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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文章在城乡融合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下，以实现蓬莱市城乡公交一体化为目标，在分析蓬莱市城乡一体

化现状的基础上，通过对城乡居民出行需求分析，从城乡公交场站布局、城乡公交一体化线网规划、城

乡公交一体化运营保障三方面提出构建全域城乡一体公交网络体系，从而满足城乡居民出行需求，也为

今后其他城市城乡公交一体化发展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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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article aims to realize the integration of urban-rural public transport in Penglai City under the 
new-type industrial-agricultural-urban-rural relationship of urban-rural integration. Based on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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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urban-rural integration in Penglai City, the paper analyzes the 
travel needs of urban and rural residents, the three aspects of integrated public transportation 
network planning and integrated operation guarantee of urban and rural public transportation 
proposed the construction of a comprehensive urban-rural integrated public transportation net-
work system to meet the travel needs of urban and rural residents, and also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urban and rural public transportation in other cities in the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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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我国城乡关系经历了从城乡混沌、城乡统筹、城乡一体化到城乡融合的转型。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

推进，蓬莱市中心城区与各个乡镇间的联系日益密切，城乡居民涌现出新的出行需求。党的十九大提出

“交通强国”战略，提高城乡交通运输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城乡融合是城乡关系发展的新阶段，统筹

分析城乡融合导向下的城乡发展现状，构建蓬莱市城乡公交一体化运营体系，将实现蓬莱市城乡交通基

础设施互联互通，打破城乡客运市场分割的局面，形成中心城区向乡镇辐射的快速公共交通网络，加快

城乡居民、资金、信息等各种要素双向流动，助力新时期乡村振兴战略。 
国内外诸多学者对公共交通运营组织与线网规划等方面作了研究。Estrada 在进行混合式公交网络设

计的过程中，将公交线网划分为放射形长距离运输主网络、换乘衔接次网络和在建成区的高密度循环运

行的方格式线网三层网络[1]。过秀成等通过城乡公交一体化相关项目实践，提出了城乡公交规划、公交

运营组织等理论技术[2] [3] [4] [5]。孙健宇从运行模式、运行线路设计和运行参数三个方面出发，通过线

性规划的方法建立模型进行线路运行组织优化问题研究[6]。沈继雪结合已有城乡公交规划理论，将城乡

公交线路划分为主干线、次干线和支线三个层次，根据其功能建立数学模型，提出了城乡公交一体化线

网规划的方法，并对通化市近期和远期的城乡公交一体化线网进行规划[7]。张永波等通过新型城镇化与

城乡公交一体化的相互关系，提出新型城镇化导向的城乡公交一体化发展模式，并结合滕州市城乡公交

一体化规划展开应用研究[8]。姜桂燕提出了“点–线–面–线–点”的线网场站规划思路，对线网场站

进行分层分级布局，构建包含枢纽站、客运站、首末站、停靠站和简易招呼站的城乡公交场站体系，运

用节点重要度法进行乡镇客运站选址，并以延安子长县城乡公交一体化为例进行论证[9]。 
蓬莱市作为历史文化名城，随着近年来旅游业、葡萄酒等产业快速发展，城乡交通资源分配不均问

题日益凸显，现有运力无法满足乡镇居民出行需求。同时，其扇形的城乡空间结构和山地丘陵的地形条

件亟待构建适宜自身的城乡公交发展模式。因此，在城乡融合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视角下研究城乡公交

一体化具有现实和实践意义。 

2. 蓬莱市城乡一体化现状 

2.1. 蓬莱市概况 

蓬莱市位于胶东半岛最北端，北临黄海、渤海，陆地面积 1007 平方公里，现有 41 万人口，辖 5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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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道、6 个镇。预计至 2035 年，市域常住人口规模约为 58 万人，城镇化水平达到约 72%。 

2.2. 城区公交现状 

蓬莱市中心城区运营车辆 141 标台，营运线路 13 条，线网密度 1.88 km/km2，小于规范要求的 3~4 
km/km2。非直线系数平均达到 1.7，造成车辆周转效率低。建有公交停保场 1 个，位于公交公司；综合客

运枢纽站 1 个，位于蓬莱新汽车站，面积 13,175.75 平方米；缺少符合国家标准规范的首末站，多数线路

车辆在首末两端沿路停放；绝大部分中途站为直线型非港湾停靠站[10]。 

2.3. 城乡公交现状 

蓬莱市未开通城乡公交和农村客运班线，城乡居民公交出行分担率底，公共交通系统在线网延展、

站场布局、运营班次等方面无法满足“北控、南限、东拓、西进、中优”的空间发展方向和新型城镇建

设下的居民出行需求。 

3. 蓬莱市空间格局与出行需求分析 

3.1. 蓬莱市空间格局 

根据蓬莱市城市总体规划，规划构建“中心城区–重点镇–一般镇–中心村–基层村”五级城乡居

民点体系，市域形成“一心两带，三群五区”的城镇空间结构，中心城区形成“双心两轴、一带四组团”

的总体空间结构。“双心”是指老城综合中心和新区综合服务中心，“两轴”是指南关路城市发展轴和

滨海生态休闲轴，“一带”是指沿南部葡萄田园休闲带，“四组团”分别是指登州组团、西部旅游文教

组团、卧虎组团、铜井组团。 
蓬莱市城镇空间结构见图 1，蓬莱市城乡居民点体系见表 1。 

 

 
Figure 1. Urban spatial structure of Penglai City 
图 1. 蓬莱市城镇空间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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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Urban and rural residential area system of Penglai City 
表 1. 蓬莱市城乡居民点体系 

等级 范围 

中心城区 登州街道、蓬莱阁街道、紫荆山街道、南王街道和新港街道的部分地区 

重点镇 北沟镇、刘家沟镇、大辛店镇 

一般镇 小门家镇、村里集镇、大柳行镇 

中心村 发展条件较好、公共服务相对完善、历史文化或农业特色鲜明的村庄 

其他村庄 一般基层村 

 

蓬莱市在发展老城中心的基础上，沿东西向城市空间主轴和南北向次空间轴发展，最终实现城

乡融合发展。只有落实“公交优先”政策，发挥公共交通引导和促进发展的作用才能实现这种良性

互动。 

3.2. 居民出行分析 

通过城乡居民 OD 调查数据分析，统计城乡居民交通出行起讫点的分布，蓬莱市城乡客流的出行分

布如图 2 所示。城乡统筹协调发展下，城乡居民的活动范围不断加大，因此城镇、镇镇、镇村间的公交

出行需求不断加大，但仍呈现出较强的聚集特征。 
 

 
Figure 2. OD Expectation Line for urban and 
rural residents travel 
图 2. 城乡居民出行 OD 期望线 

4. 城乡公交场站布局 

公交换乘枢纽站可以连接城市各功能分区，方便乘客换乘，减少乘客换乘次数，缩短出行时间，改

善城市交通结构[11]；首末站应紧靠客流集散点，设置在客流密集且土地空间较大的位置[12]。 
结合城市总体规划、土地利用现状，根据客流分析、城市发展特色模式，坚持“立足需求、合理布

局、有机协调、站运分离”的规划建设原则[13]，为了城镇骨干网络和镇村区域网络的衔接，以及服务城

镇公交和部分镇村公交的换乘功能，市域范围内共规划 6 处城区内换乘枢纽，5 处城镇换乘枢纽，17 处

城区公交首末站，21 处城乡公交首末站，服务于中心城区、镇、村居民的出行需求。现有的蓬莱新汽车

站作为城镇公交和城区公交的边缘衔接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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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城乡公交一体化线网规划 

为了保障安全，在布设城乡公交线网时以国省道为骨干、以县乡道为延伸、以村道为补充，最大程

度提升通行安全条件。规划公交线沿主要城乡客运走廊及主骨架，明晰城乡公交与城区公交的衔接与相

互渗透，多层次、多角度统筹考虑公交元素，充分利用现状适宜通车道路，同时合理利用规划道路，推

动完善适宜镇村体系的公路网络。以逐条布线，优化成网为原则，根据居民出行的差异性，通过将线网

分为三级，形成城乡公交网络[13]。 
三级网络包含城区公交网络、城镇骨干网络和镇村区域网络。城区公交网络由主线、支线、城区环

线、旅游专线构成，城镇骨干网络由主线构成，依托国省道通行条件好的优势，线路运行速度快，班次

密度大，承载客流多；镇村区域网络由支线构成，依托县乡及村道，关联村庄多，覆盖区域广，为主线

集疏客流。整个线网出行目标是实现市镇直达，镇镇、镇村最多 1 次换乘。线网分层结构见表 2。 
 
Table 2. Network layered structure 
表 2. 线网分层结构 

等级 线路等级 服务功能 

城区公交网络 

主线 服务长距离的组团间出行，连接和服务主要的几个客流集散点， 
实现城市各主要组团和主要交通或城市功能结点的快速联系 

支线 服务区内出行或相邻区域短程连接服务，辅助承担跨区出行 

城区环线 服务区域内循环客流，可以作为长连接干线、普通支线的接驳线路，运营方式灵活 

旅游专线 服务特定乘客在特定时间段的出行需求，侧重：定制化、快速化、舒适性，适宜点对点的运输 

城镇骨干网络 
主线 服务域内城乡客流走廊，侧重：线路直、运行快、运行时间省、停靠少 

须线 服务镇村公交不便延伸的偏远村庄客运，侧重：分班次运输 

镇村区域网 
络其他村庄 

支线 服务域内客流走廊，侧重：线路曲、运行时间长、停靠多 

须线 服务偏远村庄客运，侧重：分班次运输 

 

基于上文分析，规划蓬莱市城乡公交线路共 30 条，总长度 571.6 公里，中心城区线路长度 165.2 公

里，城镇骨干线路和镇村区域线路 18 条，其中 4 条主线，14 条支线，线路长度 406.4 公里。图 3 是城乡

公交线网图。 
蓬莱市各乡镇到中心城区可实现直达，乡镇之间大部分可以实现一次直达，全部实现最多一次换乘

到达，所有相邻乡镇间实现公交直达。 
城–镇、镇–村线路的单程运行时间(表 3)可以直观地反应公交线网的通达情况。 

6. 城乡公交一体化运营保障 

城乡公交一体化涉及道路、财政、运营等一系列问题[14]，其核心目标是提高公交分担率。提出从组

织保障、基础服务设施保障、财税保障三方面构建城乡公交一体化运营保障体系。 

6.1. 组织保障 

1) 城乡公交涉及交通运输部门、公安交管部门、住建部门、公路部门、财政部门、城管部门等多个

政府职能部门，应以政府主导为原则，政府牵头组成项目组，协调处理各类事项。 
2) 增强服务意识，坚持以人为本，建立事故应急保障系统[15]。 
3) 车辆、人员统一调度，保证全域公交相互衔接，统一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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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3. Urban and rural bus line network map 
图 3. 城乡公交线网图 

 
Table 3. Network running time 
表 3. 线路运行时耗 

线网层级 主线 支线 

北沟区域 25~30 40~45 

村里集区域 40~50 60~80 

小门家及大辛店中北部区域 30~40 40~50 

大柳行及大辛店东南部区域 40~50 60~70 

6.2. 基础服务设施保障 

1) 对相关道路进行扩建、改建和维护，保障城乡道路安全通行条件，提升路网通达性，方便出行。 
2) 加大土地划拨，尽快建设首末站、枢纽站、停靠站、充电桩等配套设施，提升线网密度和适应性。 

6.3. 财税保障 

1) 落实公交优先政策，制定企业可运营、乘客可接受的票价。 
2) 按照财政可负担、企业可持续的原则，建议财税部门对城乡公交运营企业在车辆购置、场站建设

方面给予适当补贴，降低企业运营成本，加快车辆更新、基础设施建设步伐，提升全市城乡公交服务水平。 
3) 建立规范的城乡客运公交化运营财政补贴方案，明确补贴的标准范围、分担比例、拨付流程、绩

效目标管理和考核评价等事项，通过对运营企业成本的审计和评价，定期给予相应的资金补贴。 

7. 结论 

本文分析了蓬莱市城乡公交一体化的必要性，基于现有研究理论，从城乡居民出行需求分析出发，

结合蓬莱市全域的空间布局，提出了构建城乡一体三级公交网络，将城区、城乡、镇村的三级客运网络

进行衔接，从城乡公交场站布局、城乡公交一体化线网规划、城乡公交一体化运营保障三方面构建全域

城乡公交一体网络体系。本文提出的相关方案，可为今后其他城市城乡公交一体化发展规划提供借鉴和

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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