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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城市交通治理是提升国家及城市治理能力的战略需求和具体抓手。以交通服务为对象、权益

关系为内核、大数据为支撑，构建面向多元主体“价值-信任-合作”新型关系的城市交通治理现

代化理论架构和方法，提升交通服务共建、共享、共治水平。聚焦城镇化国家战略、公交优先现实

困境、共享交通服务创新三类重点场域，提出三类交通协同治理模式：城市群主体形态下城际交通

多行政主体协同治理、公共利益与资源配置效率同步提升的政府-企业协同和企业间协作的公共交

通优先治理，以及面向城市多元共享出行集成的政府-公众-企业协同治理。提出基于大数据和社

会实验揭示各类交通主体利益驱动与行为响应机制的方法，建立法治化治理对策与信息化赋能

工具。

关键词：交通治理；交通服务；多元主体；价值-信任-合作；理论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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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rban transportation management is strategically needed for enhancing a city and a country's

management capacity. Treating transportation as the service, equity relationship as the core, and big data as

the support, 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contemporary theoretical framework and methodologies for urban

transportation management based on the“value- trust- cooperation”among multiple stakeholders to im-

prove the collaboration in construction, governing and leverage of control. Considering the national urban

development strategy and difficulties in prioritizing public transit service, the paper proposes three coordi-

nated governance modes of transportation that include the coordinated governance of inter-city transporta-

tion with city clusters as the main form by multiple administrative stakeholders, prioritized public transit

governance based on government-corporate collaboration and enterprise collaboration to improve both pub-

lic interest and resource collaboration efficiency, and integrated governance based on government-public-

corporate collaboration aiming for the integration of multiple urban shared travel modes. Finally, the paper

proposes a method to reveal the interest-driven and behavioral response mechanisms of various types of

transportation stakeholder based on big data technology and social experiments, and establishes strategies

for rule of law governance and information-based empowering too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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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城市交通治理理论建构的必要性与城市交通治理理论建构的必要性与

必然性必然性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推进国家治理

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

应有之义，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也要求完善城

市治理体系，提高城市治理能力，着力解决

“城市病”等突出问题。

城市交通问题是“城市病”的突出体

现，是世界性难题。作为实现人流、物流空

间移动的载体，城市交通与就业机会获取、

生活质量提升等民生问题息息相关，是体现

出行权益与社会公平、公正、共享的焦点场

域。尽管交通管理一直受到城市政府高度重

视，但是小汽车过度增长导致交通拥堵、尾

气污染等“城市病”爆发，而交通需求管理

政策仍难以得到共识，城市公共交通优先发

展推动多年收效甚微[1]，已凸显当前城市交

通管理模式的困境，倒逼城市交通发展理念

更新、理论重构与方法创新。近年随着移动

互联网与智能手机等新技术普及应用，网约

车、互联网租赁自行车、共享汽车等新型交

通服务模式与业态不断涌现，在改善公众出

行便利性的同时，也引发了一系列新的交通

与社会矛盾，如网约车不仅冲击传统出租汽

车行业，也模糊了拥有与使用、营运与共享

的界限；互联网租赁自行车不仅引发对国民

素质与社会公德的大讨论，也提出了公共空

间使用规则、企业与用户的信任困境、政府

与企业责任分担等新问题。

新老矛盾交织与新旧利益碰撞，城市交

通已经呈现与以往差异显著的基本特征(见

表1)，交通服务共建、共享、共治成为新要

求和新趋势。提供安全、高效、公平的交通

服务以满足人的活动需求是组织城市高效运

行的基本要求。对城市交通发展的认识，必

须由提供基础设施向提供均等的公共服务转

变；衡量城市交通的发展，也必须向能否满

足人的需求、能否提高交通服务共建共享水

平转变。政府包建包管的交通管理手段，既

不能解决旧矛盾，也无法应对新问题。必须

打破对传统城市交通管理的路径依赖，从设

施建设管理、系统运行管理和行业管理范畴

向公共服务供给和社会治理转型。

综上，城市交通不是单纯工程技术问

题，而是一个涉及多学科的复杂公共治理问

题，解决城市交通问题的手段也应从工程和

管理向社会和治理方向转变。当前，中国正

进入新型城镇化发展时期，城市群成为城镇

化主体形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经济

转型发展同步推进，交通也由城市发展的配

套设施转变为调控城市发展模式、引导城市

群健康发展的重要手段[3]。在此背景下，城

市交通发展既要面向国家战略，也要面向现

实问题，更要面向未来前景。相应的，城市

交通治理应聚焦城镇化国家战略、城市公共

交通优先发展现实困境、共享交通服务创新

三类重点场域，着重处理两大界面关系：

第一，城市交通对新型城镇化的支撑关

系。发挥交通引导城市发展的作用，通过交

通治理落实以城市群为主体形态、以公共交

通优先组织城市空间布局等国家确定的重大

城市发展战略，并对新技术发展趋势下城市

未来发展前景提出前瞻性引导策略。

第二，城市交通内部多元主体间的合作

关系。基于公共服务的基本属性定位，改变

当前以政府为主体的交通管理模式，构建政

府主导的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公众多元

主体“价值-信任-合作”新型关系，通过

参与主体重组、权益关系重构、行为模式重

塑与治理绩效重估，提升交通服务共建、共

治能力与共享水平。

针对上述三类重点场域和两大界面关

系，城市交通治理的理论建构需要从基本理

论、核心内涵、治理工具三个层面开展基础

研究，探索以交通服务为对象、以权益关系

为内核、以大数据为技术支撑的交通治理现

代化理论体系，为解决城市交通新老矛盾交

织与新旧利益碰撞提供新的研究范式和实施

途径。这既是解决交通“城市病”的现实需

要，也是落实与提升国家及城市治理能力的

战略需要和具体抓手。

22 城市交通治理理论的研究进展城市交通治理理论的研究进展

城市交通治理研究是城市交通发展到新02

表1 城市交通问题与特征演变

Tab.1 Evolvement of urban transportation problems and features

核心关注

交通资源配置

交通需求-供
给匹配关系

多元交通需求
间的矛盾

问题焦点

交通功能冲突

交通政策选择

多元交通主体
利益冲突

解决问题的
学科知识

工程科学

公共管理

管理学、社
会学

解决问题的核
心理念与价值

功能合理，效
率优先

公共选择，社
会秩序

利益协调，公
平优先

解决问题的
基本手段

政府管理

协同治理

资料来源：文献[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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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的理论支撑和转型发展需要，既要继承

城市交通学科已有理论方法，更要引入公共

治理领域的理论成果与方法体系，结合城市

交通治理的特点与要求进行多学科交叉研

究。以下从公共治理基础理论、公共治理研

究方法与技术手段、城市交通治理研究与应

用三个方面，回顾相关研究成果、研判前沿

发展动态。

22..11 公共治理基础理论公共治理基础理论

1989 年世界银行报告 [4]提出“治理危

机”。文献[5]将治理界定为“国家与社会、

市场以新方式互动，以应付日益增长的社会

及其政策议题或问题的复杂性、多样性和动

态性”；指出“治理的精髓就是参与、合

作、互动、服务”[6]。2017年世界银行报告

将“较好的治理”界定为“国家和非国家群

体在一套由权力塑造的正式和非正式规则的

框架内运作，通过相互作用来设计和实施政

策的过程”[7]。治理强调多主体参与、对协

调作用的重视、持续的互动过程而非仅是一

套制度或规则[8]。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逐渐出现网络治

理[9]、协作治理[10]、自主治理[11]、参与治理[12]

等新概念，应用于社会治理 [13]、国家治

理 [14- 15]、合作治理 [16]、多中心治理 [17]等领

域。中国公共治理的研究聚焦治理问题探

讨 [18-19]、多元主体目标达成 [20-21]、治理绩效

度量[22]等。公共治理前沿性研究主要包括新

公共服务理论、网络化治理理论[23]、整体性

治理理论 [24-25]、数字治理理论 [26-27]和公共价

值管理理论[28]等。尽管治理方法及分析手段

具有差异，但仍然存在公共治理的一般性分

析框架，如文献[29]提出的治理规范性分析

框架包含地理范围、功能机制、资源分配、

利益取向、规范性、决策制定和政策执行，

文献[30]提出了强调上述七个关键分析内容

互动的公共治理理论逻辑框架体系。

城市公共服务治理作为最广泛的治理客

体，经历了公共行政、新公共管理到新公共

治理的理论范式转变[8]。公共行政基于政治

学和公共政策理论，新公共管理建立在公共

选择理论和管理理论之上，而新公共治理则

以制度理论和网络理论为基础[31]，超越“行

政-管理”二分法，被认为是进行公共服务

改革和实施高效的公共服务的最佳途径。

在治理结构方面，近年来网络化治理

(governance by network)成为关注焦点，即政

府、市场和公众在一个制度化框架中建立信

任机制和协调机制，倡导合作与互动，并为

实现公共价值而展开联合行动。网络化治理

颠覆了以政府管理为主的传统公共行政范式

和以市场化治理为主的新公共管理范式。

22..22 公共治理研究方法与技术手段公共治理研究方法与技术手段

公共治理研究具有问题导向型特点，涵

盖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等多学科内容。

定性研究方法有文献分析、问卷调查、开放

式访谈、参与型与非参与型观察等，对所研

究的社会现象(如事物、事件、现象、人物

等)进行整体性描述和理解[36-37]；定量研究通

过文献、调查或实验等方法获得数据，进行

因果分析、多元回归分析、预测分析等[38-39]

统计分析。利益相关者模型为识别主体合作

空间、衡量多元主体参与主动性、影响重要

性等提供了定性分析工具[40]，但对多元主体

相互作用关系的量化分析能力较弱。多元主

体参与模型结合了利益相关者理论的定性分

析优势及数理模型对不确定性处理的定量分

析优势，能够对公共服务治理体系下多层

次、多主体、作用关系复杂的利益相关者研

究提供有力的理论依据和方法支撑[41]。多元

主体参与模型可利用代理人模型、系统动力

学模型、情景分析、整合模型、概念认知模

型等，应用贝叶斯网络[42]、模糊建模、蒙特

卡洛模拟等工具根据不同目标函数进行优化

模拟和分析，已经在环境科学领域的行业管

理[43]和政策制订[42, 44]方面有广泛应用。

近十几年，社会网络分析方法被引入政

策网络研究[45]，成为评估政策网络结构和表

现能力、分析公共政策制定和实施中社会关

系的有效工具。在公共治理研究领域，社会

网络分析主要用于政策制定组织网络、公共

服务组织网络[46]和合作治理三方面[47](具体如

文献[48-52])。中国学者重点研究了公共投

资项目治理，包括公共投资项目治理规律和

机制[53]、城市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管理和利益

相关者协作关系[54-55]、项目治理利益相关方

关系网络风险控制[56-57]等。

大数据分析手段和综合信息平台建立已

成为公共治理领域量化研究的主要技术支持

条件 [58- 59]。集成化、智能化的交通信息平

台，如美国佛罗里达州的 iFlorida项目、日

本研发的 Smartway 系统、意大利的 5T 系

统、英国的 UTMC 项目等，中国深圳、上

海、北京、杭州等地开发的交通大数据信息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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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59]，使得交通治理在个体交通需求识别

与分析、交通政策制定与效果模拟以及交通

治理绩效评估及反馈等环节具备了良好数据

条件。

22..33 城市交通治理研究与应用城市交通治理研究与应用

城市交通治理是城市公共治理的核心内

容。文献[60]提出城市和交通可持续发展的

四大关键支柱：交通治理、投资机制、基础

设施建设和邻里设计；英国学者探究交通规

划政策和交通治理体系结构稳定性以及二者

之间的影响关系[61]，认为以静态系统的方法

对交通系统进行规划和组织是交通治理应解

决的主要问题。文献[62]针对西班牙巴塞罗

那公共交通服务私有化后的服务效率和服务

质量挑战，提出通过建立统一的管理机构和

推行鼓励公共组织和私营企业并存竞争的激

励政策，改善政府的交通治理和监管能力。

城市交通治理实践主要落实于区域交通治

理、城市公共交通服务提供和机动车交通需

求管理等方面。

区域交通治理是实现各种运输方式融合

和运输业综合管理的重要基础[63]。其目标是

打破行政、部门、地域界线，通过交通体系

内部整合(设施平衡、运行协调和管理统一)

和外部关联(交通体系与区域内城市功能调

整的互动)两个方面[63]，推动区域综合运输系

统的协调发展，实现区域内交通资源的优化

配置[64]。如欧盟交通治理以多层治理为重要

途径，在初始阶段确定参与主体的角色和行

使干预权利的时机和最大范围，把握透明度

和效率两大要素 [65]，分析内容包括制度和

政策背景、项目目标、项目实施环境等。美

国 20 世纪 60 年代推行的都市区规划组织

(Metropolitan Planning Organization, MPO)是

国际区域交通治理的成功经验之一，以协调

大都市区交通基础设施为基础，促进区域用

地、环境整治、社会公平、公共服务的协

调[58, 66]。中国推动区域交通运输一体化的主

要抓手是交通运输体制优化和制度建立，前

者为运输合作组织职能和岗位责权的调整及

配置，后者包括交通法律法规和各种规章

制度[67]。

公共交通服务作为一种准公共产品，采

用政府直接提供服务机制或完全市场机制都

存在局限性[68-69]。城市公共交通管治模式包

括自由市场模式、国有化模式、准国有化模

式、运输社区模式和特许经营模式[70]，而中

国城市公共交通管治模式则在政府经营和市

场主导间不断调整[71]。城市公共交通服务需

要整合以更好地满足用户需求[72]，而绩效评

估则从效率为导向转变到为结果而管理 [73]。

中国轨道交通建设运营也面临着从政府单一

投资主体向多元市场化投资的运作机制转

型[74-75]，建立包含政府、市场、社会合作多

元化服务供给模式[76]。

小汽车数量剧增与交通拥堵是全球范围

城市交通面临的共同难题。地方政府将城市

交通拥堵治理作为一项公共物品[77-78]，治理

模式主要包括增加供给、需求管理和制度完

善三种模式[79]。交通拥堵治理已经从重视交

通设施建设向关注交通政策转变，通过行政

和经济的手段减少私人汽车在城市中的过度

拥有和使用[80]。各城市政府以公共管理理论

中的公共物品理论、政府管制理论、公民参

与理论、经济学中的市场失灵理论为基础，不

断调整交通供需关系，摸索城市治堵之道[81]。

随着移动互联技术和共享经济理念的发

展，衍生出多种新型交通服务供给模式，包

括车共享(Car-sharing)、网约车、出行即服

务(Mobility as a Service, MaaS)等。新的服务

业态不仅影响交通服务便利性，也将对交通

服务提供、组织模式和绩效评估带来根本变

革。未来出行者对于自身权利的意识以及对

公共服务质量的要求会越来越强烈[82]，如何

有效保护和满足个体服务权益和平衡公众利

益将成为移动互联网时代交通治理的热点。

22..44 研究进展小结与进一步研究需求研究进展小结与进一步研究需求

公共治理的理论发展为城市交通治理理

论研究提供了有益的一般性理论分析范式，

但目前的理论框架中宏观多于中观和微观，

治理目标、价值、过程、工具和能力之间的

联系还没能清晰描述，研究方法的科学性、

系统性、针对性较为薄弱。从现有研究来

看，人文和技术的交融、治理的多元化和技

术的信息化是公共治理理论发展的未来趋

势，也是学科交叉发展的未来方向。治理理

论建模的技术化表达越来越倾向于基于大数

据分析和多层次、网络化治理模型的运用。

城市交通治理的重点明确、已有较长时

间的理论探索和实践，但治理是依赖于特定

社会环境下的一整套制度、规则及其运作过

程，取决于行政体系、财政制度、环境约

束、文化价值等因素的综合差异。中国既有

的交通治理概念及内涵还处于模糊和缺位状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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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态，仅在公共交通服务满意度、机动车交通

限行限购等部分措施的单个环节(合法性、

透明度、公众参与等)有初步探讨，缺乏从

主体—目标—行动—过程—评估的整体性理

论框架，需要建立针对性的分析方法和技术

支撑体系。

33 城市交通治理理论框架城市交通治理理论框架

鉴于当前城市交通治理理论研究碎片化

现状，其理论建构应围绕城市交通治理内部

多元主体间的合作关系、外部对新型城镇化

的支撑关系这两大界面关系，建立系统的、

可实施、可度量的城市交通治理理论体系和

技术方法，包括以下四项具体目标：

1）针对政府、企业、公众等多元交通

主体设计“价值-信任-合作”新型关系，

建立城市交通服务共建共享的治理理论体系。

2）面向新型城镇化国家战略，建立城

市群交通多行政主体协同治理模式；面向公

共交通优先现实困境，创新政府-企业协同

和企业间竞合界面，建立大都市集约化、高

效率公共交通优先治理模式；面向未来交通

服务创新，建立个体交通工具共有-共用新

趋势下政府-公众-企业协同治理模式。

3）满足交通治理体系现代化和治理能

力现代化要求，建立法治化赋权机制，提出

规范和约束政府、市场企业及公众行为的包

容性管制方针；建立信息化赋能工具，设计

面向交通治理科学化、精细化的技术支撑

平台。

4） 基于基础理论研究和典型案例分

析，对提升当前中国城市交通治理体系和治

理能力提出技术与政策实施建议，支撑新常

态下现代化城市交通发展。

33..11 城市交通治理理论的核心研究内容城市交通治理理论的核心研究内容

城市交通治理理论体系聚焦于政府、企

业、公众等多元主体间“价值-信任-合

作”关系的解析与构建，通过界定各自权益

责任探索交通服务共建共享的路径；治理重

点分别聚焦于面向国家战略的城市群交通服

务、面向现实困境的公共交通服务和面向未

来创新的个体共享交通服务，制定针对性的

协同治理目标与模式；治理集成平台是包容

性管制方针与技术工具的集成，为多元主体

协作共治提供实现手段和绩效评估工具，保

障治理目标实现。各项研究内容的逻辑架构

如图 1 所示，其中：内容(1)为基础理论体

系，内容(2)，(3)，(4)为城市交通治理的重

图1 城市交通治理理论各项研究内容的逻辑架构

Fig.1 Logical structures of the various researches on urban transportation management theories

城市群协同共治体系与
交通差异化治理目标

(2)

城镇化战略：城市群
为主形态，各城市协

调发展

政府导向：政府间
协作关系

城市公共交通服务协
作共建与优化方法

(3)

共享出行服务创新与个
体交通治理模式转型

(4)

公共交通优先困境：优
先配置资源，适应市场
机制，政府调控监管

共享出行服务前景：多
元化服务、多业态整合

企业导向：政府-企
业、企业间协作关系

公众导向：政府-公
众-企业协作关系

应用场域：面向国家战略、面
向现实困境、面向未来前景

理论内涵：政府、企业、公众
等多元主体间新型合作关系

城市交通治理集成平台设计与政策建议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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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问题，内容(5)为支持长期治理的平台设计

和政策保障。

33..11..11 城市交通治理基础理论城市交通治理基础理论

1）城市交通多元主体协作关系理论。

研究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公众等多

元城市交通主体间协作关系生成动力，分析

法律法规、利益分享、价值认同、道德约束

等要素对多元主体间信任、协作关系的驱动

作用。建立多元主体协作关系识别与划分方

法，剖析其演化规律，提出协作关系维系和

提升策略。

2）基于协作的城市交通服务共建理论。

将城市交通服务分为提供、生产、消费

和评估4个环节(见图2)，在分析不同交通模

式(方式链)排他性、竞争性和外部性基础

上，综合考虑资源配置效率和公共利益保

护，提出各类交通模式服务提供机制与生产

机制，明确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在服务提

供和生产中的职责、权益，建立基于协作关

系的服务生产准入制度、奖惩制度、退出制

度等相关机制，形成政府主导与市场配置融

合的交通服务共建理论。

3）面向包容共享的城市交通服务绩效

评估与调控方法。

研究不同阶层出行者对交通服务消费过

程与结果的期望需求。以公平、高效和低公

害为基本准则，构建尊重个体选择、体现公

共利益的城市交通服务绩效度量指标体系，

提出指标量化与评估方法。建立受益主体与

受损主体识别方法，以阶层包容、权益共享

为目标，提出交通服务绩效再分配的调控

方法。

33..11..22 城市群协同共治体系与交通差异城市群协同共治体系与交通差异

化治理目标化治理目标

1）城市群社会经济层级分工与交通联

系特征研究。

以京津冀、长三角城市群为对象，基于

手机信令、综合交通调查等多源数据分析城

市群内不同城市间社会经济层级分工与交通

流(人流、物流)之间的关联特征，揭示城市

群交通流时空分布与联系强度一般规律。

2）提升大城市集散效率的城区交通与

对外交通协同策略。

利用典型案例剖析服务于城市群及更大

尺度的铁路、公路及航空枢纽布局对大城市

城区交通运行的影响，提出影响指标与量化

方法。从设施投资与建设体制方面，研究大

城市城区交通与对外交通相互受益的目标与

协同策略。

3）提升中小城市活力的交通治理目标

与融入机制。

基于中小城市尺度与交通特征，剖析城

市群骨干交通设施和服务对中小城市经济活

动与出行的带动效应。研究适合中小城市资

源环境条件和财政能力的交通发展目标，确

定中小城市与大城市交通设施对接、服务对

标、投资对称的动力及合作机制，探索融入

城市群整体发展、提升中小城市活力的交通

服务共建共享模式。

33..11..33 城市公共交通服务协作共建与优城市公共交通服务协作共建与优

化方法化方法

1）政府主导的城市公共交通服务提供

规制。

分析各种公共交通方式的服务属性、功

能定位与结构配置。梳理实践中出现的主

导、主体、补充等各类结构关系，以均等保

障、高效导向为原则，以公共交通服务结构

体系整合、服务标准设定和价格调控为手

段，建立政府主导的城市公共交通服务提供

方法。

2）市场化资源配置导向的公共交通服

务生产机制。

研究企业、社会组织加入公共交通服务

生产的目标、动力与利益诉求。以市场化资

源配置为导向，建立既能满足公共交通服务

标准又能实现企业利益诉求的生产动力提升

机制。以最后一公里、公共交通网络换乘不

便等影响公共交通出行效率的合作问题入

服务消费

社会组织

政府

社会组织

政府

企业

服务消费

服务提供

服务评估 服务生产

共
享

共
建

价值-

信任-

合作

公众

政府

图2 多元主体协作的城市交通服务共建共享

Fig.2 Collaboration in construction and usage of urban transportation

services based on the collaboration of multiple stakeholders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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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研究不同公共交通服务企业间竞争合作

关系的动力与障碍。发挥政府主导(元治理)

作用，通过权益调节建立面向公共交通出行

效益最大化的多企业间协同生产机制。

3）公共交通服务评估与共建过程优化。

梳理既有公共交通服务绩效度量指标，

评估其有效性、局限性。从引导出行者优先

选择、引导城市集约节约发展角度，制定体

现各方利益和公共交通服务共建过程的综合

绩效度量指标体系。建立绩效评估与公共交

通服务共建过程的动态反馈、修正机制，促

成多主体共赢的公共交通服务共建制度建设

(见图3)。

33..11..44 共享出行服务创新与个体交通治共享出行服务创新与个体交通治

理模式转型理模式转型

1）共享出行服务创新与新型协作关系

构建需求。

分析政府、运营企业、社会组织、公众

等多元主体对新型共享出行服务的态度、认

知、诉求与行为响应。研究多元主体间价值

认同、信任生成和协作共赢关系的构建要

求，以共享出行规范有序为测度，界定协作

关系中各主体的职责与权益。

2）共享出行服务共建前景及制约分析。

研究技术进步、拥车用车需求管理措

施、服务新模式的资本介入等外部驱动条件

和内部制约条件，分析内外部条件与多元主

体间“价值-信任-合作”关系水平共同作

用下共享交通服务的发展前景，针对关键性

制约因素提出对策。

3）基于共享出行服务的小汽车拥有-使

用调控模式转型。

研究共享出行对公众拥车、用车行为的

短期影响与长期效应，分析当前通过限制拥

有来抑制使用的小汽车交通调控模式有效

性，探索以保障使用来降低拥有的公众认同

度与可行性，结合交通需求管理措施引导小

汽车理性使用的新型治理模式(见图4)。

33..11..55 城市交通治理集成平台设计与政城市交通治理集成平台设计与政

策建议策建议

1）基于法治化的城市交通治理包容性

管制方针。

面向政府行为约束，建立多元利益主体

的利益表达与协调渠道，纳入政府决策咨询

机制。面向企业行为约束，针对过度竞争、

服务获得的阶层差距加大等负面效应，建立

交通服务生产监督与市场纠错机制。面向公

众行为约束，以提升法治、道德意识为目

标，发挥硬制度与软制度合力作用，建立融

合执法、道德约束及规范约束的公众奖惩

机制。

2）基于信息化的城市交通治理实验分

析平台。

解析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公众等各

类主体参与城市交通治理的技术支撑需求，

满足政府治理过程跟踪与绩效评估、企业交

通服务生产过程监督、公众利益表达与交互

反馈等功能需要，搭建城市交通治理集成平

台架构体系 (见图 5)。以大数据为支撑手

段，结合典型案例完成平台功能开发。

3）城市交通治理热点案例分析与政策

建议。

以城市群轨道交通、城市公共交通最后

服务生产：个体企业
生产动力机制、多企
业间协同生产机制

服务提供：体系整合、
标准设定及价格调控

企业、
社会组织

政府 引导出行者优先选择

引导城市集约、节约
发展

共建主体 共建任务 绩效评估
权责关系 反馈优化

图3 城市公共交通服务协作共建与反馈优化

Fig.3 Collaboration in construction and feedback optimization

for urban public transit services

共享经济

……

汽车共享 认知与接受 以限制拥有来
抑制使用

互联网+ 自行车共享 车辆拥有行为

智能手机应用 定制公交 车辆使用行为

…… ……
以保障使用来
降低拥有

新技术、新理念 新服务、新业态 新态度、新行为 新治理

图4 共享出行服务创新与新型治理模式

Fig.4 Shared travel service innovation and new governance mode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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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城市交通治理集成平台架构

Fig.5 Integrated platform of urban transportation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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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里、互联网租赁自行车与共享汽车等城

市交通治理焦点问题为对象，围绕多主体协

作关系、交通服务共建共享路径开展案例分

析，从建立透明公正的协作规制、流程、评

价方法与技术支持等方面，提出改善城市交

通治理能力的技术与政策实施建议。

33..22 建构城市交通治理理论拟解决的关建构城市交通治理理论拟解决的关

键科学问题键科学问题

围绕多元主体协作关系生成、交通服务

合作共建、交通服务包容共享的理论研究需

求，城市交通治理理论体系建构需解决以下

关键科学问题：

1）基于“价值-信任-合作”的城市交

通多元主体协作关系生成动力与促进机制。

解析多元主体利益诉求，构建利益相关者合

作博弈模型，探寻由价值认同向情感信任、

利益合作的传导机理。

2）政府主导的交通服务提供与市场主

导的交通服务生产合作机制以及服务质量保

障回馈机制。解析政府-企业合作的交通稀

缺资源市场配置模式，探寻交通服务供给与

公众需求响应的协同演化机理。

3）多元价值导向下交通治理绩效评估

与公共利益调控、补偿机制。解析交通服务

准公共产品特性，平衡交通服务均等与高效

需求，探寻受益主体与受损主体识别及补偿

方法。

33..33 城市交通治理理论研究方法城市交通治理理论研究方法

城市交通治理研究涉及交通工程、城市

规划、公共管理、社会学、法学等多个学

科，既要探索基础理论，建立治理理论体

系；更要面向实际问题，形成可操作的治理

城市交通差异化治理
目标与模式

城市群环境下大城市
及中小城市交通治理

目标与模式

共享出行创新与个体
交通治理模式转型

城市公共交通服务协
作共建与优化方法

公共交通服务提供、
生产机制，综合绩效
评估与共建过程优化

重
点
应
用
场
域

手机信令数据
综合交通数据

……

共享出行对拥车、用
车行为影响及小汽车
交通治理新范式

公共交通运营数据
乘客调查数据
……

行为调查数据
运营订单数据

……

预
期
成
果

预
期
成
果

预
期
成
果

城市交通治理集成平台
设计及政策建议

多源交通大数据
理论分析模型

交通管理体制
典型案例分析

预
期

成
果

规范、约束主体行为的管制方式；
城市交通治理实验分析综合平台

引导优先选择的公共
交通优先发展战略

城市群为主体形态
的新型城镇化格局

新技术、新理念下
交通服务模式创新

城市交通共建共享
方法、机制与评估

面
向
现
实
困
境

面
向
国

家
战
略

面
向
未

来
前
景

预
期

成
果

城市交通治理
基础理论

国家治理理论
城市治理理论

公共服务理论
利益相关者理论

交通供需
理论

交通管理
体制

反
馈

反
馈

基
础
理
论
体
系

治
理
集
成
平
台

图6 城市交通治理理论研究的方法论

Fig.6 Methodology of theoretical research on urban transportation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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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工具。因此，多学科交叉和基于大数据

的分析判断是基本研究方法。同时，鉴于交

通治理中新型合作关系构建的重要性，基于

社会实验的行为-响应机理探索也是重要的

研究手段。

1）综合运用交通工程、城市规划、公

共管理、社会学、法学等多学科理论和方

法，建立城市交通治理现代化基础理论体

系。引入城市规划学科的参与式规划理论，

分析不同参与主体的利益诉求与表达方法；

引入公共管理的公共服务与公共治理理论，

并结合城市交通特点进行改造、优化；引入

社会学的多元主体行为分析方法，剖析公共

价值传导、信任与合作关系的构建理论；引

入法学中权责关系的界定方法，建立交通治

理法制保障体系。

2） 运用大数据挖掘与关联分析方法，

开展城市群交通出行特征、公共交通综合绩

效评估、共享交通出行特征等相关内容研

究。依托多源交通数据(综合交通调查、手

机伪码信令、公共交通运营数据、共享交通

运营数据等)，建立城市交通治理实验分析

平台，为治理主体行为模拟、治理政策设计

优化、治理绩效综合评估提供量化分析工具。

3）基于社会实验方法研究不同行为主

体对外部环境变化的响应与行为机理。重点

围绕交通工具拥有和使用模式对公众出行行

为的影响、新服务模式和政策双重作用下的

公众出行行为转变机理及引导机制等研究内

容，设计实验目的、样本和实施方案，为建

立基于法治化的城市交通包容性管制方针提

供支撑。

4）依托典型案例进行治理理论与实施

路径研究的归纳演绎方法。以城市群轨道交

通共建、城市公共交通最后一公里、互联网

租赁自行车与共享汽车等城市交通治理热点

问题为例，一方面为基础理论研究提供试验

场域，另一方面通过案例成果进一步归纳、

演绎交通治理理论方法体系。

城市交通治理理论研究的方法论如图 6

所示。首先基于公共治理领域、社会行为领

域、城市交通领域等多学科开展理论回顾与

交叉分析，解析城市交通治理理论要素，构

建理论研究框架与基本范式。其次，围绕城

市群交通、公共交通优先以及未来交通服务

模式创新需求，利用多源数据探索城市交通

治理的目标、手段和模式。进一步从法制化

角度建立约束多元主体行为规则的包容性管

制方针，从信息化角度建立支撑多元主体参

与治理过程的技术平台，使交通治理的目

标、手段和模式可实施、可监测、可调节。

最后开展典型案例分析，从中归纳、总结技

术与政策建议。

44 城市交通治理理论研究的科学意义城市交通治理理论研究的科学意义

与应用前景与应用前景

44..11 科学意义科学意义

1）创建城市交通治理现代化理论，完

善城市公共治理体系。

从政府主导的治理模式、价值与共识达

成及推进机制、社会行为模式引导机理等方

面，建立城市交通治理现代化理论内核。所

提出的城市交通治理框架、治理结构、治理

评估的理论方法，是中国新常态城市治理体

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与现有的公共交通

优先理论、城市交通网络构建和运行理论共

同完善、发展成为城市交通学科理论体系。

2）创新城市交通治理范式，成为国家

治理现代化水平和城市治理现代化能力提升

的标杆。

直面现实问题，以交通服务的共建、共

享、共治为价值导向，明晰政府-企业-公

众在机动化进程中的合作共赢机制、公共资

源的公平共享，形成新型城镇化要求下可实

施、可推动、可评价的城市交通治理范式，

完善现有公共治理研究宏观-中观-微观完

整框架体系的理论范式。

3）基于大数据建立支持城市交通治理

创新的技术方法。

针对城市交通治理涉及参与主体重组、

权益关系重构、行为模式重塑与治理绩效重

估，通过交通大数据与社会大数据的融合和

系统开发，形成对城市交通治理价值辨识-

信任度量-合作效益的平台交互、过程跟踪

和效果评价能力，为城市交通治理从工程-

技术系统向复杂、开放的社会-技术系统转

型奠定基础。

44..22 应用前景应用前景

1） 促进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目标实

现。中国城镇化进入以城市群为主体形态、

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阶段。交通系

统协调发展的共治、交通服务的共建共享是

区域合作的重点突破领域。城市交通治理理

论可为多层次政府的交通合作模式确定、合
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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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机制设计和合作效益评估及反馈优化等提

供方法指导。

2）推动城市公共交通优先发展战略有

效实施。在高密度人居环境和资源环境紧约

束条件下，城市交通治理理论的资源配置机

制和利益协调机制可为公共交通体系结构优

化、公共交通衔接服务优化和公共交通服务

治理评估提供改进方法。

3）支撑“互联网+”与共享经济在城市

交通先行先试，探索面向技术创新和服务创

新的治理理念与方法，为创新驱动、转型发

展的政府、企业、公众协同治理提供可借鉴

的模板。

总之，通过城市交通治理现代化的理论

研究，带动新型城镇化、公共交通优先等重

大城市发展战略有效推进，带动交通技术创

新与服务模式创新规范有序，为破解世界性

难题的交通“城市病”提供新的理念、方法

和技术手段，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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