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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历史保护的老城区公共交通改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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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受历史保护等诸多因素制约,我国许多城市的老城路网条件较差, 交通拥堵严重,公共交

通发展水平滞后。如何改善老城交通环境, 构建宜居、活力、创新的老城, 是社会各界共同关注的

焦点。文中以佛山老城为例, 提出基于历史保护的老城公共交通改善策略, 对公交线网、公交场

站、公交资源整合、配套管理等方面进行了研究。

关键词 老城 历史保护 公共交通

1 佛山老城交通现状

1. 1 老城概况

老城是佛山历史文化名城的核心区域,规划

范围 2. 21 km 2。经过十几年 冻结式 保护,老城

基础设施老化, 交通拥堵严重。根据总体规划,老

城将以历史文化资源为依托, 在充分保护的基础

上,发展成为集文化旅游、商贸、休闲为一体的综

合服务区。未来老城的发展必须在保护历史风貌

的前提下,适应日益增长的交通需求和机动化的

快速发展。但受历史保护约束, 老城道路系统改

扩建余地不大。因此,大力发展公共交通系统,是

实现老城保护性开发、促进老城交通可持续发展

的最有效途径[ 1] 。

1. 2 老城居民出行特征

( 1) 出行次数 人均出行次数 2. 25 次, 机动

化人均出行次数 1. 22次/ (人 ! d) ,不含摩托车的

机动化人均出行次数 0. 44次/ (人 ! d) ,可见摩托

车出行是机动化出行的主体。

( 2) 出行方式 居民出行机动化程度为

40. 85%, 其中摩托车出行占 25. 06% , 小汽车出

行占 10. 70% ,公交车为 5. 09%;非机动化出行比

重为 59. 15%, 步行和自行车分别占 36. 26%和

20. 29%。可以看出, 公共交通分担比例过低, 公共

交通发展潜力较大。

( 3) 出行目的 调查显示, 上班、上学等通勤

出行是居民主要出行活动。

( 4) 平均出行时耗 据统计,人均出行时间

约 18. 50 m in/次。其中, 自行车、摩托车、小汽车

出行时间分别为 17. 26、16. 51、23 m in。值得注

意的是公共交通出行时间均在 40 m in左右, 为出

行时间最长的交通方式,这主要是由于公交候车

时间长等因素所致。

1. 3 公共交通现状

老城公共交通现状不容乐观。公交车辆

万人拥有率低于国家规范, 公交线网密度

1. 65 km/ km2 ,低于国家规范 3~ 4 km/ km2 ;大部

分公交线路集中分布在少数几条客流干道上, 公

交线网平均重复系数达到 5. 88; 公交非直线系数

较大。公交运行速度低、准点率低、间隔时间长,

公共交通分担率低。归纳起来, 老城公共交通存

在的问题有如下:

( 1) 公交线网缺乏明显的等级体系, 线网功

能等级单一,没有形成层次分明的公交体系,不能

适应不同客流等级的出行需求。

( 2) 公交线网多数沿主干道布置,造成公交

重复率高,而次干道、支路及边缘地区公交线网覆

盖不够,公交线网密度和站点覆盖率不高。

( 3) 为增加客流, 公交往往在客流集散量较

大的地方绕行,导致线路非直线系数较大,增加了

乘车距离和时间。

( 4) 公交发车频率偏低,车辆运行速度低,到

站准时性较差,乘客候车时间过长。

( 5) 站场设施尤其是枢纽匮乏及建设滞后,

直接影响线路网布局的合理性及运营组织的有效

性,加剧了乘客换乘的不便。

2 老城公共交通改善策略

2. 1 老城公共交通规划目标

老城作为具有悠久历史文化积淀的重要城市

节点,将在充分保护的基础上,发展成为集文化旅



游、商贸、休闲为一体的综合服务区。老城未来将

吸引大量的人流、车流, 老城交通压力日益显现。

而受历史保护约束, 老城道路系统改扩建余地不

大。因此,大力发展公共交通,建立以常规公交为

主体、以快速公共交通 ( BRT )和轨道交通为辅

助、出租车为补充、对小汽车交通具有竞争力的公

共交通体系,是老城公共交通的规划目标,也是改

善老城交通环境, 支撑老城功能实现和城区更新

的必然选择。

2. 2 公共交通改善策略

受历史保护约束和日益增长的交通需求, 大

力发展公共交通, 是老城交通发展的必然选择。

如何实施公交优先战略,提升公共交通分担率和

服务水平,需要用系统性的思维,从宏观与微观两

个层面统筹考虑 [ 2]。针对老城公共交通现状, 老

城公共交通改善策略为:

( 1) 组网与扩网,构建 大公交 系统 构建

层次清晰、功能明确的一体化公交系统,完善公交

线网。发挥轨道交通、快速公交、地面常规公交、

出租车、公共自行车等不同交通方式的优势, 制定

大公交的发展规划, 实现多方式的资源整合。

( 2) 规划与建设, 完善 大公交 基础设施

优化公交枢纽、场站、停靠站、公交专用道等基础

设施的规划建设, 改善公交在路段和交通口的通

行条件,加大智能交通设施建设,为公交运行和服

务水平的提升创造硬件支撑。

( 3) 衔接与配合,优化公交软环境 注重老

城内外交通设施的衔接, 优化公共交通软环境。

通过区域限入、停车收费、交通组织等, 在老城适

度限制私人交通的使用, 鼓励公交换乘。通过经

济、法制、行政等措施,减少私人交通需求,实施公

共交通优先发展。

3 老城公共交通改善研究

笔者以系统性的观点,全面思考了公交线网

与场站、设施建设与运营管理、公交内部各种方式

衔接、公交与其他方式整合等问题,提出了基于历

史保护约束下的老城公共交通改善思路。

3. 1 构建大公交系统

构建层次清晰、功能明确的一体化公交系统,

形成轨道交通、快速公交、公共大巴、公共中小巴

士构成的网络。在老城外围规划大运量的公交廊

道,强调公交服务的快速、大运量,在老城内部规

划发车频率高、覆盖面积广的中小巴士,强调公交

服务的慢行和可达。

( 1) 构建公共交通廊道,满足老城与外围区

域的交通联系 构建公共交通廊道, 大力发展轨

道、快速公交等大运量交通, 支撑老城功能更新,

满足老城与外围的交通联系。同时根据公交客

流,沿主次干道布设分时段的公交专用道,弥补轨

道交通覆盖盲区, 构建地铁、BRT 及常规公交专

用道等组成的公交走廊, 以大运量、高效率的公

交系统满足老城核心区大量交通集散的需求,

优化公交运行环境, 集约利用公共资源。见

图 1所示。

图 1 老城轨道交通规划

( 2) 优化常规公交线网 针对公交线路重复

系数大、公交覆盖范围小等现状,调整部分公交线

路走向。如祖庙路现状有 29条公交线路聚集,交

通拥堵,公共交通资源浪费。应结合客流分布、轨

道站点、道路通行能力等因素,将老城内部公交集

中的线路适当疏解; 减少绕行老城的长距离公交

线路,鼓励长途过境公交线路在老城外围开行,通

过中小巴士线路与其接驳;根据用地功能调整或

延伸公交线路,覆盖公交服务盲区,扩大公交覆盖

范围。通过优化常规公交线网, 提高公交覆盖范

围,提升公交运行速度和准点率,缓解老城内部交

通拥堵。见图 2所示。

图 2 老城公交专用道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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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增设环线中小巴士, 服务老城[ 3] 调查

显示,老城交通以短距离出行为主。而老城现状

公交线路主要为过境型交通, 公交线路较长, 缺乏

为老城本身服务的公交系统。同时, 老城道路狭

窄,交叉口间隔小且存在畸形交叉口,常规公交车

辆开行缓慢。因此, 根据老城客流集散特点, 规划

开行绕老城的环线中小巴士, 承担老城内部通勤、

购物休闲、旅游观光等交通功能,补充和完善公共

交通网络。

环线巴士线路较短,公交服务水平(准点率、发

车间隔、覆盖范围等)得到提升, 增强了公交吸引

力。同时,环线巴士线路注重与客运枢纽、轨道站

点、常规公交停靠站等衔接,串联老城内部公共活

动中心、商业中心、历史风貌保护区等,起到历史风

貌展示、旅游休闲、公交换乘等作用, 实现老城公交

网络与外围公交网络的 快、慢结合 和高效衔接,

减少进入老城的交通量,缓解老城交通压力。

( 4) 开展公共自行车的租赁服务 老城未来

将建设成为集文化旅游、商贸、休闲为一体的综合

服务区。因此, 大力发展公共自行车交通,打造符

合老城路网特征和功能定位的绿色交通系统。建

议结合老城历史保护与旅游资源, 在轨道站点、公

交站点、旅游景点、商业中心等处,规划自行车自

助租赁点, 通过政府主导, 企业运作的模式,提供

自行车的自助租赁服务, 鼓励 公交+ 自行车 的
大公交模式,补充延伸常规公交的 最后 1 km 服
务。建议近期可实施免费租赁业务, 实现任何站

点的自行车通存通取服务。通过开展自行车租赁

服务,为老城历史文化保护开发、老城现代交通文

明增添特色和魅力。

3. 2 实现多种交通方式的高效换乘

老城现状公交场站设施薄弱, 场站规模和布

局均难以满足未来公共交通发展的需要。现状祖

庙路公交线路重复系数高,主要原因是缺乏公交

枢纽, 导致祖庙公交站承担了换乘枢纽的功能。

针对老城公交场站现状,由政府统一进行公交场

站规划建设,完善公交首末站、停靠站设置,加快

公交枢纽建设, 完善场站枢纽等配套设施建设。

结合交通管理, 强化枢纽换乘功能,注重不同交通

方式的衔接,做好私人交通与公共交通、轨道交通

与常规公交、常规公交与自行车交通等方式的换

乘。加强换乘引导, 提升交通换乘环境,减少换乘

时间和换乘距离,构建一体化的公共交通体系,实

现客流疏解的可达性、快速性和便捷性。

3. 3 实施公共交通优先措施

按照一体化、适度竞争和规模经营的要求,促

进公交资源相对集中; 加强公交营运市场准入管

理,重组公交企业,完成公交行业整合; 实施差别

化经营,逐步推进公交区域专营。

实施公交优先战略, 加大财政支持力度,增加

公交运力投放,缩短公交发车间隔,减少乘客候车

时间,适度降低票价,实行刷卡优惠和换乘优惠。

要把公交优先政策落实好,在规划、用地、路权、资

金等方面给予足够的支持,在全社会形成公交优

先的意识。

3. 4 软硬结合,优化配套措施

为了在老城形成以大公交为主体的交通格

局,实行公共交通倾斜政策,对个体交通进行严格

控制。通过区域限入、停车收费、交通组织等手段

控制私人交通、特别是摩托车交通
[ 4]
。建议对

老城居民限量或停止发放摩托车牌照, 逐步减

少摩托车拥有量, 甚至在老城全面或分时段禁

止摩托车通行;对于私家车,采取全面或分时段限

制进入老城的政策, 提高老城停车收费标准,在老

城外围修建停车设施, 鼓励停车换乘公交进入

老城。

大力发展和提倡慢行交通, 构筑 以人为本 
的慢行交通系统;通过步行、自行车与公交系统的

紧密结合,引导 步行+ 公交 、自行车+ 公交 
出行方式,减少人车冲突,确保城市交通系统整体

运行效率。

4 结语

许多城市的老城存在道路条件先天不足和历

史保护的双重约束, 面对快速机动化和城市化的

挑战,发展好公共交通是缓解老城交通压力的有

效方式。本文以佛山老城为例,以系统性的思维,

对公交线网构建、公交场站衔接、公交资源整合、

配套管理等方面进行了研究, 提出了基于历史约

束的老城公共交通改善策略, 以期对我国其他类

似城市有所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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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推荐方案

推荐方案规划轨道交通线 12 条, 总长度

1 486. 93 km, 其中主要线路如下:

( 1) 东西向线路 4条, 总长 992. 36 km。南

京经镇江、常州、无锡、苏州至上海为沿江地区轨

道线网主干线。

( 2) 南北向线路 4条,总长度为 387. 38 km。

在镇江与扬州、泰兴与常州、靖江与江阴、南通与

常熟间构筑 4个过江通道。

整个线网设站总数为 184 个, 其中换乘站 17

个,换乘站均为 2线站,具体线路如表 3。

轨道交通线路经过了沿江地区内南京、扬州、

泰州、南通、镇江、常州、无锡、苏州 8个省辖市及

14个中等城市,覆盖了沪宁城镇带、长江两岸产

业带。线网密度为 3. 06 km / 100 km2。

表 3 推荐方案规划主要线路及路网特征表

线路名称 线路走向 长度/ km 车站个数

东西线路

H1线 南京- 镇江- 常州- 无锡- 苏州- 上海 264. 30 30

H2线 南京- 扬州- 泰州- 泰兴- 靖江- 南通- 海门- 启东- 崇明- 上海 362. 94 41

H3线 南京- 句容- 金坛- 常州- 江阴- 张家港- 常熟- 太仓- 上海 261. 52 33

H4线 金坛- 溧阳- 宜兴- 湖州- 杭州 103. 62 14

南北线路

Z1线 扬州- 镇江- 句容- 禄口机场 101. 79 14

Z2线 靖江- 江阴- 无锡- 宜兴 115. 53 17

Z3线 南通- 常熟- 苏州 87. 39 11

Z4线 苏州- 吴江- 嘉兴 48. 57 5

4 结语

本文通过对江苏沿江地区轨道交通线网构架

的研究,提出了 3种轨道交通线网方案,经评价与

优化,推荐的沿江地区城际轨道交通线网,重点突

出、过江通道分布均衡, 整个线网能够实现 苏南

成网、苏中连通、南京连接地市、地市彼此相通、覆

盖重要县市 的目标, 对缓解该地区交通运输状

况,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将起到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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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 orse , the tr af fic congest ion is ser ious, and the condit ion of public t ranspor tat ion lags behind the de

mand of public.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ur banizat ion and mechanizat ion, ancient city is conf ronted

w ith opportunity and challenge of renew al. How to improve t raf fic environment of ancient city and

how to const ruct charming city are the focus of all lev els. Based on the H istoric Conservat ion, this pa

per, as an example o f Foshan ancient city, presents the strategies for improvement of public t ranspo r

tat ion in ancient city, f rom the aspects o f public t raf fic line netw o rk, station, resour ces integr at ion, e

quipment management and so on, w ishing to pr ovide ideas and examples for other cit 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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