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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B8_82_E8_A7_84_E5_c61_524315.htm 一、项目背景 西湖风

景名胜区是享有盛誉的国家级风景名胜区，位于杭州市西南

部，紧邻集行政办公、金融、商贸为一体的城市中心区，构

成了杭州独特的“城湖一体、城湖相通”的城市风貌。随着

旅游业的发展，旅游交通和城市交通的冲突逐步暴露，湖滨

地区的城市中心区功能和旅游服务功能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

，进而产生严重的交通拥挤。旅游高峰期间，拥挤的交通与

优美的西湖形成巨大的反差。 二、主要研究内容 1.以《西湖

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为基础，通过进一步调查与分析，分

析交通问题成因，评价交通现状，把握目前和规划中可能遇

到的交通问题，并为以后风景名胜区的滚动规划创造条件；

现状分析的主要内容包括：客流分析、景点分布和游客特征

、道路网络、静态交通、主要交通方式、风景区管理措施、

交通污染、对外交通联系、旅游设施及风景区产业特征、旅

游线路安排。 2.从为实现西湖风景名胜区发展目标、引导旅

游交通合理发展和增强西湖风景名胜区的服务水平和服务品

质角度出发，根据交通与景区布局协调发展的原则，在分析

风景名胜区交通发展趋势的基础上，对西湖风景区的交通需

求进行预测，针对交通供需的问题，提出西湖风景名胜区综

合交通体系发展的基本策略和方针； 3.充分考虑保护生态环

境和自然人文资源，旅游和保护协调发展，编制西湖风景区

综合交通规划，完善西湖风景区道路网规划、公共交通、静

态交通的规划；为近期、中期和远期的实施计划提供指导。 



三、主要的技术创新点 1.力求交通系统的规划建设与景区管

理体制有机结合，为西湖风景区交通管理的现代化奠定基础

。西湖风景区管理体制的改革，使风景区的规划、建设、管

理能够实现统一管理，规划中充分考虑风景区管理的特点范

围，以此为基础进行景区综合交通系统组织模式和结构的构

建，使规划有落实的管理体制基础。 2.摆脱就交通论交通，

就规划论规划的弊端，在现状分析和规划方案中充分考虑风

景区的规划特色和交通特点，综合考虑交|考试-大|通发展与

风景区保护利用的相互关系，多学科、多角度审视和制定交

通发展政策，力求交通和旅游开发、风景区保护的协调发展

，创造良好、高效的交通运行环境，实现西湖风景区的总体

目标。 3.本次综合交通规划作为宏观层次的规划，具体要落

实在实施计划和下一步的规划中。本次规划通过制定不同时

期的设施发展计划，以保证不同交通设施在交通运行上的协

调，避免各自为政。 4.在交通发展战略中明确提出以增加设

施供给来满足交通需求的办法难以为续。随着风景名胜区管

理体制逐步变革，国家财政实力的增长和法制建设的进展，

国家在风景名胜区资源管理方面的政策将从目前的以景观保

护和适度旅游开发为基本任务，向注重保护生态系统、保护

遗产的人文和景观价值做出调整，强化风景名胜区教育功能

，加强教育软、硬件设施建设及人员安排，使国家风景名胜

区成为国家进行科学、历史、环境和爱国主义教育的主要场

所。这将对风景名胜区内交通系统的规划、建设和管理产生

重要的影响，以确保交通资源能公正、公平地为大众所利用

，那种城市交通不加约束的挤占风景名胜区旅游交通、个体

交通方式不加约束的挤占公共交通方式的粗放型交通管理措



施和机制急待改进。 5.以合理的环境容量为前提进行风景区

交通需求预测。将交通需求与风景区的环境保护相结合，针

对常规高峰日和极限高峰日进行交通需求预测，同时结合对

交通方式的引导目标进行设施规模的分析预测。 6.提出适用

于风景区的整体交通组织模式和结构，构建了以公交为主体

同时结合水上交通、自行车交通的特色游览交通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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