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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 一、注意事项 1.申论考试，是对分析驾驭材料能力、解决

问题能力、言语表达能力的测试。 2.作答参考时限：阅读资

料40分钟，作答110分钟。 3.仔细阅读给定的材料，然后按申

论要求依次作答，答案书写在指定的位置。 二、资料 1.北京

市有500多万流动人口，其实在大街小巷中违反交通规则导致

交通堵塞最多的是行人、骑车人、大小公交车及重型货车。

行人和骑车人在没有交警和交通协管员的路口常与机动车辆

抢行，本来一次绿灯过六七辆车的，抢来抢去有时只能过两

三辆车，怎么能不堵呢？本应是右转弯或左转弯道却常被直

行车或非法掉头车占用，使正常转弯车辆堵在右转或左转弯

道上，这些行为严重影响了道路的使用率和通行率；还有快

车道经常被低速行驶的车辆占用，这些都大大影响车辆的通

行速度；在有些辅路上司机为抢道互不相让，致使车辆横七

竖八地纠结在一起，造成大面积堵车。这些问题不是靠限制

私车就能解决问题的。现在连中小学生骑车都敢逆行或不按

信号灯行驶，那么再看某些成人的素质就更低了。 2.如果说

医生是与死神赛跑的天使，那么对急救医生速度的要求就更

显苛刻。然而，120姗姗来迟延误病情，甚至因未获及时救治

导致病人死亡的报道并不鲜见。在生命危急情况下，我们寄

予厚望的“120”是否真能背负起生命之重？急救速度急不起

来的原因到底何在？ “自2009年1月1日以来，我家人给我打

过4次120，速度最快的一次十几分钟，最慢的一次竟花了将



近1个小时！”2月5日，记者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宣武医院采

访时，碰到了这位体内搭有4根支架的患者陈继（化名）。“

我当时是突发心梗，心疼得难受，不停出大汗。家人见状马

上拨打120。我家附近就有医院，一般10分钟左右就到了，却

没想到120说没车，得从石景山那边调车过来。足足等了快一

小时，差点要了我的老命！” 在问及“你希望120多长时间内

到达”时，得到的答案如出一辙：10分钟左右。但就目前情

况看来，国内几乎没有城市能够做到这一点。据记者了解，

北京急救车到达的平均时间约为15分钟，但一等半小时甚至

一小时的情况也不少见。“哪怕能达到15分钟，这速度也比

美国慢了一倍多。 “我们要求医护人员接报2分钟内必须出

发。但北京的交通情况大家都清楚，除了夜间，现在基本上

都没有所谓的高峰时段一说了，因为几乎任何时候都是高峰

。”北京急救中心主任张永利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道路

成为影响急救速度的重要原因之一。据厦门一位一线救护人

员保守估算，大约30%的伤病员，因为道路拥堵、让行困难

而耽误了最佳治疗时机。花在路上时间多的另一个原因是普

通司机不让道。调查称，60%的司机面对闪烁的急救灯没有

让道意识。但其中也不排除有急救车没事乱鸣笛的现象。 3.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城市化进程显著加快，

我国许多大中城市交通拥堵的日趋严重。从国际范围来看，

城市交通拥堵也是普遍性难题，越来越成为现代城市管理的

热点和难点。 近年来，我国城市道路建设成就显著，人均道

路面积由2.8平方米上升到6.6平方米。然而，与此同时，机动

车辆的增加更加迅速。 以北京为例，有资料显示，近年来北

京每年用于修路的资金投入都在30亿元以上，城市道路年增



长速度保持在3%左右；而车辆增长速度为15%，车流量年增

长速度更高达18%。从全国来看，目前全国32个百万人口以上

的大城市中，有27个城市的人均道路面积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 一方面是怨声载道的交通拥堵，一方面是越来越多的机动

车涌上街道。据统计，北京市每天上路新车达1000多辆，高

峰日曾达1800辆。2007年5月26日，北京市机动车保有量突破

了300万辆.与此同时，北京市区干道平均车速比10年前降

低50%，主要路口严重堵塞的达60%。 城市道路越修，路越

堵。业内专家认为，这种怪圈反映出我国城市交通需求量与

交通供给量之间的矛盾。在交通经济学中，这种现象被称为

“当斯定律”新建的道路设施会诱发新的交通量，而交通需

求总是倾向于超过交通供给。 对此，城市交通专家、北京市

政府长城友谊奖获得者徐康明认为，当一个城市机动车拥有

量和使用频率超过一定程度，城市的道路交通状况就会处于

一种低效的状态。道路的机动车拥堵面会逐渐扩大，拥堵的

持续时间会逐渐加长，反映在采用机动车出行的时间会逐渐

变长，油耗加大，机动车尾气排放总量逐步增多。也就是说

，城市道路系统处于瘫痪的状态。 造成这种现象的直接原因

是道路面积不足。专家介绍，我国目前大城市的人均道路面

积虽然比以前有所提高，但仍不到发达国家的1/3，且远低于

我国《城市道路交通规划设计规范》(GB50220-95)规定的国

家畅通工程A类城市一等标准(大于等于16平方米/人)。其次

，我国大城市近几年城市道路建设的增加，主要分布在新开

发的市区和郊区，相对来讲，中心区的道路面积率反而略有

下降。此外，我国城市中占用道路和人行道问题一直存在，

城市新增的道路面积，往往很快就被各种摊商、集贸市场和



停车场相继侵占，使本来就严重短缺的道路面积更加紧张。

4.建设部城市建设司司长李东序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中国将

优先发展城市公共交通，以减缓城市能源消费增长。李东序

介绍，优先发展城市公共交通的总体目标是：特大城市逐步

建立以大运量快速交通为骨干，公共汽车、电车为主体，出

租汽车等其他交通方式为补充的城市公共交通体系；大中城

市逐步建立以公共汽电车为主体，出租汽车等其他交通方式

为补充的城市公共交通系统。 近年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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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出行不便等问题日益突出。 随着城市

机动化进程的加快，城市交通结构出现了向个体小汽车为主

转化的趋势，城市公共交通服务水平随之明显下降。目前中

国公交出行的分担率平均不足10%，特大城市也仅有20%左右

。公交车速越来越低，现在平均车速只有10公里/小时，已低

于自行车的12公里/小时和小汽车的20公里/小时。 为了促进

城市公共交通的发展，建设部等有关部门提出，在城市维护

建设资金、城市公用事业附加费和基础设施配套费等收入中

安排一定比例的资金用于城市公共交通发展。 对成品油价格

调整影响城市公共交通增加支出，由中央财政予以补贴。定

期对城市公共交通企业的成本和费用进行年度审计与评价，

在审核确定城市公共交通定价成本的前提下，合理界定和计

算政策性亏损，并给予适当的补贴。 对城市公共交通设施，

包括城市轻轨、地铁、公交车辆停车场、调度中心、公交枢

纽等建设用地，采取划拨的方式供地。强化城市规划的“黄

线控制”，不得随意挤占城市公共交通设施用地或改变使用

性质。 加强公交专用道和优先通行信号系统的建设，进一步



扩大公交专用道的覆盖范围，强化公交专用道的管理力度。

对公交优先车道的设置进行全面、系统、科学合理的规划。

科学设置公交优先信号系统，保障公共交通在道路交叉口通

行时间上的优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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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