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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4_BA_A4_E6_A0_A1_E8_c64_251516.htm 今年4月，市公交总

公司给下属各车队发出通知，与学校签署的校车合同到期后

不再续约。北京公交总公司相关负责人称之所以无意续约，

除了运营安全考虑外，主要还是因为公交月票改革后，市公

交总公司正常运营业务量增长迅速，为满足正常的公交线路

运营，市公交总公司决定将原来的包车业务车辆逐步转回到

正常公交线路运营，并且公交方面曾经表态，校车问题应该

由政府有关部门来解决，作为企业，公交方面不应该替政府

背负这样一个巨大的责任。由于当时正值学期中，大部分校

车合同没有到期，“公交校车停运风波”的影响暂时没有显

现出来。但是随着新学期的临近，校车的问题终于再次浮出

水面。 根据市教委去年组织的摸底统计，本市120万中小学生

中，目前约有20万学生有校车需求。市公交总公司的撤出，

使本来就为上学问题发愁的家长和孩子，更加看不到出路。 

校车何日到我家 校车问题，成为百姓热门话题有年头了。因

为有社会需要。倘若都如《义务教育法》规定的，孩子就近

入学，也就罢了。偏偏从南城到北城，由东郊奔西郊负笈求

学者甚众；多少年了，上学舍近求远成为城市交通拥堵的重

要原因之一。昨天新学年第一天上课，早上车就堵得一塌糊

涂。有人说，全是择校闹的。可如果家门口的学校一点不比

远处的逊色，我想家长不会吃饱了撑的，非得盼什么校车了

。大部分中小学生要在7点半甚至7点赶到学校，赶路的时间

恰恰是堵车高峰，不少家长送完孩子还得赶着8点来钟去上班



，下班接孩子也是一样，凡此种种，就使校车成为呼之欲出

的“香饽饽”啦！ 许多机关和公司是有班车的。头头儿坐小

车，员工坐大车。这是一种方便，也是一种福利。上个世

纪50年代的“干部子弟”学校也有有校车的，教师以至于学

生可以乘坐，带有一点特权色彩，大概是校车的最早版本。

那时择校现象没今天这么严重，交通状况也不如今天这样拥

堵，城市人口也不像今天这般暴涨，对于校车的要求并不迫

切。今非昔比了，校车的需求是社会发展变化的结果。 然而

市场经济了。学生家长有需求，学校为了方便上学的学生也

不反对，一些汽车公司看到这里的商机，于是乎校车市场应

运而生。 既然牵涉家长、学校、汽车公司三方利益，在利益

之间，就会产生一种博弈。家长希望经济方便，学校要求安

全而不亏本，公司则追求利润。当然，也有个别学校想借机

赚一把，也有公司(甚至是“个体黑车”)追求盈利最大化的

，市场也缺少必要的规范，于是出现了一些状况很差的“校

车”:破破烂烂的，却塞得像沙丁鱼罐头似的尽量多装学生。

电视中曾报道过一所私立学校的“校车”就是这种景象。看

了那种状况，觉得办学人是拿学生(主要是外地务工人员的子

弟)的生命为儿戏，简直是犯罪！车况差、人超员，出问题就

是早晚的事了。媒体曝光的许多案例就是这种生动的但却是

悲剧色彩的写照。 于是，就有了有关部门制定的关于校车的

规定。日前，《专用小学生校车安全技术条件》等规章出台

并于9月1日实施，对幼儿校车、小学生校车和其他校车的核

定载客人数、外观标识以及儿童座椅的尺寸和靠背高度、安

全带和集中打开的控制系统等等各个方面规定了具体标准。

应该说，这对于校车市场的规范化是一个基础性的法规。当



然，有了这样的法规，并没有解决校车上市的问题。校车上

市运营，还需要几个方面的利益的协调。是不是汽车公司微

利、学校基本上是提供服务而利益持平，家长合理支付必要

的费用，而政府在政策上和实际上给一点扶持，把它当做公

益事业来对待，事情就好解决一些？是不是可以搞一试点？ 

北京市8月下旬刚刚开过“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工作会议”

，给教育不均衡的现状击一猛掌，为加快改变它又展现了一

缕希望的霞光。中小学校均衡了，进哪所学校都一样，就不

必非远处的才去。这就是这次会上提的，“办好每一所学校

”，使每一所学校从“硬件”(学校建设和教学设备)到“软

件”(师资与学校管理)均衡发展；到那时，学生就可以就近

入学而使择校现象终结。当此时也，学校有没有校车，就不

那么要紧了；如果还设有校车，那只是为了组织学生去参观

博物馆、参加社会实践等等活动提供方便而已！ 家长:各种途

径送孩子 昨天早上，海淀区羊坊店中心小学门口比以往更加

拥挤，这学期学校的五辆校车全部停运，家长们不得不自己

想办法送孩子上学。 “校车停了，没办法，我们六个家长想

尽了办法，最后好歹合租到了附近一个村民开的桑塔纳轿车

，每天接送孩子一趟，每个孩子每月要交250元钱的车费，问

题虽然暂时解决了，但是因为这辆车没有任何运营的资质，

随时都会面临着被查处和停运的风险。”本报一周前曾经报

道过的70多岁的魏先生昨天告诉记者。魏先生家住宣武区广

外，开学上小学四年级的外孙女是羊坊店中心小学的学生。

魏先生介绍，孩子小学入学的那年正赶上学校扩招，就选择

了这个学校，“三年来孩子每月的校车费虽然从100块涨到

了200块，但是总的来说还承受得了，而且有校车孩子上下学



很方便，家长省心不少。”魏先生告诉记者。但是上学期结

束的时候学校通知家长市公交总公司出租的校车这个学期要

收回了，家长得自己想办法解决孩子的出行问题。 了解到，

在此次“公交校车停运风波”中，一些打工子弟学校受到的

影响更大。9月1日，在朝阳区东坝乡的打工子弟学校育英学

校，200余名学生因为没有校车而办理了退学手续。而另一所

打工子弟学校京华希望学校也因为开不出校车而减少了半数

学生。 学校:成本上升只能由家长自己解决 由于市公交总公

司的合约已经到期，羊坊店中心小学这学期停运了全部的五

辆校车，200多孩子都要自己解决校车问题。学校有关负责人

表示，校方从4月就开始联系解决校车问题并和家长沟通，但

最终的结果还是只能由家长自己想办法接送孩子。 市公交总

公司停运后，学校马上联系了巴士公司，但是和市公交总公

司比，巴士公司开出的价格太高了。“以前学生一个月只要

交200元到300元就能坐上校车，但是如果换成巴士的车，按

能坐30人的大车算，学生每月也要500元，如果租载客6人的

小车，学生每月要交800元，这样的价格多数家长都没法接受

。” 搜狐教育频道的联合调查显示，89%的家庭能承受的校

车价格为每月300元以下，仅有不到一成的家庭可以接受300

元至500元的价格，而选择500元以上的人寥寥无几。 教委:“

调查研究”几年无进展 从海淀区教委获悉，原本全区有38辆

校车，这个学期，校车数量将减半。而在从事校车运营多年

的阳光彩虹教育服务公司，这学期市公交总公司的车辆也从8

辆锐减到2辆。 “根据规定，校车必须有运营资质，而且不

能使用个人车辆，但是现在我们很难签到有运营资质的车。

”“阳光彩虹”的负责人杜升说，目前北京市只有市公交总



公司、出租车公司等具有客运资质，运输管理部门并没有向

任何一辆校车发放运营证，从这个意义上说，北京现在还没

有一辆真正符合规定的校车。因为校车风险大、利润小，市

公交总公司退出后，很难找到合作伙伴。“因为校车需要定

时接送学生，车辆不能再抽时间跑旅游线路，这会少赚很多

钱。” 关于校车问题，教委与市公交总公司已经“调查研究

”了好几年，但始终没有进展，现在甚至“不进反退”。一

位业内人士表示，校车问题很难由教委来解决。“因为教委

一直在努力实现‘就近入学’，学生上学路远主要是因为择

校造成的，如果由教委出面解决校车，等于是提倡择校，这

样的做法自相矛盾。” 从海淀区了解到，校车问题最严重的

主要是中关村一小、二小、三小、人大附小等优质资源校，

但也有一些因为资源调整、合并学校造成的路途较远的情况

。有老师认为，政府只出台政策对校车进行严格规定，如“

要配备跟车老师”，“每个椅子都要有安全带”，却不为开

通校车做具体工作，这样的结果只能是大家都“甩手不干”

。 校车问题根源在择校 一位家长有些激动地说:“学生上学

出行的问题根本不在于有没有校车，根源还在于教育体制的

深层问题，这是择校引起的！家长为了让孩子享受优质的教

育资源挤破了头也要把孩子送进名校，根本没有把路程的问

题考虑在内。这就造成了学生的住址非常分散，没法配车，

即使配了校车，线路划分也很困难，不可能照顾到每一个孩

子。” 校车应由政府部门统一安排 尽管业内人士表示，由政

府开通校车有悖“就近入学”的推行，但仍有87%的家长认

为，“有困难就该解决”，用这样的理由对校车问题“不作

为”是不合理的。 采访中几乎所有家长都赞同中小学配置校



车，虽然大家认为市公交总公司收回校车的理由也在情理之

中，作为家长可以理解，而且这个责任全部推给公交部门也

不公平，但既然是教育方面的事，就应该由政府出面解决，

比如教育部门专门设立一个校车运营和管理机构，根据学校

规模配备相应数量的校车，适当向学生收取费用。一些家长

还表示，即使政府解决不了，指定一个社会上的商业运营公

司也可以，起码要让家长们对于哪个公司是合法的、哪个是

非法的做到心里有数。 调查显示，对于校车，家长们最关心

的还是“安全”，有63%的家长把安全排在第一位，只有16%

的家长对“价格”的关注超过“安全”。而要保障孩子的安

全，市民们最放心的还是政府。49%的家长认为校车应该由

政府统一派遣，只有16%的人表示，可以接受社会上的运营

公司，另有35%的人认为，可由政府补贴，由学校解决。 家

政公司瞄上校车市场 因为市公交总公司的撤出，家长们不得

不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一些家长在网上拼车，一些家长轮

流接送孩子，也有家长联合起来找单位解决。 在海淀区实验

小学门口，一位家长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她以前曾联合

小区里另外几户孩子也在同一学校的家长，大家凑钱雇了一

名退休职工用三轮车接送孩子，每人月付150元。但是后来三

轮车被查，现在他们只好让孩子自己坐公交车上学。 发现，

目前社会上还有一些家政公司在开展接送学生的业务，虽然

不能称之为“校车”，但是他们配备了专用车辆，开辟多条

线路，按区划片，准时接送，事实上是在行使校车的使命。

这些家政公司跟学校没有直接的业务联系，由家长自己和公

司签订合同，使用小金龙、金杯等车辆接送学生，收费也是

根据路程远近决定，平均每个学生每月三四百元。使用这些



车辆接送孩子的安全问题大多是以家政公司给孩子办理保险

的方式来解决。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

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