GPS 等先进设备，可以实时追踪车辆的

位置和运行状况。管理系统可以根据实时交通状况和乘客

需求，灵活调整车辆的运行计划，避免拥堵、提高运输效

率，保障乘客出行的便捷性
[4]
。其次，智能交通管理系统

具备大数据分析的能力。通过收集并分析大量的出行数据，

系统能够洞察乘客出行的习惯、需求和拥堵瓶颈，为交通

规划和资源分配提供科学依据。这种数据驱动的管理方法

有助于更精确地制定运营策略，提高运输效能和服务水平。

另外，引入智能交通管理系统还能够促进多模式交通的衔

接。通过实现不同交通模式的数据互通，管理系统可以提

供全方位的出行信息，使乘客更容易实现跨模式的联程出

行，从而促进城轨和常规公交系统的协同运作。 

4 结语 

在城市轨道与常规公交融合发展的研究中，我们深入

剖析了这一交通领域的重要议题。随着城市不断发展，对

于更智能、高效、可持续的交通系统的需求也在不断增长。

我们研究了为何需要城市轨道与常规公交的融合，分析了

当前面临的问题，并提出了一系列可能的优化措施。文中

强调了城市轨道与常规公交融合发展的必要性，这不仅有

助于提升居民的出行体验，还能够优化城市交通系统的整

体效能。在未来，通过整合规划、智能技术的应用以及信

息共享等手段，我们有望实现城市交通系统更加智能化、

高效化和可持续化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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