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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几点思考 跨入新世纪，随着我们国力的增强和人民收入水

平的提高，广大群众改善居住条件的要求越来越高。现代住

区的规划建设如何创造出更加舒适、更加便捷、更加文明健

康的人居环境，既是时代的要求，也是市场的需求 。一、关

于住区的交通组织1 ．人、车分流问题 住区的交通网络，被

称为住区的血脉，是住区规划设计的关键所在。路网怎么设

计，人、车是分流带是合流，很大程度上关系着居住生活质

量。 现在，有一种观点认为，住区交通组织一定要做到人车

分流，否则，住区交通组织不能称优秀。我认为这种看法，

有关偏颇，甚至是一种误导。 按照常理，不同的住区、区位

环境不一样，规模条件不相同，不可能也没必要按一种模式

去规划设计。许多规划建设的实践表明，不是因地制宜，而

是刻意追求某一种形式，往往会适得其反，做出来的住区交

通组织不经济，不合理。 在实践中我们发现，不少住区采取

人、车合流的交通组织有它的合理性。因为住区的机动车交

通量毕竟不同于城市干道，是有限度的，再者，住区对机动

车的车速也是严格限制的，不允许开快车。故此，采用人、

车合流组织住区交通的优秀住区，国内、国外都不乏其例。 

我想强调的是，住区交通组织，可以人、车分流，也可以人

、车合流，要因区制宜。适合做人、车合流的路网，必须实

行分道。即人行、车行可以在一条交通线上，但行进中，必

须各行其道，人、车分道行驶。 人车分道，对道路断面设计



有一定要求，平面设计要留出人行道的位置，留足人行道的

占地；竖向设计最好是车行、人行不在一个层面，略有高差

；在空间上作适当分隔，比如做绿化分隔，种植行道树等。

相信这样的交通环境，开车人和步行人都会有安全、满意的

感觉。 无论人、车分流，还是合流，人、车要分道，路网结

构要合理，密度要适当。我认为住区的路幅不宜太宽，太宽

了易使驾车人无形中放松警戒，容易开快车，增加安全隐患

。一般情况下，小区主路双车道即可。路幅可适当窄一点、

路网应适当密一点。这样，交通用地不增加，投资不增加，

既满足交通功能要求，又改善交通安全环境。2 ．停车问题 

这里所说的停车，是指机动机的停放。随着社会、经济的发

展，小汽车进入家庭的步伐迅速加快，住区停车问题愈显突

出。近一、二年各地对新建住区停车要求越来越高，有的已

超过建设部对康居工程的停车指标要求。 切实解决好停车问

题，要满足三个方面：一是要有足够的车位数量，二是要能

够便捷地存取车，三是要处理好人、车、绿地的矛盾，分析

各地住区停车的成功经验，我觉得以下几点可以借鉴：第一

，坚持就近停放、合理而局。就近即意味着方便，如果存取

车都不方便，则有悖于住户买车图方便的初衷。就近，能满

足人的心理需要，住在楼上，车停楼下，开窗可视爱车，令

人放心，甚至，自己的孩子还可能到自家车边看一看，摸一

摸，围车游戏，也是一种天伦之乐，正常心态。就近，也不

一定会影响环境。汽车的噪音，尾气问题，相信会因汽车技

术进步而逐步得到缓解，再说，人往往是要有一定的声波刺

激的，它会让人感到这就是生活，这里有生机，过分的寂静

反而会让人不安。第二，尽量采用地面停放，均匀分布。这



是就一般的住宅区而言的。至于那些地处闹市中心或对容积

率要求很高的住区的停车问题，只能靠地下空间或地上立体

停车，此乃不得已而为之。地面停车的主要优点是投资少，

见效快，同时地面停车效能高，投资一平米，见效一平米。

不同于建地下停车场，受建筑柱网结构制约，难以有效充分

利用。现正在建的北京龙泽园小区，为国家康居示范工程之

一，中美合作项目，就采用了八个均匀分布的地面停车场的

规划做法，其停车位占到停车总数的 70% ，这由美国规划师

设计，得到了我国国内专家的普遍赞同。地面停车，要平衡

好人与车的用地关系，规划时要留足人的户外活动用地。可

利用住区的消极空间，宅旁屋后适当建规模适当的停车场，

也可在道路的适当位置放大处理，建设港湾式的停车场。这

样的停车场，使用者因日落而归，车停满，人回屋，互不干

扰。络，被称为住区的血脉，是住区规划设计的关键所在。

路网怎么设计， 地面停车，还要平衡好停车与绿化的关系，

不能影响环境。一般可采用植草砖，但应注意砖壁要薄，以

留有足够的植草空间，还可在车位间种植林荫树等形式，以

增加住区绿量，改善生态。通过规划师的精心设计和日常养

护，这类问题不难解决。第三，一次规划，分步实施。住区

规划必须有前瞻性，规划出足够的停车位，为未来发展留有

余地。这方面的经验教训是深刻的。如十年前建设的一批国

家试点小区，有不少因为对停车位考虑不足，现在已跟不上

发展，出现了严重的车“满”为患，从而失去了昔日的光辉

。住区规划对停车位数的把握必须按照当地政府要求和发展

趋势留足数量，一次规划到位，以免造成“先天”不足。具

体实施时，可以分步推进。规划方案也要尽力方便分步实施



。家庭小汽车发展有个过程，过度超前，会造成浪费，特别

是花了巨额资金建大型地下车库，建成后不能充分利用，对

开发商和住房人都不利。现在有的住区建成后房子售馨，停

车位卖出不多或卖不动的情况也常见。连深圳这样的经济发

达地区也不乏其例。为能分步实施，一些住区将集中停车场

，规划设计在集中绿地、小广场、学校运动场等地下空间。

当停车数量不多时，暂不建地下停车场，在汽车数量增加后

，逐步开发地下停车场。这样做，兼顾了近期使用和远期发

展，具有可操作性。在再建地下停车场时，也容易实施，经

济性亦好。地下停车场可以采用全地下和半地下两种方式建

造。有采用掩土车库的形式 ( 即抬高绿地、运动场、底层作

车库 ) ，有效解决了人、车、绿的矛盾。3 ．住区封闭管理问

题 这些年，我们规划建设的住区，多作空间围合，只留一、

二个或二、三出入口让区内的人通行，并加设穿制服的保安

实施封闭式的住区管理。应当承认，这种做法在一定程度上

起到了维护住区环境安全和安静的作用。然而，事物总是一

分为二的。随着社会的进步，科技的发展，住区封闭式管理

受到了时代的挑战。其一，住区的封闭管理会造成部分居民

出行的不便，不符合现代人高生活节奏的要求，尤其是年青

的上班族。人们在限定的一、二个出入口通行，上下班高峰

时，更易造成“瓶颈”堵塞，交通不畅且不安全。其二，封

闭管理安排警卫值勤，虽对歹徒、坏人有威慑力，但对住区

居民少了亲切感、轻松感，甚至是减少了私密性。安全保障

还得依靠科教进步，少用保安中“人海战术”。其三，封闭

管理，不便于社会交融。一个住区形成一个封闭的庄园，城

市中形成越来越多的“独立庄园”，人类多元文明之间的交



流明显受阻。其四，为了强调住区的封闭合理，必然减少住

区的出入口，又必将减少住区之间的穿行，进而导致城市的

路网的稀疏。本来就已十分紧张的城市交通，将随着新的住

区的建成而加剧城市交通的紧张和拥挤。中国加入 WTO ，

我们的国门都打开了，封闭的围墙推倒了，我们不少城市提

出要建成国际城市加家园城市，城市住区为什么还要反其道

而行，自己给自己加设隔离的围墙呢 ? 住区的规划建设更应

持开放的态势。当然，住区不封闭，空间不围死，不等于“

路路通”，任意穿行。开放的住区也应有自己的“游戏规则

”，这个“游戏规则，要与居住的人的活动轨迹相吻合。通

过科技手段，既实现住区的开放、通透，又做好住区环境的

维护和安全防范。新城市主义倡导街坊式的住区布局，主张

提高住区的道路密度，增加住区的交通通透性，这是现代住

区规划建设不能不考虑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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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