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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期武汉市无轨电车发展建议

胡润州

一、无轨电车发展现状

无轨电车是一种现代化的公共交通工

具。武汉市无轨电车始于 1958 年，当时是

继北京、上海等城市之后为数不多的拥有这

种交通工具的城市之一，这使武汉市的城市

公交走在了全国前列。从那时开始，历经四

十多年，无轨电车获得了一定发展，为市民

的交通出行和城市公交发展作出了一定贡

献。

武汉市无轨电车从最初的 1 条线路 15

辆车发展到现在的 6 条线路 236 辆，线网长

度 50 公里，自动化供电整流站 5 座，停车

保养场 2 座，年运营里程 1400 万公里，年

客运量约 6000 万人次，公交承担率约 6.7%。

电车在城市公交中虽然承担率远低于

公共汽车，然而就每条线路而言，则都是骨

干线路，一路、四路电车甚至是连接三镇的

骨干线路，所承担的客流都较大，在乘客中

有重要影响。

由于存在集电杆经常脱落等缺陷，无轨

电车的发展从八十年代开始至今受到一定

影响，基本上呈停滞、萎缩状态。进入九十

年代以来，为了适应市场经济的新要求，争

取在城市公共交通中获得较大发展，无轨电

车在采用新技术方面进行了大量工作。首先

是采用了自动升降集电杆，使长期困扰电车

的难题得到了解决，爱掉“辫子”的现象基

本上得以克服；其次是采用小巧轻型的优质

电杆和整齐美观、简洁明快的线网，改变了

较长期存在的线网繁杂紊乱的状况，使线网

与城市街景能较好地协调一致；第三、无轨

电车受线网和线网供电的限制，长期存在机

动性较差的缺陷，这一点也成了制约其发展

的要害。辅源技术的应用及辅源电车的出

现，使无轨电车走出了长期制约其发展的困

境，迈入了一个新阶段。此外，还有低地板、

冷暖空调、站点显示和自动报站同步装置等

多种新技术的应用都使无轨电车面貌焕然

一新，为进一步提高服务质量创造了条件。

二、国内外无轨电车发展趋势

无轨电车在欧美等发达国家一直保持

着正常的运营状况，即使建设轻轨、地铁、

市郊铁路等快速轨道交通也没有影响他们

继续保留无轨电车，法国的南特市甚至进一

步发展了无轨电车，德国则开辟了在专用道

上高速行驶的无轨电车。在欧洲各国大力倡

导“绿色交通”的行动中，作为“绿色交通”

的一种重要交通方式——无轨电车是被公

众普遍看好的常规公交之一。特别是在环保

问题日趋尖锐、能源日趋紧张的今天更是受

到人们的欢迎。

在以俄罗斯为首的独联体国家和东欧

诸国则象前苏联时期一样一直保持着普遍

使用无轨电车作为公共交通主要工具的传

统，而且在大中小城市都是如此。

在我国，前一时期无轨电车的生存确实

受到较大威胁，有的城市甚至出现了拆除的

情况，有的城市也在酝酿要缩减或拆除。随

着优先发展城市公交政策的贯彻执行、无轨

电车新技术的运用和环保、能源问题越来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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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重，使大多数城市更多地看到了保留它比

拆除它更有利。近几年，北京、上海、广州

三大城市虽然都修建了地铁，而且都在加紧

修新线，尽管如此，并未影响他们要重新加

大发展无轨电车的决心。广州市计划投资

7000 万元进一步更新建设无轨电车，开辟新

的电车线路；上海市己将新型的空调电车投

入运营；北京市也在积极发展新型辅源无轨

电车，在王府井步行街上辅源电车是被允许

通行的唯一的机动车。在北京、上海、广州

等城市重新评价、认识无轨电车并带头一步

发展这种交通方式的基础上，其他各城市也

在纷纷研究进一步发展的措施。

三、无轨电车是 21 世纪常规城市公交

的主力

无轨电车的发展前景如何？这是政府

和社会各方面都十分关心的一个问题。

从欧美等国的实践经验看，以轻轨、地

铁为主的快速轨道交通系统的建设过程不

是短时间内能实现的，建成一个能真正发挥

交通运输功能的地铁网，英、法等国都花了

一个世纪左右的时间。以武汉市而论，姑且

不谈经济条件如何，按国际通行的地铁建设

速度一般每年一公里计算，即使要建成拟议

中的 1、2、3 号线也需要近 60 年的时间；

要完全建成拟议中并不完善的网络约需 150

年左右的时间，也就是说要到 22 世纪中叶

才能初步实现目标，那么，在这样漫长的时

间里，居民出行的主要交通工具还必须依靠

以公共汽、电车为主体的常规公交，无轨电

车还将在城市公共客运交通中继续发挥重

要作用。

从 21 世纪作为环保世纪看，对“绿色

交通”的要求更为迫切、标准更高，而无轨

电车则是能实现零排放、无污染的“绿色交

通”工具，是对人体完全无害的现代化交通

方式，因此，它将受到全社会与公众的普遍

欢迎，将像快速轨道交通一样作为电气化交

通具有很强的生命力。

从能源情况看，它使用的是无污染的、

廉价的、取之不尽的电能，在石油资源日益

紧张、油价不断攀升、动荡的今天，这是十

分具有竞争力的。较之公共汽车，它不仅具

有无污染、噪音小等优点，而且节能、运营

费用低、加速和爬坡能力强、车辆整洁、舒

适性好，因此，随着高新技术的不断运用，

无轨电车在与公共汽车的竞争中，很可能将

超过汽车。尽管它的初期建设费用略高于公

汽、但远远低于轻轨、地铁，由于无论是从

环境保护、可持续发展等国家大政方针而

言，还是从节约燃油等国家能源政策讲，它

作为主要的常规“绿色公交”，其未来发展

前景是公汽难以比拟的。如果能在服务质量

上也有较大改善，创造“名牌”效应，那么，

它将会赢得社会各方面的更广泛的欢迎与

支持。

从地铁的发展可知，它的供电在技术上

己实现了由直流向交流的转变。假如这一技

术在无轨电车上也能革新成功，那么，其建

设投资将大大下降，其发展也将具有更大的

普及优势。

四、对武汉市发展无轨电车的几点建议

1．无轨电车是一种无污染的现代化“绿

色交通”工具，其发展符合国家环境保护政

策、节约能源政策、可持续发展原则，符合

新制定的武汉市环境治理纲要要求，为此，

建议市政府从城市交通发展政策上将其定

位为一种宜在新时期继续大力发展的常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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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公交”，并将其发展纳入武汉市“十

五”计划和城市总体规划，尤其是在 21 世

纪的新一轮总规修编中对其中、远期发展进

行规划。

2．从无轨电车四十多年的发展历史看，

电车在城市公共客运交通发展过程中曾发

挥了重要作用，建设达到了一定规模，积累

了较丰富的经验，为进一步发展奠定了较好

基础。目前，武汉市电车的整流站及线网负

荷还有较大潜力，还可以在不新增较大投资

的条件下增开一些新的线路，扩大服务范

围，为更多市民的出行交通提供服务。建议

市政府根据电车的这些有利条件，除进一步

巩固、完善原有城区线路外，应在武汉市的

一些环境需要很好保护的市中心区、东湖风

景区、沌口新城、东湖高新技术开发区、吴

家山台商经济开发区等地优先发展无轨电

车，有计划地新增一些技术含量较高的无污

染的公交线路，使这些地区的环境质量获得

一定提升。

3．从世界各国城市交通发展的经验看，

由于轻轨、地铁建设投资高昂，需要较强的

经济实力作支撑，而且建设周期较长，在没

有足够的力量进行大力建设以前，很多国家

都选择在原有常规公交基础上积极进行准

快速交通系统建设，这可以花较少的投资，

使公交运输能力和服务质量获得较大提高，

取得与建设轨道交通大体相近的效果。如巴

西在这方面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绩。我国北

京、昆明、香港、台北等一些大城市也相继

在这方面取得了成功。建议市政府能学习这

方面的经验，将准快速公交提上议事日程并

纳入“十五”计划，其中，重点考虑以无轨

电车为基础的准快速公交系统。

4．从实践看，大量运用高新技术成果

并研制以高新技术为基础的新型无轨电车

及相关配套设施对推动“绿色交通”发展具

有重要作用，这将使城市的环保水平、环保

形象获得较大提升，为武汉市创建环境优美

的山水园林城市发挥重要作用。新型的绿色

电车公交所取得的广泛的环境社会效益是

值得我们认真加以思考和估量的。为此，建

议政府对无轨电车采用高新技术进一步发

展“绿色交通”及相关再生产的投入，从政

策上和环保建设投资上给予大力支持，使其

能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获得较强劲的生命力。

（作者单位：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武汉

分院交通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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