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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260/2021_2022__E7_94_B3_E

8_AE_BA_E7_83_AD_E7_c26_260487.htm 城市公共交通是与人

民群众生产生活息息相关的重要基础设施。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城市公共交通有了较快发展，但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城

镇化进程的加快，一些城市交通拥堵、群众出行不便等问题

日益突出，严重影响了城市发展和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提高

。优先发展城市公共交通是提高交通资源利用效率，缓解交

通拥堵的重要手段。为解决好城市交通问题，促进城市健康

发展，现就优先发展城市公共交通提出以下意见： 一、进一

步提高认识 我国土地资源稀缺，城市人口密集，群众收入水

平总体还不高，优先发展公共交通符合城市发展和交通发展

的实际，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和建设节约型社会的重要举

措。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进一步提高认识，确立公共交通在

城市交通中的优先地位，明确指导思想和目标任务，采取有

力措施，加快发展步伐。要通过科学规划和建设，提高线网

密度和站点覆盖率，优化运营结构，形成干支协调、结构合

理、高效快捷并与城市规模、人口和经济发展相适应的公共

交通系统。要进一步放开搞活公共交通行业，完善支持政策

，提高运营质量和效率，为群众提供安全可靠、方便周到、

经济舒适的公共交通服务。要充分发挥公共交通运量大、价

格低廉的优势，引导群众选择公共交通作为主要出行方式。 

二、充分发挥规划调控作用 （一）科学编制公共交通规划。

交通规划是城市总体规划的重要组成部分。城市人民政府要

在对交通现状、需求和发展前景进行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



，以公共交通为核心，通过编制实施城市综合交通体系规划

、公共交通专项规划和轨道交通建设规划，科学配置和利用

交通资源，建立以公共交通为导向的城市发展和土地配置模

式。城市交通规划要与城市总体布局和人口产业分布相协调

，确定发展战略目标、任务、有关技术和经济政策；综合考

虑各种交通方式、换乘枢纽配置，以及与对外交通的衔接，

重点确定公共交通结构、线网分布、场站布局、用地规模、

建设计划等。 （二）保障规划的编制和组织实施。城市人民

政府要大力支持公共交通规划编制工作，将规划编制所需经

费纳入财政预算，确保编制任务的完成。要保持规划的严肃

性和稳定性，保障规划的组织实施。采取有力措施，切实防

止和纠正违反规划、侵占公共交通基础设施及其建设用地的

行为，保证优先发展公共交通的需要。 （三）建立健全法律

法规和标准体系。要从实际出发，借鉴国内外优先发展公共

交通的成功经验，从规划、建设、管理等方面，加快建立确

保公共交通优先发展的法律法规体系。要健全场站建设、车

辆配备与更新、设施装备、服务质量等方面的技术标准体系

。进一步强化法律法规和标准的指导作用，促进城市公共交

通健康有序发展。 三、完善公共交通基础设施 （一）合理规

划设置场站和配套设施。城市人民政府要按照城市公共交通

规划要求，将公共交通场站和配套设施纳入城市旧城改造和

新城建设计划；将公共交通场站作为新建居住小区、开发区

、大型公共活动场所等工程项目配套建设的一项内容，实行

同步设计、同步建设、同步竣工、同步交付使用。已投入使

用的公共交通场站设施，不得随意改变用途。对符合公共交

通车辆通行条件的居住区，应设置公共交通线路及相应的站



点。在城市主要交通干道上，建设港湾式停靠站，配套完善

站台、候车亭等设施。按照“满足群众需求，不干扰正常通

行”的原则，合理规划、科学设置小公共汽车和出租汽车停

靠点。对未按规定配套建设公共交通场站等公共交通设施的

建设项目一律不予审批、验收。 （二）加强城市交通换乘枢

纽建设。交通换乘枢纽是一体化交通系统的关键环节。符合

条件的地区要建立换乘枢纽中心，引入各种交通方式，实现

公共汽（电）车、大容量快速公共汽车、轨道交通之间的方

便快捷换乘，以及城市交通与铁路、公路、民航等对外交通

之间的有效衔接。换乘枢纽中心要配套建设机动车、非机动

车停车场，配备相应的指向标识、线路图、时刻表、换乘指

南等服务设施，方便群众使用。 （三）推动智能公共交通系

统发展。要积极利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的公共交通系统，

以信息化为基础，促进乘客、车辆、场站设施以及交通环境

等要素之间的良性互动，推动智能公共交通系统建设。建设

公共交通线路运行显示系统、多媒体综合查询系统、乘客服

务信息系统，使广大乘客能够方便了解公共交通信息，合理

安排出行。充分运用信息技术，建立电脑营运管理系统和连

接各停车场站的智能终端信息网络，加强对运营车辆的指挥

调度，提高运营效率。 四、优化公共交通运营结构 （一）大

力发展公共汽（电）车。公共汽（电）车承担着城市公共客

运的主要任务，要在稳步增加线路、延长营运里程、扩大站

点覆盖面的基础上，优化线网结构和运力配置，满足人民群

众日益增长的出行需要和多样化交通需求。公共汽（电）车

线路和停靠站点要尽量向居住小区、商业区、学校聚集区等

城市功能区延伸，方便人民群众生产生活。要采取有效措施



积极扶持城乡之间的公共交通发展，引导城市公共交通向农

村延伸服务，方便农村客运与城市公共交通的接驳换乘，解

决农民出行难问题。小公共汽车作为公共汽（电）车的补充

，是中小城市公共交通的主要形式，要充分发挥其优势，合

理引导，规范发展。 （二）有序发展城市轨道交通。城市轨

道交通建设要坚持量力而行、有序发展的方针，与城市规模

和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要按照《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城

市快速轨道交通建设管理的通知》（国办发〔2003〕81号）

要求，对经济条件较好，交通拥堵问题比较严重的特大城市

轨道交通项目予以优先支持。项目建设要严格按照城市轨道

交通建设规划组织实施。轨道交通的建设和运营成本不能完

全通过车票收入来平衡，要积极探索改革建设、运营和投融

资体制，增加投入，促进轨道交通健康发展。 （三）适度发

展大运量快速公共汽车系统。大运量快速公共汽车系统是利

用现代化大容量专用公共交通车辆，在专用的道路空间快速

运行的公共交通方式，具有与轨道交通相近的运量大、快捷

、安全等特性，且建设周期短，造价和运营成本相对低廉。

具备条件的城市应结合城市道路网络改造，因地制宜发展大

运量快速公共汽车系统。要在做好建设规划的基础上，处理

好与其他公共交通方式的衔接和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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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