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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浙江省委、省政府提出城市交通治堵战略，在全国率先启动治理城市交通拥堵工程，开启五年治堵攻坚

战。浙江省委、省政府庄严承诺：通过五年治理，城市交通拥堵状况明显改观，人民群众满意度明显提高。2018

年，浙江再次启动新一轮的五年交通治堵行动，目标是全面建成“畅通交通示范省”。治堵新五年不仅要进一步实

现“畅”的城市出行期待，更希望实现便捷高效、绿色低碳、智慧交通、安全文明、群众满意的交通先行示范。

为全面、有效推进全省城市交通治堵工作、加强组织保障和政策配套，浙江省政府成立城市交通治堵领导小组

(下设办公室)，各县市成立交通治堵工作办公室；同时，浙江省政府出台了《浙江省城市交通管理若干规定》。交通

治堵行动的主要战略行动是加强区域协同，全面提升公共交通服务水平，持续推进智慧交通体系建设。

积极推进区域交通一体化进程积极推进区域交通一体化进程

在社会经济、城镇、综合交通体系快速发展的背景下，浙江省省域空间基本形成了“四大都市区”的格局，

2019年全省城镇化率达到70%。区域交通一体化进程的推进是保障城市综合交通内畅外联的关键，但由于浙江省人

多地少，城镇空间发展受土地、生态环境的制约严重，城市交通区域化和区域交通城市化现象长期交替存在。同

时，城镇规模偏小和块状经济特征导致区域综合交通系统协同、一体化发展进程缓慢。区域交通与城市交通融合度

不够，主要表现在区域交通通道与各城镇干路框架体系衔接、多方式综合交通枢纽系统区域统筹难以协调等诸多战

略性问题。为此，都市区成立跨行政区域协调工作委员会，不定期对区域重大交通基础设施项目，跨行政区域综合

交通通道，都市区发展TOD交通走廊，国家及省级、都市区级的区域综合交通枢纽系统性布局整合等开展工作；在

区域交通服务方面，都市区部分区域实行高速公路路段属地居民免费、政府买单政策。

全面提升公共交通服务水平全面提升公共交通服务水平

公共交通服务水平是城市和都市区可持续发展的基础。近几年，浙江省重点围绕轨道交通建设、城乡公交一体

化、城市公共交通服务等方面持续提升公共交通服务水平。

浙江省城市轨道交通建设相比国内其他地区起步晚，是城市综合交通系统建设的短板。为此，浙江省积极谋

划，大力推进各地轨道交通项目建设。温州都市区在全国率先建设铁路制式的市域轨道交通S1线；杭州、金义、宁

波等都市区积极推进地铁制式的跨行政区域市域轨道交通；杭州都市区基于“轨道上的杭州”战略，首次在轨道交

通线网规划中提出以轨道交通快线为骨架的轨道交通线网；各都市区积极谋划即有普速铁路的城际化列车运营，目

前诸暨—杭州、宁波—绍兴之间开通城际列车。截至2020年5月，杭州、宁波、温州三市共有9条轨道交通线路投

入运营，运营里程362.1 km，其中杭州206 km、宁波102.6 km、温州53.5 km，共开通车站214个；全省在建的轨道

交通里程 470.3 km，其中杭州续建 250.8 km，宁波续建 39.8 km，温州续建 42.9 km、开工 12.7 km，嘉兴续建

16.8 km、开工10.0 km，绍兴续建34.1 km、开工10.8 km，台州续建52.4 km。

城乡公交统筹、一体化发展进程加快。浙江省积极落实公交优先战略，以各级行政单元为主体持续提升城市居

民公共交通出行比例，治堵办每年予以考核。各地已基本建立国有企业主导营运、政府购买服务、村级覆盖的城乡

二、三级公共交通结构网络，偏远村实行个性化公共交通服务；部分规模较小的县城实行居民公共汽车全城免费乘

治堵背景下浙江省城市交通综合治理实践治堵背景下浙江省城市交通综合治理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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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2019年全省城市公共交通出行分担率(不含步行)达到30.2%，城市公共交通满意度为93.5%，公共交通服务成效

提升显著。

构建智慧交通营运与管理平台构建智慧交通营运与管理平台

浙江省通过建立城市交通拥堵指数平台，推进城市交通大脑建设，利用数字技术完善交通系统的运营与管理。

2015年，为进一步规范浙江省各城市道路交通运行状态评估工作，保障各城市治堵工作的绩效考核合理、有

效，浙江省出台地方标准《城市道路交通运行状态评价规范》 (DB 33/T998—2016)。以此为依据，全省11个地级市

及部分县级市建立了城市交通拥堵指数平台，实时公布城市道路运行服务水平。

2016年，杭州市率先开始城市大脑交通系统建设，之后相继发布了城市大脑交通系统V1.0和V2.0，杭州交通

拥堵指数从全国排名前三跌到排名第57名，成绩有目共睹。城市交通大脑基于图像识别技术，挖掘现有高清摄像头

采集数据的价值，通过海量交通数据源的汇集、融合、存储和分析，强化政府决策与资源配置能力，并实现城市交

通管理智能化。城市交通大脑应用于杭州市的效果直观体现在交通运行效率的提升和交通服务内容的丰富上，系统

具有区域及路段信号灯智能配时优化、应急车辆导护航、智能巡检系统、警力调配系统、公共交通工具调度、人工

智能公共汽车线路、停车位全城共享、智慧停车系统、城市交通协同和交通预测等功能。

回顾浙江省8年城市交通治理历程，最大的收获是城市公交优先理念和政策得以不断落实和深化，有效建立了

相关行政部门之间的协调和综合交通治理年度评估机制。但是，如何使这些有效的机制成为长效机制、行政指导转

化成法规，更加科学、有效地深入推进全省交通综合治理工作，值得我们思考。交通综合治理永远在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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