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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_AE_BA_E6_9E_84_E5_c57_645712.htm 摘要：随着信息时代

的到来，人口的膨胀和不断恶化的环境使现代交通系统面临

着严峻的挑战。如何在这样的形势下有效地解决交通问题从

而获得科学发展、和谐发展、可持续的发展是交通运输管理

者们所必须研究的课题。 关键词：快捷高效；城市交通；持

续发展 交通运输系统作为现代国民经济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

分，对于维持宏观经济的健康发展，保证人民的生活质量，

以及合理控制生态环境污染都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建立有

效的交通系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它需要综合考虑土地使

用、城市规划和其他许多社会经济因素。随着信息时代的到

来，人口的膨胀和不断恶化的环境使现代交通系统面临着严

峻的挑战。如何在这样的形势下有效地解决交通问题从而获

得科学发展、和谐发展、可持续的发展是交通运输管理者们

所必须研究的课题。来源：考试大 学习党的十七大精神，深

刻领会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旗帜和“加强基础产业

，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发展现代产业和综合运输体系”的战

略意图，自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的十七大精神上来，把

城市交通系统建设落实到党的十七大提出的战略意图上来。

目前，相当一部分发展中国家由于城市规划、土地使用和交

通规划的脱节，使得这些国家的大城市交通状况拥挤不堪、

管理混乱、污染严重，很大程度上桎梏了经济的成长，并陷

入恶性循环的怪圈。我国一些城市也出现了类似现象，许多

大城市正进入高速扩展的阶段，亟待寻求适当的战略以避免



重蹈其他发展中国家城市建设的覆辙。构建绿色交通不失为

解决以上问题的良策。 一、制定交通发展策略，为城市交通

提供必要的管制和调控来源：www.100test.com 交通系统的发

展目标与挑战交通系统的规划是城市规划的有机组成部分，

在国家主体规划的框架之下，交通系统发展的基本目标应以

建立整合、高效、经济的道路交通网络，并使之持续满足国

家、人民的需要。在确保环境质量的前提下，优化利用现有

交通资源和保证公共交通的通畅。如今中国的大中城市，随

着人流量、车辆的骤增，交通堵塞、拥挤现象愈来愈严重，

而城市的的地理条件也决定了不可能通过扩充面积来适应不

断增长的交通需求。那就只有通过充分发挥现有土地与交通

资源的潜力，合理控制交通需求的增长，才有可能用有限的

资源保证道路交通战略基本目标的实现。基于这种思考，交

通发展策略应主要考虑以下两点： 1.整合土地使用和交通规

划以充分提高土地利用的效率，减少路网建设的盲目性，建

立完整有效的道路交通网络，包括普通道路、城市快速路、

地铁系统、轻轨系统等。 2.发展以公共交通为导向的交通系

统。与使用私人汽车相比，公共交通系统节约道路资源，减

少环境污染，调节都市发展，因此，成为现代都市实现可持

续发展的自然选择。通过交通需求管理限制私人汽车和中心

商业区道路资源的使用，促使出行人选择公共交通系统，从

而达到节约资源、提高效率的目的。 二、实现土地使用与交

通规划的有效整合 城市交通系统的主要任务是服务于人和货

物商品在城市不同地区之间的运输，这就使得交通规划必然

是城市规划、土地使用与交通技术相结合的产物。因此，在

城市发展的初期就利用土地使用规定城市地区功能从而有计



划地引导未来的运输是保证交通系统持续发展和快捷高效的

基本措施。土地按照宏观功能应划分为以下五类：工业用地

、空白用地、居住用地、交通用地、中心商业区。除了利用

土地使用政策，还要通过整合交通规划和城市规划来管理交

通需求。从研究角度看，使用统一的数学模型整合交通规划

和城市规划是更值得探究的方向。近年来，这些整合模型的

数学建构、求解算法乃至仿真计算都在美国和欧洲的学术界

进行了广泛深入的探讨，取得了相当的进展。中国由于有数

量众多的城市正在高速发展，在研究这一课题方面具备天然

的试验方面的优势。 三、建立快捷高效的城市公共交通运输

体系本文来源:百考试题网 所谓可持续发展，即在满足当前需

要的同时，不损害后代子孙在未来追求自身需要的能力。因

此，建立一个快捷高效的城市公共交通运输体系是实现可持

续发展的内在要求。 从现代城市看，公共交通运输体系应包

括城市捷运系统、城市轻轨系统、公共汽车系统、出租汽车

系统四部分。城市捷运系统主要承担连接主要地区间频繁交

通干线上的大部分客流，保证整个交通系统宏观运行的效率

和稳定；城市轻轨系统主要用于连接捷运站与主要居住区和

商业区，从而实现真正的门对门交通；公共汽车系统主要承

担区域内部和相邻区域间的近距离交通；出租汽车系统主要

填补公共交通与私人交通间的空白。通过采取一系列的措施

限制私人汽车的使用，公共交通系统的运行效率将会得到显

著提高。虽然公共汽车系统的运行不如轻轨系统稳定可靠，

但数量庞大的公共汽车运具和星罗棋布的车站仍然可以保障

系统的整体效率。 四、控制交通需求，促进城市可持续发展 

经济发展必然刺激人们对私人汽车的消费愿望，利用一系列



的政府行为和政策手段调控交通需求和实现平衡发展，是十

分必要的。我们可以通过静态的车辆配额系统与动态的电子

道路收费系统两种主要方式对交通需求进行管制。车辆配额

系统是通过限制车辆年增率和增加机车拥有人的负担，有效

控制长期范围内车辆数量的增加，促使人们选择公交系统。

电子道路收费系统是通过对用户实施电子收费来降低高峰时

段交通拥挤。通过额外的收费，它使用户在不必要的时候避

免进入控制区域以降低交通成本，从而达到减缓阻塞的目的

。总而言之，车辆配额系统增加用户购车的固定成本，道路

收费系统则增加使用车辆和道路的动态成本。通过两者的结

合，有效地进行了对交通需求长期和短期、静态和动态的调

控，有力保证了以公交系统为导向的交通发展战略的实施。 

五、广泛开发应用智能交通系统来源：www.100test.com 高服

务水平的交通系统不仅依赖于合理的规划方案和适当的交通

需求控制，同时也离不开动态的交通组织、管理技术和策略

。智能交通系统正是一个利用现代计算机和通讯技术对城市

交通网络实施系统性、整体性管理和监控的有效途径。智能

交通系统主要通过实施动态的组织管理策略并提供及时、全

面的交通信息来引导交通流的合理分布，最终优化系统的运

行效率，提高交通服务水平。因此，智能交通系统已经成为

现代城市交通管理的发展方向。如可利用城市快速路监控信

息系统在高速路边用电子公告板的形式为用户提供及时的交

通状况信息以避免用户进入过分繁忙或有事故发生的路段；

利用车速信息系统使安装在出租汽车上的全球定位系统接受

器获取不同道路上的平均行驶速度，以此了解区域内的整体

交通状况；利用路口监测系统监控路口的运行状况，一旦有



事故发生，交通控制中心可以及时采取措施调整交通流量。

最后通过整合交通管理系统把从以上系统中收集和处理的交

通信息进行数据采集，提供给出行者，从而实现对都市交通

系统的智能管理和调控，确保良好的交通服务水平。 相关推

荐：探讨绿化工程施工阶段质量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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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