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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短 10年，曾经热闹非凡的道路客
运行业就从鼎盛跌落低谷，我区一些客
运汽车站客流量也遭遇了“滑铁卢”式
下跌，更有的早已关门停运。面对如此
窘境，如何保持这个行业不被淘汰，值
得我们关注和深思。

客运汽车站的兴衰，是社会经济发
展在一个行业的具体体现。作为城乡
客运车辆出行的重要基础设施，客运汽
车站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发挥了重要作
用，为经济社会的发展作出了很大的贡
献，见证了交通建设的飞速发展和人民
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但要说这个曾
经为无数城乡居民的公众出行立下汗
马功劳的行业该就此告别这个时代，还

为时尚早。可以欣喜地看到，面对时代
的大浪淘沙，我区一些客运站正在积极
应变，于狭路中寻开拓，在低谷里创转
型。比如，有的客运公司在服务上下功
夫，变“一路直达”为“多点串联”，把乘
客感受放在第一位；还有的客运站在保
证基本出行服务的前提下，充分利用场
站资源拓展汽车租赁、电商销售等新功
能 ，将“ 单 一 业 务 ”拓 展 为“ 一 专 多
能”……这些转型发展实践，颇具有困
境中找出路、绝境里迎涅槃的胆识和勇
气，也让我们看到了客运汽车站未来发
展路上的曙光。

面对越来越快的发展进程，每一个
行业，每一个产业都有可能遭遇兴衰起

伏的发展进程。如何走出一条长盛不
衰的高质量发展之路，奋起转型才是关
键。当前，人民群众需要的是个性化、
差异化、品质化的运输服务，客运汽车
行业要牢牢把握住这个方向，用创新举
措提供更高品质的出行服务，不断激发
运营新活力，修炼好“内功”，因地制宜、
解放思想，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
求变。对于出现经营困难的客运汽车
站点，相关部门要强化“外力”，综合研
判，从政策、资金和人才等方面给予更
多支持，采取相应政策措施鼓励客运
站发挥企业主体责任，积极吸引社会资
本投入，推动汽车客运站平稳转型，焕
发新活力。

识变求变，“转”出一片新天地
尉迟天琪

尽管受到了严重的冲击，但汽车客运
的使命仍未结束。“针对当前汽车客运站
面临的困境，我们必须肯定汽车客运站其
作用不可或缺，但转型势在必行。”宁夏
大学土木与水利工程学院教授王芳说，目
前公路汽车客运场站存在的问题是经营
范围有限，1000公里以上是民航的主场，
400公里至 1000公里是高铁的市场，公路
客运的市场被压缩至 400公里以内，同时
还要与网约车、定制客运、非法营运车辆竞
争。同时，传统的客运站设施陈旧，设备简
陋，服务粗糙，与市场需求不符。

那么，作为西部的客运省份，如何承压
前行，保障汽车运输行业继续平稳发展？

认清定位、整合资源，在采访中很多行
业人士都提到了这两点。汽车客运站转
型是一项系统工程，既要修“内功”，每个
车站因地制宜，结合市场需求与区位优
势、资源特色探索发展新业态，更要强“外

力”，强化多部门协调联动，统筹考虑设计、
建设和运营等各个环节，为转型营造良好
氛围和环境。

道路客运要想复苏，政府政策支持必
不可少。道路客运企业具有一定社会公益
性，对于其困境，交通运输部文件中明确

“若确需保留汽车客运站，地方政府应给予
一定程度的财政补贴和政策支持”。“地方
政府能否根据市场变化，调整改革客运站
场布局规划、标准、建设和相关土地、税收
等政策，从区域整体需求出发，重构客运、
出行服务体系，提高服务公众出行的能力
和水平。”安鹏说，汽车站目前最不缺的是
场地，能否给些政策，让车站变身为仓储，
做城市内的物流配送。

“道路客运企业要适应这种变化，唯有
加快变革创新，才有出路。”王芳建议，坚持

“单一业务”到“一主多能”的转变，鼓励与
其他业态融合发展。一方面，优化、开发存

量资源，防止闲置浪费，释放资源获利潜
力；另一方面，以交通出行为产业主线，打
造现代化新型交通出行全产业链，努力发
展相关产业和延伸产业链，如交通新能源、
旅游、物流供应链等，并积极开展新技术、
新产品、新业态、新模式产业创新，如定制、
网约、分时、出行平台等。同时，在客运、出
行及其相关市场上争份额，尽快止亏增盈，
走上一条可持续发展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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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安鹏看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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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月月 1919日上午日上午，，银川汽车站售票大厅银川汽车站售票大厅。。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赵磊赵磊 摄摄

1111 月月 1919 日上午日上午，，银川汽车站候车大厅仅有银川汽车站候车大厅仅有
几名旅客在等待上车几名旅客在等待上车。。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赵磊赵磊 摄摄

客运红火时客运红火时，，银川汽车站平时开通七八个售银川汽车站平时开通七八个售
票窗口票窗口。（。（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本报通讯员本报通讯员 梅宁生梅宁生 摄摄

辉煌不再的汽车客运何去何从辉煌不再的汽车客运何去何从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赵赵 磊磊

随着私家车数量的增多和交通新业态的兴起，近年来，汽车客运站客流
量锐减，营收下降严重，全国不少地方出现了汽车客运站停运或搬迁转并的
情况。面对服务供给结构性矛盾，汽车客运驶入转型之路，个性化、差异化、
品质化成为未来行业发展趋势。宁夏汽车客运当前发展面临哪些困境，背后
的原因有哪些？如何不断求索变革，找到一条通往下一个春天的路？

11月 19日 7时，天灰蒙蒙。青铜峡市市民张彩虹打车去离
家 3公里外的青铜峡汽车站。进站、安检、上车……一顿操作下
来，她和其他的 5名乘客坐上了当天汽车站仅存的一趟班线：青
铜峡至盐池。寥寥无几的旅客、无精打采的店家、例行巡检的工
作人员……都在显示汽车站正在遭遇“寒冬”。“车站从原来发
60多趟班线到现在就发1趟。”青铜峡汽车站工作人员说。

近年来，随着私家车数量的增多和交通新业态的兴起，汽车
客运站客流量锐减，营收下降严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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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持续下
降，到2022年仅为35.5亿人次。

“这两年，真难！”这是所有汽车站经营者的心声。
自 2012年以来，汽车客运行业波动加剧，需求持续疲弱。客

流量锐减、营收下降，关停潮不断涌现，汽车客运站服务供给结
构性矛盾凸显。截至去年年底，全国二级以上汽车客运站 2800
余个，客运业务普遍收不抵支，仅约 20%通过“以商养站”方式实
现盈亏平衡。

身在行业“寒冬”之中的宁夏客运汽车站同样不能幸免。据
统计，2014年以后宁夏天豹交运集团（含固原天豹公司）经营的
15家客运汽车站的客流和收入以平均每年 20%至 25%的幅度持
续下降，疫情 3年下降幅度更是达到 50%左右，不到 10年的时
间，汽车站的经营效益下降近八成。仅疫情 3年，宁夏天豹交运
集团经营的汽车客运站累计亏损9680万元。

“心理落差太大，现在的车站恓惶得很。”天豹固原汽车站站
长范马马情绪低落地说。2007年，不断亏损的固原运输公司改
制为天豹固原运输公司。第二年，公司投资 8000万元建设了固
原客运汽车站。建成后的固原客运汽车站迎来了最辉煌的时
刻。“那时候客流真的是人山人海。我们每天发100多个班次，还
经常增加班次、班线。”范马马回忆说，当时主要发往西安、银川、
兰州、榆林、平凉等地。

“以前无论是去做生意、求学还是探亲，人们都要来这里坐
车，这是‘必经之路’。”固原市民张先生告诉记者，那时候，车站
里几乎每天都是人山人海，男女老少背着大包小包，排着长长的
队伍等待上车。

在这里，一趟趟班车从站口开进开出，载着一车又一车
乘客的期许驶向远方，又载着他们对家乡的牵挂重返故土。
人来了又去，下车、抬头，“汽车站”的招牌仿若一声熟悉的
问候——“欢迎回来”。

“汽车站的红火，就持续了 10年。”范站长回忆，他 2006年至
2018年在西吉汽车站工作。2006年，西吉汽车站每年营收500万
元，2018年时，营收已经达到 2100万元。从西吉发往新疆的班
线一年发送旅客就达到近 10万人次，营收 1000多万元。“许多长
途班线都停了，现在年年亏损！”

11月 16日，记者走进固原汽车站，稀稀拉拉站着几位拿着
行李箱的中年人。偌大的售票大厅内，只有 3位乘客正在买票。
候车厅一排排整齐的座椅上，只有5位乘客在候车。曾经人满为
患的汽车站，此时显得非常冷清。大厅内售卖饮料的小摊铺也
是零星营业。“原本以为是‘夕阳’，没想到是‘断崖’。今年到期
后，不再续租，准备出去另谋出路。”商铺经营者张娟说。

客车司机罗金伏也充分感受到市场寒意。他说，过去行情
好的时候，银川至固原一天一个来回，现在每天发一趟车还坐不
满。“客源少，出车趟次少了，一年挣不了几个钱。”

固原汽车站客运班线不断缩减，班线从原来的 140多条逐
步缩减至 30多条，员工也从 148名减员到 60名，一年亏损就达
300万元。“我们在捡私家车、顺风车‘筛选’过后的客流。”

客流锐减，营收下降，银川汽车站也不能幸免。11月 19日
8时许，记者在银川汽车站看到，稀稀拉拉的旅客正在候车。空
旷的售票大厅里，只有一个窗口有一名旅客在购票。走进停车
场，不时有开往区内、区外方向的车辆进出站，但很少有满员的，
有的客车只坐了五六个人。

“现在客运量日常每天1000至2000人次。”银川汽车站运调科
科长张杰向记者介绍说，学生放假高峰时能够达到3000人以上。

记者走访发现，曾在无数人心中留下记忆的银川北门旅游
汽车站、宁东汽车站陆续宣布关停。没有关闭的汽车站，普遍人
流稀少、外观陈旧、设施老化，似乎正等着“退休日”的到来。旅
客数量下滑、经营效益下降、运营成本增加……区内众多汽车客
运站正在经历与银川汽车站相似的命运，一场“寒冬”席卷汽车
客运行业。

现状

车站冷清乘客稀

曾是不少城市
地标的汽车客运站

该何去何从，牵动人心。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

高，私家车日益普及，已经成为
很多家庭的“标配”，之前客运汽车的客
源大量转变为私家车主。据交通运输部

的数据显示，截至2022年年底，我国的高铁
运营里程已经增加到4.2万公里，大多数地
级市被纳入了高铁网。

公安部的数据显示，从 2012 年到
2022年，全国机动车保有量由 1.21亿辆增
加到了 4.17 亿辆。交通运输部发布的
《2022年交通运输行业发展统计公报》显
示，2022年末全国拥有载客汽车 55.42万
辆、1647.24 万客位，比上年末分别减少
3.28万辆、103.79万客位。

由此可见，“两增一减”的现实直接导
致了公路客运站“门可罗雀”。事实上，当
前客运站面临如此尴尬的情况，也是多种
原因所造成的。宁夏天豹交运集团有限公
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安鹏在接受记者采访
时表示：“出行方式的多元化，是客运行业
持续下滑的根本原因。”

33岁的黄莹已经在银川安家立业，但
她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回老家甘肃环县探望
父母。以前，她一般都会选择乘坐长途汽
车往返银川和环县，现在她已记不清上次
乘坐长途汽车是什么时候。“前几年大家都
开私家车，高铁开通后，更快、更舒适，而且
时间选择空间更大，高铁成了‘新宠’。”黄
莹说，现在，老家的亲戚朋友往返银川几乎
没有人再坐长途汽车了。

面对高铁、私家车、顺风车的多重挤

压，在出行选择多元化的今天，汽车客运仿
佛已经成了最后一个选项。这些年，道路
客运企业也在探索“突围”之路。尽管受到
了严重的冲击，但汽车客运的使命仍未结
束。道路客运在交通运输体系中的基础
性、主体性地位不会发生变化，汽车客运站
在服务保障公众出行方面仍将发挥重要作
用。今年 7月，交通运输部等 11部门联合
印发《关于加快推进汽车客运站转型发展
的通知》，要求加快推进汽车客运站转型，
加快构建网络化、便捷化、多元化的客运站
点服务体系，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出行需要。

未来客运汽车企业如何发展和演化，
一直是业界思考的焦点。但有一点是共
识：一定要转型发展。

“与其让客车‘趴窝’，不如盘活资源。”
安鹏说，客运汽车站的转型其实就是宁夏
天豹交运集团的转型升级。面对出行产业
链的重构，天豹集团重点实施“定制化”“公
交化”“客运站+”。当前，出行供需态势发
生深刻变化，出行场景也发生了新的转
化。突破点还在客流量。经过分析，一部
分客流量被高铁分走，但市与市、县与县之
间还有市场。于是，定制化出行应运而
生。通过对客流需求进行分析，打造点对
点、门对门的交通服务。2020年 9月，宁夏
天豹率先“触网”，通过建设“宁夏出行”平台
开展定制出行服务。目前，定制客运宁夏
出行平台设有 1个总控平台和 4个分控平
台，以银川为中心辐射区内各市、县（区），共
开通运行线路26条，注册7座和9座营运性
客车 349辆，平台日均订单 2000余单。银
川市民张娜出差去陕西省定边县，她只需
拨打一个电话，宁夏天豹交运集团有限公

司的商务车辆就上门接送。“一个电话就上
门服务，解决了来回奔波的烦恼。”

消失的部分客流回归了。“通过定制化
客运，我们从顺风车中抢回了中高端及公
务用车的客源。”天豹固原出行负责人张雷
雷说，今年固原出行已经实现了盈利。

个性化、差异化、品质化的运输服务将
成为汽车客运发展趋势。转型发展，细分
客流量，第二个突破口是“公交化”。安鹏
介绍，到“十四五”末，我国高铁网将基本覆
盖 50万人口以上城市，到那时长短途客运
大巴的生意可能将更难做。但是，客运站
和客运班车不会消亡，毕竟，它们有在夹缝
中生存的优势——一是灵活多样、线路可
定制；二是还要承担偏远山区等地的老百
姓的出行任务，有兜底作用。

在自治区交通运输厅的支持下，
2019年开始，宁夏天豹以发展城际公共交
通化为目标，大力推进银川、石嘴山、吴忠、
宁东能源化工基地等地公共交通一体化建
设。先后开通了银川至宁东、银川至吴忠、
银川至灵武、银川至大武口、银川至平罗、
银川至青铜峡、灵武至宁东7条城际公交线
路。截至目前，天豹公司已投入120辆新能
源电动公交车用于保障银川都市圈城际公
交的正常运营，每日发 288个班次，发车间
隔也设置在20分钟至30分钟不等，除灵武
至宁东（城际 2号线）主要以 G344线运行
外，其他线路均以高速公路运行，尽可能地
满足群众乘车灵活性和时效性。

此外，随着班线客流的下降，汽车站设
计应对高峰客流的候车大厅和停车场都出现
闲置，宁夏天豹也积极尝试“以商养站”，合理
使用空闲站场资源，发展快递物流产业。

变革

努力挖潜稳客流

支招

加快转型新赛道

短 评

乘客在城际公交站候车。 本报记者 赵磊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