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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洲：
全城1元公交靠成本归制

在长沙公交票价居高不降
的同时，正在与长沙整合“长株
潭公交一体化”的株洲在2011年
就全城实现了1元公交。 对此该
市交通局领导透露，株洲最成功
的经验就在于公交仍掌握在政
府手上，在公交改革时，实行“成
本归制”制度，即政府财政对公
交运营成本进行核算后新成立
一个隶属政府的公交管理机构，
管理机构对公交运营服务标准
都有明确规定并作为考核司机
的依据，同时对运营开支进行统
管。“实际上，就是公交公司只管
开车不管收钱，政府确保营运开
支，并每年给予公交公司一个适
度标准的利润额度，这样公交服
务就彻底上来了。”

常宁：
全城免费公交名噪一时

2008年7月， 湘南县级小市
常宁开通免费公交车，运行第一
年就为市民节约出行开支3000
多万元。常宁免费公交模式也让
这个县级小市名噪一时，近年来
全国有40多个县市区前往常宁
考察， 通过学习借鉴常宁的经
验，已有13个县市区开通了免费
公交。

公交不姓“公”，长沙票价居高难下
私营改制埋后患，“公有”整合错时机， 公交补贴难解渴

长沙公交高等级车票价2元，普通车1元。票价为1元的普通车已越来越少。 实习生 王君安 摄

10月10日，成都市推出限行区内44条
公交线路全免费。几乎同时，一条“长沙公
交票价全国第一”的微博正在网上热传，有
网友指出， 长沙公交票价大部分调整为两
元， 一元公交已越来越少，704、114、918、
903、312五条线路全程高达3元。有人甚至
预言：长沙公交将进入“3元时代”。

在全国很多城市下调公交票价时，长
沙的公交票价缘何居高不下？连日来，记者
走访调查，探究长沙公交票价渐涨之“谜”。

■记者 戴鹏

抱怨长沙公交车票价高的不仅仅只是汤
玲。 早在2011年8月有关部门对长沙公交车的
票价做问卷调查时，就有43%的受访者认为长
沙市公交车票价过高。

有知情者透露：“长沙公交高票价是2005
年公交私营改制后必然会出现的一种结果，此
前政府每年需投入大额资金确保国有公交公
司运营， 私有化就有利于甩掉这个财政‘包
袱’，但接手‘包袱’的企业为追求利润，只好转
嫁给乘客。这就是票价高的一个主要原因。”

调查发现，2005年， 原长沙公交总公司进
行资产改制，将民营资本和经营实体引入公交
领域，成立了湖南巴士和龙骧巴士。同时又批
准成立了4家民营公交公司。 加上由企业车队
改制而来的长沙三叶联营公司和长沙公交202
车队“变身”的凯程巴士，一度形成了长沙8家
公司抢“公交蛋糕”的格局。

记者了解到， 长沙公交行业在改制后，因
监管不力，使得很长一段时期内一些民营公交
企业将公交车违法转包给个人承包运营。

面对市民对长沙公交民营化改革的忧虑
和长沙公交车私营化改制后呈现出来的种种
问题，2008年长沙市开始对公交改革进行了重
新思考。有关人士呼吁，长沙公交应该回归到
国有主导，重新姓“公”。

而记者在调查中发现，早在2008年原长沙
市公用事业局就向市委市政府提出了长沙公
交车体制进一步改革的实施方案，其核心问题
就是希望长沙对私有化的公交格局进行整合，
重新归为国有。 有知情人向记者介绍，2008年

提出的这次公交体制改革是长沙公交行业进
一步深化改制的最佳时期。

“因那时长沙许多私营公交企业都还没大
批更换公交车，政府如下定决心收回公交线路
的经营权并不需花太大成本。而现在公交提质
改造已完成，政府想要收回经营权就难了。”

知情人还告诉记者，长沙公交整合方案在
2008年提出之后不久便被否决了。“至于是什
么原因否决的， 我也说不清楚， 但是错过这么
好的整合时期，实在太可惜了。”知情人说。

湖南巴士总经理徐长青告诉记者，2012年
3月，湖南巴士公司全部资产归为国有。这也拉
开了长沙市公交行业新一轮改革、 整合的序
幕。但记者调查发现，长沙公交在政府主导下
进一步改制却困难重重。 知情人告诉记者，以
价值五六十万元的天然气公交车为例。长沙市
财政固定的补贴仅仅只是8万元， 还得分8年
给，而普通公交连这几万元补贴都没有。

“这个补贴太少了，政府补贴不够，公交企
业只能将上涨的成本转移到乘客身上。” 记者
还了解到长沙市每年用于公交补贴的是1.5亿
元。而长沙市财政局一工作人员对记者说：“准
确地说这1.5个亿是公共交通补助， 这里还包
含了的士等公共交通工具。” 如果按西方国家
的做法，财政对公交的补贴应达到1%-5%，长
沙投入的1.5亿远远未达这个标准。

在湖南商学院北津学院上
大一的汤玲，月初在长沙月湖公
园找了一份家教。每天汤玲要从
学校赶到月湖公园上一个小时
的课，一个课时20元钱。“可是每
一天我往返学校和教学点的公
交车费就要12元。” 汤玲对记者
说。

记者了解到， 汤玲每天从学
校门口先搭乘918路公交车后换
乘907A线路在银盆岭大桥西下
车后最后乘坐132路公交车到达
月湖公园。

“918上车两元，907A路车虽
然高等级车是2元的票价，但是普
通车跨段也要收2元， 坐132路也
从没碰到过1元的普通公交。”汤
玲告诉记者。

记者调查发现，长沙公交高
等级车票价2元，312路公交车从
火车站到汽车西站的票价是3
元。且大部分线路高等级车与普
通车不符合1∶1的配比要求，以
7路为例，2011年8月份统计的50
台运营车辆中高等级车40台，市
民想搭乘票价为1元的普通车很
难。

汤玲无奈地对记者说：“对于
我们学生来说，票价确实贵了点，
我每天辛辛苦苦跑到月湖公园打
工，结果算下来全‘贡献’给长沙
公交了。”也有不少市民向记者反
映， 一家人每天乘坐公交车上班
出行，月支出达六七百元，对于每
个月收入只有几千块钱的家庭来
说是一笔不少的开支。

日赚20元，用12元坐公交
高票价源自“甩包袱”？

1.5亿公交补贴成杯水车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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