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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近几年，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城市交通问题日益突出，国家及地方各

级政府越来越重视公共交通事业的发展，不断加大政策扶持力度，发布相关技术

政策和产业政策，推动城市公共交通优先发展。 

“十二五”期间是辽宁省进一步落实优先发展公共交通政策的战略期。对全

省现有城市公共交通发展水平进行评价，找出存在的问题及可能发挥的潜力，对

辽宁省各个城市公共交通管理将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因此，必须建立一套科学、

合理和实用的公共交通发展水平综合评价指标体系。 

在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我国大中城市公共交通可持续优先发展的

制度设计与运营机制研究

该研究成果在辽宁省 14 个城市进行了应用，对这些城市公共交通发展水平

进行了科学的评价，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 

”（项目批准号：12&ZD203）相关研究成果基础上，

上海交通大学交通运输研究所于 2013 年 8 月完成《辽宁省公共交通发展水平评

价指标体系》的研究，评价指标体系包括政府与行业主管部门的公交保障水平、

公交企业的运营管理与服务水平，以及城市公交整体发展水平三个维度。 

1. 帮助政府和公交主管部门分析辽宁省城市公共交通运营的现有优势和薄

弱环节，找出公共交通发展存在问题的关键症结，为公交主管部门和交

通规划建设部门提供了解决城市公共交通问题的总体思路和框架。 

2. 引导公交企业的运营管理行为，不仅能帮助公交企业剖析自身存在的不

足，而且为公交企业找到提高公交服务质量的方法与途径、构筑系统的

公交服务保障体系提供了决策参考依据。 

3. 为乘客与政府主管部门和公交企业的交流提供了有效的沟通平台，对增

强公共交通的吸引力，提高城市客运的整体服务水平，建设方便、舒适、

快捷的公共交通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一．指标体系设计 

课题从政府与行业主管部门的公交保障水平、公交企业的运营管理与服务水平、城市公

交整体发展水平三个方面构建评价指标体系。其中，政府与行业主管部门的公交保障水平从

公交管理体制机制、公交规划与配套政策、公交发展水平、道路基础设施、交通安全状况五

个方面着手；公交企业的运营管理与服务水平从营运线路、营运车辆、营运成本、运营安全、

投诉处理五个维度分析；城市公交整体发展水平从公交分担率、公交线网结构、公交设施水

平、公交服务质量四个视角展开，共选择 14个内容 74项指标。 

1. 政府与行业主管部门公交保障水平评价指标体系 

从政府与行业主管部门对公交发展的保障水平角度进行指标体系的分析，具体从公交管

理体制机制、公交规划与配套政策、公交发展水平、道路基础设施、交通安全状况五个方面

着手，进行指标体系的构建（如表 1所示）。 

表 1    公交主管部门保障水平评价指标体系 

序号 评价指标 指标说明 

1 
公交管理 
体制机制 

交通综合协调机构 宏观指标 
公交企业准入与退出机制 宏观指标 
公交企业运营监督机制 宏观指标 
公交企业运营考核机制 宏观指标 
线路竞标机制 宏观指标 
公交发展的保障性文件制定和执行情况 宏观指标 

2 
公交规划 
与配套政策 

交通规划  
交通管理规划  
成本规制  
补贴机制  
公交票价优惠政策  
公交优先政策  

3 
公交发 
展水平 

公共交通机动化出行分担率  
公共交通人均日出行次数  
城市公共交通投资比重  
万人拥有公共交通车辆数  
绿色公共交通车辆比率  
公共交通车辆更新率  
公共交通车辆进场率  
公交出行成本占收入比例  
公共交通职工收入水平  
公共交通运营补贴到位率  
公共交通乘车一卡通使用率  

4 道路基 城市交通基础设施投资  



础设施 道路网密度  
人均道路面积  
公共交通专用车道设置率  
公交优先通行交叉路口比率  
公共交通港湾式停靠站比例  
城乡客运线路公交化运营比率  

5 
交通安 
全状况 

公交人口事故损失率 105人口损失率 
公交车辆事故损失率 百车损失率 
公交道路事故损失率 100km 损失率 

2. 公交企业服务质量评价指标体系 

立足于公交企业服务质量，通过分析营运线路、营运车辆、营运成本、运营安全、投诉

处理等指标，构建公交企业服务质量评价指标体系，明确公交企业服务质量的评价目标。具

体评价指标体系如表 2所示。 

表 2    公交企业服务质量评价指标体系 

序号 评价指标 指标说明 

1 营运线路  

行车准点率 平均不应低于 80%-90% 
发车频率  
交替系数  
平均满载率  
站台服务合格率  
营运规范  

2 营运车辆 

车况 车辆整洁合格率、车厢服务设施合格率 
车辆完好率 应不小于 90%-95% 
高档车投放比例  
司乘人员 车厢及行车服务合格率、遵章合格率 
服务规范  

3 营运成本 

车辆维护消耗  
行车燃料消耗  
百车公里运营成本  
百车公里收入  
运营车辆人车比  
平均运价率  

4 运营安全 
行车安全 

行车责任事故频率、行车责任事故伤

亡频率、平均行车事故费用 

运营安全管理 
机件安全检查合格率、驾驶员安全教育

合格率、驾驶员违章率、违章处理率 

5 投诉处理 
投诉处理完结率 投诉处理完结率不低于 90% 
责任纠纷发生率 责任纠纷发生率不大于 0.1% 
乘客满意度 乘客问卷满意率达标为 75% 



3. 城市公交发展水平综合评价 

从城市和社会的角度出发，通过分析辽宁省公交分担率、公交线网结构、公交设施水平、

公交服务质量等内容，建立辽宁省公交发展水平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主要指标内容如表 3

所示。 

表 3    基于城市和社会角度的公交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 

序号 评价指标 指标说明 

1 公交分担率 
常规公共交通分担率  
轨道交通分担率  

2 线网结构 

万人拥有公交线路长度  
非直线系数 一般不应大于 1.4 
重复系数 以 1.25—2.5 为宜 
公共汽电车线路网比率  

3 设施水平 

公交线网密度  
公交线网可达性  
公交站点覆盖率  
站点设施齐全率  
公共汽电车车均场站面积  
信息化设施水平  

4 服务质量 

舒适性 
早晚高峰时段公共交通平均拥挤度、空

调车比例、站点乘客候车舒适度 

方便性 
乘客平均换乘距离、换乘系数、公交服

务间隔 

迅速性 
早晚高峰时段公共汽电车平均运营时

速、乘客平均出行时间 
准确性 行车准点率 
经济性 客运费率 
安全性 安全行车间隔里程、平均车龄 

二、指标评价方法 

城市公共交通评价指标体系是一个多层次、多指标、多因素构成的指标体系，其中有些

指标是可以量化的，有些指标则不能给出精确的或数量化的评价值。而目前用于城市公共交

通系统综合评价的方法主要有 Delphi 法、层次分析法、模糊综合评价法、主成分分析法、

数据包络分析法等，这些方法各有优势和局限性。因此，针对公交评价系统比较复杂，评价

指标较多并含有主观影响因素的特点，课题采用层次分析法来进行辽宁省城市公交发展水平

的评价。 

层次分析法（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简记 AHP）是美国匹茨堡大学教授 T.L.Saaty

于 20世纪 70年代末提出的一种多层次权重解析方法，是一种定性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多

目标结合的决策分析方法。这种方法通过合理地处理各种决策因素，将人的主观判断按照思



维的规律得到系统的层次化、数量化的模型。由于其系统性强、使用方便，尤其适合人的定

性判断起重要作用的、对决策结果难于直接准确计量的场合等特点，在社会各个领域得到了

广泛的应用。 

三、应用效果 

辽宁省共有 14个地级以上城市，各城市公交发展水平和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较大，《辽宁

省公共交通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的研究体现了城市公交发展与经济水平的关联性和适应

性。在指标体系构建过程中，大量采用了与城市经济发展水平相关联的相对性指标，同时注

重公共交通与城市发展的契合程度，使指标的构建更贴近实际、更具操作性。 

在辽宁省各城市公共交通发展水平评价的过程中对该成果进行了推广和应用，取得了良

好的效果。通过对辽宁省 14 个城市进行公交发展水平的评价，发现该指标体系能够很好地

体现出城市公交发展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的契合程度，达到了指标体系构建的预期目标。《辽

宁省公共交通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正确地把握了城市公共交通的现状，有效地指导了辽

宁省城市公共交通的发展，将“公交优先”的理念从理论转变为实践应用，具有很强的实用

性，也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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