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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86_B3_E6_88_91_E5_c61_647106.htm 解决我国城市交通问

题应从两个方面入手，即进行城市交通问题的综合治理和加

强城市交通设施的建设与管理。 1.城市交通问题的综合治理

采集者退散 在城市这个大系统中，城市交通只是诸多因素中

的一个，它同其它因素有着密切的联系，采取局部治理的方

法不是良策，它的结果往往是解决了一个问题而又牵出另一

个问题。只有根据国家的交通政策和规划，结合当地特点，

使城市规划部门、建设部门与各有关经济部门协调起来，实

行综合治理，才能将城市中居民的流动和货物的运输在时间

和空间距离上缩得较短，才能迅速、安全地取得良好的效益

。 （1）合理布置吸引人流的公共建筑物。城市中吸引人流

的集散点、枢纽点，例如大型体育场、影剧院、游乐场、百

货商店，以及铁路旅客站、长途汽车站、客运码头、大型工

厂等，会引起复杂繁忙的交通运输问题。因此，在城市总体

布局时不要将吸引大量人流的公共建筑物过分地集中，以免

造成交通运输和管理上的困难。在规划设计交通集散的过程

中，应从城市总体交通着眼，妥善处理建筑物的出入口、公

共交通的衔接部分、广场停车场地以及周围道路等方面的关

系。大型体育设施附近的路网必须环通，使之具有较大的疏

散能力，以免局部交通阻塞。对于有大量人流的建筑物，如

影剧院、商场的进出口，要避免直接设置在交通干道上。已

建成的项目，在交通干道上可仍保留其进口，至于其出口，

应按照能在短时间内疏散大量人流的要求，可分别通过邻近



几个支路、小巷疏散人流，以免干扰主要交通干道。另外，

还要妥善处理商业群与交通干道的关系，避免在交通干道的

两侧或交叉路口设置商业群。 （2）全面掌握城市客、货流

的流源、流向和流量，调整城市交通运营。城市交通规划只

有同居民的出行活动，与货物在市区的流动规律紧密结合起

来，才能符合实际需要。过去，由于我们缺乏对客、货流的

动态分析，未能很好掌握城市交通的“源”和“流”，出现

了许多不合理的运输现象。例如，有的城市公交路线不符合

客流的要求，终点站并不是客流的起点或终点，造成大量乘

客在此集散仅是为了换乘的状况。如果我们掌握了客流的方

向，就可以通过调整路线来疏解开这类换乘集散点。所以，

全面掌握城市客、货流的流源、流向和流量，认真做好预测

工作，是规划和调整公交路线系统，改善行车组织，提高运

营能力的至关重要的工作。 （3）合理组织城市交通的运营

路线和时间。做好这项工作，可采取以下措施： ①实行单向

交通。国内外实践证明，交通分流，能够充分利用现有道路

，提高通行能力和行车速度，减少交通事故。据有关调查，

单向交通可使车辆行驶时间缩短22％，停车时间缩减60％。

但是，我国目前实行单向交通的城市不多。 ②汽车和自行车

分道行驶。据有关部门统计，全国大中城市50％以上的交通

事故与自行车有关。如果在主、次干道的两侧或单侧设置自

行车道，用绿带或栅栏隔开，汽车与自行车分道行驶，可以

提高行车速度和减少交通事故。据北京、广州等地统计，汽

车和自行车分行后，道路的交通事故减少了50％，车速却提

高了25％。 ③错开职工上、下班时间。城市职工的上、下班

活动，是城市内部人口流动的基本现象。其特点是流量特大



、时间特短。高峰时，人流拥挤成团；高峰一过，街道秩序

如常。城市交通问题，主要表现在上下班的高峰时刻。可以

说解决了城市上下班的高峰运输问题，即解决了大部分城市

交通问题。实践证明，错开职工上下班的时间，通过延长运

输时间来降低高峰的峰值，便可缓和上下班高峰时间的交通

负荷。在一些通往城市工厂区的交通干线上，更应采取这个

办法来缓解交通拥挤的矛盾。www.Ｅxamda.CoM考试就到百

考试题 2.城市交通设施的建设 加强城市交通设施的基本建设

，是从根本上解决城市交通问题的途径。城市交通设施主要

包括道路系统和交通工具两个方面，必须在加快建设的同时

加强管理。 从有利于城市的交通运输出发，城市道路系统应

符合以下九项要求：道路功能分工要明确；要避免过境铁路

穿越市区；路网要密，而且畅通；处理好影响交通的节点；

横断面的选择要因地制宜；要处理好人行交通；要消除在路

上、甚至在交叉路口任意停车的恶习；要建好公交客运综合

换乘站；要建好城市加油站。城市道路只要符合上述要求，

才能使城市交通运营达到安全、畅通、高效率的目标。而要

达到这一目标，最根本办法是加快城市道路系统本身的建设

步伐。具体来说，应从以下五个方面采取措施：来源：考试

大 （l）区分不同功能的道路性质。城市交通的特点是：行人

多，车流和人流组成复杂，而且各有自己的特殊的运营规律

。只有根据这些规律将道路功能严格区分开来，城市交通才

能高效率地运转。根据实际调查，绝大多数交通事故是发生

在机动车与非机动车之间的。因此，按客货流不同特性、交

通工具不同功能，以及交通速度差异等，将道路区分为不同

功能的做法，已为世界各国所广泛采用。我国公安部门对城



市道路交通组织提出车、人“各从其类、各行其道”的原则

，也是符合客观实际的。 （2）建立完善的道路系统。建立

完善的道路系统通常采取对交通车辆分流的办法，即快、慢

分流，客、货分流，过境与市内分流，机动与非机动分流；

并采取开辟步行区、自行车道、快速公共交通专用道等辅助

措施。 （3）改善旧城区的道路系统。搞好这项工作，可以

从组织及道路工程建设两方面采取措施。在组织方面，首先

要提高用地布局的合理性。因为用地布局上的不合理，往往

会带来不必要的往返交通量。同时，对吸引大量货流和人流

的单位的用地要适当进行调整，以减少一部分城市道路的交

通量。此外，应对原有的道路作必要的整治，重新分配车流

和人流；利用平行的、路面宽度不足的街道，开辟单向行车

道；修建环绕干道和开辟绕行干道等，对于改善城市道路系

统也是行之有效的措施。来源：考试大 （4）形成地上、地

下结合的交通枢纽。随着城市交通的发展，可建设由行驶在

不同空间的各种交通工具所组成的立体体系。这个体系包括

高架的、地面的、浅层的、深入地下的。它以地面为主，上

下补充。来源：考试大 开发各种新型的公共交通工具也是加

强交通设施建设的重要方面。现代城市中的公共交通车辆，

只有在自己专用的车道或轨道上行驶，不受别的车辆的干扰

，才能有效地运行。我国城市公共交通发展之所以跟不上客

运量增加的需要，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公共交通工具不够多

样化。我国城市交通绝大多数都以公共汽车和电车为主，只

有京津两市有地下铁路。要大力发展城市的公共交通事业，

就必须开发多种新型的交通工具。首先是要逐步把运输能力

大、污染少、速度快、能源省而又比较安全的有轨运输作为



城市交通的主要工具。在规划和建设城市交通中，要始终坚

持优先发展地下铁道，辅之以公共汽车、无轨和有轨电车的

方针，逐步形成一个以地铁为主的公共交通体系。据资料，

现今世界上有百余个地铁系统在筹建，其中已投入运营的

有60个城市的68个系统，营业里程3 400多千米，年客运量145

亿人次，分别占这些城市地面公交总客运量的2162.4％。巴黎

地铁占客运量的比重最高，为62.4％；纽约为59.2％，莫斯科

为44％。可见，解决大城市公共交通效率低的最优方案是充

分发挥地铁的作用。我国目前财力有限，改善城市客运，近

期应以挖掘现有交通工具的潜力为主；但从长远的战略意义

看，要根本解决我国城市的交通问题，只有依靠大力开发以

地铁为主的各种新型交通工具。 相关推荐：城市环境问题的

产生和表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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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