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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会要闻 

谭理事长公交分会中山理事会会议上的讲话 

各位理事、各位来宾： 

    上午好！ 

    在中国土木工程学会城市公交分会成立32周年之际，我们在美丽的中山市迎来了分会九届一次理事会。首先，我代表中国土木工程学会

对城市公交分会九届一次理事会暨年会的召开表示热烈的祝贺，对中山市政府对会议的关心和支持表示衷心的感谢！ 

    城市公共交通是城市重要的基础设施，与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息息相关，是经济建设的重要保障，同时也是城市建设中最难解决的

难题之一。实施优先发展城市公交战略，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具体体现，是构建资源节约型、环境美好型城市的有效措施。公交分会是中国

土木工程学会的一个重要分会，特别是在八届理事会期间，分会积极发挥学术引领作用，在促进城市“公交优先”发展战略的制定和落实，

推动节能减排和新能源汽车发展等方面做出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公交分会取得的成绩主要是因为秘书处有一个强有力的领导班子，具有

战略眼光抓住重点工作不放，通过秘书处的努力工作，并得到广大会员单位的大力支持。公交分会取得的成绩主要反映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充分发挥分会的引领作用，积极推进城市快速公交的推广和应用，大力推进城市公交的节能减排 

    城市公交分会对我国城市快速公交的发展发挥了重要的引领作用。分会于2003年就率先在国内引入“BRT”概念，并在国内推广巴士快

速公共交通（BRT）技术和工程应用示范。2003年，分会在总会支持下，召开 “中国巴士快速交通系统发展战略（国际）研讨会”，在会上

发表了“昆明宣言”，倡议大力推进快速公交在我国城市的发展。分会在2005年的“中国巴士快速交通行动大会”上通过了由13个城市签署

的《BRT城市联盟合作协议》，对推进巴士快速交通在我国的实际应用起到了积极作用。2006年在济南召开了“中国巴士快速交通实践大

会”，交流巴士快速交通规划建设的好的做法。至目前统计，全国已有北京、常州、济南等15个城市快速巴士建成并投入运营。BRT线路总

长已达400多公里。常州市BRT项目设计先进，成果突出，2010年3月一号线获得中国土木工程詹天佑大奖。对全国城市公交优先发展的推

进、对我国发展BRT项目具有示范意义。为此，城市公交分会于2010年5月6日在常州召开了“中国巴士快速交通（BRT）成果交流会”，全国

公交领域有200多名代表参加，交流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巴士快速交通发展之路。 

    2011年在迪拜召开的第59届UITP公共交通国际联会世界大会上，常州市BRT项目获得了“国际公共交通贡献奖”。展望2015年，中国计

划建成BRT线路长达1000公里。 

分会还参与了部分城市如重庆、上海等城市BRT项目的课题分析和探讨，编写、出版了我国第一部系统论述巴士快速系统的专业技术手册—

—《巴士快速交通指南》。在分会各项学术活动的促进下，我国许多城市都开始建设城市快速巴士公共交通，对我国“公交优先”城市交通

发展战略的制定和实施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八届理事会期间，公交分会响应国家节能减排号召，每两年一次在全国公交系统开展科技进步企业、技术能手和节油能手评选活动。

至今已开展了四次，共有40多家公交企业先后被评为科技进步先进单位，40多位个人被评为技术能手，40多人被评为节油王，受到全国公交

企业的重视和欢迎。今年3-9月，分会还举办了“2011全国城市公交客车节油技能大赛”，参赛选手来自全国30个主要城市，从数十万名公

交驾驶员中层层选拔，通过比赛提高了驾驶员的驾驶技能，在规范驾驶中实现了节能减排。 

    二、通过打造品牌学术活动，推动我国城市公交领域的技术进步 

    八届理事会期间，城市公共交通分会开展了一系列学术研讨活动。围绕 “坚持公交优先，促进科技进步，推动行业发展”主题，开展

了具有针对性的学术研讨，先后组织或参与了数次新能源应用与发展研讨会，每年召开学术年会等。这些学术活动在推进城市公共交通体

制、机制、票制改革上，在推进科技进步、节能减排等都发挥了积极作用。同时，分会加强了与政府机关、生产厂商、运营企业、科研部门

的联系，有效整合利用全国公共汽车交通领域的资源和力量，构筑学术研究、技术创新和实际应用的交流平台，及时总结推广有关经验。在

坚持走大城市的绿色交通、快速交通、智能交通、轨道交通之路等方面，做好政府的参谋和助手，搭好政府和公交营运企业的平台。 

    在总会的指导下，分会认真承担重大学术课题，参与了部分城市如重庆、上海等城市BRT项目的课题分析和探讨，，先后承担了上海市

交通运输和港口管理局、中山市发展和改革局委托的新能源课题，分别完成了《新能源客车的推广和应用》和《中山市新能源汽车示范工程

应用技术与运营管理研究》两个课题。 

    城市公交分会还积极组织专家开展了大量的技术咨询工作，撰写了行业发展报告，组织城市公交行业各种技术、设备及成果展览。这些

活动把广大的公交行业科技人员团结起来，促进了分会工作和公交事业的发展，受到业内人士的广泛认可，分会的凝聚力和社会影响力也明

显提升。 

    三、通过与国际公交同行交往，吸收国外发展城市公共交通方面的先进经验，推动我国城市公交建设 

    分会通过互访交流、合作办会等多种形式，加强与国际同行的联系，互相学习借鉴先进经验，扩大我国城市公共交通行业在国际上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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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力。八届理事会期间，分会始终保持与国际公共交通联盟（UITP）的合作和交流，参加UITP年会和学术研讨会议，与国际公共交通专家学

者进行交流和研讨，并撰写考察报告上报总会，在总会网站上点击率很好，颇受好评。2009年，公交分会理事长在UITP亚太区年会上被选为

亚太区副主席。分会还先后接待了数批UITP、日韩公交代表赴中国考察团。 

    在公交分会的努力下，近年来，我国的城市公共交通建设取得了长足的发展。我国的城市公共交通建设规模，特别是城市BRT建设速度

保持了较快的增长。公共交通车辆总数、运送乘客人数、运行线路、运营总里程都不断增长，城市公共交通的道路建设、场站建设、公共交

通专用道路建设、交通枢纽站建设等越来越合理化、科学化。城市公共交通在解决城市交通拥堵问题上发挥了积极作用。 

    今年是我国“十二五”规划开局之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中明确提出构建综合交通体

系，实施公共交通优先发展战略。要求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转变发展方式、发展现代交通运输业为主线，以持续发展、协调发展、创新发

展、绿色发展、安全发展为原则，以构建“便捷、安全、经济、高效”的综合运输体系为战略目标。为此，公交分会新一届理事会要抓住历

史机遇，主要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第一，要从学会层面出发推动学科建设，提高分会在学科发展中的引领能力。要充分利用分会专家学者密集的优势，发挥好政府和广大

科技工作者的参谋助手与桥梁纽带作用，不断强化服务功能，积极开展多种形式的国际、国内学术交流活动，引领学科的发展。分会要围绕

当前经济建设中的热点、难点问题开展学术活动同时，要注意加强学术活动的深度。 

    第二，要致力于科技人才的培养。科技自主创新，关键在人才。分会应与大专院校、科研院所等密切联系，积极开展学术交流活动，提

高在校学生的实践能力与创新能力。希望分会发挥自身作用，建立有效的激励机制，营造良好的创新环境和条件，发现人才，培育人才，为

城市公共交通领域的科技人员施展才华搭建良好平台。 

    第三，要坚持学会服务的宗旨，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为政府工作服务，为会员服务。要积极为政府技术及经济政策的制定出谋划策，

同时团结广大工程科技人员，为团体会员与个人会员提供更加完善、更高质量的服务，不断提高学会自身的吸引力、凝聚力、创造力，提升

学会的学术地位。 

    第四，要加强分会自身建设，深化分会改革。分会秘书处要继续把联系会员、为会员服务作为自己的一项重要职责，增强和规范秘书处

办事能力和为会员单位服务能力，要做好学会专职队伍的组织建设和思想建设，形成高素质、高效力的专业队伍。 

分会的工作，离不开全体会员的努力、主管部门和上级领导的支持。希望会员单位能继续支持学会，为分会的工作添砖加瓦，使分会的各项

工作更上一层楼，使分会成为会员之家！ 

    在此，我代表中国土木工程学会向公交分会为我国城市公共交通事业发展所做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祝本届理事会为我国公共交通事

业做出更大贡献！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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