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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_A4_96_E9_83_A8_E5_c61_93145.htm 国外大城市均经历了私

家车膨胀、交通严重拥挤的发展时期，但经过多年的规划治

理，交通状况有了明显改善，其发展经验很值得借鉴和参考

。 1、美国纽约 来源：www.examda.com 纽约的城市交通由17

世纪的水上运输演变到19世纪的铁路与水运方式，其后随着

城市化速度的加快，城市交通问题逐渐突出。总体上说，纽

约市解决城市交通问题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小汽车发展阶

段：自20世纪20年代，针对快速发展的汽车工业，纽约市政

府提出了普及小汽车的政策，加大了对城市道路基础设施的

投入，建设了完善的公路网络，推动了汽车进入家庭。市区

的人口开始向市郊扩散，城市发展也开始向外延伸。这一阶

段纽约市的公共交通系统开始萎缩。 公共交通发展阶段：20

世纪60年代，面对诸多难以解决的城市交通、环境、社会及

城市中心的振兴等问题，纽约市开始提倡发展公共交通，城

市公共交通逐渐成为城市交通的主体，约占总客运量的75％

左右(其中轨道交通占50％以上)。 多种运输方式协调发展阶

段：自20世纪80年代起，纽约开始强调各种运输方式的协调

发展，提出了各种交通方式通用法案，注重城市交通与外部

交通环境的协调统一。 2、法国巴黎 由于巴黎在上世纪初就

对城市交通进行了规划，所以在汽车时代到来之前，巴黎的

城市交通在总体上问题仍不是很突出。在小汽车快速发展并

造成城市交通拥挤后，巴黎迅速发展了以城市快速铁路和地

铁为主的轨道交通，形成了较为完善的公共交通体系，将市



中心与近郊就业区、生活区及远郊5个卫星城镇有机连接起来

，逐渐形成多中心的城市结构。同时，注重对私家车的需求

管理(实行小汽车进入市区的准人政策)，通过经济手段调节

出行结构。 目前，巴黎的轨道交通在市内交通结构中占第一

位，约占45％左右，私家车约占40％左右处于第二位，公共

汽车占15％左右。公共交通占有绝对的优势。尽管汽车拥有

量和车流量都比较大，但交通拥挤现象并不十分突出。 3、

英国伦敦 在伦敦的发展史上出现了两次比较大的交通危机。

第一次是在19世纪中叶，由于人口增长和伦敦市区的不断扩

张，城市交通一度处于拥堵、停滞状态。为缓解这一危机，

伦敦采取了将客运铁路引入市内的办法，在很大程度上缓解

了交通紧张状况。第二次是在19世纪末，由于经济的发展和

伦敦市区的不断外延，再次导致了市中心交通拥挤。伦敦的

应对措施是大量修建地铁。至20世纪初，伦敦已经具备了较

为完善的内城地铁系统。 目前，伦敦近400公里地铁和3000公

里市郊铁路，对保持伦敦成为强大世界中心城市起到重要作

用，同时也在解决城市交通问题上发挥骨干作用。在高峰小

时期间，近80％进入市中心地区的出行是通过轨道交通实现

的。地铁年客运量占全市公交总客运量的45％，市郊铁路占

公交比重的12％。 4、日本东京 来源：www.examda.com 东京

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城市。市中心成为业务中心，早高峰每

小时约有100万人从郊外各县涌向市区。60年代交通问题日益

紧张，政府历经20余年的努力才使问题基本上得以解决。其

具体做法如下： 一是注重交通基础设施与城市发展的协调。

以建设和发展轨道交通为主，再综合布置高速公路和其它交

通方式。现有交通以快速铁路为主，公共汽车和出租车做为



补充，轨道交通所承担的城市运量达60％以上。 二是建设综

合性枢纽。将高速铁路、城市轨道交通、地面公交、汽车停

车和商业布局有机地联系在一起，缩短了乘客的换乘时间。

综合性枢纽建设还有助于交通的合理组织，提高交通安全性

。 三是实行交通需求管理。东京市制订了相应的交通需求管

理措施，通过经济杠杆(提高停车费用等)调节进入市区的机

动车需求，引导和鼓励居民使用公共交通系统，使得公共交

通在城市交通中一直处于主导地位。 交通方式和布局形态与

都市地区发展的关系 纵观国外大城市的发展经验，交通方式

和布局与城市地区的发展形态有很大关系，主要体现在以下

几个方面： 1、以步行和自行车交通方式为主的城市。由于

人们步行及自行车所能涉及范围的限制，城市一般都呈现高

度密集的围绕城市中心区的饼状发展。许多欧美城市在上世

纪就是呈这种发展态势。 2、以小汽车为主要交通方式的城

市。伴随着以高速公路为先导的大规模公路的建设，城市沿

高速公路向郊区或远郊发展加快，人口分布日益分散，人口

分布相对较低。过渡分散的都市发展模式，促使人们居住和

地区活动中心的日益分散，交通流向由转向以郊区至郊区的

出行为主导，难以形成大客流量的交通走廊。公共交通很难

形成规模，反过来又使人们更加依赖小汽车。 3.以公共交通

为主的城市。这类城市的土地开发利用通常是沿着公共交通

走廊沿线均衡展开。其中，环状结构城市一般呈现饼状发展

形态，并向外延伸；放射状结构多为分散组团状形态。如欧

洲国家在城市土地资源上较为缺乏，地价较高，私人企业财

力有限，居民住房依靠政府公房的现象较多，且长期重视公

共交通特别是轨道交通的发展，因而城市布局还可以保持传



统形式，而非美国式的城市蔓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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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