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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随着社会现代化进程的 不断加快

，

城镇化步伐带动城市基础设施也在 日 趋完善 。 我 国新型城镇化 的快速

发展
，
对城市综合交通体 系提 出 了 更 高的要求 。 针对当前城市综合交通体系 中存在 的 问题进行了 深入剖析 ，

总

结 出新形 势下城市综合交通发展的趋势 ，
提 出 与

“

以人为本
”

新型城镇化发展相适应 的城 市综合交通规划体系

发展思路
，

以期 实现交通资源的有效配置 ，
促进城 乡 一体化综合交通体系 构建 目 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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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用被弱化 ，
加之忽视了 以大容量公交为主体 ，

可

党 的十八大强调 ， 要坚持走 中 国 特色新型 作为城市
“

生长轴
”

的复合型交通走廊建设 ， 大

城镇化道路 ， 推 动工业化和城镇化 良 性互动 、 城市的空 间扩张呈现 出
一

种低密度无序蔓延的

城镇化和农业化相互协调 ， 促进
“

四化 同步
”

。 态势 。

随着我 国新型城镇化的不断发展 ， 城市交通 的 （ 交通供需失衡 ， 各城市交通拥堵严重 ，

运 行状 况不容 乐观 ，
问题 也表现得更 为复杂 在时间与空间上持续扩展蔓延 。 目前 ， 城市的不

化 、 多元化 以及综合化
【

。 交通拥堵已经成为城 断发展 ， 各种代步工具的出现为城市交通 的拥堵

市 协调整体以 及 可持续发展的重要 制 约 因 素 。

“

贡献
”

力量 ， 混合交通的特点 ， 使缓解交通拥

为 促进城市发展 ， 需要加强城市综合交通体系 堵更加困难 。

规划 ， 以 此助 力城乡 统筹 、 城乡 一体 、 产城互 （ 公交发展滞缓 、 出 行比例偏低 、 服务水

动 、 节约资源 、 生态宜居 、 和谐发展的新型城 平不髙 ， 居民 出行对小汽车的依赖 日趋突出 。 公

镇化 目标的实现 。 共交通之所以难 以 与小汽车 的出行需求抗衡 ， 关

键在于公交服务水平低 。

当前城市综合交通体系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 综合交通枢纽接驳换乘问题突 出 。 枢纽

城市综合交通体系是城市整体发展中 的重要 运行效率较低 ， 难以发挥其在引导和合理改善城

组成部分 。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 ， 传统的城市 市布局方面应有的 模式效应 。 从当前国 内

综合交通体系不能很好地适应社会发展的需求 ， 中 、 小城市总体发展情况来看 ， 枢纽换乘出现的

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 问题较为突出 ， 换乘给人们的出行带来了极大的

交通与土地利用 、 城市空 间发展协调不 不便 。

足 。 过去几年 ，
土地城镇化的速度 已经明显高于 （ 政策体制 与机制存在 问题 ，

一

方面产

人 口 城镇化速度 ，
且城市规模等级越高 ， 建成区 业 、 用地和交通等规划职能分属不同部 门 ，

“

条

面积增长越快 。 万人以上的大城市 ， 块
”

体制分隔没有明显改善 ，
呈现各 自 为政的局

年间城市人 口 年均增长率为 而城市用 面 ； 另一方面 ， 受各种主 、 客观因素的影响 ， 我

地年均增长率达到了 。 在以房地产市场为主 国各个地域经济水平 、 社会发展状况差异很大 ，

导的城市土地开发模式下 ， 规划的控制和 引导作 导致综合交通发展水平地域差异也很显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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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城市综合交通体系发展的新形势 布局 的选址 ，
将城乡 之间进行合理规划 。 中心

城市综合交通体系不仅要符合现实需要 ， 还 城市与城乡 之间的 交通道路应有衔接 ， 衔接 的

要符合新时期 国家政策导向 。 新时期 ， 城市综合 道路应有利 于交通系统的组织和管理 。 在整个

交通体系发展总体态势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 规划 中 ， 道路 网络应具有合理的等级匹 配 ，
以

私家车数量急剧增加 ， 传统交通模式变 此确定交通道路从高到 低的有序汇集 。 城市道

化 ， 甚至超越城镇化的速度 。 人们生活质量不断 路 网络规划应根据城市空 间结构和用地规划进

提升 ， 出行方式也逐渐发生着变化 。 私家车数量 行协调 。 新时期发展过程中 ，
以城 中 心 的发展

的增多给交通运行增加了
一

定压力 。 带动周边城乡 的发展 。 城 中心带动城乡 经济发

城市规模扩大 ， 需求量增加 ，
出行距离 展

，
首先必须突 出 城 乡道路规划 。 唯有城 乡 之

延长 。 城镇人 口迅速增长
， 对交通 的需求 日 渐明 间规划布局 了 良好 的道路 网络 ，

才能促进两者

显 。 目前 ， 城市综合交通规划的运用在实际中不 之间的协调发展 。

能满足人们的现实需求 ， 这一矛盾 日渐突出 。 构建城乡交通一体化交通运输系统

基础设施建设过于注重城市的对外交 新时期的交通方式与传统的 出行方式有所不

通 ， 尤以道路和桥梁为重 ， 公共交通被忽略 。 城 同 ， 具体体现在私人交通工具的普及 ， 电动 自行

市交通规划的落实 ， 就是将相应的基础设施加 以 车 、 新能源车辆等的推广应用 ， 这对综合交通规

建设 ， 将规划设计落实到具体的实践中 。 基础设 划提出 了新的挑战 。 因此 ， 在综合交通体系布局

施建设速度的加快 ，
显示出新时期交通规划的总 中

，
注意城乡公交运行管理的相互衔接 、 合理规

体性 。 划城乡 之间 的货运系 统 、 转变城乡 居民 出 行理

念 ， 提供多种交通出行方法供人们选择 ， 建立与

新时期城市综合交通体系发展的思路与建议 之相应的城乡交通一体化运输系统 。 因此 ， 在城

新型城镇化发展离不开高效 、 低耗 、 智能 、 市综合交通规划 中 ， 为满足人们对交通的需求 ，

一

体化的综合交通体系 的支撑 ， 并且为保障区域 规划时应认真研究城市公交优先政策 。 公交优先

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 亟需构建开放性 、 可扩张的 政策并不是限制使用私家车辆 ， 而是为人们创造

城乡一体化综合交通体系 。 城市综合交通运输
一

个 良好的交通条件 ， 提倡使用高效 、 价廉的公

主要研究综合发展 共交通 。 在城市化建设和机动化发展阶段 ， 城市

和利用铁路 、 公路 、 水路、 航空和管道等各种运 交通模式做出相应调整 。

输方式 ， 逐步形成和不断完善一个技术先进 、 网 打造城市交通的系统功能

路布局和运输结构合理的交通运输体系 的学科 。 如前文所述 ， 新时期城市综合交通规划要从

而城市交通设施是指为城市交通系统保障安全正 打造城 由交通的系统功能人手 。 规划 中 ， 可以适

常运营而设置的轨道 、 隧道 、 高架道路 、 车站 、 当提出
“

道路总体空间
”

的思想 ， 明确道路立体

通风亭 、 机电设备 、 供电系统 、 通信信号 、 道路 空间设计的相关要求和 内容 ，
以及慢行及公共设

标线等交通设施 。 在城市综合交通体系发展理念 施空 间 、 公共交通空间 、 机动车空间 、 道路地下

中 ， 其规划的理念将体现在实际的设计中 。 对理 及其他空间 的建设重点 ；
针对不同的用地特征 、

念进行优化 ， 笔者认为城市综合交通规划应遵循 土地开发强度 ， 提 出有针对性的道路建设要求 ，

以下思路。 建立适应多种交通方式的高效道路系统 。 在道路

构建城乡一体化交通基础设施网络 系统建设中 ， 注重细节 ，
体现人性化 、 集成化和

新时期 的城市综合交通规划 ， 应摒弃 以往 精细化设计的要求 ； 加强道路景观设计和城市设

只注重中 心城 的交通规划 ， 将城市周 围 的 乡 村 计的紧密融合 ， 体现当前道路风貌控制 的最新发

也纳入综合交通规划
一

体化发展来考虑 ， 注重 展趋势 ； 重视低碳环保材料的应用 ， 加强节能减

城市 、 城乡 结合部 、 乡 村 的共 同发展 。 因此 ， 排 ， 降低交通污染 。 在交通规划的过程中 ， 建立

交通道路网 络布局应应适应城镇发展需要 ， 注 与之相对应的子交通运行系统 ， 该子系统能够有

意开放性公交 网络 、 轨道交通 网络 、 场站规划 效缓解 交通运行 压力 ， 促 进城 市交 通 的顺 利

交通建设 与管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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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行 。 新机制 ；

政策机制与规划手法相互结合 制定相应 的技术指标与 相应 的法律法

从城市综合交通体系发展来看 ， 传统的规划 规 。 在规划城市综合交通体系过程中 ， 如果机制

理念强调
“

以车为本
”

， 而在新时期 ， 规划理念巳 能够合法化 ，
就可以有效促进城市各个基础设施

逐步向
“

以人为本
”

的理念转变 。 这
一理念的实 的建设 。 在新时期背景下 ， 根据不同 的 出行需求

现 ， 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政策机制与规划手法的相 和 出行特征实现多层次的交通需求 。

结合 。

当前对城市综合交通体系具有新的要求 ， 在 结语

城市综合交通体系规划 中应充分将政策机制与新 综上所述 ， 城市化进程必然伴随着综合交通

的规划手段相结合 。 为达到人与 自 然的和谐相 体系规划理念与技术思路的更新发展问题 。 对新

处 ， 政策是主导 因素 。 城市综合交通体系可 以在 时期城市综合交通体系发展思路进行研究 ， 要根
一

定程度上将
“

交通引导发展
”

作为发展的观 据多方面的因素综合思考 ， 使城市交通运行符合

念 。 城市发展中 的瓶颈是新城区与 旧城区发展不 现实需求 。

协调 的体现 。 因此 ， 城市规划发展部门应利用相

应政策 ， 消除交通发展的瓶颈 ， 达到城市与交通 参考文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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