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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印度的灯节，相当于中国的农历春节。印度
城乡差别大，贫富不均，大量农村人口在城市打
工。每到灯节，这些打工者要回家过节，导致火车
票一票难求，铁路交通线拥挤不堪。 印度铁路公
司会在灯节前后增加列车班次， 但仍供不应求。

某些繁忙车次的车票，从开通订票到全部被抢购
一空，甚至不到十分钟。 很多人也因买不到票不
得不留在工作的城市，无法与家人团聚。 一些急
切回家的人会不顾危险直接爬上火车车顶，实在
没地方就拉住车门，硬要跟着火车回家，铁路管
理人员对此也无可奈何，只好任由这些人跟随火
车。 为了保障这些人的安全，火车不得不缓慢前
行。但印度自

1853

年拥有火车以来已推行了
100

多年的实名制，因此哄抬票价的情况很少发生。

2.

公历新年（元旦），是日本运输的最高峰。返
乡高峰期间，公路、铁路、航空等都加足马力，运
送旅客。 其中，铁路运输是日本人返乡探亲的首
选。 而新干线的高速度、高密度可以满足那些在
大城市工作的人们的迫切需要。 在客运高峰期，

日本新干线高速铁路单向发送几乎达到每小时
11

列，因为发送次数多，车次密，所以每辆车停
靠的站点并不多，从而达到快速高效的目的。 当
地时间

2012

年
12

月
30

日，日本东京，日本各
地开始出现了迎接新年的各种喜庆气氛， 日本
新干线铁路

2012

年
12

月
29

日也开始出现了
拥挤的情况， 从东京始发的

6

条新干线均终日
满员，持无座位票上车的旅客人数更是达到了满
员标准的

150%

， 各条国内线路飞机也均出现了
满座的情况。

3.

每年
4

月是泰国最重要的节日泼水节，节日
期间的交通运输基本相当于中国的“春运”。 泰国火
车票实行“半实名制”。 在泰国，火车是普通百姓最
依赖的出远门方式。 火车站通常离市中心较近，比
到机场的交通方便快捷。 火车票也比机票便宜不
少。 在新年、泼水节等重大节日期间，泰国交通部不
仅不会提高铁路运输的票价， 还经常实行优惠票
价，将各线票价下调

30%

到
50%

，对贫困人口还曾
经实行过免费乘车回乡过节的优惠。

4.

韩国人把农历春节称为“旧正”。 对韩国人
来说，无论如何也要回家过旧正。 韩国人口大部
分集中在首尔、釜山等大城市，每年春节前机场、

火车站、汽车站里人山人海。 据韩国建设交通部
估计，旧正期间，韩国近

5000

万人口中，出城返
乡人数将达

3300

多万人次。 和中国春节期间出
现的人流高峰现象一样，韩国的航班、铁路、长途
汽车也是一票难求， 很多人必须彻夜排队买票。

好在韩国面积不大， 全国高速公路又比较发达，

除济州岛等一些岛屿外，一般地方驾车不超过半
天都可到达。 另外，目前韩国拥有汽车的家庭十

分普遍，所以选择开车回家过年的韩国人不在少
数。 为了方便人们出行，韩国非常注意各种运输
手段之间的衔接，有关部门不断完善连接车站的
地铁、公共汽车网络等，让旅客能够更便捷地进
站或转车。

5.

随着年底穆斯林开斋节的到来，许多孟加
拉人都得赶回家与家人团聚。 在这股汹涌的返乡
潮中，孟加拉国有限的铁路运力根本无法满足人
民的需求。 首都达卡市的卡布拉火车站人山人
海，人们在火车站里彻夜排队，只为那一点点概
率。 由于无法从售票窗口买到票，很多人不得已
只能从黑市上搞票， 但票价往往高得令人发指。

最拥挤时，火车站的检票口会直接被拆掉，各站
台上都挤满了等火车的人。 只要火车一进站，等
车的人们便如脱缰的野马一般蜂拥而上，一列火
车额定载客人数通常只是实际载客人数的零头。

由于车厢太挤，很多人只能爬上车厢顶部。 一些
小商贩甚至还设计了扒火车专用的梯子，按人头
收费，而那些连车顶都上不去的兄弟们只能拉住
车门了。 好在火车开得慢，摔下来也没什么大碍，

紧跑两步还能跟得上。

6.

在应对短期运输压力上，英国的秘方是：铁
路和长途客运联手应战。 每当出现火车满员、运
力不足和意外事故的时候，铁路部门一方面及时
公布运输情况， 告诉乘客避开运输紧张的路线，

一方面调集大客车增援，将一部分中短途乘客提
前送走，或迅速帮助他们改乘其他路线。

7.

德国的火车票在圣诞节期间基本上不会出
现“一票难求”的情况，不过“一座难订”的状况依
然存在。 在德国，直接买的火车票并没有座位号，

只有一等票和二等票之分， 上车后自己找座位。

在圣诞期间，由于搭乘的旅客太多，如果想要保
证有座，就要提前订座。 因此，许多德国人都会提
前半个月甚至一个月预订车票。 即便如此，在“春
运”期间，往来各国之间的高铁还是会有很多“站
票”旅客。

8.

和中国的春运一样，美国从感恩节到圣诞
节这段时期是家庭团聚的日子，也是交通最繁忙
的时段。 这段时间美国的客运和中国春节期间非
常类似，一是票难买，二是路难走。 一项调查显
示，感恩节和圣诞节期间，有

80%

的美国人选择
自驾回家过节或者外出旅行，其中半数以上出行
距离都超过

200

公里。 美国人应对“春运”的做法
或有可借鉴之处：第一，尽可能避开出行和回程
的高峰期。 第二，美国的交通枢纽城市比较多，可
以作为旅行中转，不会使出行和回程过分集中在
一两个大中型的城市上，这些都为他们缓解运输
拥挤之状况作出一些帮助。 （网易）

盘点各国的返乡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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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的人口流动， 在很多国家
都很常见。特别是一些发展中国家，

城市化进程加速使人口大规模集中
在几大都市。 每当到了一年中最重
要的节日， 人们无论天涯海角也要
赶回去与家人团聚， 返乡潮纷纷上
演，丝毫不输给“春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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