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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B8_82_E9_81_93_E8_c61_646646.htm 近２０年来，我国城

市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但是，一些城市所出现的交通拥

挤堵塞问题也是空前严重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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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低于全国

平均水平；９０年代中后期，上海等城市中心区５０％的车

道上高峰小时饱和度更是达到９５％，全天饱和度超过７０

％，平均车速下降到１０ｋｍ／ｈ。为此，交通问题已经日

益引发各城市政府的重视，并成为民众关心的焦点。２００

０年，国家公安部、建设部联合发文，要求全国部分城市实

施道路交通的“畅通工程”，力图通过行政手段促进道路建

设和交通管理协调，推动城市交通拥挤堵塞问题的缓解１。

尽管如此，实践中不少城市所体现出的重道路建设而轻道路

政策理论研究，重交通规划而轻交通管理，重短期“政绩”

而轻长远目标的某些倾向，使我们不得不深刻地思考以下问

题。 １ 道路交通拥挤的缓解在于整个道路交通开放系统的不

断改进 目前，许多城市里的交通问题是通过局部路段、局部

道路交叉口的拥挤堵塞反映出来的。显然，按照西医“脚痛

医脚，头痛医头”的观念，拓宽这些道路，在交叉口修建立

交似乎是立竿见影的解决办法，但问题却很少这样简单。以

美国的城市道路建设为例，城市里更宽更多的道路、立交在

建成之初的确方便了人们的出行。但是，越来越多的事实表

明，草率地选择多修路来解决城市交通问题，最终导致了美

国城市里更为严重的交通构成失衡、交通拥挤及城市中心衰



退等问题〔２〕。究其原因就是不少研究者、决策者曾经错

误地估计了道路建设对解决城市的交通问题的积极作用而忽

略了其他方面，如交通需求、公共交通、交通管理等对解决

城市交通问题作用的全面研究。结果，路修得越多，促进了

私人轿车的消费，而道路拥挤情况依旧，公共交通也日益变

得更加的萎缩（如图一）： 典型的如洛杉矶和底特律两个城

市。到６０年代，虽然两市分别修建了多达数千公里的汽车

专用道路，但交通拥挤问题依旧。同时，因服务水平下降，

其公共交通严重萎缩，客运量分别下降到总客运量的１．５

％、４．５％〔２〕。两城市仍有大量承担不起私车交通的

市区贫穷人口，于是又引出了如何为这部分人提供必须的交

通条件及市中心衰退等社会问题。美国政府认识到城市交通

设施建设的局限性和公共交通的重要作用，并于６０年代通

过了世界上第一个比较完善的《公共交通法》。 而北京在这

方面似乎也走过一段弯路，前些年已修通投资巨大、立交众

多的二环、三环主干道路８１ｋｍ。但由于辐射道路干线和

支线建设滞后，没有形成与环线相配套的完整道路及相应的

管理系统，加上这些年机动车辆的迅猛激增和相应交通需求

管理不力〔３〕，环线进出口上往往堵塞，形成了新的交通

问题。大城市解决交通问题的重点应不再局限于道路交通设

施的建设，而应扩大到建立一个以社会化公共交通网络为主

体，以快速交通为骨干的多层次、多元化交通方式协调运行

系统。在这一系统中，道路建设、客运系统、货运系统及相

应的交通管理与控制系统都将得到很好的研究和解决。 ２ 城

市交通问题的缓解有待于提高道路交通网络建设研究和决策

的科学化水平 近２０年来，国内城市修建道路、改善城市交



通环境的热情异常高涨。但是，由于没有形成一个科学化的

研究、决策机制，部分行政领导的个人意志代替了科学、民

主的研究、决策过程，以至不少城市把主要精力、资金投入

了主要道路建设和相应的地产开发，道路建设项目草率上马

。还有高架道路热，高架道路本来是一种迫不得已的事情，

但是好多城市还在追求，甚至把它作为市长的政绩，列为“

为民工程”，结果非但没有解决原有交通问题，还造成了不

少新的交通问题和隐患：本文来源:百考试题网 ２.１ 新建、

改建道路集中在市区和开发的新区，道路建设时序、走向、

宽度等与城市发展方向及规模不符，浪费大量建设资金和道

路资源。如北海、张家港的道路建设。同时，在许多城市的

外围，城市道路与公路的衔接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造成交

通进出城市十分不畅，导致出入境交通影响市内交通。典型

的例子如广州外围道路系统及沪宁高速公路和沿线城市市区

道路的衔接。 ２.２ 主要干道或几个重大交通项目的建设占

用了几乎全部的资金，相应的交通政策、交通规划研究、反

馈得不到应有的重视，交通设施建设科学性少，随意性多，

对缓解城市交通问题作用不明显。目前，从全国范围看，真

正对城市交通问题长期投入人力、物力进行研究的城市仅有

北京、上海、南京、广州、深圳、沈阳、武汉等城市。我国

，多数城市还是仅仅把城市交通问题作为一个子专题单独进

行阶段性研究。还没有引起人们长期的足够的重视。城市交

通问题因其复杂性、综合性、长期性已经使得单凭几个规划

人员或一个政府职能部门（如建设部门）的力量无法应付。 

２.３ 与道路相匹配的交通管理子系统的研究、改善有待重视

。我国许多城市中道路建设虽然规模、声势浩大，但相应的



管理设施研究、建设却相对滞后。从国外的经验看，交通管

理已经从“点控制”（道路交叉口控制）到“线控制”（道

路通行控制），进而发展到整个城市区域“面控制”（通过

计算机网络和遍布区域的探测器、摄像头、大型可变电子显

示屏幕、实时交通广播等，科学控制和引导交通流）。最近

十几年，综合考虑道路、车辆、交通参与者、计算机处理技

术等因素的智能交通系统（ＩＴＳ的开发和研究更是方兴未

艾，并在解决城市交通问题里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我国６

６８个城市中，目前系统作过交通调查及编制城市交通规划

的城市仅有４０余个。来源：www.examda.com ２.４ 土地使

用交通流量评估得不到重视，土地使用与交通生成和吸引之

间的和谐关系失控。我国现行的有关的法律中，如《城市规

划法》、《房地产管理法》等，对于土地使用、建设项目的

交通流量评估、停车位设置等没有很严格的规定。因此，在

一些城市里，未经土地使用强度评估和交通流量预测，跟着

投资商屁股后边的，沿新建、改建道路的高密度房地产开发

往往引发比原先更为严重的交通、规划、社会等问题。典型

的如前些年沿杭州西湖的道路拓宽及高楼建设。９０年代福

州市中心的旧城改造工程，交通混杂，秩序混乱，事故频发

。 为此，从实践效果看，由于缺乏稳定的城市交通问题研究

机构和必要的交通基础研究，忽视交通管理的潜在价值，以

及建设项目的交通流量评估法律地位不强，我国许多城市近

年的道路建设及其政策制定、落实，在缓解城市交通问题上

并未起到显著的作用。 ３ 城市交通问题的缓解有待于政府机

构改革和相应法律法规的必要支撑 长期以来，我国城市规划

、城市道路建设和维护、公共客运、道路交通管理和公路建



设、轨道交通的管理职能分别属于建设、公交、公安、交通

、铁路等部门。各方均有自己的一套思路和做法，缺乏必要

沟通和协作，又有在部分问题上争权夺利或相互推诿的弊端

。借此政府机构改革的东风，在《城市规划法》、《城市道

路管理条例》、《道路交通管理条例》等的基础上，制定《

交通法》、《公共交通法》、《轨道交通法》、《城市停车

场法》等系列化法律，减少各方上述职能不清、政出多门、

相互推诿等弊端已属当务之急。来源：www.examda.com ４ “

软硬”兼施未来解决城市交通问题的必经之路 总体上说，交

通设施容量的增长速度永远赶不上交通需求的增长，单靠交

通设施容量的增长来解决城市交通问题已经被证明行不通。

为此，“软”“硬”兼施、想方设法实现道路容量的科学扩

张与现有道路运能潜力的挖掘，将是我国未来解决城市交通

问题的必经之路。具体说，应立即着手以下几个方面来综合

解决我国城市当前所面临的交通问题： ４.１ 强化交通基础

研究，实现交通容量的科学扩张 我们必然要选择一条用最省

的土地资源和较少资金满足尽可能大的城市交通需求的途径

。而这样一条途径，很大程度上是建立一个综合的客货运交

通系统的问题。因此迫切需要我们建立健全相关研究机构，

长期有效地展开相关的基础研究，全面把握这一系统中的道

路设施、客运系统、货运系统、交通管理系统、交通法规、

机制设置等一系列子要素，及时为科学的交通决策提供有力

依据，把城市有限的人力、财力、土地资源投入到最有利于

解决其交通问题的方面去，实现交通容量的快速、高效扩张

。百考试题－全国最大教育类网站(100test.com) ４.２ 加强宏

观交通需求管理，改善交通构成，发挥现有交通设施的最大



运能 学习香港、新加坡、日本的有益经验，加强宏观交通需

求管理，有效引导和控制私人交通工具出行的增长，同时积

极扶持公共交通，维持合理的私人交通与公共交通的比例，

保证一个较高的道路交通资源的使用效率已是中国许多城市

，特别是摩托车增长过快的南方城市所面临的当务之急。同

时，对于城市中普遍存在的自行车问题，通过错开上下班时

间、弹性工作制实现高峰时段交通总量的削减、改善既有交

通构成是值得各城市考虑的。北京、天津等城市在这些方面

获得了一定的成功经验。 ４.３ 科学管理个体交通，保证人

、车、路的和谐关系，缓解城市交通问题 从社会学角度来探

讨行人、司机的行为对城市交通的影响，在我国还是一个很

少有人涉及的课题。但是，从交通工程的基本原理出发，我

们知道行人、车辆的有序流动对于保证城市道路的畅通有着

重要的影响。也就是说，在解决好宏观的交通构成等问题后

，微观的个体交通在局部路段的失范行为仍将可能对整条道

路乃至整个道路系统的通行能力构成严重影响。例如，部分

人员在道路上的乱穿乱行、乱摆乱买一直是我国许多城市交

通拥挤混乱的一个重要原因。为此，从行人心理、严格执法

、加强过街步道建设等角度深入研讨强化个体交通管理的可

能，保证行人、车辆对道路资源特别是交通高峰期间道路交

叉口的有序、合理使用，也将有助于缓解不少城市的交通混

乱问题。 ４.４ 规范政府相关职能部门责权利，提高城市交

通研究、规划、建设、管理等机构的协调、协作水平，实现

对既有人力、物力、财力的合理搭配、使用，推动城市交通

问题的缓解。 从经济学上说，城市政府是市场中掌握最多经

济资源的利益团体，同时，它还拥有一般社会团体所没有的



许多公共决策的权力。为此，在缓解城市的交通问题上，城

市政府所扮演的角色至关重要。它的科学决策、权力应用和

对经济资源的合理使用将直接影响城市交通问题解决的实际

效率、效果。但是，由于我国政府中交通规划、管理、投资

、建设等职能相对分散，迫切需要我们利用城市政府机构改

革的良机，提高各相关职能部门的服务水平及相互间的协调

协作水平，最大限度地减少“内耗”。可以说，城市相关政

府部门职能、权力的合理调整和规范，将促进城市对社会资

源、经济资源的高效调配和使用，从而对进一步缓解我国城

市交通问题带来深远而积极的影响。同时，从制度上确保专

家和民众对城市交通问题决策的民主参与和监督，那些盲目

追求“政绩”的道路设施建设的个人行为也将因此受到有力

约束。如深圳市由２９人组成的市规划委员会（其中公务人

员不超过１４人），对促进该市的民主、科学决策起到了不

小的作用〔４〕。来源：考试大 ４.５ 加强立法，处理好土

地开发使用和交通流量生成和吸引、城市停车场设置、扶持

公共交通发展等问题。 一是考虑在现有《城市规划法》和《

房地产管理法》基础上修订这些内容；二是学习美国、日本

等国的经验，进一步形成系列化的《交通法》、《公共交通

法》、《轨道交通法》、《停车场法》等完整交通法规体系

，以适应我国城市交通迅猛发展的形势〔５〕。 相关推荐：

城市规划的调查研究与基础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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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