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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新能源背景下的公交场站综合开发研究
——以上海浦西中心城区公交场站为例

朱晟泽

（上海久事旅游（集团）有限公司，上海  200333）

摘要：上海市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为指导，实现以创新为驱动力、以文化为内涵、以生态为

基本保障的新模式发展。上海市的城市规划和公共交通系统也很高效，在上海建公交枢纽站，既要考虑土地集约化利用，又要考

虑公共交通综合使用，需要统筹协调。基于此，本文立足于上海浦西中心城区公交场站的建设运营，对公交场站的综合开发进行

了探讨研究，对不同类型公交场站的综合开发模式提出了相关工作建议，对其它国内城市建设公交场站具有极大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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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能源公交车得以全面推广的原因可以归纳为两方面，一

方面是传统公交场站建设模式的滞后，在城市土地集约化利用

方面存在较大缺陷 [1]，进一步引发诸多城市公交场站建设现状

与规划严重脱节 [2]；另一方面新能源公交车的入驻对现有场站

的建设和运营管理模式带来新的要求 [3]，而各地方政府对公交

场站建设的政策扶持和资金投入存在一定的不足，使得公交企

业无力进行大规模更新。国家及各地方政府均已出台相关政策

对公交场站综合开发进行扶持，但存在土地获取困难、资金投

入巨大等因素，导致国内公交场站综合开发仍处于探索阶段 [4]。

1  现状梳理

1.1 上海浦西中心城区主要公交停车场发展现状

现阶段上海浦西中心城区共有专业公交停车场 20 座，总

占地面积 1044287 ㎡，建筑面积 714349 ㎡。其中，12 座公交

停车场建有立体停车库，8 座仍采用地面停车形式。全部公交

停车场设计、建造时间均在 2000 年之前，仅有 5 座公交停车

场在 2000 年后开展过部分改建。从新能源公交车运营管理和

场站综合开发两个角度综合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特点。

（1）全部公交停车场在设计阶段均考虑入驻车辆为传统燃

油公交车（添加柴油或汽油等燃油），新能源公交车的入驻势

必会带来管理模式、立体停车库结构承载力及消防等安全管理

问题。对公交停车场的新建或改建工作具有较大的现实意义。

（2）现阶段公交停车场在土地集约化利用方面存在滞后，

近一半停车场仍为平面停车。对于上海市中心城区日趋紧张的

土地供应而言是极大地浪费。

（3）土地资源仍是公交企业参与公交场站综合开发的核心

要素。

1.2 各公交停车场充电设施建设现状

20 个公交停车场中已有 18 个停车场进行充电设施建设，

总计申请电力容量 182800kVA，建有充电车位 4653 个。结合

现阶段新能源公交车充电时段及时长统计情况，公交停车场充

电设施利用情况呈现以下特征。

（1）为减少电费支出，新能源公交车多利用夜晚“谷电”

进行充电，各停车场其他时段只有部分公交车回场补电。

（2）由于各停车场周边电力资源分布情况不同，充电设施

利用率在各停车场之间形成两级分化，如共和新路、真南路等

部分停车场需进行夜间两轮次充电，其他停车场只进行一轮次

充电，充电设施利用潜能未能得到完全释放。

综上所述，由于新能源公交车的大规模入驻，绝大部分公

交停车场均开展了充电设施建设。从综合开发的角度进行分析，

公交停车场在继续保持土地资源核心优势的同时，能源优势逐

步体现，有利于公交企业进一步拓宽场站综合开发模式，并争

取更多的利益反哺。

2  存在的问题

在建设“公交都市”的大方针下，上海市公交企业对场站

综合开发进行了深入探索，结合国内各城市在这一方面的尝试

经验，对公交场站综合开发可能遇到的问题罗列如下。

2.1 综合开发建设用地获取方面

土地是公交场站综合开发的基础，土地获取模式很大程度

上决定了公交企业在综合开发实施中的地位，决定着公交企业

能否从综合开发中真正受益 [1]。考虑到公交场站综合开发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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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程度上获取对解除场站建设用地限制的支持，如上海市政

府近期出台的《关于加快发展本市保障性租赁住房的实施意

见》、《关于加快实施本市轨道交通车辆基地及周边土地综合开

发利用的意见》，但已出台政策尚缺乏对公交企业通过市场化

渠道获取建设用地的具体支持。因此公交场站综合开发必须寻

求在保证土地供给的同时避免造成过重的经济负担。

2.2 资金投入及收益分配方面

综合开发模式下，公交停车场转变集交通服务功能为一体

的建筑综合体，对于资金投入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需统筹考虑

土地获取资金、建设资金、原场站资产补偿及公交过渡运营补

偿等。因此如引入市场资本进行投资建设，需协调相关政府部

门获取对整体资金投入及收益分配原则的支持，确保收益可用

于反哺公交 [5]。

2.3 公交车过渡场地建设方面

目前上海市建成区内公交车已全部更换为新能源公交车，

为保障公交车的日常运营，在具体实施综合开发建设前，需明

确落实该停车场公交车过渡场地，满足原场站公交车停放、维

保、充电等运营需求。尤其，应协调市电力公司、过渡场地产

权单位等，获取对过渡场地充电设施建设的支持。

2.4 后期运营管理方面

公交场站有着不可替代的交通职能，而综合开发配建的设

施会成为新的人流聚集的场所，可能会对停车场原有的交通职

能产生冲击作用。因此在项目策划阶段，需根据各场站自身情

况，提前开展运营管理机制的研究，保障公交场站原本的交通

功能不受影响。

3  案例分析

3.1 上海国际医学科创中心·斜土路公交停车场功能提

升工程

在上海市政府与国家卫健委的支持下，复旦大学附属中山

医院与久事公交利用斜土路停车场地块进行上海国际医学科创

中心·斜土路公交停车场功能提升工程的建设。在相关政府部

门的指导下，双方按照“两个法人、分别立项、联合报建、合

并招标、一体建设、共同管理、土地共有、分别登记”的原则，

建立项目创新工作机制。项目总建筑面积 174440 ㎡，其中归

属久事公交建筑面积从 8487 ㎡提升至 85340 ㎡，公交充电车

位从 122 个提升至 240 个，小汽车停车位共计 470 个。该项目

的建成将有力推动上海临床医学研究的发展与斜土路停车场公

交服务能力的跨越式提升，并极大改善了该区域的城市面貌。

如图 1 所示。

图 1  项目建成效果图

该项目的顺利推进，得益于上海市相关政府部门的政策创

新，其在建设用地获取和资金投入等方面的经验如下。

（1）建设用地获取方面。公交场站用地与医疗卫生用地均

属于划拨名录，双方在获取建设用地方面无资金投入，中山医

院仅需对久事公交进行土地使用权及地上附属建筑物进行补

偿，按比例支付约 2.3 亿元。

（2）资金投入方面。项目总投资约 26.7 亿元，其中医院方

出资 14.8 亿元，该部分由国家卫健委、上海市及中山医院共同

承担；公交方出资 11.8 亿元，由上海市公交专项扶持资金出资

7.7 亿元，中山医院补偿 2.3 亿元，久事公交自筹 1.8 亿元。

（3）公交过渡场地建设方面。由上海市政府协调解决过渡

场地选址，相关建设费用由项目与新能源公交车充电运营补贴

共同承担。

综上所述，久事公交合计投入约 1.8 亿元自由资金及斜土

路停车场土地使用权的一半。在项目建成后，受限于土地性质，

久事公交无法通过商业经营获取收益，但通过对该地块的集约

化利用，使得该停车场充电服务能力和办公环境均得到极大

提升。

3.2 徐浦大桥桥头广场充电站项目

该项目由私人企业进行建设与运营，为久事公交、浦东公

交及少量社会车辆提供充电服务。项目建设总投资约 570 万元，

年度运营成本约 226 万元，年度收入约 667 万元，项目两年内

可收回成本（详见表 3）。其中，由于现阶段仍处于对社会车辆

开放的探索阶段，充电量约 1000 度 / 天，随着管理模式的进一

步优化，该部分收益仍有较大的增长空间。

该项目可以视为社会资本进入公交场站建设运营的一次有

效尝试，有以下几个特点。

（1）公交企业引入社会资本开展公交充电站建设及运营，

通过合同约束，将安全管理职责明确交给社会企业。

（2）借助社会企业的较为先进的管理体制，打破传统公交

场站的管理模式，大胆引入社会车辆，有效地提升充电设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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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率，增加了公交场站建设单位的收益。

（3）随着新能源汽车的进一步发展，公交场站对社会车辆

开放有较大的增长潜力，增加了公交场站综合开对社会资本参

与的吸引力。

表 3  徐浦大桥桥头广场充电站项目投资收益一览表

建设成本

项目 建设内容 金额（万元）

配变电所 2500kVA供配电设施 200

低压安装工程 30台120kW充电机 220

场地平整 铺设混凝土场地 100

配套设施 休息办公值班室等 50

合计 570

年度运营成本

项目 规模及配置 金额（万元）

土地租赁 10亩 80

人工
充电工、场务司机、保洁保安、

管理人员等
100

维护
场地修补，设备维护，变电所保

养等
10

办公 办公耗材，生产工具，防疫等 10

生活 员工食宿等 6

营销 20

合计 226

年度收入

项目 单价 金额（万元）

公交充电服务费
5万/年*100辆

（单车日均充电120度）
500

停车费 540/辆月*12*100 64.8

政府补贴 0.05元/度 21.9

电费差价 0.1元/度 43.8

社会车辆充电服
务费

1000度/天，含补贴毛利1元/度 36.5

合计 667

4  结论与建议

（1）新能源公交车的推广使用已形成对公交场站升级改造

的倒逼，在此过程中，引入其他参与方对原有公交场站进行综

合开发，一方面可减轻地方财政对公交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

另一方面可有效实现土地的集约化利用。

（2）以斜土路停车场为代表的公交场站，结合其周边区域

的控规，应鼓励如医疗、环卫等具有公共服务属性的企业或单

位利用原停车场地块进行合建，提升各参与方基础设施的服务

能力。此类型的综合开发不涉及商业运营，需相关政府部门在

资金、土地和规划方面给予大力的支持。

（3）由于新能源公交车具有噪音低、无尾气的特点，传统

公交场站的“邻避效应”已大幅减弱，部分公交场站可与办公楼、

商场及保障性住房等进行合建。为进一步降低获取建设用地的

难度，综合开发应以公交企业为主，积极争取相关政策支持，

形成由公交企业持有主要资产，社会企业主导运营管理，公交

企业与社会企业共享运营收益的模式。

（4）新能源背景下的公交场站综合开发应注重对其自身电

力资源和充电设施的有效利用，一方面拓宽公交场站综合开发

模式，提升收益率，另一方面缓解该区域内社会车辆充电困境，

助力国家新能源汽车的发展战略。

5  结语

综上所述，现阶段公交场站建设及服务能力滞后，已逐步

成为制约城市公交及综合交通网络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因素 [6]。

上海浦西公交场站建设为全国作出了示范。

基于其原有状况，改扩建主要从以下方面考虑：一是引入

社会资本参与；二是与相关商业综合体或市政基础设施配套建

设；三是重点考虑扰民和优化环境因素；四是设置充电桩，保

证新能源公交电力及时供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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