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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647/2021_2022__E5_9F_8E_

E5_B8_82_E8_A7_84_E5_c61_647204.htm 城市交通与通信也是

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一部分，但是，由于其对城市发展有极

大的推动作用，因而城市现代交通与通信的发展与建设生态

城巾是实施城市现代化过程中并列的两个课题。 8．1 城市交

通发展战略和综合交通规划本文来源:百考试题网百考试题论

坛来源：考试大的美女编辑们 交通是城市发展的先导，城市

总是在交通发达的地区率先发展起来，随着全国空港、海港

、铁路、公路、水运网络的发展与完善，在新的交通枢纽、

节点上，必然会涌现出更多的新城。从城镇体系布局角度看

，所谓轴向发展的“轴”，主要是指交通走廊，城市总是向

交通轴聚合。交通不发达，经济落后的地区，为推动经济的

发展也总是要发展交通，把现代化的交通引入城市。本文来

源:百考试题网采集者退散 但是，城巾离不开交通，交通又反

过来给城市带来渚多矛盾。尤其是大、中城市，随着交通量

的增大，机动车的快速发展，交通堵塞严重，交通事故频发

，机动车尾气污染大气，都给城市带来更加严峻的挑战。交

通问题至今仍是世界各国长期闲扰城市的问题，是各级政府

关注的焦点。为解决日益严重的城市交通问题，就要进行城

市交通发展战略研究，编制城市综合交通规划。 8．1．1 当

前我国的城市交通状况来源：www.100test.com来源

：www.100test.comwww.Ｅxamda.CoM考试就到百考试题 鉴于

我国大多数城市处于工业化初期和中期阶段，自改革开放以

来，城市化进程骤然加速，国内生产总值连续多年呈两位数



百分比增长，使城市处于快速变动的时期，这个时期落后的

交通方式与先进的交通方式并存，城市道路交通设施建设严

重滞后，交通管理方式简单粗放，使我国各大中城市交通堵

塞成为普遍问题，严重影响城市的运行效率，制约经济发展

。 存在的主要问题如下： 1)汽车增长速度快，自行车拥有量

大百考试题－全国最大教育类网站(100test.com)来源：考试大

的美女编辑们百考试题论坛 1983年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近200万

辆，比1977年几乎翻了一番，到1994年已近500万辆，随后几

年全国机动车年增长率均在15％左右，目前估计城市机动车

保有量已达1 200万辆左右，约占全同机动车总数的一半。根

据2002年4月底的统计，北京市目前机动车拥有量已达175．8

万辆，私家车(包括小客车、农用车、旅游面包车和摩托

车)106．5万辆，占机动车保有量的60．5％，已突破城市总体

规划2010年的预测数量。其中除去军车和农用车外，约有150

多万辆，包括约120万辆民用汽车，30万辆摩托车，其中私人

小客车已达55.9万辆，其数量已超过单位拥有的小客车数量。

把城市规划师站点加入收藏夹 据国外调查资料表明，国内生

产总值每增加一个百分点，将导致机动车拥有量增长1.02％

～1．95％。今后20年是我国各城市经济快速增长时期，许多

城市国内生产总值将连续10年左右保持两位数增长的速度；

有70％的地级以上城市在今后10年内市区实现人均GDP4 000

美元的目标，即小汽车普遍进入家庭的时代。因此，机动车

的快速增长是谁也阻挡不了的大趋势，将会对城市交通带来

越来越大的压力。 在汽车大发展的同时，自行车的数量却未

见减少，全国城市自行车1．8亿辆左右．平均每户2辆，约占

全国自行车总数的40％。汽车与自行车并存是中国城市交通



区别于国外城市的一个主要特点，也是解决交通问题的难点

。 2)道路建设严重滞后，道路面积拥有的水平低，网络不健

全来源：考试大的美女编辑们来源：考试大来源：考试大 根

据中国城市统计年鉴资料，1984年全国城市道路铺装面积

为33 325万m^2，1999年增至125 728万m^2，16年内道路面积

增加了3．8倍，年增长率为9．2％，人均道路面积从1．7m^2

增至4．9m^2，上海、北京、广州等大城市道路建设速度比

较快，目前人均道路面积大体上达到6．4~7m^2，高于全国

的平均水平，但与国外城市相比差距仍然很大，例如，东京

人均10．3％，纽约、旧金山均大于25m^2。与机动车增长的

强劲势头相比，道路建设滞后的状况难以扭转。再加上许多

城市是在旧城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除了道路面积少以外，道

路网密度过稀、分布不均、交通设施不配套等因素普遍存在

，为解决这个问题，在资金筹措及拆迁单位和居民方面都有

相当的难度。 因此，交通堵塞问题几乎是各大中城市普遍面

临的问题，北京、上海、广州、成都等城市中心区主要道路

高峰时基本处于饱和状态，车辆平均时速只有20km左右。来

源：考试大来源：考试大采集者退散 3)公共交通日趋萎缩来

源：考试大的美女编辑们采集者退散百考试题论坛 根据中同

城市统计年鉴资料： 1984年全国公共电汽车实有数量为41 834

辆，每万人拥有2．2辆；全年运客总数为2 416 768万人次，平

均每辆车年运客57．77万人次。来源：考试大的美女编辑们

百考试题－全国最大教育类网站(100test.com) 1994年全国公共

电汽车实有数量为172 045辆，平均每万人拥有67辆；全年运

客总数为2 988 603万人次，平均每辆车年运客17．37万人次。

来源：www.examda.com采集者退散百考试题论坛 16年内车辆



增加了3倍多，而平均载客量却减少了2／3多。究其原因是多

方面因素造成的。①公共交通车辆增加了，线路延长了，但

道路面积增加却不多，交通堵塞造成运营速度下降，多数城

市从每小时12~14km下降到510km，运营效率降低。②至今公

共交通仍是福利性的经营，票价过低，亏损额大，年年需要

依靠政府巨额补贴。③公共交通工具更新速度慢，舒适度差

，服务质量低，站点分布不合理，居民到站乘车步行距离长

，等车时间长。因此，从20世纪8D年代到90年代，多数大城

市公共汽车在居民出行交通结构中的比重普遍下降。例如北

京市1980年公共汽车占客运交通的比重为54．8％，到1990年

下降到31％，加上地铁和出租汽车客运量，公交比重为36％

，而自行车的出行比重却从42．8％增至57．8％，其他部分

则由单位机动车和私人小汽车分流，其比重从24％上升至62

％。如果拿公共交通方式与自行车方式来比较，从20世纪80

年代至90年代，比重从56：44变为38：62。上海也有类似情况

，公交方式与自行车方式之比从60：40变为40：60。其他城

市这个问题更加突出，例如天津市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两

者从19：81变为10：90，郑州、石家庄的公共交通出行量还

不到自行车出行量的10％。这种现象与城市现代化的步伐是

相悖的，一方面机动车大量增加，但单位占有和私人占有的

比重大，社会化程度不高，使用效率低，却占用了大量道路

交通面积，自行车却在公共交通不便的状况下未见萎缩，反

趋增长；再加上城市规模不断扩大，流动入口大量增加，城

市交通压力自然有增无减。随着居民消费水平继续提高，如

果相当部分自行车被摩托车；助动车和私人小汽车取代，交

通状况将更加恶化。 相关推荐：城市生态环境保护与基础设



施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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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