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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9_80_9A_E4_BE_9B_E7_c61_647714.htm 需求是可以调节的，

而供给是有限制的。但供给必须满足社会各项活动所必需的

基本需求，保持交通运输系统在可接受的负荷状态下运行，

否则城市就无法生存和发展；同样，由于供给的短缺，必须

对需求进行调控，即发达国家城市常用的交通需求管理

（TDM）。来源：www.examda.com 交通供给与需求是一对

错综复杂的矛盾，由于经济、社会和环境等方面的观念差异

，处理这一矛盾的手段和实施效果会有很大的差异。我们在

交通供需关系的处理上主要存在如下一些问题： （1）过分

强调供应不足。一种非常流行的观点是：“我国大城市道路

设施的增长速度远远跟不上机动车的增长”。但实际上道路

与机动车之间在数量上并不存在比例关系，车辆增长与交通

量的增长也并非线性关系。从经济和资源上讲，我国大城市

道路建设要满足需求是不可能的。因此道路建设的目标应定

位在防止交通拥挤的过度恶化和为大多数地区提供必要的可

达性。 （2）供给方向上的偏差。目前的交通供给过分集中

在快速路、主干路、高架路、立交桥、地铁、轻轨等高投资

的交通设施上，忽略了城市支路网的建设和常规公共汽 （电

）车的发展，对于停车、加油、步行、换乘等交通设施以及

交通管理和服务的供给则一笔带过。这种方向上的偏差直接

造成了城市交通系统运行的低效率。 （3）对部分需求的忽

视。交通方式没有先进和落后之分，各有其优缺点，各有其

适用的范围和程度。应该看到自行车在我国城市中所具有的



不可替代的优势和适用性，国外的研究表明，摩托车是一种

有生命力的交通工具。但是目前我们在对待自行车、摩托车

等交通方式的态度上，往往采取歧视性的限制政策。另外，

对于步行交通的忽视也是普遍存在的问题。采集者退散 （4

）价格政策不合理。价格是调节供需关系的重要手段。对于

高效率的交通方式（如公共交通），价格过高会导致使用者

减少，城市总体运输效率下降，成本升高；对于低效率的交

通方式（如私人小汽车、出租车），价格过低会导致使用者

增加，也会使总体效率下降，成本升高。而目前我们制定的

很多价格政策则是背道而驰，导致城市运输成本的升高和总

体运行效率的下降。 交通供需关系的正确处理，必须建立在

综合而均衡的交通发展战略基础上，建立在社会、经济和环

境影响分析和效用评价的基础上。供需关系必须有利于国民

经济、产业经济的发展，有利于交通运输总成本下降和效率

的提高。 交通供给与需求的关系 （1）明确供给与需求相对

平衡的观念。在扩大交通有效供给的同时，建立以经济手段

为主，多种手段并用的需求管理体系，使交通需求与供给能

力相适应。应从城市土地利用着手改善可达性，减少交通需

求；尽量使交通需求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分布更加均匀；鼓励

和保护高效率的交通方式，尤其是公共交通，从而达到供需

关系的相对平衡。www.Ｅxamda.CoM考试就到百考试题 （2

）保持供给方向的平衡。保持基础设施与服务供给的平衡；

保持个人机动化交通与低成本交通设施供给的平衡；保持高

等级道路与一般道路供给的平衡。交通服务的供给应涵盖交

通的管理、法规、价格、运营、环境和安全等方面的政策。 

（3）交通需求管理应当体现社会公平。在符合使用者收费的



原则下，各种交通方式都应有其存在的空间，使用者应有充

分的选择自由；要关怀低收入阶层、处境不利者和易受伤害

者的交通需求，向他们提供使用交通设施和服务的机会，以

及必要的财政补贴，但在方法上必须符合市场规律。来源：

考试大 （4）正确应用价格机制，实现交通资源的有偿使用

与合理分配。逐步建立完善的交通设施和服务使用收费制度

，让个人机动化交通使用者承担全部成本，消除政府隐性补

贴；税费的支付尽可能与使用行为直接挂钩，引导使用者作

出对社会有利的选择。 交通经济学里有一条非常著名的定律

：当斯定律（Downs Law）。在政府对城市交通不进行有效管

制和控制的情况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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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定律描述了以下的情

况：当人均收入水平达到一定程度并不再成为（相当部分）

家庭汽车消费的主要障碍时，必然会出现的一种交通需求和

交通基础设施供给之间的竞赛，而在政府不进行管制的情况

下，这种竞赛的结果必然是交通拥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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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