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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绿色交通发展策略研究——以深圳实践为例 

崔晓天 周军 张凡 

 

【摘要】本文首先研究了绿色交通的内涵、目标及实施途径，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发展绿色

交通的四大策略，即构建绿色城市空间、发展绿色出行模式、倡导绿色交通设计及加强绿

色交通管理，并以深圳的实践为例对四大策略涵盖的具体措施和重点内容进行了详细说明。 

【关键词】实施途径；集约紧凑；公交主导；生态环保 

 

随着能源短缺、空气污染、气候变化、交通拥堵等城市问题的日益突出，转变交通发

展模式，建设生态文明已成为我国众多城市发展的共识。深圳目前正处于城市转型期，面

临土地、资源、环境和人口的多重压力，传统交通发展模式已不能适应未来城市发展的要

求。为此深圳确立了发展绿色交通，打造一体化综合交通体系的目标，并积极创新规划视

角，采取各种综合手段来发展绿色交通。 

1 绿色交通内涵及实施途径 

1.1 绿色交通的内涵及目标 

绿色交通是一种发展理念，其本质是建立可持续发展的城市交通体系，以满足人们的

交通需求，同时注重节约资源、保护环境和社会公平，以最小的社会成本实现最大的交通

效率；构建与城市环境、空间结构、土地利用模式相协调，以公交慢行为主导，各交通方

式协同发展的一体化交通体系。 

绿色交通的发展目标是通达、有序、安全、舒适、低能耗、低污染等几方面完整统一

的结合，旨在缓解交通拥堵、降低环境污染、节约能源、提高交通效率及安全。 

1.2 绿色交通的实施途径 

深圳在发展绿色交通的实践中，分别从交通源头控制、出行方式引导、资源优化配置、

交通运行管理等四方面提出了实现绿色交通的具体措施，涉及城市空间形态（土地开发模

式）、交通出行方式、交通设施设计、交通系统管理等诸多方面
[1]
。 

 
图 1 深圳市绿色交通实施途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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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深圳发展绿色交通的总体策略 

深圳发展绿色交通的目标是构建低碳生态、舒适宜人、安全便利、环境友好，与城市

空间结构和土地开发模式相协调，以公交和慢行交通为主导，各交通方式协同发展的一体

化交通体系。为实现上述发展目标，提出以下发展绿色交通的四大策略： 

（1）城市空间的“绿色化”——紧凑多元 

强调“紧凑、功能复合”的城市空间结构和功能布局，推行公交导向的土地开发模式，

加强交通与土地利用的协调发展，从源头上减少交通出行量。 

（2）出行方式的“绿色化”——公交慢行 

强调“公交+慢行”的交通出行模式，构建公交主导的一体化绿色交通体系，积极推进

慢行交通系统建设，引导市民采用绿色出行方式。 

（3）交通设计的“绿色化”——集约环保 

推进交通设施用地的集约节约利用，以公交慢行优先为导向配置道路交通资源，打造

生态宜人的绿色交通环境。 

（4）交通管理的“绿色化”——低碳高效 

积极引导小汽车的合理发展和使用；开发利用智能交通系统，提高交通运行效率，减

少无效碳排放；推广应用绿色交通工具。 

3 构建绿色城市空间 

城市规划确定的空间结构和土地开发模式是影响城市交通需求总量、时空分布、居民

出行距离的第一要素，因此构建绿色城市空间，打造集约紧凑的空间结构，倡导公交导向

的土地开发模式是实现绿色交通的首要手段。 

3.1 构建适宜绿色出行的紧凑多元城市 

（1）加快四大新城及原特区外组团中心城市功能建设 

目前深圳原特区外的公共服务水平相对落后于产业发展，综合服务功能尚未形成，居

住和就业的分离引发潮汐式交通拥堵。为此，深圳提出加快大运、龙华、光明、坪山四大

新城及各城市组团中心建设，进一步优化多中心轴带组团结构，促进组团内居住与就业的

平衡，避免大规模、长距离的高碳化通勤出行。 

 
图 2 深圳“三轴两带多中心”的城市空间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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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规划建设中运量公交系统，加大公交供给能力  

中运量公交是介于轨道和常规公交之间的公交系统，主要包括单轨、有轨电车、BRT

等制式。针对中运量公交系统，深圳已开展了不同层次的相关规划，对其功能定位及布局

方案进行了研究。目前深圳正在推进龙华新区有轨电车一期试点项目建设。 

（3）优化公交线网结构，加强运营管理，提高服务水平 

持续优化“快、干、支”三层次公交网络结构，提高公交线网覆盖度。同时，结合轨

道交通运营建设，调整公交线网布局，促进常规公交与轨道交通的配合衔接。此外，加强

常规公交运营管理，建设公交信息实时发布系统、建立公交服务质量考核体系、实施公交

票价优惠制度等措施以提高公交运营效率及服务水平。 

4.2 大力推进步行和自行车交通系统建设 

（1）完善步行交通网络，提升步行出行环境  

结合各片区新建开发、城市更新、环境提升、道路及绿道网建设计划等，有序推进各

类步行片区的步行网络建设
[3]
，包括步行通廊、片区主通道、街区步行路、地块连通径等。

此外，随着以轨道为核心综合交通系统的日益完善，以及城市功能的高度集聚，深圳正逐

步构建空中-地面-地下一体化的全天候步行系统，营造友好步行环境。 

（2）推进自行车道网络建设，改善骑行环境  

结合各片区新建开发、城市更新、环境提升、道路及绿道网建设计划等，有序推进各

骑行单元（尤其是重点骑行单元）的自行车道网络建设，包括自行车主廊道、自行车连通

道、自行车休闲道等。 

4.3 构建多方式协调发展的一体化交通体系 

（1）推进综合交通枢纽建设，加强对外交通与城市交通的衔接换乘 

结合国家铁路、机场、口岸、城际轨道等对外交通设施，推进深圳新城站、机场、机

场北、前海、福田等大型综合交通枢纽建设，加强对外交通与城市内部交通的衔接换乘。 

（2）加快城市内部交通枢纽规划建设，促进各种交通方式协调发展 

结合城市快轨、轨道干线、公交集散点等，加快推进竹子林、后海、松岗等城市内部

交通枢纽建设，构建以轨道为核心的一体化交通系统，促进各交通方式协调发展。 

（3）加强轨道站点周边交通接驳设施建设，引导绿色出行方式。 

加强轨道站点周边公交接驳场站、自行车道及停放设施、专用步行通道及接驳设施的

建设，扩大轨道交通的覆盖面，引导市民采用“轨道+常规公交”、“轨道+自行车”、“轨道+

步行”的绿色出行方式。 

5 倡导绿色交通设计 

交通设施的绿色化是绿色交通的重要体现。交通设施用地的集约化利用、公交慢行优

先为导向的交通资源配置、生态宜人绿色交通环境的打造均是绿色交通设计的重要方面。 

5.1 推进交通设施用地的集约化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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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交通场站设施的集约化利用 

交通场站主要涉及到公路客货运站、公交场站、轨道车辆段、充电站、加气站等，深

圳在发展绿色交通的过程中，对上述场站用地均进行了集约化利用。主要表现在： 

 结合铁路、轨道等大型交通设施布置公路客运站，形成大型客运枢纽，提高枢纽

运作效率。同时，大力推广立体化、功能复合的货运场站建设，底层用于货物堆

放、装卸、车辆停放，上盖物业用于电子商务和物流速递等相关行业办公。 

 公交首末站与保障性住房、商业开发和枢纽节点进行嵌入式建设。公交综合车场

的建设原则上采取多层立体化设计，以提高土地使用效率。 

 深圳通过借鉴香港轨道交通与城市土地开发综合利用的经验，倡导通过轨道建设

与沿线土地“捆绑式”的运作机制，对车辆段进行上盖物业开发。 

 公共充电站与公共服务设施合建，加气站应与加油站、公交场站合建为主。 

（2）城市道路及高速公路管理区的集约化利用 

深圳结合新一轮《深标》修订，对城市道路机动车道、人行道及自行车道宽度的设置

标准进行了检讨，积极落实节地理念。同时，对全市大型立交的功能和形式进行梳理，特

别是高速公路沿线立交，在满足交通功能前提下尽量简化匝道交通组织，研究释放立交用

地的可行性。 

根据高速公路配套设施的特点，部分设施可以共用，譬如高速公路的养护工区、管理

中心等。新建和待建高速公路均应采用集中式管理，将住宿全部集中到管理分中心或一到

两个收费站，其他各管理站不设此类设施。 

5.2 以公交慢行优先为导向配置交通资源 

（1）新建及改建城市快速路和主次干道，优先安排公交通行空间 

在城市关键交通走廊上优先安排公共交通空间，在新彩通道、坂银通道等新建道路上

同步设置公交专用道或快速公交（BRT）通道。 

（2）提高公交设施规划标准，保障公交路权优先 

采用隔离墩或立体分隔方式，确保中运量公交系统享有独立通行空间，确保其快速通

行少受交通拥堵影响。此外，设置完善的公交专用道标志、标线或者设置彩色公交专用道，

突出其“专用”路权。 

（3）优先保证步行和自行车交通通行空间 

积极构建连续、安全、充满活力的步行和自行车道网络，保证慢行交通空间；同时合

理设置步行连廊、安全岛、自行车停放设施等附属设施。 

（4）优化交叉口信号配时，优先满足公交通行和行人过街需求 

结合公交专用道设置，建设公交优先信号系统，保障公交车辆在交叉口的优先通行权；

优化行人过街信号灯的设置范围和信号配时，为行人过街提供便利。 

5.3 打造生态宜人的绿色交通环境 

（1）加大交通无障碍设施的规划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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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新建、改扩建道路交通项目的无障碍设施规划建设，保障无障碍设施使用的安全

性和便捷性。优先建设和改造机场、口岸、车站等门户地区、轨道站点周边地区、主要商

业街区等范围内的无障碍设施，逐步提升其服务水平。 

（2）加强步行遮阴避雨、休息座椅等设施建设，提高舒适性 

轨道站、公交场站、人行天桥、地下通道、建筑主要出入口等重要人流节点间的步行

路径设置遮阳避雨设施，构建全天候的步行系统；居住、商业、办公用地周边的步行通道

应设置休息座椅，提高步行交通的舒适性。 

（3）开展安宁社区建设试点，推行交通宁静化设计 

通过采用减小道路转弯半径、交叉口抬高等交通宁静化手段，限制机动车交通靠近居

住区的车速，营造居住区安宁的环境。 

（4）加强交通设施绿化设计和节能环保材料应用 

加强交通设施的绿化设计并与城市绿地系统有机衔接。同时，加强新建或改建道路交

通设施中节能环保材料的应用，包括使用降噪路面、选用节能灯具等。 

6 加强绿色交通管理 

加强交通系统管理和交通需求管理，提高整体交通系统的运行效率，减少无效碳排放，

是实现绿色交通的重要手段。 

6.1 积极引导小汽车交通合理发展和使用 

（1）研究制定明确的限制车辆拥有政策，调控小汽车增长速度 

目前深圳机动车保有量已突破 230 万辆，未来随着经济发展和居民收入增加，机动车

仍将快速增长，交通结构面临进一步恶化的可能并会引发一系列能源、环境、交通拥堵等

问题，直接影响深圳绿色交通的实现。因此必须加强外地车在深管理、研究车牌拍卖政策

等措施来限制小汽车迅猛增长。 

（2）继续采取交通需求管理措施，引导小汽车合理使用 

深圳目前已经实施了部分交通需求管理措施，包括提高停车收费标准、错时上下班以

及部分地区实施单双号通行等措施。为加强绿色交通管理，除继续贯彻执行上述措施外，

应积极研究推行小汽车合乘、中心区拥挤区域收费、征收汽车排放费等政策。 

（3）加强宣传引导，鼓励公众积极参与绿色交通出行 

居民交通出行行为是影响绿色交通发展的重要因素。深圳应积极加强宣传引导，鼓励

公众尽量减少不必要的出行，采用节能环保的方式出行，提高交通出行效率，促进绿色交

通的实现。 

6.2 开发利用智能交通系统，提高交通运行效率 

（1）建立服务于各类出行者的交通信息发布系统 

引进智能交通系统为各类出行者（包括车辆）提供全方位的实时道路交通情报，从而

提高道路网整体效率，减少交通阻塞几率和无效碳排放，促进绿色交通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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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建立服务于车辆的动静态交通诱导系统 

针对机动车辆，建立停车诱导系统和动态交通诱导系统，便于车辆选择合理的出行路

径，从而提高路网运行效率，减少碳排放。 

6.3 推广应用绿色交通工具，实施环保车辆计划 

（1）严格现有交通工具排放管理，尽量减少碳排放 

为进一步改善车用燃油品质，提高机动车排放标准、严格黄绿标管理，深圳提出从

2013 年 7 月 1 日起，在全市行政区域对所有黄标车实施单双号限行；2014 年 7 月 1 日起原

特区内所有黄标车全时段限行，原特区外黄标车实施单双号限行；2015 年 7 月 1 日起，在

全市行政区域对黄标车实施全时段限行。 

（2）推广节能环保和燃气汽车等新能源交通工具 

推广以电力、太阳能、生物能、氢能等可再生能源为动力的新能源交通工具，实施环

保车辆计划。根据规划，至 2015 年深圳将推广新能源公交车 7000 辆，纯电动出租车 3000

辆，并积极推进汽车充电站（桩）等相关配套设施的规划建设，为新能源汽车使用创造良

好外部环境。 

7 结论 

绿色交通是一个系统工程，涉及交通运输的每一环节和相关要素，从人、车、路到交

通环境、交通组织、交通管理乃至其所处的整个社会系统。因此，发展绿色交通必须采用

综合手段：打造集约紧凑的空间结构，发展公交慢行主导的绿色出行方式、倡导集约环保

的绿色交通设计、加强绿色高效的交通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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