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易汉文：漫谈家乡武汉的城市交通问题

摘要：根据故乡武汉所见，总结了一些较普遍的城市交通

问题，有针对性地提出几点改进意见，包括：区分道路等级

来管理交通，提升高等级道路的行车速度；根据局部交通条

件，对平面交叉口进行再次设计和工程改造；有机整合公交

客运系统，控制主干路公共汽车流量；系统规划静态交通，

解决占道违规停车问题；以及强化交通道德素质教育，提高

公众遵守交通法规的自觉性等。武汉作为国内主要大城市

之一，其城市交通问题具有一定代表性。针对武汉城市交

通的一些改善措施，可供其他城市参考。

Abstract： Based on what I observed during my hometown

trip back to Wuhan, this paper identifies some traffic issues

commonly seen in China, and presents accordingly several

strategies to improve the situation, including a) managing ur-

ban roads and traffic operation by functional classification,

and picking up speed limits along arterials; b) re-configuring

intersection layouts and signalization to meet local traffic

needs; c) constraining bus traffic on major passenger corridors

through transit system integration; d) developing a comprehen-

sive parking system to address unlawful on-street parking;

and e) enforcing traffic regulations and laws to wake up the

public for better driving/walking behaviors. Those traffic im-

provement remedies for Wuhan, one of the mega-cities in Chi-

na, might as well be helpful elsewh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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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春时节，我回到家乡武汉。阔别数

年，重返故里，经历了一次视听感官的强力

冲击。几年前，我住所周围还是一片丘陵山

地，现在却建成了国家级光谷高新技术开发

区。一座座高楼拔地而起，一条条大街纵横

交织。如今的繁华取代了昔日的荒芜，车水

马龙谱写着现代都市的乐章。每当夜幕降

临，闪烁的霓虹把鲁巷广场和光谷步行街装

扮得分外靓丽；在万家灯火的辉映下，这片

新兴的不夜之城，到处流光溢彩，极富现代

都市的神奇魅力。

再放眼武汉三镇，那一片片错落有致的

居住小区、一处处高楼林立的金贸中心，宛

若镶嵌在江夏古城大地上的颗颗明珠；更有

那横越长江和汉水的一座座桥梁隧道，环绕

或辐射城区的一条条快速道路，为九省通衢

之江城不断地注入蓬勃生机。今日之武汉，

真无愧于“东方芝加哥”的称谓。

毋庸讳言，武汉也存在一些有待改善的

地方，尤其在城市交通方面。在汉期间，我

既亲眼目睹家乡道路建设所取得的惊人成

就，也亲身体验普通市民的出行感受。下面

根据所见所闻，先来反映一些比较突出而又

带有普遍性的交通问题。

第一，行车秩序。

许多交通问题源于驾驶人对交通法规的

漠视。有些人只图一己方便，经常做出逆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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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车、骑线跨道、左转抢行、随意调头、猛拐加

塞等极易肇发严重交通事故的违规行为。即使不

出事，也会迫使其他车辆采取减速、换道等避让

措施，从而扰乱交通秩序。

第二，交通管理。

道路功能混乱，快慢不分。因干路车速慢，

许多车辆选择支路，违规超速，与行人争抢过

街。平面交叉口则因缺乏科学合理的分流渠化设

计和信号相位配时，通行能力低，成为道路瓶颈。

第三，公共汽车。

公共汽车布线长、车站多、间距小、停靠频

繁。特别是沿主要客运交通走廊，公共汽车重复

布线，生成很大的公交车流量，消耗了大量的道

路通行能力。在港湾式停靠站，多数公共汽车进

站后不停在港湾内，而是挤用车行道。在公交换

乘枢纽，同时进站的几辆公共汽车“扎堆霸道”，

干扰其他车辆行驶，变公交车为“公害车”。

第四，出租汽车。

部分出租汽车在车流中左拐右窜、冲挤加

塞、见缝插针。有些出租汽车随处停车候客或上

落乘客，堵塞车行道。有些出租汽车停在公交车

站，妨碍公共汽车进站。

第五，非机动车和行人。

有些人甚至骑车带小孩在繁忙的车流中横

穿。有些行人横穿马路，甚至在车行道上行走。

第六，占道停车。

路边乱停乱放和占道停车卸货的现象很普遍。

第七，其他管理问题。

道路施工管理不规范。当路面维修施工需要

关闭车道时，应在道路上游每隔一个停车视距，

重复设立 2~3 个醒目的警告标志，防止发生交

通事故。还有环卫工人居然在高峰时刻，在主干

路上清扫路面，不仅对交通运行有干扰，对其自

身安全也构成威胁。

返美后，我和同事们谈起回国的所见所闻。

他们听到在我家乡所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也

是啧啧称奇。对武汉目前所遇到的一些交通问

题，他们也很理解，因为美国也经历过这样一个

阶段。二战结束后，从 20世纪 40年代末到 50年

代中期，美国经济得到了快速恢复和发展，小汽

车大量进入普通家庭。由于道路容量不足，在城

市市区曾经形成严重的交通拥堵，交通秩序混

乱。当时在南加州的洛杉矶，道路拥堵随处可

见，汽车尾气也一度造成大气污染。后来美国开

始重视交通问题，在大学设立交通工程专业，培

养专门人才，来科学合理地规划、建设和管理交

通。经过系统治理，美国这一汽车王国的城市交

通状况很快得以改观。今天的洛杉矶，虽然高峰

时期局部路段也时有交通堵塞发生，但市区整体

交通秩序早已得到恢复。

如果将洛杉矶和武汉的交通拥堵状况进行对

比，洛杉矶是“堵塞”，武汉则是“阻滞”，两者

有着本质上的区别。堵塞是由于道路容量不足形

成瓶颈；而阻滞则是因为纵向牵制和横向干扰。

由于财政、环保、用地等的限制，洛杉矶的道路

建设跟不上交通需求的增长，致使一些路段在高

峰时段塞车。近年武汉的道路建设有了跨越式发

展，道路扩容十分显著。然而车流中的纵向牵制

(如快慢混行、加塞争抢、骑线跨道、公共汽车和

出租汽车频繁停靠等)和横向干扰(如路侧到处开

口、路边乱停乱放、行人横穿马路等，加上平面

交叉口管理不当)，成为阻滞交通的主要原因。以

下围绕交通管理及其相关问题，再来谈几点初步

的思考与建议。

第一，认识上要重视。

相对于道路工程，交通工程是比较年轻的专

业，其知识结构偏重于信息处理、方案测试、系

统规划等软概念，应用成效也不是看得见摸得着

那样具体实在。因此在许多人的头脑里，交通管

理的意识还比较淡薄。这从一道简单的统计题就

能看得更清楚：每年道路建设花了多少钱，交通

管理又投入了多少？在以往汽车拥有量较低、交

通量较小的情况下，对交通管理不重视也许不会

带来什么严重问题。但近年来，国内城市机动车

数量陡增，在缺乏交通管理或管理力度不足、管

理不尽科学的情况下，自然就会出现欲速则不达

的局面。

第二，体制上要调整。

在美国，每个城市或片区均配有一名常驻交

通工程师，常驻一方，“包干到片”，负责所在地

区有关交通的各种事宜。在遇到棘手问题或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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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时，常驻工程师可聘用咨询公司的专家，或

与区域规划组织进行协调。由于常驻工程师对所

在地的道路交通运行状况了如指掌，清楚各种交

通问题的症结所在，所以治理起来也就心中有

数。这就是自下而上的一种管理体制，能直指要

害，有的放矢，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能避免那

种自上而下管理体制不着边际、隔靴搔痒的弊端。

目前国内在交通管理上存在一些体制上的缺

陷。相关部门条块分割，互为牵制，难以协调。

市区交通管理，包括交通控制、标志标线、渠化

分流、物理隔离、停车管理等，由交警部门负

责。交警部门属于执法单位，既缺乏足够的专业

技术力量，也不具备相关规划设计资质，面对错

综复杂的交通问题，怎能不感到心有余而力不

足呢！

第三，技术上要跟进。

近年来，国家部委和地方政府对科技的投入

非常可观，尤其在应用研究方面，设立了各种计

划和基金加以支持，但也出现了一些令人十分困

惑的现象。例如在交通运输学科，国家近年在

“智能交通系统”方面的研究花费了大量资金，但

国内道路平面交叉口的交通控制却仍在沿用落后

了几十年的技术。在开发交通模型方面，国内有

关院校和研究机构也提出过许多模型，号称如何

领先，可是又有哪一个模型真正得到实用？

在开发交通模型等先进技术方面，国内像武

汉这样的大城市应该迎头赶上。这就需要有关专

业人员从实际出发，从低处着眼，从小处着手，

不盲目攀高、不贪大求全。先从基础做起，再逐

步跟进，以致完善。现在国际上通用的交通模型

软件已很成熟，关键是要采集当地的数据，以建

立模型所需的数据库。再就是结合当地的交通实

际情况，调整模型参数，检验模型结果。这是一

项历时长、牵涉面广、劳动强度大、需要周密部

署的系统工程。有关方面应设立专项基金，专款

专用，以激励和资助城市交通模型的开发研究。

第四，措施上要对路。

一是要区分道路等级来管理交通，提升高等

级道路行车速度。当前，时速 35 km左右恐怕是

国内城市干路小汽车所能达到的平均速度。时速

35 km 是什么概念？第一是不及美国标准的一

半，行程时间却接近其3倍。就是说，约有2/3的

时间是在延误，在消耗燃油，在排放尾气。第二

是车流没有“刚度”，抗阻尼能力弱。低车速为交

通违规行为创造了客观条件，导致了加塞猛拐、

随意调头、逆向行车、快慢混行、行人横穿等现

象。唯有提升速度，才能形成一种对这些违规行

为的心理威慑作用，使人感到违规不安全。

高等级道路的车速提升后，将吸引更多的车

流量。这不仅能更大地发挥高等级道路的运输效

率，也能缓解低等级道路的交通压力，有利于低

等级道路交通秩序的治理改善，从而形成整个道

路网的良性运行机制。就像水利工程中，主干河

道一通畅，其他支流的水患自然得以缓解。

此外，要考虑兴建城市高速公路网，使高速

公路直达城市中心。高速公路不仅具有速度快、

机动性强、通行能力大等特征，还具有在战争或

自然灾害期间，快速高效地疏散人员和物资的战

略意义。以往认为，高速公路进城，会分割市

区、破坏景观等，其实这都是一些陈腐的观念。

美国就是在小汽车开始大量进入家庭的20世纪50

年代，启动高速公路系统的大规模建设，尤其是

城市高速公路网的建设。今天，美国城市高速公

路里程虽仅占道路总里程的 1%，却担负着 30%~

50%以上的市区客货运输任务，在整个城市道路

系统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二是要根据局部交通条件，对平面交叉口进

行再次设计和工程改造。平面交叉口是车流转向

的枢纽，各转向车流相互冲突，因此必须在时间

和空间上将其分离开来。例如干路平面交叉口，

在时间上可利用交通信号分离车流。但交通信号

以绿灯放行某些转向车流时，却用红灯禁行其他

转向车流。实际上是周期性地在平面交叉口处关

闭了一些车道，这就减少了车道的通行能力。然

而这一损失可在空间上找回，就是通过局部拓宽

来增加车道。一般地，拓宽后的进口车道数应达

到路段车道数的1.3~3倍。武汉市区也有少量经过

分流渠化改造的干路平面交叉口，但鲜有成功

者。有些是由于车道数不够，有些则是渠化长度

不深，且绝大多数信号控制采用落后的技术。

三是要有机整合公交客运系统，控制主干路

公共汽车流量。近年来，像武汉这样的大城市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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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轨和地铁建设方面十分给力，成绩斐然。一般

而言，这种大运量的轨道交通在选线上多与城市

主要交通走廊吻合。一旦建成，将担负起沿线的

大部分客运负荷。此时，地面公交的布线和运营

模式要作相应调整，以减少平行重复线路，健全

交叉方向的集散线路。这样不仅能把更多客流引

到轨道交通上，也减少了沿线干路的公共汽车流

量，从而为其他车流腾出道路空间。对没有平行

轨道交通线的主要客运干路，沿线公交线路应以

大站快车模式为主，并与交叉方向的辅线形成客

运网络。其作用一是缩短长距离乘客的路上时

间，二是控制干路上的公共汽车流量，减少公交

停靠站，缓解公共汽车与其他车辆之间的冲突。

要使主干路速度提升、车畅其流，就必须控制公

共汽车流量。

四是要系统规划静态交通，解决占道违规停

车问题。理顺了动态交通，也要处理好静态交

通。一次出行有两个端点，开车出行，两端均要

停车。停不下来，不得已漂在车流中，挤用行车

路面资源；或者违规占道停车，干扰动态交通。

所以对停车设施也要进行系统规划和管理。一方

面政府要加大建设投入，满足公共场所的停车需

求；另一方面，在楼堂馆所和住宅等的开发过程

中，要严格审查把关，保证配建足够的停车泊

位。这就需要制定合理的政策、规范和执行这些

政策规范的合法程序，做到有据可查，有章可

循，有法可依。

五是要强化交通道德素质教育，提高公众遵

守交通法规的自觉性。许多交通秩序混乱的现

象与人们的交通道德观念薄弱有关，有些则与宣

传教育不力有关。有些是相关主管部门的责任，

有些则是社会各界的责任。对公共汽车、出租汽

车驾驶群体，相关主管部门应定期举办培训班，

强化交通道德意识，提高安全行车的自觉性。新

闻媒体应加强对交通规则和交通安全知识的宣传

普及。中小学更应把交通规则和交通安全作为一

门必修课，从小培养孩子们的交通道德意识。企

事业单位也应重视对广大职员的交通安全培训。

只有如此，才能引起社会和公众对交通法规和交

通安全的重视，从而自觉遵守交通法规，共同建

立良好的交通秩序。

交通既关乎每一位市民的日常生活，也展现

一个城市的精神风貌。道路通畅，百业兴旺；交

通拥堵，政经两伤。便捷的城市交通和良好的交

通秩序是城市健康发展的基本前提。

愿家乡武汉早日变为一座空气清新、环境优

美、交通便捷、能持续发展和更加宜居的现代化

都市。愿伟大祖国和谐美好，繁荣富强！

注释：

本文是作者受有关方面所托而写的一篇回乡感言。

这里发表的是压缩版，全文可参见：http://www.

chinautc.com/usa/news.asp?classid=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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