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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大都市区最新综合交通规划

远景 ! 目标 !对策比较研究 .
彭 建 王雪松

提 要 我国快速的机动化进程推动了

城市空间扩展和新城建设的步伐 , 区域

综合交通运输体系的建设影响了城市土

地利用形态 ! 住房和就业分布 , 交通 系

统的可达性直接影响大都市区的增长模

式和经济活动水平" 国外发达地区的大

都市区在综合交通规划方面积累了丰富

的经验 "我国城 市交通发展面临的交通

拥堵 ! 交通安全 ! 交通环境等问题日益

突出, 学习和借鉴国外发达地区大都市

区综合交通规划经验显得十分必要 "在

衬国际上 35 个大都市区最新一轮综合交

通规划报告系统整理的基础上 , 统计和

总结了35 个大都市区综合交通规划的远

景 ! 总体 目标以及 目标实现的汁策"针

对 当前中国城市交通问题 , 从重视 交通

安全规划 , 环境保护 , 建立完善的交通

拥堵管理系统 ! 改善城市机动性 , 健全

交通规划机构 ! 最优化综合交通 系统管

理和运营几个方面对城市综合交通系统

提出了建议 "

关键词 国际大都市区; 综合交通规

划; 规划远景 ; 总体 目标; 实现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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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 以来 , 我 国城市化水平 由 1978 年的 17.9 2% {.l 发展到 2009 年的

46.59% l,], 用了30 年的时间赶上了美国 130 年的城市化进程 I,1"20 10 年 , 我国汽

车保有量已突破 700 0 万辆 I4] , 比 19 49 年的5.09 万辆增长超过千倍"城市化进程和

机动化水平得到了快速提高"但是支撑城市社会经济发展的综合交通运输系统却面

临着道路拥堵 ! 事故多发 ! 资源短缺 ! 环境污染严重等多重挑战"

自20 世纪初以来 , 国际上一些发达地区大都市区 , 如纽约 !伦敦 ! 新加坡等 ,

城市化进程先后经历了初期 ! 发展和成熟 3 个阶段 "在城市化进程中, 也相继遇到

了城市人口膨胀 ! 交通拥堵 !环境恶化等问题 , 各大都市区在城市综合交通运输系

统建设和管理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如美国于 1920年代开始出现了汽车带动下的

城市郊区化发展 , 城市政府开始大力拓宽城市道路 ! 增设停车场 , 随着汽车拥有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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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增长和道路的修建 , 到了 194 0 年 ,

美国几乎有一半的人口居住在大都市区

阎"二战后 , 随着大都区市区和郊区之

间差距逐步扩大 , 大都市区在就业 !教

育 !治安 !交通 !环境等方面所面临的

困难越来越突出 闷, 为了高效合理地利

用联邦交通发展基金 , 妥善解决大都市

区遇到的交通难题 , 19 62 年联邦政府颁

布了 5联邦资助公路法案 6 (Fe de ral

A id H ighway A et), 创立了大都市区交

通规划机构" 19 90 年代以后 , 又分别通

过了 5综合地面运输效率法案 6 (In-

term odal Su rfa ee T ra nsP ort ation E ffi eien-

ey Aet "f 2991, / ISTE A 法 案 0 ) !

(( 22 世纪冰茶法案 6 (Tra nsportation

E q uity A et fo r th e 2 1st C entu叮 ,

/TE A 一21 法案 0) 和 5安全 !可承担 !

高效 !公平运输法案 6 (Safe Acc ou nt -

able R exible E ffi e ient Tr ansP ort at ion

E q uity A et :A Le g aey F or U ser ,

/sA兀TE A一LU 法案 0), 这些法案赋予

了大都市区交通规划组织更多的权利来

支配交通发展基金 , 同时规定大都市区

在进行综合交通规划的过程中要考虑促

进经济发展 !改善安全 !保护环境等 7

大因素 阴"历经半个世纪的发展 , 各大

都市区在相关区域规划的指导下 , 制定

了特定时期相应的交通发展远景 !总体

目标和发展策略 , 构建了完善的综合交

通运输体系 , 在交通规划和管理上积累

了丰富的经验 "

随着我国城市化 !机动化进程的加

快 , 城市空间范围急剧膨胀 , 新城建设

加快 , 中心城市与外围地区的融合日益

紧密 [8] "因而总结和研究国际大都市区

新一轮综合交通规划 , 将对我国城市综

合交通规划具相当重要的借鉴意义 "笔

者收集了国际 35 个大都市区交通规划

机构 20 10 年前后所做的面向 2030 年和

2035 年新一轮区域综合交通规划报告 ,

包括 25 个美国联邦统计局所确定的大

都市区 , 2 个加拿大大都市区 , 5 个欧

洲的大都市区 , 2 个澳大利亚大都市区

和新加坡等"报告人 口以大都市区基准

年人 口总数为参考标准 , 其中总数在

100 万人以上的大都市区有 18 个 , 7 个

人口总数在 50 一10 0 万人之间 , 另外 ro

个人口总数少于50 万人 "汇总了大都

市区在构建未来都市区发展蓝图时制定

的交通发展远景 !总体目标 , 介绍了一

些总体目标下 , 大都市区所采取的对

策 , 为我国大城市综合交通系统规划 ,

提供参考和借鉴"

2 国际大都市区发展背景

美国人口普查局 (u.s eensus Bu-

re au ) 19 ro 年正 式 提 出 大都 市 区

(M etro politan D istriet) 的定义: 作为美

国一种联邦统计标准 , 指一个较大的人

口中心以及与其具有高度社会经济联系

的邻接地区的组合 [9] "美国大都市区概

念经历了几度调整 , 反映了大城市及其

辐射区域在美国社会经济生活中地位不

断增长的事实 "西方其它国家纷纷仿效

美国的做法建立自己的城市功能地域概

念 , 如加拿大的 /国情调查大都市区 0

(national surv ey m etro volitan are a), 英

国的 /标准大都市劳动区 0 (m et ro Po li-

tan labor standard are a) 和 /大都市经

济劳动区 0 (m etro politan eeonom ie 一a-

bo r ar ea ), 澳大利亚的 /国情调查扩展

城市区0 (national eondition investi邵-

tion expanding are a), 瑞典的 /劳动一市

场区 0 (labo: m ark er are a) 等 , 各个

国家根据 自己的国情特点增加或减少一

些界定指标 l10] "

(l 英里约=1 .6k m ); º交通方式以小汽

车出行为主 , 公共交通发展水平偏低 ,

开始重视多模式交通体系的构建; »交

通拥堵现象持续恶化; ¼交通安全有所

改善, 交通事故总数和死亡人数基本稳

定; ½空气质量有所改善 "欧盟 201 1

年的交通发展 白皮书 (W hi te Pa pe r

20 11) 强调各个成员国要进一步改善城

市机动性 , 减少对石油燃料的依赖 ,

20 50 年之前 , 交通碳排放要在目前基础

上减少 60% [,,]"在新加坡 , 到 2020 年 ,

预计日均交通出行次数将由目前的890

万次增长到 1430 万次 , 有限的土地资

源和不断增长的交通需求成为交通发展

的主要矛盾 , 随着小汽车数量的增长 ,

公共交通出行比例有下降的趋势 , 并且

和许多发达国家类似 , 社会开始步人老

龄化 , 从而对交通系统提出了更高的要

求 llal "可以发现 , 目前我国城市交通发

展面临的交通拥堵 !交通安全 !交通环

境等日益突出的问题 , 也是许多发达国

家大都市区交通发展所关心的问题 "

2. 1 大都市区交通发展

国际上大都市区交通发展各具特

点 , 在美国, 大都市区综合交通运输系

统的特点表现在: ¹大都市区的人口数

量将持续增长 ! 就业率水平缓慢上升 !

大都市区开始步人老龄化社会"如纽约

大都市区在规划基准年 201 0 年 , 总人

口是 1236 万人 , 就业岗位是 71 7 万个 ,

到 2035 年总人 口预计将达到 144 0 万

人 , 就业岗位达到863 万个 , 日均车英

里数将由 2010 年的 1368 万英里/天增

长 到 2035 年 的 1584 万 英 里/天 -川

2 2 大都市区交通规划机构

综合交通规划报告由专门交通规划

机构所制定 , 用来指导整个区域未来交

通发展的蓝图 , 各个大都市区每隔一定

时期会修订一次 , 如美国大都市区, 通

常每3一5 年修订一次 ll.] , 从而适应不断

变化的情况和体现新的规划重点 , 其确

定了区域综合交通运输系统未来的发展

远景 , 建立了相应的总体目标和目标对

策 , 为了保障目标的实现 , 同时也为区

域重要和主要的交通规划项目合理地安

排资金和寻找资金来源 "

国际上各个大都市区综合交通规划

的制定各有特点 , 美国各大都市区交通

规划机构创立于 19 62 年颁布了 5联邦

资助公路法案 6, 目前主要有 4 种形式 :

政府协会形式 ! 相对独立的机构 ! 县政

府内的规划机构及由交通规划师和交通

工程师组成的地域性机构 {I.j "其它国家

一般是由地方政府组织相关部门 , 首先

制定出综合交通规划草案 , 通过征询民

众意见和展开专题讨论等形式对草案进

2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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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完善 , 得到最终规划文本"如伦敦
大都市区 , 综合交通规划报告又称 5市

长交通策略 6 (M 即or.5 rra nsport strate-

gy ) {.51, 它是在 200 8 年政府制定的交

通规划文本 5行进之路 6 (w ay t"G o)

的基础上发展而来 , 200 9 年 , 伦敦议会

对 5市长交通策略 6草案进行了审议并

开展了公众意见征询 , 最终形成伦敦未

来 20 年交通发展政策方针框架 "

3 大都市区综合交通规划远景

综合交通规划报告中一般包含发展

远景 (vision ) ! 总体目标 (go als) !具体

目标 ("bj eetives) ! 运行指标 (perfo r-

m anee m easure s) 4 个部分 "远景是人

们对未来事物的构思 !观点和发展蓝图

的展望 , 可以看作是对大都市区未来的

发展面貌的期许 "各大都市区一般会直

接列举出发展远景和总体目标 , 部分大

都市区会采用一些特殊的形式阐述 , 如

美国波士顿大都市区的发展远景是以主

题 (-opies或者mis断on) 的形式给出的,

以远景 (vi si on s ) 表示总体目标 , 政策

声 明 (poliey stat em ents) 表示运行 指

标 , 现根据规划具体内容进行了统一归

类 "表 la 和表 lb 列出了 35 个大都市

区综合交通规划规划远景 "

交通运输系统由人 !车 !路和外部

环境四个部分共同构成 , 将 21 项交通

远景按照交通参与者 (人 ) !交通系统

(车 ! 路) !外部环境 3 个大类进行汇

总 , 得表 2 "针对交通参与者的远景共

表 la

T ab .l a

国际大都市区 5美国) 综合交通规划远景 (vi Sion )

V 一slo n s re日ec red in th e C o m P re h en slve T ran sP o巾 "o n P la n s o f A lllen ca n in te rn ati o n习 eio es

编编编 美国大都市区名名 远景 (v ision !mission))) } 基准年年 基准准 规划划

号号号号号 人口(万))) 年年 年年

lllll l纽约大都市区伽ew York metrow litan tra nsporiationcoun /ilre 颐on ))) 可持续发展阴阴 124000 2(X) 999 1203555

22222 旧金山港湾区域 (San Fra neiseo B盯Are a))) 繁荣;具有全球竞争力的经济;健康安全环境;公平llqqq 71000 20() 999 203555

33333 波士顿区域 (Boston re gion))) 系统养护;现代化;高效;机动性;安全;公平 ;环境友友 30777 2(X旧旧 203000
好好好好;合理土地利用和促进经济发展[lNNNNNNNNN

44444 巴尔的摩区域 (Baltim ore re gion))) 高效;可持续发展;环境友好四四 25444 20() 777 203555

55555 迈阿密-戴德县(M iam 闭 adeeounty))))) 21666 200 999 203555

66666 波特兰大都市区域 (几rtland metro politan ar ea))) 安全;多模式;环境友好Pl]]] 196.111 201000 203555

77777 布劳沃德县 (B m ward Cou nt 力力 机动性 ;促进经济发展;环保;改善生活质量国国 176.666 2(X) 999 203555

88888 一一一 16 0 .777 2 (X) 999 20 3000... 1p第安纳波利斯 (Indianapolis m etro politan ar ea)))))))))))

99999 圣安东尼奥和贝尔县 (S an An之on io and Bexar eouoty))) 环境友好;安全;方便;可承受l24]]] 巧5 000 2(X) 999 203555

lll000 棕桐滩县 (Palm Beaeh "ounty))))) 127.000 2(X) 999 203555

IIIlll 诺克斯维尔区域 (Kn ox vil le re gi on ))) 高效;可靠;可承受;环境友好阅阅 85.000 20(j 999 203444

lll222 阿尔伯克基大都市区域 (Albuque玛ue .5 m etro politan are a))) 机动性;改善生活质量;促进经济发展网网 76.666 201111 203555

lll333 阿克隆大都市区域 (A kro n m etro po lit an are a))))) 70 555 20() 888 203000

奥奥马哈一康瑟尔布拉夫斯大都市区域 (O mah a一co un cil Bl uffsss 公平;高效;多模式;安全 !安保囚囚 66.333

mmm et功politan are a)))))))

锡锡拉库扎大都市区域(S卿eusemetropolitanare a))) 安全;机动性好;环境友好;促进经济发展;合理土地,,一64.6 }}}2007 111利利利用;设施保养浏浏浏浏

lll666 格林斯博罗都市区域 (G re en sb oro urb 朋 a咒a))) 安全;高效;环境友好l3l]]] 33 222 20() 999 203555

lll777 威明顿都市区域 (W il而ngt on urb an are a))) 安全;环境友好;多模式 ,整合国国 32.999 2(X) 555 203000

lll888 拉雷多大都市区域 夕"刁redo?me加politan?a, a))) 安全;高效;可承担;促进经济增长;改善生活质量[33lll 23.333 201000 203555

lll999 中康乃迪克区域 (Cent阁 Conneetieutre gion))) 公平;高效;多模式选择;改善生活质量国国 21.333 .200 777

222000华纳罗宾斯大都市区域四arnerRobinsmetropolitanarea))) 一一 14.666 20,o ,203555
2221 一约翰逊城大都市区域 (Johnson city metro politan are a))))) 13.999 200 7 1203000

222222 莱克韦大都市区域 (U ke way metro politan ar ea))) 改善生活质量;可达性;机动性网网 13.666 20() 999 203444

222333 法明顿大都市区域 (Farm ingt on m etropolitan are a))) 安全;高效;可靠;多模式阅阅 9.888 201000 303555

222444 贝城 ,密西根大都市区域 (Bay City, M iehigan m etropolitan are a))))) 8月月 2(X) 999 203555

2225 ..宾士域大都市区域 (Bru nswiek metro politan are a))) 多模式;促进经济发展;环境友好;能源节约叫叫 8.3888 201000 203555

0 表示大都市区没有给出明确的发展远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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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 建 王雪松 国际大都市区最新综合交通规划远景!旦睡重)过塑些丝

表 lb

T ab .lb

国际大都市区综合交通规划远景 (vi Si on)

V zsions re且eeted in th e C om Prehens ive T ransPorta oon P lan s of intern ati on al eities

贯彻实施 "表 3a和表 3b 列举出了这 35

个大都市区交通发展总体目标 "

国家 大都市区名 远景 (vision!而ssion)
基准年

人口(万)

基准 }规划编号

呀一月j!q一八,q
20一20一206一孟U,一一,自

26 一加拿大

一建立一个环境友好!安全安保!可达
大温哥华都市区一性好!以轨道交通为导向!高效的道
(Me tro Vancouver) ,路网体系并且有可靠财政保障的交

一通系统I.1j

27 一加拿大 {握太华(o ttaw a)

一一硼撇2011一一姗一洲一姗2006

-J一八目j一石了,!一, 了

}

28一英国
伦敦 (肠ndon) 粼漱瓣

1环境标准,引领世界应对2-世纪的
}交通挑战l,"

丹麦

哥本哈根

(CoPenh昭en

metro politan re 邵on)

功能完善的交通系统; 进一步减少

对环境的影响l.3]

170一loo一77一428
{贝 尔 法 斯 特

l(Beiras t)

一个促进社会 !经济发展;改善环境
和人们生活质量的现代化的! 可持

续的 !安全的交通系统网

瑞典

苏黎世 (Zurieh)

斯 德 哥 尔 摩

(Stoekholm )

澳大

利亚
悉尼 (Sydney)

改善生活质量圃

对环境影响小 , 平稳运营的交通系

统}问

机动性高 !可达性好的高效整合的

以公共交通为导向交通系统网

一士国英一瑞30一31一32

墨尔本 (M elboum e)

多模式的可达性好的交通运输通

道;充分利用现有的道路网;提高公

交出行并形成更多的公交出行选

择;改善安全;提供交通信息阅

2025

2030

2 0 3 5

2 0 3 0
澳利大亚

4
气!一

35 一新加坡 {新加坡(Singapore)

建立一个更加人性化的陆路交通系

统来应对一个更加宜居 !充满活力 !

包容性的国际大都市lI3]

20(} 8

未来

15一

20 年

注: 表中人口数据来自于大都市区交通规划报告基准年

出现了 19 次 , 其中出现频数最多的是

/改善生活质量 0, 为 8 次 "针对交通系

统的发展远景一共出现了55 次 , /安

全 0 出现了 13 次 , /高效 0 出现 10

次 , 发展整合的多模式交通系统出现了

9 次 "针对外部环境的发展远景一共有

27 项 , /可持续发展 0 出现了 19 次 ,

其 中以 /环境友好 0 出现的频数最高 ,

为 13 次 " /交通要促进经济发展 0 出

现 了8 次"体现出 /安全 ! 环境友好 !

高效 ! 改善生活质量 ! 促进经济发展 0

是 35 个大都市区交通系统当前最为关

注的5 个发展主题

4 大都市区交通规划总体目标

总体目标 (go 以s) 是大都市区交通

规划的中心部分 , 是在远景的指引下制

定出来的, 对大都市区的发展方向起引

导作用 "总体 目标可以为政策方针和投

资决策的制定提供依据 , 引导大都市区

朝既定方向发展 四"总体目标下有多个

子目标和评估各个子 目标完成情况的运

行指标. 确保总体 目标可以得到有效的

4. 1 大都市区总体目标统计

现依据两种方式对表 3a ! 3b 所有

的总体目标进行统计 , 一是对每一项目

标出现的频数进行总结 , 得到表 4 /频

数列 0; 二是为了便于了解现状 !总结

规律 "对29 项总体目标进行归类 "归

类的标准很多 , 基于综合交通系统的构

成 , 将所有 目标按 / 交通参与者

(人 ) 0 ! /交通系统 (车 !路) 0 ! /外

部环境 0 分成 3 类 , 这样相对明确 "当

然有些目标难以归类 , 有些目标之间有

一定的近似和包含关系 "现分别就这 3

种情况举例说明: ¹ 难以分类的目标,

如 /公平 0, 指交通系统的规划设计要

考虑各种人群的交通需求 , 特别是社会

中的弱势群体 , 如残疾人 ! 老龄人等 "

在类别划分上 , 如果依据规划针对的对

象 /弱势群体 0 出发 , 可以把该目标划

分在交通参与者类 , 从交通系统的规划

设计角度出发 , 则可以将其划分在交通

系统类 "从 /公平 0 的定义 , /一般是

指所有的参与者 (人或者团体) 的各项

属性 (包括投入 ! 获得等 ) 平均 0 出

发 , 将其归类为 /交通参与者 0 类; º

近似关系 , 如安全和安全保障, 前者侧

重于针对人的安全改善 , 而后者侧重于

系统的安全保障 "但都是与安全相关

联; /高效 0! /最优化系统管理以运

营 0! /整合 0 3个目标都强调要最大化

发挥系统的性能 , 尽管说法存在差异 ,

但存在一定程度的交叉关系; »包含关

系 , 如 /改善生活质量 0 可以包含 /方

便 0 ! /健康 0; /可持续 0 可以包含

/环境友好 0 ! /能源节约 0, 前面一个

目标可以包含多个后面小目标 , 因而可

以将这些有包含关系的目标进行汇总 "

为此 , 对所有近似和包含关系的目标进

行 了归类 , 见表 4 中的 / 目标 归类 0

列 "

依第一种划分标准 , 得到排在前五

位 的目标是 /安 全 0 ! /环境友好 0 !

/促进经济发展 0! /机动性 0 和 /安全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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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35 个国际大都市区交通发展远景统计

T ab Z V iszo n s o f tra ns P o rta ti o n d ev elo P m en t fo r 3 5 M etr o P o li ta n reg o n s

发发展远景 (vision))) 大都市区区 频数数 分类频数数

改改善生活质量量 7,12,18,20,22,27,31,3555 888 l999

健健康康 222 lllll

方方便便 999 11111

222 ,3 ,14 , 19 ,2 8 ,3 555 66666

经经济可承受受 9 ,11,2000 33333

{{{{{ 安全全 2,3,6,9,14,15 ,16,17,18,23,26,30,3444 l333 5444

交交通系统统统统统统统统统统统统统统统统统统统统统统统统统统统统统统统统统统统统统统统

(((车 !路) ... 高效效 3,4,11,14,16,19,20,23,26,3333 l00000

机机机动性好好 3,7,15,12,22,3333 66666

可可可达性好好 22,26,33,3444 44444

多多多模式式 6,14 ,17 ,19,25,25,3444 77777

整整整合合 17,3333 22222

现现现代化化 3,28,3000 33333

公公公交导向 {{{ 26,33,3444 33333

可可可靠靠 11,23,3222 33333

安安安保保 14,2666 22222

功功功能完善善 2999 lllll

外外部环境境 环境友好好 3,4,6,7,9,11,15,16,17 ,25,26,28, 29,3222 l333 {{{ 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777

可可可持续续 l, 4,3000 33333

合合合理土地利用用 3,1555 22222

能能能源节约约 2555 lllll

促促促进经济发展展 2,3,7,15,15,18,25,3555 88888

安全; ¼澳大利亚的2个大都市区强调

要 /最优化系统管理和运营 0 和 /缓解

拥堵 0"可以看出 , /安全 0! /环境友

好 0 是国际大都市区目前最重视的主

题 , 欧洲大都市区重视公交系统的完

善 , 而北美地区以及澳大利亚的大都市

区强调要进一步改善机动性 "

总体目标的差异与大都市区交通系

统的发展水平 !人 口总数 ! 区域经济发

展状况和都市区本身的地理位置等因素

直接相关 , 各个都市区的总体目标和相

关的实现对策都是在这些相关因素的综

合作用下所产生的, 如纽约大都市区作

为全球经济 ! 金融中心 ! 人口规模庞

大 ! 在定位上首先就明确了要建设现代

化的综合交通运输体系"

5 主要目标对策总结

注: 大都市区所列各数字代表表 la ! 1b 中各大都市区编号

保障 0"按第二种划分标准 , 如果将有

包含关系的目标划作一类 , 与其他 目标

一起进行排序 , 可以得到新的排在前五

位 的 目标分别是 : /安全 0 ! / 可持

续 0 ! / 高效 0 ! / 促进经济 发展 0 !

/机动性 0"

4. 2 大都市区总体 目标比较研究

表 5 汇总了不同人口规模大都市区

规划总体 目标频数 , 由于总体 目标大类

包含的目标项数不同 , 不同人口规模的

城市数量不同, 为了便于比较 , 计算规

划目标平均数 (定义见表说明)"规划

总体目标平均数的平均值为 0. 24 , 低于

平均值意味着选择该规划 目标的大都市

区少 , 反之则较多城市选择该规划 目

标 "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¹ 人口大于

100 万人的大都市区在选择不同规划目

标大类时比较均衡 , 而且选择的目标较

为全面; º人口小于100 万人的大都市

区 , 选择 /交通参与者 0方面的目标低

于平均值; » 人口小于 50 万人的大都

市区选择的目标侧重于 /交通系统0 和

/外部环境 0; ¼所有的都市区在新一轮

交通规划 中都 十分重视 /交通系统 0 "

针对具体的规划总体目标: ¹ 只有伦敦

提到了交通系统能够应对恶劣气候的变

化; º 29 个大都市区在总体目标中提到

了要 /改善安全0"

另外 , 不同区域和国家大都市区

制定的总体目标也存在差异: ¹美国 25

个大都市区 , 排在前面的5 个总体 目标

分别是: /安全0 ! /环境友好0 ! /促

进经济发展0 ! /机动性 0 和 /安全保

障 0; º 欧洲 5个大都市区中, 有超过3

个提到的目标有 : /安全 0! /环境友

好 0 和 /完善公交系统 0; » 加拿大的

两个大都市区都提到了要改善交通系统

大都市区在制定出综合交通规划目

标后 , 需要提出具体的实施对策 , 作为

交通系统建设和运营管理的具体行动指

南 "汇总总体目标下大都市区所采取的

对策 , 可以系统地了解大都市区在应对

各种交通问题时所采取的措施 "以下对

出现频数最多的 5 个总体目标下的对策

进行总结"

5.1 安全和安全保障

美国国会 1998 年通过了 521 世纪

冰茶法案6, 第一次明确提 出州交通运

输部门和大都市区规划组织在综合交通

规划过程中 , 要优先考虑安全 侧"2005

年 , 进一步通过了 5安全 ! 可承担 ! 高

效 ! 公平运输法案6, 把安全列为地方

组织进行交通规划要考虑的 8 大因素之

首 圆"联邦政府要求各大都市区从工

程 ! 执行 ! 教育和应急系统建设四个方

面开展交通安全规划 , 25 个美国大都市

区根据要求 , 提出了具体的交通安全规

划对策 , 如表6 所示 "

加拿大温哥华大都市区 , 政府则要

求从 /设计 ! 执行 !政策 ! 技术和信息

提供 0 五大方面最优化交通系统的运

营 , 不断改善交通安全"在以公共交通

2 3



彭 建 王雪松 国际大都市区最新综合交通规划远景 ! 目标 !对策比较研究

表3a 国际大都市区 5美国) 交通发展总体目标

Tab 3 a Tra nsPorta tion dev eloPm ent obj eetlv es of som e U S M etro Politan re 子ons

编编号号 大都市区名名 总体目标标

lllll 纽约大都市区区 改善环境;改善经济;改善生活质量;可达性;为项目的实施提供可靠的资金来源IlMMM

22222 旧金山港湾区域 一一系统养护和安全;可靠;高效货物运输;加强安保和应急管理;净化空气;气候防护;公平 ;宜居[lnnn
一一一 系统维护和管理;方便;可靠;快速;可承受;可达性;安全 !安保;主动性;公平;保护环境 ,改善生活质量;促进经济济

333 波士顿区域域 发展l]8]]]

迈阿密一戴德 ,戴德县

波特兰大都市区域

布劳沃德县

印第安纳波利斯

圣安东尼奥和贝尔县

10 一棕桐滩县

喜紊髦镌鬓墨纂帝反矿
一 仲
奥马哈一康瑟尔布拉夫 .

黯 器 面日

8改善交通系统和出行;增强经济活力;保障社会权益 ;改善环境;合理土地使用;最优化投资策略 ;安全!安保侧

一促进大都市区发展;促进经济增长;多模式;高效管理;安全 !安保;环境保护;健康;公平;财政可支撑;公众参与l2I]

障纂覆羹纂袋器纂鸯履{喜群器豪蠢去竺型里二巫盖生~ 缨一
}机动性和高效性;环境保护;安全;合理土地利用;多模式;可保养和维护;缓解拥堵;适应本地特点;促进经济发展;

滋赢黯一 一
篡嚣嚣薰嚣,赢赢赢票二

11一12一13

系统养护;高效;环境保护;多模式;区域发展相协调;财政可支撑;安全 !安保囚

格林斯博罗大都市区域

威明顿城市区域

拉雷多大都市区域

中康乃迪克区域

华纳罗宾斯大都市区域

约翰逊城大都市区域

莱克韦大都市区域

法明顿大都市区域

加强安全;改善机动性;环境保护;促进经济增长;合理土地利用;完善设施系统因

促进经济发展;可达性;机动性;安全 !安保;改善生活质量;保护环境;整合;多模式 ;高效系统管理与运行;保养和

维护l31]

完善设施;机动性;安全;高效;环境友好 ,能源节约;整合l刘

主动掌握未来需求;可承担;促进经济发展;保障区域特性;保护环境;与其他规划保持一致网

保养和维护;高效;环境保护;安全;公平;保障居民权益;促进经济发展;合理土地利用训

促进经济发展;安全 !安保;可达性;机动性;环境保护;能源节约;改善生活质量;高效系统管理以运营阅

缓解拥堵;促进经济增长;可达性;安全 !安保阅

高效;安全 !安保 ;环境保护;机动性 ;有效管理财政可资源国

促进经济发展;区域协调发展;多模式 ;缓解拥堵;可达性 ;环境影响减至最小;财政可支撑;改善生活质量 ;安全 !安

保l3SI

促进经济发展;安全;可达性和机动性 ;环境保护;能源节约;改善生活质量;区域发展相协调 ;整合交通运输系统 ;高

效管理和运营;保养和维护国

高效;机动性;安全;促进经济增长;环境保护;改善生活质量;可达性圈

14一一巧16一17一18一19一20一21一22一23

贝城 , 密西根大都市区

域

宾士域大都市区域

为导向的欧洲诸多大都市区, 交通安全

规划主要包括改善公交服务的安全 , 特

别是针对恐怖主义 ! 犯罪分子袭击和相

应的应急机制的建立等 ; 提出从设计 !

保养维护等角度不断改善自行车 ! 行人

交通系统的安全状况; 进一步改善道路

系统安全等 "

5. 2 环境友好

随着全球气候变暖 ! 海平面上升和

城市空气质量下降形势日趋严峻 , 发展

环境友好型区域综合交通系统 , 成为大

都市区规划机构必须考虑的因素之一 "

24 个制订了 /环境友好0 目标的大都市

区提出的目标对策包括: ¹控制尾气的

排放量 "要维护和改善公共交通设施 ,

增大公交的出行比例 , 减少小汽车出行

的依赖 ; 如波士顿大都市区在201 0 年 ,

交通 挥发性 有机 物 (V olatile O吧anie

Com pounds , V O C ) 的排放量是27.5此 ,

氮氧化物 的排放量是 67 .9内 , 预计 到

2030 年 , V O C 的排放量将下降到 14.1口

d , 而氮氧化物的排放量为12 .0 / I.ll;

º 优先实施缓解拥堵和交通需求管理的

2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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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b 国际大都市区交通发展总体目标

T ab3 b Transporta tion developm ent obj eetives of som e M etro pol,tan re多ons

黔黯熬赢赢丽赢二病赢丽器猛赢石一

;策略评估;保护公众利益;与其他政府机构保持联系圈

2228 伦敦敦 促进经济增长和适应人口增长;改善所有伦敦人的生活质量;改善安全和安保;为所有人提供交通出行机会;降低交通对气候造造

一一一 成的影响和提高其应变力如恶劣天气 !海平面上升带来的影响;支持201 2年伦敦奥运会的举办阴阴

222999 哥本哈根 一一完善和扩展自行车道;在城市发展区域规划公交系统;改善重要区域公交出行的机动性;改善交通安全;改变市民的出行习惯;;;
一一一一提供道路网交通管理系统;制定宁静化交通策略;设计新的停车策略;改善内城区环境;开发生态友好型技术;采集 自行车出行行

一一一一的可达性 !拥堵数据,制定都市区交通拥堵问题缓解措施l43]]]

333000 贝尔法斯特特 改善区域连通性可达性;高效利用道路空间和轨道线路 ;维护交通设施; 改善安全;提高弱势群体的社会参与度;开发基于用户户
的的的的项目;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保护生物多样性;减少声音和空气污染网网

333lll 苏黎世世 加速公交的发展和提高其吸引力;高效的动态控制交通管理系统;停车空间规划;提供良好的生活条件 ;改善机动性和 自行车 !!
行行行行人出行条件;持续一致的交通政策阅阅

33 1悉尼

34 一墨尔本

35 一新加坡

缓解拥堵 ;加大公交出行能力;改善自行车 !行人线路 ,改善交通服务能力;完善管理体系阅

安全的交通系统;制定内城区 !郊区拥堵管理策略;制定都市区外部区域发展管理措施 ;通过改善货运和商业交通出行促进经济

增长网

整合的公交体系;提高公交出行优先度 ,扩展快速轨道网络和通行能力;加大公交产业的竞争力;扩展道路网和改善安全;应用

科学技术优化道路通行能力113]

项目, 改善空气质量; »鼓励先进的环

保车辆的开发应用 , 发展清洁能源 , 鼓

励能源的高效利用 "新加坡在 200 6 年

颁布了新的条例 : ¹ 规定所有配置新柴

油机的车辆必须符合欧盟四级排放标

准 , 鼓励公交和出租车运营商采用新的

技术和燃料 , 如压缩天然气等 , 不断改

善空气质量 {l3] ; º 与环保和文化保护机

构协作 , 规划要适应国家环境政策法案

要求 , 加大对生态环境的保护 !尽可能

减少对一些生态比较脆弱的地区的开

发 , 同时注重文化历史的保护等; »改

善大都市区水质量 , 降低交通噪声 ; ¼

鼓励健康生活方式形成 , 比如自行车和

步行出行 "

要体现这种区域上的重要性 ; º要增强

重要的就业 !消费 !教育 !医疗等区域

的通达性 , 评估计划和规划项目对经济

发展的影响 , 增强区域货物系统的运输

能力 , 支持私营企业的发展 , 同时改善

旅游区游客 ! 货物和旅客等多模式交通

设施的通达性; »设施的提供上 , 要重

点投资国家和当地计划中列举出的增长

和发展区域 , 保障高密度人 口区域和就

业区域设施的充足性 , 更新破旧和升级

等级低的道路 , 保障现有道路的质量 "

交通设施要支持混合的土地使用 , 鼓励

交通节点设施的改善 , 方便人们的出行

和货物的运输; ¼鼓励促进经济发展的

交通改善项 目的实施 , 鼓励不同部门之

间的合作 , 和私人的投资"

M obility n eport ) 显示 , 交通拥挤依然

是美国439 个城市区域的交通难题 , 并

且呈现日趋严重的趋势 [5z] "在欧洲许多

大都市 , 随着客货流周转量不断上升 ,

新增的私人小汽车给城市造成了严重的

拥堵 , 机动性水平不断下降 , 一些城

市 , 高峰小时机动车平均运行速度甚至

低于 15k n/ h , 新增的道路设施远远不能

满足需求 1531 "交通拥堵导致的大都市区

机动性水平下降已经严重影响了人们的

正常出行 , 各个大都市区在提出改善机

动性的总体 目标后 , 提出了具体的应对

策略 , 主要包括投资政策 ! 设施改善 !

交通管理 3 个部分 , 汇总如表 7 所示 "

6 中国城市综合交通规划发展

5. 3 促进经济发展

¹ 大都市区要明确自己的经济定

位 , 交通系统的建设要与经济定位相匹

配 , 如纽约大都市区将自己定位为国际

和国家的经济门户 , 交通系统的规划便

5. 4 机动性

交通拥挤是当今各大都市区交通发

展面临的最显著挑战之一 , 美 国 20ro

年公布的城市机动化报告 (201 0 U rb an

1980 年代中期 , 北京开展的5北京

市城市交通综合体系规划研究 6, 提出了

城市交通系统的构成及其内部关系 冈"

在国内, 此项研究首次揭示了城市综合

2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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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35 个大都市区交通发展总体目标统计

T ab.4 T ra nsPorta non develoPm ent obj eeoves of 35 M etroPolitan re, ons

总总体目标(go al s))) 大都市区编号号 频数数 目标标 分类类
归归归归归类类 频数数

一一改善生活质量量 l,2,3,6,7,12,16,20,23,24,25,28,3111 1333 l666 { 2999

{{{{{{{{{{{{{{{{{{{{{{{{{{{{{{{{{{{{{{{{{{{{{{{{{{{{{{{{{{{{{{{{{{{{{{{{{{{{{{{{{{{{{{{{{{{{{{{{{{{{{{{

方方便便 1,333 . 222 lllll

交交通参 .健康康 2777 lllllll

与与者流于一一 ))))))))))))))))))))))))))))))))))))))))))))))))))))))

(((川筛平刃一 2,3,6,19,2888 555 55555
经经经经经济可承受受受受受受受受受受受受受受受受受受受受受受受受受受受受受受受受受受受受受受受受受受受受受受受受受受受受

公公公众参与与 5,6,9,27,3000 555 55555

33333 , 18 ,3 222 333 33333

一一安全全 2,3,4 ,5 ,6,7,8,9, 10, 11, 13,14, 15, 16, 17, 19,20 ,222 2999 4555 13444

11111 ,2 2 ,23 ,24 , 25 ,26 ,27 ,28 ,29 ,30 ,34 ,3555555555

安安全保障障 3,4 ,5,6,7,10,11,13,14 ,16,20,21,22,23,26,2888 l6666666

高高效效 2 ,8 ,9,10,13,14,17,19,22,24,25,30,3111 l333 255555

{{{{{{{{{{{{{{{{{{{{{{{{{{{{{{{{{{{{{{{{{{{{{{{{{{{{{{{{{{{{{{{{{{{{{{{{{{{{{{{{{{{{{{{{{{{{{{{ 一一一
最最优化系统管理与运营营 4 ,6,16,20,29,33,3444 7777777

整整合合 16,17,24,32,3555 5555555

机机动性性 4 ,5,8,9,10,13,14 ,15,16,17,21,22,24 ,25,27,222 1888 l88888
99999 ,3 1,3555555555

系系统保养与维护护 2,3,5,7,8,9 ,11,13,14,15,17 ,19,24 ,26,3000 巧巧 巧巧巧

可可达性性 3,4,8,9,16,20,2 1,23,24,25,26,3000 l222 122222

多多模式式 6,7,9,11,14 ,16,23,2777 888 88888

2226 ,29 ,31 ,32 ,33 ,3555 666 66666

改改善自行车 ! 行人交通通 29,31,3333 333 33333

条条件件件件件件

可可靠靠 2 ,333 222 22222

可可可持续续 6 ,7,18,3111 444 3333 7888

环环环境友好好 l,2,3,4,5,6,9,10 ,13,14 ,15,16,17,, 24444444
11111118 , 19 ,2 0 ,2 1,2 3 ,2 4 ,2 5 ,2 7 ,2 9 ,30 ,3 222222222

能能能源节约约 17,ZD,2444 3333333

222 777 lllllll

应应对恶劣气候变化化 2888 lllllll

促促进经济发展展 l,3,4,5,6,7,9,10,11,12,13,15 ,, 一2333 一一一
111116 ,18 ,19 ,20 ,2 1,23 ,24 ,25 ,27 ,28 ,344444 233333

合合理的财政机制制 l,5,6,10 ,13,14,22,23,2666 999 99999
一一一一一一一

缓缓解拥堵堵 9,21,23,29,32,33,3444 777 77777

智智能化化 32,3555 222 22222

适适应本地特点点 9,1999 222 22222

222777 222 22222

6.1 城市综合交通发展现状

201 0 年 8 月揭晓的中国城市国际形

象调查推选结果显示 , 我国有 65 5 个城

市正计划 /走向世界 0, 200 多个地级市

中有 18 3 个正在规划建设 /国际大都

市 0 !网"快速发展的城市同时也面临着

严峻的交通问题: ¹拥堵日趋严重, 我

国 655 个城市中, 约有 2/3 城市早晚

出行高峰时段经受着交通拥堵; 而 100

万人口以上的主要城市中 , 有 巧 个城

市每天因交通拥堵和管理问题所造成的

损失达到近 10 亿元人民币 国; º交通

事故率居高不下 , 交通事故和交通死亡

人数 , 仍然处于一个比较高的水平 , 图

1列出了我国 200 8 年几个大城市的交通

事故死亡人数 "公安部交管局 200 9 年

统计 , 中国共发生道路交通事故 23 .8 万

起 , 造成 67759 人死亡 ! 275125 人受

伤, 直接财产损失9.1亿元 {然 »大城

市环境恶化 !空气污染严重 "交通给城

市带来诸如废气 !噪声 ! 振动等污染 "

200 9 年国家环保总局的数据显示 , 中国

大城市空气污染中 , 约 79 % 来自机动车

尾气排放" 200 1年 , 世界银行发展报告

中列出的全球污染最严重的 20 个城市

中, 有 16 个在我国 国"

注: 大都市区编号列中数字代表表 1中各个大都市区的编号

交通体系的内在结构关系 , 指出城市交

通系统是由若干不同功能子系统组成 ,

每一个子系统又包含若干构成要素 "基

于对城市交通系统构成及其内在关系的

了解和认识. 现代城市交通规划已不再

将研究对象视为孤立的 ! 互不相干的单

体 , 而是将其作为具有密切关联关系的

组合体 , 且着眼研究它们之间相互制约

关系 l5Fl "

6. 2 城市综合交通规划发展历程

近些年 , 我国综合交通规划理论与

技术方法 , 在进行大量研究 !探索和创

新基础上 , 取得了很大进步 "1990 年代

我国城市交通规划的核心目标是适应城

市快速发展要求 , 提高城市交通基础设

施的供给能力 , 满足城市快速发展所带

来的日益增长的交通需求 "在交通规划

中主要采取以需求为导向的规划目标 ,

规划内容以道路交通为主导 , 并以快捷

和畅通为重要衡量指标 "进人 21 世纪

后 , 城市交通运行 !交通发展环境的变

化促使城市交通规划目标开始转向集

约 ! 绿色 ! 一体化 , 并提高了土地利用

与交通规划协调的力度"优先发展城市

公共交通成为国策 , 轨道交通 !地面公

共汽 (电) 车交通成为交通规划的重

点; 同时步行 ! 自行车等低碳 ! 绿色的

2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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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故死亡人数交事̀个a

表 5 大都市区交通规划总体目标汇总

T ab .5 S u mm aw o f tra n sP o rta ti o n d e v elo P m en t 即al s of sele eted M etr o P o li tan regi o n s

音音赢之之 包含目标项数数 >100万万 50万一100万万 <50万万
交交通参与者(人))) 666 18(0.2))) 4(0.1))) 7(0.1)))

交交通系统(车 !路))) 1222 70(0.3) lll 23(0 3))) 41(0.3)))

外外部环境境 11 7 34(0.2))) 16(0.2))) 28(0 25)))

大大都市区数量 }}} l888 一一7777777 . 1000

1日刃

1粼刃

1 2加

12 )2

8oo

6 oo

礴仪>

2佣

0

北京 上海 天津 重庆 广州

图 1

F lg

2008 年我国大城市交通事故死亡人数 国

.1 C h in a .5 traffi e ace id en t fa t月11ti es In
2 0 0 8

注: 括号中的数字为规划目标平均数 AG , 综合考虑了规划总体 目标大类包含 目标项数 (I) 和

大都市区数量 (c )"规划总体 目标大类汇总为 G , 则规划总体目标平均数A G =G /( lxC )"

表 6 安全规划对策

T ab 石 Safe ty Plannzn g

工程 (engi neering )

* 优化交叉 口设计; 确定和改造危险路段;

* 安全设施保养维护; 完善自行车和行人安全设施;

* 引进智能交通系统; 完善交通安全评价指标体系

执行 (enfo rc em ent)

教育 (edueation)

* 减少行人 ! 自行车 ! 机动车和火车之间的冲突; 多方协作应对;

* 制定交通安全政策; 保障学校周边交通安全;

* 重点治理事故频发区; 改善高速公路安全

安全教育; 公众交通安全意识培养

应急系统 (em ergeney)
* 建立应急反应系统

* 提供紧急医疗服务

表 7 改善机动性策略

T ab 7 S tra te gi es to lm Pro v e m o b il lty

投资政策

* 优先实施增加出行选择多样性的措施

* 鼓励项 目和工程改善公共交通服务水平

* 提供有成本效益的改善项目解决确定的机动性问题和减少拥堵

基础设施建设

交通管理

一* 修建和扩充道路

一*提供行人和自行车线路,网络和设施
一* 提供高效 !可靠的货运通道

一* 发展轨道交通

一* 评估和满足区域货物运输设施需求

一*保障高效的通勤线路

.* 改善郊区居民公交出行通道

一, 交通需求管理措施.女口准人限制!鼓励合乘!电子货运等
{* 拥堵延迟减至最小

一* 提供并鼓励选择多种出行方式出行

一* 促进不同交通模式的整合 !衔接

一* 消除交通瓶颈 ,改善交通流

一* 为区域所有人员提供良好交通通道 ,包括年轻人 !老龄人和残疾人

交通系统也成为城市交通规划的重点内

容; 提高公共交通出行比例也作为应对

环境 ! 能源 ! 土地制约的核心指标写人

了城市总体规划的指标体系 , 成为城市

交通规划的主要 目标 [61 ]o

6. 3 城市综合交通规划存在的问题

我国城市综合交通体系规划始于

1980 年代 , 发展历程和许多西方国家相

似 , 但时间却要短得多 冈, 在综合交通

规划过程中 , 虽然明确了发展远景和总

体 目标. 但依然存在很多问题"

6. 3.1 对综合交通体系的发展规划重视

程度不够

我国各种研究都很薄弱 , 规划的法

律地位尚未明确 , 我国没有专门的法律

法规对交通规划进行规制 , 各种法律制

度框架尚未构建完成 l62] " 主动式交通

安全规划的理念刚刚建立 , 交通安全规

划体系不够完善 , 交通事故依然比较严

重 "交通环境保护意识比较薄弱 , 目前

对碳氧化物和氮氧化物等排放指标没有

明确限制 , 快速城镇化进程中, 绿地系

统的开发 !生态系统的保护等没有形成

系统的环境评价指标体系 "

6. 3. 2 城市空间结构和功能布局与交通

条件之间的关系没有理清

19 90 年代后期至今 , 国内城市大多

忙于应对 中心城不断加剧的交通拥堵 ,

结果总难免陷人 /拥堵缓解一更大强度

的土地开发一更严重的拥堵 0 的尴尬境

地 , 无法腾 出手来发展外 围组团 ! 新

城 , 疏解中心城区的功能 , 交通拥挤 日

趋严重 , 城市机动性不断下降 "

6. 3. 3 公共交通系统不够发达

国内不少城市并未清晰了解出行结

构优化调整与 /公交优先 0 的关系 , 以

及调整的正确途径 ! 时机 "很多大城市

还没有真正意义上做到公共交通优先发

展 , 绝大部分大城市的公交 出行率在

20 % 以下 , 有的省会城市公交出行率不

足 10 % , 再加上个体机动化出行增长迅

猛 , 道路交通压力过大 圆"

6. 3. 4 现行的管理体制 ! 权力划分交叉

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城市交通从

规划对策到实施规划再到具体管理的衔

接 , 难以形成高效 !灵活的综合交通规

2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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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管理体系:

6. 4 综合交通规划启 示

目前 , 我国的城市交通发展面临着

类似于国际大都市区交通发展遇到的诸

多挑战 , 包括城市人口规模的不断增

长 , 交通拥堵问题 , 交通事故严重 , 环

境污染等"在治理交通拥堵 !交通安全

规划和环境保护等诸多难题上 , 国际大

都市区在综合交通规划领域制订了多项

法律法规 , 在交通安全规划体系和拥堵

管理系统的建立等方面进行了大量的研

究 , 积累了不少经验"通过研究国际大

都市区以目标为导向新一轮区域交通规

划 , 在参照国际的情况与针对我国现状

的基础上 , 笔者拟提出促进中国城市综

合交通运输系统规划的几点建议:

6. 4 .1 加大交通安全规划在综合交通规

划目标中的地位

在 /人性化 0 服务 ! / 以人为本 0

作为城市综合交通规划建设的根本宗旨

指导下 , 加大交通安全规划的地位 , 重

视交通安全规划体系和安全评价体系的

研究: ¹ 在交通工程领域 !不断优化和

完善基础设施安全设计 , 引进智能交通

系统; º在安全管理上, 重点治理事故

频发区, 建立道路安全预警系统 , 重视

高速公路安全 , 减少行人 ! 自行车 !机

动车和火车之间的冲突 , 规范驾驶行

为; » 加大交通安全教育 , 不断强化公

众交通安全意识; ¼完善应急反应系

统 , 包括提供紧急的医疗服务 "综合利

用以上措施 , 逐步降低道路交通事故死

亡人数和各类交通事故发生频数 "

6. 4. 2 重视环境保护 , 改善城市居民生

活质量

要¹ 控制城市交通尾气的排放, 包

括加大对清洁能源的研究和能源的高效

利用 , 限制大排量机动车的使用等 , 制

定合理的减排目标和城市废气检测体

系; º加大绿地和生态系统的保护, 尽

量减少对生态脆弱区域的开发 , 注重历

史文物遗址的保护; »不断改善城市人

行道和非机动车道的出行环境 , 为出行

者提供健康 ! 舒适 ! 多样化的出行选

择 , 鼓励人们采取步行和自行车出行方

式 "

6. 4. 3 建立完善的交通拥堵管理系统 ,

改善城市机动性

加大城市土地利用和产业布局与交

通条件之间关系的研究 , 合理布局城市

交通走廊 , 协调中心城区 !新城之间交

通出行关系"大力发展一体化的公共交

通系统 , 不断提高公共交通出行比例 "

制定合理的拥挤缓解规划策略, 对交通

系统进行连续的监测和评估 , 建立数据

收集和系统性能监测项目; 提高交通拥

堵的原因判定能力 , 制定可选缓解拥堵

的方案 , 对拥堵缓解策略进行有效性评

估 , 建立区域的交通性能评价指标体

系 "不断改善城市机动性 , 促进经济高

效发展 "

6. 4. 4 健全交通规划机构 , 最优化综合

交通系统管理和运营

国际上大都市区规划报告通常是由

官方或半官方机构来编制和修订 , 这些

机构定期开展居民出行调查和常规的交

通运作情况调查 , 建立地区的交通规划

模型 , 收集和提供涉及城市交通方面的

现状信息和预测数据 , 参与重大交通项

目的前期研究工作 , 掌握涉及交通规划

和研究的全面信息 , 积极进行公众咨询

和接触各种机构和市民团体 l9]"我国城

市应该重视和健全综合交通规划机构的

建设 , 要做到: ¹该机构能够提出近期

实施计划和各项投资计划; º改善现有

的行政管理体制 ! 解决权力划分的交叉

导致的规划对策难以实施的难题; »综
合交通规划应至少每4一5 年回顾和更新

1 次, 针对人口 ! 就业分布变化 ! 车辆

增长 !交通运作情况 !原规划项目的建

设落实情况以及未来可能的投资规模等

因素滚动地调整原来的交通规划 , 以便

更好地指导城市交通建设和管理"

统性和可操作性 !实施的可行性 , 同时

还可以体现政策的要求和为评价提供标

准 "国际 35 个大都市区在制定区域交

通规划报告过程中 , 依据政府法律的要

求, 结合区域本身的特点, 确立了未来

交通发展目标 , 规划目标的重点方向主

要包括: 改善交通系统的安全 , 发展环

境友好型的综合运输系统 , 交通系统要

适应城市经济的发展 , 面对日益严重的

交通拥堵问题 , 要不断改善大都市区内

部的机动性 "我国大城市综合交通运输

系统面临着许多类似于国际大都市区综

合交通系统在发展中遇到的挑战, 需要

结合城市自身发展的特点 , 吸取这些大

都市区成功经验 , 构建可持续发展的城

市综合交通运输体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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