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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济南南治治堵堵拟拟推推错错峰峰上上下下班班
还将限外地车进城，3月底前制定出政策并实施

本报记者 张泰来

6日上午，记者从济南市车管
所了解到，去年济南全年共新增
机动车225535辆，减去淘汰、报废
旧 车 的 数 目 ，全 年 净 增 车 辆
110542辆，全市机动车保有量达
到1675167辆，增速为14 . 41%，相
比上年同期有所减缓。

新增车辆9成以上

是小汽车

“2013年新增机动车194845
辆，2014年新增机动车228918辆，
从数量上看，2015年新增机动车
与前两年基本持平。”济南市车管
所业务指导科科长毕于波说，从
增速上看，2014年的机动车增速
达到18%，2015年的机动车新增
速度为14 . 41%，增速有所放缓。

一年新增机动车225535辆，
按照济南706 . 69万人的常住人
口计算，平均每31人中就有一人
购买了新车，按照一年365天计
算，平均每天都有617辆新车被购
买。

车管所提供的数据显示，目
前全市1675167辆机动车中，小型
汽 车 1 4 8 0 9 8 0 辆 ，占 总 数 的
88 . 4%，占绝对的多数；大型客
车、货车等大型汽车43409辆，摩
托车等其他机动车150778辆。

“新增小型汽车209432辆，占
新增机动车数量的92 . 86%。”毕
于波说，也就是说在去年购买新
车的人群中9成以上都是购买轿
车等小型轿车。

业内人士曾分析，按照济南
市现有的道路面积和道路结构，
200万辆机动车是济南市道路的
承载极限，一旦突破这个限度，整
个济南交通将陷入瘫痪。按照济
南现有167万的机动车保有量，按
照每年净增11万辆的净增速度，
再有3年，济南的机动车保有量就
要达到极限。

春节前后是

购车挂牌高峰

6日上午，记者在济南市车管
所看到，前来办理挂牌业务的新
车不但排满了车管所大院，排到
了车管所大门外的南北路，而且
一直延续到经十西路，排队长度
足有4公里。有车主表示，为了挂
上牌，他夜里12点就到了车管所，
在车里过了一夜。

“昨天一天全市办理新车挂
牌业务1800笔，最近几天每天都
在1400笔左右。”毕于波说，每年
元旦过后都是购买新车和注册挂
牌的高峰。

去年的统计数据也印证了这
一说法。数据显示，去年新车注册
业务数最多的两个月就是一月和
二月，分别达到26657辆和25619
辆。

此外，每年的春季车展、秋季
车展是济南新车注册的高峰期。
交警提醒，办理一个挂牌业务一
般只需要十多分钟时间，最长也
只要20来分钟，但排队等待却要
耗费大量的时间，提醒广大车主
尽量避开挂牌业务高峰，以免耽
误宝贵时间。

“如果车辆临时号牌过期，可
以再申请一张临牌，按照规定每
辆车最多可以申请三次临牌，这
样就基本可以避开高峰了。”毕于
波说。

从国内外各大城市推行
错时上下班的效果来看，这项
政策确实能够带来一定便利。
但随着机动车保有量的增加，
以及城市功能的复杂化，错时
上下班面临的问题也越来越
多。

推行错时上下班绝不仅
仅只是调整个时间那么简单。
当今社会，人们早已不再只进
行“家庭—单位”两点循环流
动。在工作时间内外，他们都
有大量的事务需要处理，比如
午餐午休、接送孩子、联络其
他单位等。

例如错时后有员工的午
休时间减少，那便捷的午餐就
成了必备品。若单位没有设置
食堂，周边又没有外卖、餐馆
等，没法回家做饭的员工就只

能饿肚子。部分提供公共服务
的公务员一旦提早上下班，是
否会实质上缩短百姓能够办
理业务的时间。再例如市民一
旦提早上下班，是否会造成休
息不充分的情况。即使早早下
班回家，也没力气再出去逛
逛，如此拉动经济这一设想是
否又成了泡影。

正是基于这一现实，有专
家认为，在推行错峰上下班之
前，需要有关部门做大量的数
据调查。从政策影响人群周边
环境、上班距离，到医院、学
校、各窗口办理服务时间，再
到商业区分布，以至普通老百
姓平均睡眠时长等信息都要
做出分析判断。

此外，从综合施策的方面
看，要让错时上下班真正起到

缓堵功效，必须配套其他政
策，比如推行弹性工作制、提
倡远程办公、优先发展公共交
通等。资料显示，美国现有三
分之一的上班族不在公司上
班，而是选择远程工作、弹性
工作等与现在日新月异的互
联网科技相适应的工作形式。
事实上，这也为其错时上下班
的有效性提供了支持。

在济南这样一个几百万
人口的大城市，任何一项政策
都会牵一发而动全身。而上下
班是绝大部分人每天最重要
的迁徙，要改变半小时甚至一
个小时，会对整个城市的运行
造成很大影响。因此，有关部
门在出台政策前，不可将其简
单化，定要科学论证并广泛听
取意见。 （宗禾）

本报济南1月6日讯（记
者 刘雅菲） 6日，记者从
济南市研究城市交通工作专
题会议上获悉，为治理交通
拥堵，济南3月底前将采取一
定限制措施：在特定时段、特
定路段限制外地车辆驶入市
区，在路权上优先保障公共
交通车辆的行驶。

近年来，济南的城市道
路拥堵日益严重，在某导航
软件公司发布的城市交通拥
堵报告中，济南一度排名第
一，成为全国最堵的城市。省
委常委、济南市委书记王文
涛表示，济南要大力发展城
市公共交通，在路权和规划
上体现公交优先，加快公交
体制机制改革和公交体系建
设。积极探索定制公交和票
制改革，完善公交保障机制，
为市民出行提供优质便捷的
公交服务。

不规范停车是造成交通
拥堵的一大原因。对此，济南
将探索采用市场化办法解决
好停车问题，出台差别化停
车收费办法，成立统一管理
运营的停车公司，推动机关
单位停车场对外开放，在城
区内差别化兴建停车场。要
大力发展智慧交通，用信息
化手段做好静态和动态交通
诱导。

济南还将推行错时错峰
上下班，在充分保障学生上
下学时间的情况下，考虑推
行错时错峰上下班措施，缓
解上下班高峰交通拥堵。

此外，济南还要大力推
动道路微循环建设，明确年
度工作计划，打通城市断头
路，充分发挥道路微循环缓
解拥堵的作用。要开放社区
内道路，城区内原则上不再
进行超大规模小区的规划建
设，使社区内道路与主次干
道融为一体。

王文涛表示，济南要适
当采取一定限制措施，在特
定时段、特定路段限制外地
车辆驶入市区，在路权上优
先保障公共交通车辆的行
驶。据了解，对外地车的限行
主要是在上下班高峰期、恶
劣天气造成城市特别拥堵的
时候。

“有关部门要迅速把近
期能够采取的治堵举措梳理
出来，迅速发布实施。”王文
涛表示。6日，济南市委相关
负责人表示，会议上提的这
些要求都是近期各部门需要
做的，按照时间表，应该在3
月底之前就对各项工作拿出
方案并实施。

错错时时上上下下班班，，不不仅仅是是改改个个时时间间
错峰后居民生活将受影响，专家建议政策实行前先做统计

济南一年又新增

22 . 5万辆机动车

平均每天

617人买车

北京错峰上下班

市民反而觉着更堵

2011年4月12日，北京完善
了错时上下班的时间，部分单
位实施错时上下班。相关单位
的上班时间由8时30分调整为9

时，下班时间由17时30分调整
为18时。医院、学校等单位的上
下班时间不变。

但方案实施之后，市民的
反应却是比以前更堵了，而且
还出现了很多其他的问题，例
如家长送孩子之后再到上班之
前，这中间的空当只能白白浪
费。 本报记者 刘雅菲

1122年年前前收收良良效效，，如如今今不不一一定定好好使使
2004年济南曾实行错峰制，可现在车辆多了100万

其实早在2004年，济南就开始对错时上下班进行尝试。在当时机动车保有量
较少的情况下，该政策取得了不错的效果，但如今由于机动车数量激增，这一政策
的效果已然不明显。

本报记者 刘雅菲

错时上下班是一种为缓
解交通压力而实行的弹性上
下班制度。据了解，该制度其
实在很多国家地区早已开始
实行，并且取得不错的效果。
例如德国一些大城市早在上

世纪70年代初就已经开始实
施错时上下班制度，各个行业
有着不同的上下班时间。例
如，制造业的工作时间一般是
7：00-15：30或16:30；政府部门
采取弹性工作制，工作日的固

定上班时间为9:00-15:00。
错时上下班的好处有很

多，不仅可以减少拥堵、分散
高峰期的车辆，还可以减少污
染，扩展商业、娱乐业晚间的
营业时间并增加营业额等。

错时上下班减缓堵车拉动商业

2004年1月1日，济南市党
政机关及有行政管理职能的
事业单位开始实行错时上下
班制度，将早晨上班时间推迟
半小时（8点30分），17点下班。
在当时，这一时间和大多数单
位实行的“朝八晚六”形成了

一个错时。
当时济南平均每天有60

万辆机动车在运行，机动车
的平均时速只有2 7公里。实
行错时上下班后，市内1 2条
交通主干道的机动车和非机
动车数量减少3 0％，交通高

峰消失。
12年后，2015年12月底济

南机动车总数已经达到了
167 . 5万辆，再加上现在不少单
位都实行“朝九晚五”工作制，
机关单位的“错时上下班”效
果已经不明显。

错峰制施行后车辆少了三成

12年后，对于即将问世的
新方案，济南一名机关干部张
先生有着自己的想法。“如果
在现在作息时间的基础上再
推后半小时或一小时，那我们
下班的时候依然是高峰期，到

家就得七点钟，哪有空出去逛
呀！如果是提前半小时或一小
时，那早上六点之前就得起床
准备上班，太累了。”

市民邢女士认为错峰制
度会影响到她的工作，“我的

工作都是和别的单位进行对
接，如果错时上下班了，我们
单位实行朝九晚五，对方单位
却实行朝八晚四，那我只能在
九点到四点之间和他们对接，
有点对不上节奏。”

市民担心会给办公造成不便

济南最近连续遭遇污染天气，在上下班时间，车辆拥堵又加剧了污染。 本报记者 周青先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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