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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来越堵的北京，城市交通难题，会不会给北京２００８年

奥运会的举办带来障碍，这个问题成为深受海内外人士关注

的热点之一。１２月７日至８日，来自我国各地的百余名交

通专家聚集北京，研讨如何破解深受关注的北京“奥运交通

难题”。在北京会议中心举办的第二届“中国北京奥运交通

论坛”，主题为“新北京、新奥运、新交通”，两院院士周

干峙、中国工程院院士施仲衡、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院

长王静霞等专家，就北京的新北京交通体系战略构想、北京

２００８年奥运交通战略规划思考等进行了研讨。这项活动

由中国工程院、中国交通工程学会、中国科技咨询协会、中

国城市交通规划学术委员会、北京交通工程学会等主办。破

解之术不能全押在硬件建设上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院士

周干峙认为，从上世纪８０年代以来，北京市交通硬件建设

速度很快，筹办和举办奥运会期间，更会加快各种硬件建设

步伐。但他认为，要解决北京奥运会的交通问题，不能仅仅

把宝都押在硬件建设上。加强交通管理的能力是最行之有效

的措施。周干峙举例说，北京的交通标志问题就没有完全解

决好。他说，交通标志看起来是小事，但由其组成的系统却

是一件直接关系到交通效率的大事。“小事”解决好了，同

样具有非常好的效果。他说，北京新的道路、新的设施不断

涌现，交通标志问题跟不上，就会产生一系列负面作用。周

干峙说，北京正在东直门、西直门等地建设一些新的交通枢



纽以及在四环、五环、六环线上建了不少立交桥等，但建成

后必须让人知道怎么走。让所有驾车人都能够从交通标志上

找到行车路线，还要通过电视、报纸、网络等媒体传递各种

新的交通信息。另外还要不断更新北京地图，现在北京的交

通地图很快就过时了，主要是建设的速度太快，地图的编印

速度跟不上建设速度。司机和游人手上现有的地图的交通指

示作用受到了限制。周干峙认为，交通管理上还要依靠新的

技术，管理上智能化的技术。例如卫星定位技术等都要大量

推广和应用。他同时指出，奥运会期间应当在上路的汽车上

安装交通显示屏，随时随地提示路上的交通状况，以减少出

行时堵车带来的困扰，增加道路的使用效率。除此之外，他

还建议，北京要在奥运会期间运用磁悬浮列车技术，适当修

建一些磁悬浮列车。一是能够缓解日益紧张的石油能源问题

，二是推行这项技术可以达到环保的效果，磁悬浮列车基本

没噪声，不污染环境。特别是中低速磁悬浮技术适合城市交

通使用。他认为，上海建成的磁悬浮列车一年半的运行状况

越来越好，从浦东机场到陆家嘴２０多公里只需要不到１０

分钟时间，在北京有推广价值。中国工程院院士施仲衡认为

，加快城市轨道建设是解决北京交通难题的关键。他说，城

市轨道交通能够达到大运量疏散客人的目的，这样可以解决

２００８年交通需求的大幅增加。北京市轨道交通曾经一段

时间处于停顿建设阶段，现在正在进入到前所未有的高速建

设期。修建城市轨道交通，可以缓解城市中心区交通压力，

节省土地资源，节省能源，尤其是石油。还能够减少城市空

气污染。目前北京正在建４号线、５号线、１０号线等３条

地铁线路。建成后，北京市的地下交通基本骨架将形成，对



北京今后的持续性发展提供良好的条件。不过，这位专家认

为，北京的城市有轨交通建设面临着要处理好建设与管理的

关系，建设的同时就要为未来的管理留下管道。他认为，目

前地下有轨交通建设实施阶段为管理者和建设者都带来了一

系列挑战，尤其是城区内进行的地铁建设更是如此。如要在

建设中处理好地下管网、地上建筑等的关系，有的建设还要

穿过已建好的１、２号地铁线等，难度相当大。实施好风险

管理对搞好北京的城市有轨交通建设而言非常重要。他同时

指出，现在北京的城市有轨交通建设中存在着一些问题，如

换乘问题过去从设计时就解决得不好，不仅地铁之间的换乘

，地铁与地面交通之间的换乘等也都没有解决好，给群众每

天都带来了麻烦。日益增多的私家车与地铁换乘的问题，也

需要在今后的城市有轨交通、大型交通枢纽建设中很好地进

行解决。从设计开始就要本着以人为本、方便群众的思路来

进行。近几届奥运会交通六大经验值得借鉴北京市交通委员

会副主任刘小明在论坛上发言时说，近几届奥运会在交通方

面的经验和教训给北京筹办和举办２００８年奥运会提供了

有益的借鉴。他认为，从近几届奥运会交通方面的情况来看

，成功方面的经验主要为：一是建立完善的交通组织体制与

协调机制，如悉尼奥运会成立专门的奥运道路及管理机构，

负责奥运会所有的交通相关事务，在赛事两个月它可以调动

所有地方交通机构，同时也成立了交通管理中心，进行了一

揽子交通规划和运作。日本长野冬奥会由一个专家组成的交

通运行协作会来进行管理。二是设立奥林匹克专用线路，设

立奥运专用道用于确保奥运大家庭高标准交通服务水平。悉

尼、亚特兰大、雅典奥运会期间都采用了这一做法。三是分



层次的交通服务。对不同层次的对象有不同等的交通服务，

包括配置不同的交通工具，这是在各个城市主办奥运会通常

采用的方法。四是公共交通为主的交通服务。公交系统的充

分运用是各个举办城市破解交通难题的重要环节。相应的公

交出行在亚特兰大、悉尼、盐湖城奥运会上，所占的比例都

比平时有２０％至４０％的大幅度增长。五是必要的交通需

求管理。在交通需求管理方面也有一系列的政策，这里包括

日常出行的政策，包括鼓励观众早到晚离的政策，也包括科

学停车规划和收费调节的政策。所有这些政策都为削减奥运

交通量创造了非常好的条件。具体措施有，科学的停车规划

和收费调节政策；票务政策来调整出行分布；日常出行错时

政策；鼓励家庭办公及减少高峰期的非必要出行；鼓励乘坐

轨道、普通公交及合乘等。六是建立完善的规划与应急预案

。奥运会的交通计划要按照仿真效果制订，同时还要优选出

奥运会车辆紧急情况时的备用道路，还要根据奥运会车辆行

驶路线制订交通诱导方案。要通过一系列应急交通预案来解

决奥运会时有可能出现的交通意外事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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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