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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优化城市交通”是上海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内容之一。
上海要成为国际大都市必须坚持扩大城市道路容量与加强机动车总量控制相结合，促进道路与车辆的
协调发展；必须坚持优化公共交通与引导控制个体交通相结合，大力优化交通结构；必须坚持加快发
展轨道交通与优化组合地面交通相结合，加快轨道交通的规划和建设；必须坚持加强交通管理与均衡
交通流量相结合，调整优化交通布局；必须坚持城市交通政策与扩大内需政策相结合，大力发展与城
市交通相关的基础设施和产业；必须坚持发展城市交通与加强环境保护相结合，促进城市可持续发展
。
　　随着我国城市建设的迅速发展，城市公共交通正面临空前发展的机遇和挑战，公交体制改革、机
制改革、票制改革和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已取得初步的成效，公交体制创新、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也
正在不断加快步伐。
　　交通企业的竞争就是人才的竞争，交通企业的品牌建设、企业竞争力的加强、向管理要效益已成
为众多交通企业挖潜增效的重要手段。
所以加强人力资源的培训，在较短的期限内培养一批具有现代管理理念，善于捕捉市场机遇，掌握一
定的管理方法和手段的城市交通管理人才已成为交通行业的当务之急。
　　本书系统地探讨和分析了城市公共交通的管理原理，重点阐述了城市公共交通管理的模式和方法
，着重培养和提高城市公共交通行业从业人员的实践能力。
本书注重内容的现实性、超前性，知识体系的系统性、针对性和务实性，以“必需、够用”为原则，
强化城市交通运营管理实务的介绍。
本书可以作为高等院校城市公共交通管理专业的必修教材、城市公共交通企业内部各类岗位培训和继
续教育的首选教材，也可作为城市公共交通在职管理人员的学习参考书。
　　本书主编单位为上海大学巴士汽车学院，参编单位有原上海市城市交通管理局教育处、公交管理
处、出租管理处、上海地铁营运有限公司、上海现代轨道交通股份有限公司等。
吴霖生、裘瑜任主编；叶华平、蔡治权、严峻任副主编，参与教材编写的还有黄富荣、黄源顺、茹文
元、陶凯等。
　　本书于2003年出版后被部分院校相关专业所采用，信息反馈表明本书符合我国城市交通的特点，
因此受到相关专家和同行的肯定。
在吸取各方面的意见和建议后，2008年再版使教材更贴近我国城市交通发展的现状，更具有职业教育
的特色。
希望本教材的再版能对交通行业的职前教育和一线人才的岗位培训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再版教材吸纳了不少同行们的建议，参阅了不少专家和同行的著作，在此一并表示谢意，鉴于编
著者的水平有限，书中难免有不完善或错误之处，敬请广大读者和专家们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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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系统介绍了城市公共交通学基本理论和城市公共交通管理的基础知识，分为八个章节，分别为绪
论、城市发展与城市交通、城市交通发展模式、公共汽车和电车客运系统、公共出租汽车客运系统、
城市轨道交通客运系统、城市公交从业人员素质与职业道德和智能交通管理。
各章节配有适量的思考题，方便教学。
    本书内容新颖，简明实用，可作为高等院校城市交通管理专业教材和相关专业的先修教材，也可以
作为城市交通从业人员的培训教材和参考工具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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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5．监督保障　　公交运营特点是流动、分散、点多、面广，加强运营现场管理，实施全天候、
全过程控制，是公交行车安全监督保障的重要措施。
　　三、行车事故预防　　在安全行车管理工作中，应坚持预防为主的方针。
行车事故预防工作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　　1．健全组织机构，明确责任制　　健全行车安全管理
职能机构，配备与企业经营相适应的行车管理人员。
企业法人是行车安全第一责任人，明确各级安全管理的职责和权限，形成至上而下完整的安全管理系
统，健全岗位责任制。
　　2．加强对从业人员的教育，树立安全第一的观念　　开展职业道德和法纪教育，使从业人员牢
固树立安全第一的观念，自觉遵守交通法规和各项规章制度，做到“马达一响，集中思想；车轮一动
，想到人民群众”，培养一支遵章守纪、严于律己、文明礼貌、道德高尚的从业人员队伍，保障行车
安全。
　　3．加强培训辅导，提高队伍素质　　在预防工作中，对驾驶员进行技术理论培训和操作技能辅
导，是十分重要的。
驾驶员了解汽车行驶的基本原理、人车路环境与行车安全的关系、人的心理和生理对行车安全的影响
等，掌握汽车驾驶技能、维修保养技能、特殊条件下驾驶操作技能，培养驾驶员具有理性的头脑、应
变能力，全面提高驾驶员队伍行车安全素质。
　　4．总结行车规律，指导行车实践　　在预防管理中，管理人员探索和总结行车事故的规律，推
广和应用科学的事故防范驾驶操作技能，使新、老驾驶人员迅速积累行车经验，掌握安全行车的主动
权。
例如：制订线路行车安全驾驶操作细则，帮助驾驶员掌握运营线路特点，按规范操作要求行驶；又如
：公交行车死亡事故中，自行车占45％左右，探索自行车“七逢”规律，使广大驾驶员掌握动态，提
前预防，确保行车安全。
　　5．应用新科技，开展安全防范　　鼓励和支持行车安全科学技术研究，积极推广应用行车安全
先进技术，提高科技防范能力。
如：目前研制和推广的车辆行驶信息记录仪和GPs卫星定位系统，加强对车辆运营动态的监控和管理
，确保行车安全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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