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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部门联合发文加快推进汽车客运站转型发展

从辉煌到落寞 株洲汽车客运何去何从？
株洲日报全媒体记者/徐滔

“近年来，受公众出行习惯变化、客运服务结构优化升级等因素影
响，等级客运站进站客流大幅下滑，场站设施利用效率明显降低，客运
站服务供给结构性矛盾凸显，转型发展需求日益迫切。”

8月2日，交通运输部办公厅等11部门联合发布的《关于加快推
进汽车客运站转型发展的通知》指出。

汽车客运站，几代人的记忆，它们已经完成历史使命，要逐步退场
了吗？又该何去何从？

连日来，记者实地调研，寻找答案。

8月7日上午十点，荷塘区钻石路口
株洲汽车站。

宽阔的站场，摆放着两台早已停运
的客车。候客大厅，只有数名正在候车的
乘客。

在车站工作 26 年的站长高胜介绍，
2019年左右，这里有60多条客运线路，开
往长沙、衡阳、岳阳、南岳、慈利等省内城
市，平均每天运送旅客1000余人次。生意
最火的2004—2016年，天天人山人海，旅
客最多时，从车站排队到新华桥上，队伍
长达1公里，曾突破日均运送旅客10000
多人次的记录。

而现在，这里平均每天运送旅客300
人次左右，线路也压减至30条。

大客司机陈金胜更是感概：几年前，
这里发往长沙火车站的客车就有24台，
从早上 6 时到晚上 7 时，半小时一趟，不
间断往返发车，48座的客车，基本满员。
他最多的时候一天跑了10个“单边”，“就
连上厕所和吃饭都要飞奔着”。

位于荷塘区红旗广场的株洲中心汽
车站，一度承载着株洲客运40%的客流，
生意也同样冷清。

记者看到，2000 余平方米的候客大
厅，只有2个乘客正在购票。偌大的站场，
停放了40多台停运的大客车，不少车身
已“盖上”了一层浅浅的灰尘。几个乘客
正踏上前往茶陵的客车，客车内还剩下
一半左右的空位。

司机告诉记者，这两个月是“暑运”，
学生和家长来往城乡频繁，生意比平时
要稍好。

从候客大厅到4楼的站长办公室，绿
色的墙漆大片脱落，凸显出类似“白癜
风”状的瘢痕。没有空调的缓慢电梯，不

时发出“吱吱”的异响。办公区给人的第
一印象就是“不景气”。

回想 10 多年前，记者在这里采访春
运时，人头涌动，摩肩擦踵，冬天回家都
要挤出一身汗。那个时候，谁家要是有个
大客司机，那“备有面儿”。那时的大客
车，承载着亿万国人从落后农村奔向繁
华城市发财的梦想。

而目睹当下的门前冷落，难免不倍
感唏嘘。

当天，株洲地区9个客运站点共发送
来往旅客2716人。

“疫情前几年，9 个站的客流量大约
1.5万人次/天，近年逐年递减。今年来平
均 2500 人次/天。”湘运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简称“湘运”）客运分公司经理刘晓勇
说。

株洲9个客运站点，都属于“湘运”下
属的分（子）公司。刘晓勇说，当下客流
量“跳崖式”下跌，集团连续三年亏损，近
两年已陆续贷款 3000 多万元用来发工
资。

该公司司机老邹现在也无车可开
了。白天在一家公司做安检员，晚上在本
公司做保安。“每天工作16小时，

两份工作拿到手的工资只有 3000
元，但只能硬挺着。”老邹说，有同事辞
职，也有人做起了代驾等兼职。

行业的不景气，从市交通运输局公
布的客运车辆数据也可看出：2020 年春
运前，全市在册的道路交通客运车辆共
有1418辆，但现在仅剩1000辆左右。

其实，生存艰难不仅是株洲客运。近
年来，广州市汽车客运站、汉口北客运中
心等众多老牌大型客运站先后关停，全
国多地出现了客运站关停潮。

27岁的小杨家住荷塘区西子花园。2018年
他从长沙大学毕业后，在长沙开了一家软件开
发公司。

“长沙堵车太厉害，这几年来回一般都坐城
轨。”他说，大一大二，基本上坐“大巴”去学校。
那个时候，去长沙的人特别多，客车也多。但城
轨开通后，就再也没坐“大巴”了。

“城轨快多了，而且很舒适。”他说。
小杨所说的城轨，全名长株潭城际铁路，设

计速度200千米/小时，2017年12月通车。
“城轨开通后，影响特别特别明显，直接分

流了我们站80%的客流，是那种跳崖式的斩断。”
高胜用了两个“特别”来说明城轨的影响。

随着发车间隔时间缩短、车次增加、票价下
调等公交化措施的推进，快捷、舒适的城轨成为
长株潭广大市民越来越认可的通勤方式。

据湖南日报等权威媒体报道，长株潭城际
铁路自开通运营以来，日均旅客发送量从1万人
次逐渐上升至目前最高峰的10.7万人次。

在不少汽车客运从业者眼里，城轨的投入
运营，客观上影响了汽运行业。

2022年11月1日，繁忙数十年的株洲-长沙

的汽车客运线路正式停运。
其实，除了城轨，高铁对客运长途线路的影

响，同样是致命的。近年来，株洲至衡阳、岳阳等
高铁所到城市的长途线路相继停运。

“城轨、高铁、火车所到之处，客运基本寸草
不生。”株洲中心站站长易婷婷说，她们站客流
主要以“南四县”为主。2020年5月份，醴茶铁路
开通后，车站的客源明显减少。

另一方面，私家车保有量持续上升。
谢女士是渌口区朱亭镇人。2014 年未购私

家车前，一家三口，一年回老家至少5趟。25元的
票价，来回就要150元，一年至少给株洲客运“贡
献”1250元。但购车后，大客一次都没坐过，有时
回老家还要带两个未购车的亲戚。

《株洲市2022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
公报》显示，2022年末，株洲市民用汽车保有量
93.4万辆，本年新注册汽车7万辆。株洲市常住
人口为387.11万人。也就是说，平均每4个株洲
人，就拥有一辆民用车。

随着网约车、顺风车越来越多，“搭伙”坐车
的市民越来越多。因为“价格和大巴差不多，而
且包接包送到家。”谢女士说。

客运生存艰难，已成全国客运市场现实。
外地客运，如何转型？
成都新南门车站，制定了“固班线、拓旅游，集散客、

转功能”应对策略，积极开发景区旅游直通车，与旅行社、
景区展开深度合作，将车站建设成旅游团队出发地，游客
集散点。他们深信，旅游资源，增量无限。

吉林乾安客运，依托遍布全市城乡的客运站点，打造
覆盖市、县、乡（村）三级服务物流网，服务网点数百个，乡
镇100%覆盖、行政村90%覆盖，日均收发货物达3万件以
上。他们深信，物流，已是大势所趋。

作为株洲客运的主体，“湘运”成立于1984年，八九十
年代，是株洲地区劳务输出到沿海城市的主要交通载体
之一。2006年，“湘运”从国企改制为民企，目前从业人员
4000余人。

优胜劣汰，适者生存。“湘运”是否将彻底退出市场？
短期内肯定不能。毕竟每天仍有数千人的出行刚需。

湘运，又是如何转型的？
今年3月，“湘运”董事长朱远东在公司内部会议上发

声：扭亏为盈已经关乎企业的生死存亡和命运。所有人都
必须解放思想，大胆创新，勇于担当，探索新路。

其实，“湘运”几年前就开始了探索和自救。比如，依
托合泰站，成立了芦淞市场群货运服务中心；和国网株洲
供电公司联合建设新能源车充电站；依托专业成立“汽
配+检修+汽车保养后市场”服务中心；大力开拓、发展研
学游、短途景点包车服务等旅游市场……

“虽然取得了一些成效，但目前还不能成为企业健康
发展的中流砥柱，亟待政府和相关部门的大力扶持。”刘
晓勇说。

这次的“联合发文”，给株洲客运指明了六个发展的
大方向，给株洲客运人注入了一剂强心针。

但株洲究竟如何解读、落地这些政策，仍有诸多现实
的矛盾需要解决。

比如，文件规定客运按照宜站则站、宜点则点的原
则，在客流集中地设立停靠点方便旅客上下。但几十年
来，交通、交警等部门对客运上下点有着严格的要求，不
能随意上下客，哪怕路边有十多名旅客招手给客车送钱，
司机也不能随意停靠上客，因为轻则可能被罚款，重则可
能被取消线路牌。

比如文件规定的客运站加强用地综合开发。客运站
一般位于城市的中心地带，有些更是黄金码头。如搞商业
开发，以前的划拨用地变成商业用地，第一关的审批立马
就要面临很多个现实难题。

“但不论怎么样，我们看到了国家对客运市场的关心
和关注，更给了我们今后如何转型发展思路和方向，让我
们在客运的寒冬中，感受到了改革的温暖。”刘晓勇说。

城轨、高铁、私家车 汽车客运夹缝求生

高峰期日均旅客超万人次 如今仅为300人次1

2

3 转型方向虽明朗 政策落实待观察

▲汽车中心站摆放着很多停开的客运车辆。

▶绿色墙体油漆大片脱落。
记者/徐滔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