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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手记

本报记者 陈青松

一起特大交通事故，让有着二十
多年历史、规模达 180 亿元的卧铺客
车行业被史无前例地推到聚光灯下，
卧铺客车“存废”波澜渐起。

卧铺客车自上世纪 80年代诞生
之初，便因其舒适度高、便利等特点
在长途客运行业中扮演重要角色，其
发展也是一路风光无限。然而，随着
近年陆续发生的几起重大交通事故，
卧铺客车安全性开始遭到公众质疑。

有消息称，卧铺客车将在 5年左
右的时间逐步退出营运市场。对此，
《中国企业报》记者采访了与卧铺客
车相关的主管部门、客运公司和生产
企业。

安全性遭疑

8月 26日凌晨，陕西省延安市境
内的包茂高速公路发生一起特大交
通事故，一辆双层卧铺客车和一辆装
有甲醇的重型罐车追尾，瞬间燃起的
大火导致卧铺客车上 36人死亡，仅 3
人逃生。

另一组更为具体的数字似乎更
能说明卧铺客车是车祸的“罪魁祸
首”。

据不完全统计，最近 17个月全
国至少发生了 6 起双层卧铺客车事
故，多达 140人遇难。而今年双层卧
铺客车发生重大车祸已有 3起，共 94
人丧生。另据统计，我国卧铺客车数
量约有有 3.7万辆，占大客车的比例
为 1%左右，但其事故死亡人数占大
客车事故死亡人数比例达 10%。在
2004年至 2011年，全国一次死亡 10
人以上的道路事故中，卧铺车事故占
到事故总数的 20%。

因此，在每次发生与卧铺客车相
关的重大交通事故后，相关部门、公
众以及舆论都会将指责的矛头齐齐
指向卧铺客车企业。

此次发生在延安的重大交通事
故也不例外，事故发生后，有评论人
士认为频繁发生的重大交通事故，都
与卧铺客车有关，政府应强制客运企
业运营卧铺客车，政府要果断淘汰长
途卧铺客车。

实际上，据《中国企业报》记者了
解，早在 2011 年 7 月 22 日，一辆自
威海驶往长沙的 35座中型客车在京
珠高速信阳明港段发生火灾造成 41
人死亡，6人受伤的悲剧后。山东本省
及外省入鲁的运营性长途卧铺客车
全部停运。

此外，频发的事故导致工信部与
公安部于 2011年 12月 31日联合发
布 632号文，明确规定：“自本通知下
发之日起，在卧铺客车安全技术标准
修订公布之前，工业和信息化部暂停
受理卧铺客车新产品申报《公告》。自
2012年 3月 1日起，相关企业应暂停
生产、销售卧铺客车产品，工业和信
息化部暂停全部卧铺客车产品《公
告》，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暂停办
理卧铺客车注册登记。”

对于 632号文，媒体普遍解读，
根据卧铺客车正常报废时间，5 年左
右，客运市场上的营运卧铺客车将消
失。

那么，卧铺客车有何技术特点，
为什么被“喊停”？

据《中国企业报》记者了解，双层
卧铺客车还是中国的“土特产”：改革
开放之初铁路客运和航空客运很不
发达，因为要满足长途旅客可以在车
上睡觉休息，又要在有限的空间内布
置与座位客车相当的载客数，而且还
要携带更多随车货物和行李，我国的
汽车设计者便制造了“双层卧铺客
车”。

与座位客车和火车相比，卧铺客

车提高了长时间乘车的舒适性，对客
运公司来说也有较高的经济性。很好
地适应了当时市场需求的卧铺客车
风靡一时。

安全性较差是卧铺车被“喊停”
的重要原因。
“如果仅仅从专业技术角度考

虑，卧铺客车安全系数相对比座位车
肯定是要差一些，主要表现在卧铺车
车厢较高导致重心高，因此没有座位
车平稳，遇到紧急情况操控起来相对
来说难度要大一些。”北方汽车公司
销售部相关负责人张明华在接受《中
国企业报》记者采访时说。
“此外，卧铺客车还存在车内环

境恶劣、通风不畅、过道狭窄、易燃物
多，一旦发生突发状况后，迅速疏散
难度大，损失将往往非常惨重。”张明
华介绍说。

调查发现，在“7·22”事故和“8·
26”事故中，双层卧铺客车携带大件
行李、货物，由于行李舱放不下，就堆
在通道上。
中通客车品牌文化部部长李笃

生表示，卧铺客车逃生通道非常狭
窄，在发生火灾的情况下，卧铺上的
一些卧具很容易发生燃烧。

客运公司态度不一

“二十多年来，卧铺客车在中国
取得长足的发展，与乘客大量需求息
息相关，同时与客运公司的大力推广
关系密切。”张明华向《中国企业报》
记者介绍，前几年铁路公路运输还不
像今天发么快速、密集，因此每到旅
游旺季、春节前夕，就有全国各地客
运公司找上门来下订单，甚至怀揣着
现金住在工厂招待所等着将还未面
世的卧铺车开走。

据悉，上世纪末的最后 10年是
卧铺客车的“黄金十年”。
“那时候，我们销售部天天都坐

满了全国各地来的客户，而工人们也
是天天加班，就是为了将卧铺车赶出
来送到客户手里。”张明华说。“有时
客户之间为了抢车，还吵得面红脖子
粗，我只好出面协调。”

张明华还介绍说，由于不愁客
源，再加上双层卧铺客车人均运输成
本低于同等长度的单层客车，能给客
运企业带来更高的收益。“我曾经给
客户算过一笔账，如果一辆高档卧铺
车成本七十万，春节期间从武汉到南
京，朝发夕至，晚上再返回，二个月下
来就能收回一半成本。效益是相当可
观的。”
“花一台车的运营费用，赚两台

车的钱。”是业内常听到的话。
业内著名客车市场分析专家周

毅指出，公路卧铺客车 1996 年—
1998年达到销售顶峰，最大年销售量
约为 7200辆，随后逐年减少。卧铺客
车出现了在用车保有量超过 4 万辆
的纪录。

然而，随着一起起重大交通事故
的发生，卧铺客车的安全问题一次次
被推到前台。
而随着国家 632 号文的出台，各

地开始为卧铺客车退市作准备。随着
停止新车进入市场，客运企业是否已
经做好相关应对？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客运企业反
应不一。

石家庄飞鹿客运有限公司表示，
该公司一半以上的车辆是卧铺客车，
上座率在 70%以上，卧铺客车暂停生
产、销售、上牌对公司的影响太大。

相反，石家庄新干线客运有限公
司的负责人却表示，“我们早盼着让
卧铺车退市了，这样就可以避免夜间
行车了。”夜间行车，司机很容易疲劳
驾驶，一旦遇上突发路况，很容易酿

成事故。如果有人伤亡，更是损失惨
重。

相对而言，更多的客运企业开始
未雨绸缪。

湖北武汉某私营客运公司负责
人王老板在接受《中国企业报》记者
采访时表示，公司早就接到了 632号
文，从上半年起就开始做准备，下一
步准备用商务座椅来替代原来的卧
铺，“舒适程度不会亚于卧铺。”

王老板介绍说，现在客运和铁路
竞争激烈，如果卧铺车退市，客户肯
定会分流到铁路，所以“一定要想办
法留住这部分客源”。

卧铺客车仍在暗售

张明华告诉《中国企业报》记者，
国家发文从 3 月 1 日起暂停全部卧
铺客车产品的生产及销售工作以及
各地方开始整治卧铺客车，这意味着
今后卧铺客车将退出客运市场。

有统计资料显示，今年上半年，
大型卧铺客车销量为 500余辆，不过
主要集中在前几个月。6月，全国已经
没有大型卧铺客车销售。

张明华向记者介绍，目前我国多
家客车企业已经研发出可躺椅等新
一代长途客运产品以替代卧铺客车。
“这种可躺椅在原来的基础上增

加了乘坐空间和坐卧两用功能，还可
以提高座位客车舒适性能。”张明华
说。

另据调查，今年 3 月国家禁止销
售卧铺车后，市场上仍有卧铺客车在
销售。宇通客车北京办事处人士表
示，卧铺大巴仍然可以购买，并且和
以前一样可以自主选择配置。而延安
“8·26”特大交通事故中出事的卧铺
大巴，也正是宇通客车生产。

此外，国内很多知名的客车生产
商也都还在暗地里销售卧铺客车。

在接受记者电话采访时，宇通汽
车相关负责人表示，延安重大交通事
故对宇通和整个客车行业影响不大。

在卧铺客车行业名气较大的安
凯客车相关人士表示，卧铺客车目前
所占比例很少，即使工信部停止产品
注册，企业受影响也不大。

根据中国道路运输协会网站上
的数据显示，目前，全国共有在营卧
铺客车近 3 万余辆、客位近 100 万
个。按照目前国产卧铺客车 50—60
万元的平均报价，这一市场规模高达
150亿—180亿元之巨。
“不管事情发展如何，随着国家

相继发文、地方政府出台政策，卧铺
客车行业的是去是留，已经到了一个
关键的节点。”张明华分析说。

驶入十字路口的卧铺客车企业

延安“8·26”车祸引爆卧铺客车利弊话题，
有关卧铺客车存废再次成为争议热点。

综观事件始末和争议原委，不难发现，有两
种针锋相对的观点让卧铺客车行业的前途左右不
定。

赞同让卧铺客车退出历史舞台的观点认为，
长途卧铺车安全性能差，造成多起重大交通事故。
由于卧铺客车车身比一般座位车重心高，紧急情
况下更易发生侧翻，且车厢采用单门双通道设计，
空间局促，一旦发生火灾等情况，逃生将无比艰
难。
“不出事则已，一出事则是大事”成为卧铺客

车安全漏洞的真实写照，已到了不容再拖延的时
刻。

然而，反对卧铺客车退出市场的声音也大有
人在，归纳起来，主要有几种看法：

一是卧铺客车服务对象60%是农民、农民工
等中低收入人群，取消卧铺车会给他们生活带来
很大不便。近些年来，卧铺客车一直保持着每年
近2亿人次的客运量，对买不起机票、买不到火车
票的人们来说，卧铺客车成为他们比较理想的长
途交通工具。取消卧铺客车会影响到每年约2亿人
次的出行，并进一步加大春运、黄金周期间运输
的供需矛盾，还会打破公路客运市场平衡，给整
个公路客运市场的运力结构调整带来很大的难度。

二是卧铺客车并不是危险车型。从安全角度
看，卧铺客车车型并非造成安全事故的主因。研
究发现，我国卧铺客车的安全技术配置标准比普
通座位客车还要高，普遍装备了制动缓速装置、
限速装置、卫星定位系统等。以2010年度相关数
据为例，该年度卧铺客车车辆事故率、伤亡率均
低于所有班线车辆事故率。这些年涉及卧铺客车
的交通事故中，车辆自身问题仅为0.4%，绝大多
数都属于二次被动事故。

三是90%以上的道路事故是由人为因素引发，
之所以发生事故，更多是与司机素质、运行规范
程度相关。

因此，面对全面淘汰卧铺客车的呼声，专家
普遍认为不能搞一刀切。关键是要看事故是由什
么原因造成的，不能因为卧铺车发生了事故，便
盲目地“一刀切”，轻易地取消卧铺车。

中国公路学会客车分会副秘书长佘振清认为，
卧铺客车不可一停了之，在现阶段中国国情下，
公众对于卧铺客车的存在有着客观需求。

一方面，卧铺客车在客车业的成长过程中发
挥了重要作用，乘坐卧铺客车的主要群体是农民
工等弱势群体，对于选择何种交通工具几乎没有
话语权。关心和帮助弱势群体，国家管理部门责
无旁贷。

另一方面，取消卧铺客车正常生产和运营将
会对行业带来重大影响。全国3万余辆卧铺客车的
总购置成本约200—300亿元，而且卧铺客车从业
人员队伍庞大，一旦取消卧铺客车正常生产和营
运，将会对相对运营企业造成严重影响。

卧铺客车是真正意义上自主创新的客车产品，
凝聚了几代客车人的心血，一旦取消卧铺客车，
无论对卧铺客车生产厂家，还是工程技术人员的
流失都将成无法估量的损失。

因此，辩证、客观、理性对待卧铺客车行业，
需要从目前中国国情、行业运营、企业生产经营
等客观情况考虑，不能以“一刀切”的思维解决
问题，不应该一停了之。

首先，要坚决拥护修订和完善卧铺客车的标
准，提高卧铺客观的技术和质量，使卧铺客车的
结构更牢固、出行更安全可靠。

其次，减少事故的一个关键因素是加强安全
上的管理。提高车辆的被动安全，刻不容缓。由
于90%以上的道路事故是由人为因素引发的，相
关主管部门、企业在加强卧铺客车“硬件”的基
础上，要强化“软件”，如提高驾驶员素质、杜绝
疲劳驾驶、完善道路应急处置机制。

卧铺客车的
堵与疏
陈青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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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应军向内江市政协主席陈宗淑一行汇报项目建设情况 周霞/摄

睿智的项目“掌舵人”
2010年 9月，中交二航局中标

成渝客专 3标，首次挺进西南高铁
市场，时任中交二航局工程管理部
总经理的尹应军被公司任命为项目
常务副经理，具体负责项目组织实
施。他带领着项目部、分部一班人跑
步进场，在进场不到三个月的时间
内 ,提前完成了现场踏勘、项目策划
会召开、项目部及分部选址、标准化
驻地建设、管理人员及协作队伍进
场等各项工作。项目部半军事化的
管理做法，班子成员雷厉风行的干
事作风等，赢得业主认可。

身为中交二航局成渝客专项目
常务副经理，尹应军一直在思考如
何当好项目“掌舵人”这个问题，并
用实际行动带领项目一班人，在攻
坚克难中铸就着辉煌。

超前谋划 规避项目风险

成渝客专 3 标正线总长 57.83
公里，项目跨越内江、重庆两个城市
的三县一区，单个项目的工程类别、
数量之多在二航局史无前例，为此，

尹应军将他在中交二航局工程管理
部担任总经理期间出台的《重点工
程项目前期策划工作和关键资源配
置管理办法》带入成渝，巧借外力，
充分发挥中交二航局工程、经营、财
务、物资、设备等各职能部门的优
势，通过组织召开项目策划会，为项
目管理出谋划策。在项目管理过程
中，尹应军充分发挥项目部、分部的
团队优势，以“办法”为引子，抛砖引
玉，在整个项目产生团队效应，提前
部署工程进度安排、高危风险点安
全质量卡控措施、物资设备保障等
方面工作，有效遇见并规避项目风
险，也因此成为成渝客专项目管理
的特色和亮点。

精细管理 严控项目成本

在完成了项目各项筹备工作
后，尹应军从大处着眼，组织相关部
门人员认真分析、测算项目成本，通
过不断规范项目管理，按照合理建
立的经理部、分部、架子队三级责任
成本管理体系，实行项目统一管理、

主要材料统一采购招标、大型设备租
赁统一考核定价、合同签订统一格
式、资金使用统一安排、成本核算统
一时间，施工现场统一标准，有效堵
塞了项目成本管理漏洞。同时，优化
施组，敏锐把握物资供应行情；结合
实际，与设计单位沟通，优化施工设
计，减少建设费用，降低施工成本；提
前成立变更索赔工作小组，完善资料
收集整理，尽可能降低项目成本。

创新管理 解决施工难题

作为项目常务副经理，尹应军
虚心听取来自各方的意见，通过征
集合理化建议，先后采纳会议形式、
激励措施、安全质量管理等方面的
改进建议, 极大地激发了项目部干
部职工的创造性。对因“方案审批
繁、出图难、征拆难”曾一度被誉为
“老大难”的内江北站征拆问题，尹
应军要求成立施工推进工作领导小
组，按征地拆迁、生产组织、技术保
障等工作分工，明确责任领导和具
体负责人，建立沟通机制，形成定期

周例会制度，专题解决征拆及施工
组织难题，从总部、分部中抽调精干
人员组成工作组，实行分工点、分工
作类别包干，加班加点，扎扎实实做
好了施工组织、征拆和技术保障工
作，通过征拆保施工，施工促征拆，
促使施工与征拆形成良性互动；积
极推广新设备新工艺，先后引进新
设备 4套，使用新工艺工法 20项，
提高了项目施工技术含量，为后续
施工积累了宝贵经验。

规范管理 展示企业实力

尹应军强化项目标准化管理体
系建设，先后组织完善制定标准化
制度 136项；短时间内完成了项目
总部、分部、架子队的各级人员配
备；现场管理标准化以打造项目亮
点工程为突破口，先后成功打造成
渝客专全线亮点工程———吴家坝沱
江双线特大桥、东兴制梁场。他牢固
树立安全质量零容忍理念，从源头
抓起，从细处抓起，积极践行“试验
先行，样板引路”，确保了过程控制

的标准化。标准化管控得力，项目部
呈现出一批受到业主表彰、观摩的
工点，在全线起到了示范作用，充分
展示了二航局的施工实力。

先后荣获业主方总经理签发的
全线首张绿牌和副总经理签发的全

线隧道管理类首张绿牌；东兴制梁
场则以其园林式人性、规范、合理的
布局和半军事化的管理击败全线
10个梁场，勇夺第一；试验室、拌和
站等专项评比稳列全线前三，获得
业主嘉奖。 罗红梅 耿标

自 2008年 3月至今，尹应军在任二航局工程管理部总经理、成渝
客专项目常务副经理期间，除了荣获二航局“海星奖”、优秀共产党员、
优秀管理者、优秀项目经理、党风廉政先进个人外，还荣获 2010 年度
湖北省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2011年度成渝客专建设“标兵”和中华铁
道总工会“火车头奖章”等多项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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