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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 9 月 1 日，北京发布新的优化调整部
分公交专用道通行管理措施，包括“取消二环
主路公交专用道”“三环外专用道在公休日、
节假日放开”等多项变动。从“专用道”到“共
享道”的转变，一度引发争议。

公 交 专 用 道 怎 么 用 的 问 题 ，《意 见》第
四 条 首 先 明 确“ 保 障 公 交 优 先 通 行 ”的 大
方 向 ，同 时 ，在 细 则 中 提 出“ 动 态 评 估 公 交
专 用 道 使 用 情 况 ，根 据 公 共 交 通 线 、道 路
交 通 流 量 变 化 情 况 合 理 调 整 ”的 具 体
意见。

在王健南看来，公交专用道与普通车道
的关系更应聚焦于节点，“很多时候，并不是
拥堵路段车道的条数限制了通行的时间，关

键在于立交桥、道路交叉口、汇合分岔点等节
点的通行能力。矛盾重点不在公交车与私家
车的车道数量之争，而在提高车辆通过节点
的总体效率。”

这种出行矛盾，同样体现在公交车与轨
道交通、共享单车的关系之上。

黄斌表示：“很多人总在意公交车与轨道
交通、自行车等绿色出行方式的内部竞争，想
着公交跟地铁、共享单车抢客流。它们之间
的关系更应是携手组成绿色出行交通体系，
构建轨道服务中长距离出行、地面公交服务
中短距离出行的互补发展模式，促进‘公交+
轨道+慢行’三网融合。将习惯私家车等高碳
出行方式的人群，逐渐转移到绿色的交通方

式上来。”
“一言以蔽之，不用开车也能便利出行的

低碳行动。”他补充道：“就像《意见》带给我们
的共识，发展公共交通是现代城市发展的方
向。今后，更应注重将各种交通方式从相对
独立发展向一体化融合转变，推进城市公共
交通健康可持续发展。”

黄 斌 提 及 教 科 书 中 曾 提 到 的 理 想 场
景 ，满 载 乘 客 的 大 巴 在 公 交 专 用 道 上 畅 通
无 阻 ，便 捷 的 单 车 穿 梭 于 城 市 的 大 街 小
巷 。 而 路 面 之 下 ，地 铁 伴 随 呼 啸 的 风 ，飞
驰驶向终点。

“当这一幕成为现实，人们在选择绿色出
行方式时，将不再有任何犹豫。”黄斌说。

秋天，当大雁南飞之际，另一类迁徙的鸟
类——猛禽也踏上了漫长的迁飞之路。北京
迁徙猛禽监测项目和广西生物多样性研究和
保护协会（美境自然）的监测人员，在金秋迁
徙季再次与猛禽相会。

为记录猛禽迁飞的宝贵数据，多年来，猛
禽监测工作陆续在全国各地开展。一个想法
也在大家心中萌芽，那就是搭建全国迁徙猛
禽监测网络，实现监测工作规范化和监测数
据的共享。

一场盛会：聚焦制定猛禽监测
通行技术规范方案

一直以来，全国各地不同的机构组织或
个人，都是分散地开展猛禽监测工作。但因
没有统一的技术规范方案、固定的监测人员，
以及稳定的资金来源，导致持续地开展监测
工作，获得更大范围内、更加完整的监测数据
变得很难。

前不久，来自海南番加、湖南长沙、湖南
壶瓶山、浙江九龙山、湖北八分山、广东雷州
半岛、重庆平行岭、北京百望山、辽宁老铁山、
河南万山、四川龙泉山、广西冠头岭共 12 个猛
禽监测点的代表们，汇聚在广西壮族自治区
北海市流下村，参加由北京市企业家环保基
金会主办、任鸟飞项目组发起、美境自然承办
的 2023 年猛禽监测网络第二次研讨会，他们
各自分享了近年来监测猛禽的情况和工作
方法。

据了解，本次研讨会聚焦于讨论制定各
地猛禽监测点通行的技术规范方案，以及秋
季猛禽监测的联动报告，进而推动搭建全国
迁徙猛禽监测网络。具体而言，要制定基本
的 监 测 规 范 ，助 力 各 地 培 养 监 测 志 愿 者 队
伍。“这些举措都是为系统研究迁徙猛禽，甄
别猛禽迁徙中面临的威胁，从而为未来有针
对性地采取猛禽保护措施提供探索方向和依
据。”美境自然志愿者师旭表示。

研究会结束后，师旭就投入猛禽监测技
术方案（以下简称技术方案）的完善工作中。
这份技术方案在广西冠头岭猛禽监测工作中
发挥了积极作用，接下来还将供其他团队参
考使用。

技术方案对监测流程、计数方法、如何快
速鉴定、去重、数据录入与保存和一些常见问
题都做了详细说明。以计数方法为例，技术
方案建议 3 人组的监测员要分工合作，对猛禽
来向进行持续观察，一人负责数据录入，另外
两人分别负责识别和计数。其中还强调细
节，比如，计数人员要熟悉猛禽记录小程序，
当有猛禽大群出现时，可先拍摄照片，之后再
对应照片补充数量。

“每次猛禽的记录必须明确记录物种、数
量，相对罕见的猛禽，比如，栗鸢、白腹海雕
等，最好同时记录年龄和照片编号，方便后期
归档整理。”师旭告诉记者：“监测结束当天，
监测人员要及时将当日监测记录导出并备
份，并在监测季结束将完整的监测记录表格
提交给美境自然的工作人员。”

在美境自然的微信公众号，隔几天就会
推出一条今年冠头岭开展猛禽监测的推文，
监测人员会将 3 天内的监测情况通过图文形
式展现出来。“下午 4 点多，大家目睹了一只拎
着生鱼‘便当’往回飞的黑鸢，监测员猜测这
可能是它的晚餐。”在 10 月 24 日的监测日志
中，监测人员这样写道。

一次挑战：搭建全国迁徙猛禽
监测网络面临两难境地

张 鹏 是 北 京 迁 徙 猛 禽 监 测 项 目 的 协 调
人、自然之友野鸟会的工作组成员。研讨会
的召开让他倍感振奋：“建立全国迁徙猛禽监
测网络已提了多年，但推进面临诸多困难，这
次研讨会让大家齐聚一起共同推进规则的制
定很不容易。”

作为多年参与北京迁徙猛禽监测工作的
“老监测人”，张鹏感慨万千：“监测工作的成
功开展受制于很多因素，其中包括志愿者团
队建立、监测人员能力提升，以及监测经费来
源等。”

谈 及 这 些 ，前 来 参 会 的 人 员 都 深 有 同
感。“北京观鸟人数众多，可利用的鸟友资源
也相对较多。从 2012 年开始，我们培训了一
大批志愿者，在每年的 3 月底至 6 月初以及 8
月 底 至 11 月 初 ，会 连 续 不 断 地 开 展 调 查 工
作。今 年 8 月 我 们 开 展 了 2023 年（第 四 期）
猛 禽 迁 徙 监 测 调 查 员 培 训 班 学 员 招 募 工
作，目前已得到了鸟友的积极响应，经过几

轮 选 拔 ，确 定 正 式 学 员 名 单 。 再 经 过 培 训
考 试 合 格 后 ，就 可 以 成 为 调 查 员 开 展 猛 禽
监测工作了。”张鹏介绍。

从一名普通观鸟人成长为独当一面的猛
禽监测员，有着严格标准，用张鹏的话说，“猛
禽监测有一定技术门槛”。所以，组建一支能
力强的监测团队，对全国各个监测点来说都
是首要解决的难题。

说到开展监测之难，很多监测点工作人
员还提到了经费问题。“以北京为例，这些年
虽然有一些小额资助，但相对监测工作的实
际开销，还是捉襟见肘。和全国大部分的监
测点位一样，大家更多是在‘为爱发电’，出于
对猛禽的兴趣和热爱而坚持着。”张鹏坦言。

此外，资金的来源还会影响监测数据最
终的用途以及是否可公开。搭建全国迁徙猛
禽监测网络需要持续性的数据积累和共享，
它们是了解我国猛禽迁徙整体情况的基础性
资 料 ，并 最 终 用 于 对 猛 禽 开 展 有 针 对 性 的
保护。

一个空白：国内对猛禽迁飞规
律的研究还有欠缺

“我国关于猛禽迁飞的研究资料其实很
少。”师旭和张鹏一样，在采访中都表达了对
国内猛禽迁徙研究的期待。

比如，张鹏很想知道，北京近几年多起来
的黑翅鸢，它的分布范围发生了哪些变化，是
否有规律可循；是否和气候变化有关；还有，
春秋两季飞过北京百望山的凤头蜂鹰数量上
差异很大，它们又是否为同一种群？

在监测人员心中，有关猛禽的很多疑问，
都等待着被解答。这种“没有解答”的研究现
实也与一些客观因素有关。

猛禽的迁飞路线由地形、地貌决定，如较
高的山脉或较大的内陆湖泊会使其迁徙路线
更为集中。在我国，猛禽迁徙因缺少大的地
理屏障，也没有狭窄的陆地通道起到集聚作
用，因此，猛禽的迁徙较为分散。

“虽然全国各地的监测点有很多，但各监
测点监测到的猛禽数量最多也只有几千至几
万只不等，而且这些数据如果汇集不到一起，
对每种鸟的分布、数量和迁徙规律的研究就
很难。”师旭说。

没有基础数据做支撑，进一步的研究工
作很难开展，有针对性的保护措施也就更难
实施。实际上，所有隼形目、鹰形目、鸮形目
猛禽在我国均为国家二级以上保护动物，是
评价自然生态系统健康与否的重要指标，具
有重要的生态价值。

如今，北京和广西两地的猛禽保护措施
主要以调查、科普和反盗猎为主。比如，在广
西冠头岭，监测人员采取的就是占领打鸟点，
威慑盗猎行为的方式。但 在 迁 徙 通 道 和 栖
息 地 做 更 科 学 、更 有 针 对 性 的 保 护 工 作 则
因缺乏科学研究难以开展。

目前相关研究显示，猛禽所面临的主要
威胁是栖息地和食物的减少，以及人类活动
的影响。其中，威胁最大的还是局部地区依
然猖獗的盗猎行为。

“无论是鹰猎文化还是饮食文化，都可能
直接给猛禽个体带来伤害。杜绝这种现象要
依靠公众保护意识的提升。”师旭告诉记者，
当全国猛禽监测网络建立，他们就可以动员
更多志愿者和观鸟人参与护鸟工作，获取更
多猛禽数据，并在此基础上汇总报告，为猛禽
研究打基础，推动更大范围内向公众宣传和
推广猛禽保护工作。

那些萦绕在监测人心中的疑问，也将一
一得到解答。

城市公交如何从困境“突围”？
九部门联合推进城市公共交通健康可持续发展

◆本报见习记者程小雨

搭建全国监测网络
为迁徙猛禽保驾护航

◆本报记者肖琪

2023 年 10 月 7 日，四川省南充市冠宏公
交公司以一纸通知，宣告“9 路”“901 路”线路
共 55台公交车停运。

据有关数据统计，自 2021 年以来，先后
有 18 地公交公司陷入停运、欠薪的泥沼。仅
2023 年 9 月，就有天津市、湖南省衡阳市衡山
县两地的公交公司被爆出面临“拖欠职工工
资”“财政亏损”问题。

近日，交通运输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公
安部等九部门联合印发《关于推进城市公共
交通健康可持续发展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

《意见》），提出“完善城市公共交通支持政策”
“夯实城市公共交通发展基础”“加快落实城
市公共交通用地综合开发政策”等 5 方面共
15 项举措，对城市公交如何健康可持续运
行议题，指引了明确方向。

乘客流失：客运量一年减少135亿人次

在加班避开晚高峰后，北京市城市规划
设计研究院正高级工程师黄斌即使比地铁通
勤多花 20 分钟，也仍将乘公交车视作下班回
家的第一选择。

黄斌常常坐上双层巴士第一排靠窗的位
置，俯瞰夜幕下流光溢彩的城市。在这段近
90分钟贯穿南北 17公里的回家路途中，“相较
地铁，手机信号更通畅，空气更流通，风景更
好”，黄斌说：“乘公交是一个很好的缓解压力
方式。”

与“不赶时间”的乘客截然相反，北京市
公交车司机王师傅的一天是从时间的缝隙里
抽出的。每天近 130 公里的运输路程，热饭、

吃饭、打扫卫生、上厕所都“浓缩”在发车间隙
休息的 15分钟里。

然而，王师傅日渐忙碌的工作节奏，却无
法扭转一个肉眼可见的事实，“这几年，随着
城市不断疏解，乘坐公交的人越来越少了。”
他说。

近年来，公众出行习惯发生深刻变化，城
市公共汽电车客流大幅下滑，城市公共汽电
车企业普遍经营困难。据交通运输部相关数
据显示，2019 年公共汽电车客运量 691.76 亿
人次，2020 年公共汽电车客运量 442.36 亿人
次，2021 年公共汽电车客运量 489.16 亿人次，
2022 年公共汽电车客运量 353.37 亿人次。与

2019 年 客 运 量 数 据 对 比 ，2020 年 降 幅 36%，
2021 年降幅 29%，2022 年降幅 49%。

一年流失近 135 亿人次，黄斌称城市公交
的发展就像陷入一个恶性循环。“客流量下
降，导致公众对城市公交‘空车’提出资源浪
费的质疑，公交数量规模被进一步压缩。人
们出行搭乘越来越不方便，公交对公众的吸
引力也越来越低。”

“现在很多年轻人不愿意坐公交，并不是
因为他们觉得公交速度慢，而是因为公交‘没
谱’，人们承担不起大间隔、堵车等不确定因
素带来的迟到后果。”中国城市和小城镇改革
发展中心规划设计部工程师王健南表示。

“自救”指南：公交线网探寻最优解

面对流失的乘客，城市公交“自救”行动
迫在眉睫。而自救的第一步，就是找回更多
的乘客。

《意 见》第 八 条“ 促 进 公 交 服 务 提 质 增
效”中提出“持续优化城市公共交通线网”，
将 公 交 客 流 量 增 加 的 答 案 ，指 向 城 市 线 网
优化。

为探寻公众对公交线网的隐性需求，研
究城市规划的王健南曾在北京地铁昌平线发
生“特殊情况”那天，在西二旗地铁站“客串”
起义务指路员。

2021 年 10 月 15 日，往日夜间 11 点多收工
的昌平线因加装声屏障工程，末班车临时提

前到晚上 9 点多。面对地铁站台上错过末班
车、不知怎么走的人们，王健南主动帮他们指
引起回家的路。

“作为城市规划工作者，可以通过这种方
式更好地了解人们的出行规律和需求，找到
大数据反馈不到的答案。”王健南说：“比如，
针对地铁线路的特殊运营情况，公交可以根
据实际需求增设临时路线。公交的最大优势
就在于‘灵活’，可以随时调度调整。”

在北京，这种面对群众需求的“公交线路
站点优化”是接诉即办“每月一题”。今年 4 月
26日，专 33路由二七通信工厂延长至西峰寺，
居民坐车可以直达地铁园博园站，顺利实现

公交“进村”。
同 时 ，线 网 优 化 的 方 向 也 反 映 在 明 确

线路自身定位上。王健南解释道：“以超大
特大城市为例，对于普线，需保证每个片区
每个时段都有车可乘；对于通勤干线，需充
分 利 用 高 快 速 路 、公 交 专 用 道 或 者 尽 量 避
开 拥 堵 路 段 ，快 速 准 点 到 达 ，使 乘 客 觉 得

‘靠谱’；对于接驳线，在时间上缩短发车间
隔 ，在 距 离 上 接 入 更 多 市 民 小 区 的 家 门
口。”

“越大的城市，越不能只让一条公交线路
承载所有功能，而是不同类型的线路各司其
职，各有所长。”王健南强调。

“造血”之路：开源节流的多元化经营

在全国公交普遍陷入经营困局时，今年
10 月 12 日，湖北省十堰市一辆遍布“囍”字的
定制公交“婚车”，满载甜蜜驶进人们视野。

“幸福的时刻想要与更多人分享，公交车
可 以 把 全 家 人 都 装 上 ，做 婚 车 十 分 低 碳 环
保。”新娘占义芳萌生公交“婚车”想法之初，
就获得了全家人的大力支持。

现如今，公交服务的枝条已向更大的领
域延伸。《意见》第八条中“开通通勤、通学、就
医等定制公交服务”“支持发展‘公交+旅游’
模式”，为公交经营“开源”提供多元方向。

黄斌在与北京市骑行爱好者的交流中就

曾发现，这些骑行者常常把自行车架在私家
车上，选择“4+2”汽车四轮结合自行车两轮的
户外模式，一路驾驶到门头沟区再开始骑行。

“能不能开通一辆服务于‘自行车爱好
者’的定制公交？”他举例道：“群众‘按需点
单’，公交集团‘照单上菜’。服务向‘小而精’
的方向进化，在保障公共交通民生底线的刚
性供给时，加上社会化、市场化的弹性供给。”

同时，“造血”也体现在公交场站的功能
拓宽上。《意见》在第三方面“加快落实城市公
共交通用地综合开发政策”中，将重点聚焦于

“新增用地”与“既有用地”的综合开发上。

对此，黄斌表示：“在城市土地资源有限
的情况下，鼓励公交场站用地的复合利用。
地面层保持公交枢纽的基本运营功能，在地
上、地下进行商业、住宅、泊车的综合利用，由
此带来远比单一公交场站更多的收益。”

在北京，城市的公交场站已向居民“敞开
大门”。今年 10 月 17 日，北京 21 处公交场站
开放 366 个错时“共享车位”，向市民提供“夜
停晨走”的服务。

而更多公交场站的开发利用将掀起一股蝴
蝶效应，“市民更好地享用公共资源，公交企业拓
展更多元的经营渠道，达到双方共赢。”黄斌说。

低碳出行：“公交+轨道+慢行”三网融合

冠头岭猛禽监测点的工作人员监
测、拍摄高空中飞行的猛禽。

普通鵟 孟令旸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