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cademic Research 

︱416︱2018 年 12 期  

“健康城市”导向下的城市步行交通环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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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加快，如道路拥堵、机非冲突、环境污染等各种城市问题不断加剧，健康绿色的城市出行理念越来越受到

重视。本文从人本思想角度出发，以问题为导向，分析城市步行系统现状情况及问题，为营建舒适宜人的步行环境提出改善建议，从而促
进城市健康发展。 

关键词：城市步行；交通系统；健康城市 
中图分类号：U12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6-8465（2018）12-0416-01 
 
1 城市步行空间建设情况 
步行交通是一个连续、完整的空间步行网络，通过步行街道将

城市中分散的公共空间相互联系，形成宜于步行活动的公共空间关

系网。我国很多城市都普遍存在城市步行环境质量差，人性化空间

丧失导致街区缺乏活力等问题，因此步行环境改善呼声越来越强烈。

刘易斯·芒福德曾指出“城市的存在不是为了汽车通行的方便，而

是为了人的安全与文明”。围绕步行系统在保证步行效率及可达性

的基础上提高步行的趣味性及舒适性，有效鼓励慢行出现，成为促

进城市的健康发展的一大措施。 

2 城市步行交通的现状问题 
2.1 “车本位”观念普遍存在 

受到国家政策、环境污染、居民自身出行习惯等因素的影响，

国内步行交通研究及建设在我国一直处于弱势地位，我国现今道路

规划思想依然是“以车为本”。具体表现在：在城市中心区、城市

住区等人流较为集中的地方所布置的公共服务设施依然以服务机动

车为主，缺乏步行交通设施布置；国内机动车侵占步行交通空间的

现象已成为常态现象，而非机动车侵占机动车却要受到国家政策的

禁止等等表现均能证明，在国内步行交通出行环境的恶劣，步行出

行者不被社会所尊重，城市出行结构越发不平衡，导致城市机动车

交通环境越发紧缺，进而影响减少城市步行交通空间，然后再继续

影响出行结构，最终会导致城市交通进行负面循环，城市交通环境

越发恶劣。 

2.2 步行空间不成体系 

由于缺乏对步行空间系统的全面规划，大多数步行系统不仅缺

乏休息、交流的空间，而且通达性差。步行空间的系统性不足。城

市步行设施存在的问题主要是人行道宽度不足，管理混乱，拥挤的

静态交通或供应商，无障碍设施的占用，角落空间设施的占用，不

合理的交叉便利设施以及不合理的信号时间。步行系统与公共交通

没有正确连接，没有足够的安全设施可以过马路。 

2.3 步行空间安全问题较突出 

步行空间安全问题普遍存在。如人行道缺少交通管理和相应的

警告标志，标记和其他安全特征。机动车非机动车随意占用人行空

间。双向交叉口和四车道以上的道路，过街人行横道距离太长缺少

二级安全岛以及相应的管理和安全设施。部分街道交叉口处人行横

道和人行道平交设施设置错位，存在安全隐患。道路上的巴士站远

离人行横道设施，超出了步行可以容忍的环形交叉路口。部分地下

交叉通道连接不完全且指向性不强，容易使市民迷路其中，需要多

次折返，给步行者带来极大的不便，致使步行者置安全问题而不顾

的去走车流量很大的马路，也不走修建的低下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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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步行环境质量差 

有些城市属于高纬度地区，冬天持续很长时间且天气比较寒冷。

由于冬季降雪，路面积雪会融化成积水转而冻结成薄冰，致使路面

湿滑，对人们的步行造成一定的阻碍。还有些城市道路损坏严重，

地面出现坑洼积水，严重影响城市面貌，并且十分不利于步行交通

系统的开发和运营。所以市政部门要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持

续发展的原则，重视人行通道的建设，改善道路环境，建立适合当

地情况的步行系统。例如：在大城市的历史文化中心，可以建立以

观光和历史保护为主题的商业步行街;中小城市步行系统的建立应

与公共交通系统的完善和发展相结合，步行空间是发展和规划的重

点。 

3 城市步行空间建设的改善措施 
3.1 提高城市步行设施的安全性 

步行空间的设计首先考虑满足行人基本通行和安全的需求。平

面交叉口是步行交通与机动车交通和非机动车交通冲突的主要区

域。科学合理的交通组织和时空道路权利分配机制是确保交叉口交

通效率、交通秩序、交通安全和环境景观的重要手段。依据交叉口

的大小，使用较小的转弯半径，相应地布置各种运输空间。当道路

宽度较大，且设有有中央分隔带时，需在中央分隔带处的人行横道

上设置安全岛。 

另一方面做好交通稳静化措施，对街道实施物理限速和导向，改

善出行环境，鼓励慢行出行。交通稳静化的主要表现方式是降低车速

和控制交通量，以达到能够有效降低交通冲突，降低机动车行驶时的

舒适性，增强步行交通出行时的健康性，提高行人步行交通出行率。 

3.2 完善步行系统的换乘媒介功能，提高慢行可达性 

完善公共交通站点充足合理覆盖，提高慢行交通通达性。快捷的

步行空间体系，需要公共交通系统作为换乘媒介。介于步行者可接受

的步行距离及步行时间，公共站点之间的距离应该控制在一定范围，

一般为500 米左右。同时结合合理配置的城市用地功能空间比例。以

此有效地缓解城市交通压力，同时为人们创造更多的活动空间。 

3.3 创造内涵丰富的“人性化”步行空间 

步行空间的设计原则应当依据人的尺度及其行为方式进行，满

足行人步行通行需求。同时步行设施设计需要根据人体工程学原理，

考虑不同类型的人群的需求。同时增加步行空间趣味性，在人行道

的两侧，可以在建筑物的正面和河的两边种植树木或草，美化街道，

使街道感觉自然。沿街的街道设施应结合特殊环境的需要，规划相

应的公交车站，休息座位，垃圾箱，电话亭，路灯，标志和人行道

等，体现大气和风格，体现特色不同的步行空间。为了完善城市步

行街设施，可在步行街增设包括线路指示地图、休息桌椅、景观绿

化、街道家具雕塑等。同时对商业区和交通枢纽等各类城市综合体

人行空间、人行道、步行街、广场、人行横道等步行系统进行整体

考虑，提高到各设施点的通达性，以方便市民出行。 

3.4 确定步行系统规划的特征目标 

有序分配系统规划的特色资源，构建具有鲜明魅力的城市步行

系统。依据城市空间形态，功能结构和土地利用规划，划分整个规

划区域的功能范围，以反映具有城市特色的步行系统的总体结构。

差异化步行系统反映了城市不同地区步行系统的差异。 

总之，城市步行交通系统必须满足城市居民近距离旅游，休息

和交通的需求，另一方面是城市特色空间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是城

市生活环境塑造和质量改善的重要载体。在城市步行系统的建设中，

应遵循系统性，连续性，安全性和专业化的原则，以满足步行交通

系统结构和空间环境塑造的要求
[3]
。 

4 结论 
综上，步行交通系统是城市交通系统的组成部分，城市步行交

通系统需要进一步发展和更新。特别是在低碳经济发展和节能减排

的情况下，步行交通系统的改善将有助于缓解城市交通拥堵。进一

步发展步行交通，促进人们的出行绿化和环境保护，促进城市交通

的合理布局和规划。因此，改善城市步行环境已成为当务之急。只

有交通结构合理，交通方便，形成了有效的、便捷的、宜人的城市

交通系统，才能让人们感受真正高品质的城市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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