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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通过研究生态旅游型城市空间布局结构及发展模式的特征，剖析该类型城市的交通特征，

并以浙江省武义县为例，提出了推进一体化交通系统建设，强化多方式交通运输的合理衔接；构建“内外

双环”环路系统，加强组团联系，分离过境交通以及建设特色公交环线，旅游交通融入旅游等适合武义综

合交通体系发展的措施，借此为类似城市的综合交通体系发展提供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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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城市是一定地域范围内发展着的空间实体，既是社会经济发展的阶段性产物，又是其主

要载体。而城市的土地利用则是指城市各种社会经济活动在空间上的表现，同时也是城市各

种经济活动的载体。城市土地利用是交通产生的根源，生态旅游型城市丰富的生态资源使得

其既要面临城市化和机动化快速发展的双重压力，同时也受到了环境、土地资源的双重制约。 

本文通过深入研究生态旅游型城市交通与用地规划布局的相互关系，剖析该类型城市的

交通特征；并以浙江省武义县为例，探讨如何构建适合武义县生态旅游特色的综合交通体系，

为类似城市的发展提供参考依据。 

2 生态旅游型城市的城市特征 

2.1 城市建设用地分散，总体布局呈多组团格局，空间扩展模式呈点状跳跃式 

随着国家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生态环境保护成为城市规划期内甚至更长时段社会发展

关注的焦点。同时，《基本农田保护条例》明确“各级人民政府在编制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时，

应当将基本农田保护作为规划的一项内容，明确基本农田保护的布局安排、数量指标和质量

要求[1]，土地资源成为各类城市发展的重要约束。” 

生态旅游型城市往往处于山水环抱的环境中，在城市发展过程中不断地面临着风景区、

农田、水域以及生态林地等各类敏感资源的关系处理问题。 

复杂的山水环境以及严格的土地利用指标使得生态旅游型城市用地资源条件非常有限，

且开发成本高，城市规模扩张时不能连片有序的圈层扩张，而是结合自然环境分块布置建设

用地，从而形成了多组团的城市格局。 

而自 1984 年中国在沿海地区大城市设立个首批国家级开发区以来，在全国范围大规模

的开发区建设相继展开，成为城市产业转移及经济发展的主要手段之一。一种以开发区建设

为导向的多平台开发模式逐渐孕育或已经形成，体现出城市多中心发展的战略选择，也是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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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区域理性蔓延的一种全新模式[2]。 

生态旅游型城市由于特殊的自然环境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开发区作为城市扩展的主要

载体，发展初期往往以多个分散于中心区外围的“孤岛”或“飞地”的形式存在，城市空间

扩展上呈现“点状跳跃式”的发展模式。然而，虽然城市在空间上实现了扩展，但点状跳跃

模式下形成的开发区相互连接部位都处于城区核心的辐射末端，且中心区的城市影响力尚未

实现，不但没有发挥对外围组团的带动作用，对周边区域的辐射能力不够，而且自身不能得

到有序发展；此外，由于开发区各组团处于一种松散联合的状态，且功能单一，多以工业为

主导，使得这些区域仍然不能脱离中心区而独立存在，中心城区缺乏凝聚力，工业化和城市

化的协调互动不足，基础设施和配套服务得不到良好的衔接，造成了中心城区与其他组团联

系的薄弱。 

2.2 高能级的交通设施远离旅游区，接驳交通压力大 

为保障城市基本生态安全，维护生态系统的科学性、完整性和连续性，防止城市建设无

序蔓延，我国制定了生态控制线的范围和相应的活动限制要求。 

其中，生态控制线的范围包括[3]： 

1）自然保护区、基本农田保护区、一级水源保护区、森林公园、郊野公园及其他风景

旅游度假区； 

2）坡度大于 25%的山地、林地以及海拔超过 50 米的高地； 

3）主干河流、水库、湿地及具有生态保护价值的海滨陆域； 

4）维护生态系统完整性的生态廊道和隔离绿地； 

5）岛屿和具有生态保护价值的海滨陆域； 

6）其他需要进行生态控制的区域。 

以上区域内禁止进行“除重大道路交通设施、市政公用设施、旅游设施以及公园以外的

建设活动”。而前款所列建设项目应作为环境影响重大项目依法进行可行性研究、环境影响

评价及规划选址论证[3]。 

因此，与非自然资源型旅游城市不同，生态旅游型城市在建设项目选址阶段就要求高速

公路、铁路等重大道路交通设施尽量避开旅游区，从而高能级的交通设施与风景旅游区之间

形成了实质性的隔离。这一方面对城市接驳交通提出了高的要求以实现景区的可达性，另一

方面由于高能级交通设施往往直接服务于城区，外部旅游交通到达交通枢纽后需经城区穿越

到达景区，过境交通干扰了城区居民日常的出行，尤其是节假日大量个体机动化旅游交通出

行对风景区交通和城市交通造成巨大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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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生态旅游型城市景、城、高能级 

交通设施空间关系 

图 2 非生态旅游型城市景、城、高能级 

交通设施空间关系 

  

3 生态旅游型城市交通发展对策研究——以武义县为例 

3.1 城市概况 

武义县位于浙江省中部，东邻永康市、缙云县，西接遂昌县、松阳县，北靠义乌市、金

东区、婺城区，南界丽水市。县人民政府驻

壶山街道，距金华城区 28.5 公里。市域总面

积 1577 k ㎡。武义县辖 3 个街道、8 个乡镇、

7 个乡。其中，武义中心城区辖 3 个街道：

白洋街道、熟溪街道、壶山街道，建设用地

面积 1995.83 公顷。 

目前，境内有金温铁路由武义西北部入

境，沿武义江向东进入永康市。金温铁路扩

能改造工作已经开工，位于中心城区最北端

的开发区，距离温泉度假区约 18 公里。武义

境内高等级公路主要有：金丽温高速、330 国

道、44 省道和 43 省道。其中，高速公路位

于中心城区北，距离温泉度假区也有约 10 公里[4]。 

旅游方面，武义县拥有着“浙江第一、华东一流、全国著名”的温泉资源以及良好的生态

环境，是著名的山水文化温泉名城；2013 年，武义县实现旅游总收入 38.45 亿元，增长 20.5%；

景点门票收入 1.12 亿元，增长 5.6%。 

3.2 综合交通发展对策 

3.2.1 推进一体化交通系统建设，强化多方式交通运输的合理衔接 

（1）内外交通一体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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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武义县区位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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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城市公共交通与服务于区域的高能级客运系统对接，实现内外客运交通一体化。 

一方面，抓住金温老铁路永康城区段外迁的契机、结合浙中城市群轨道（金华-武义段）

的建设时序，规划将现状位于城区内部的老金温铁路外迁至高速公路外，并将老铁路线改造

为城市群轨道，接轨区域快速交通，依托金（金华）武（武义）永（永康）城际轨道为主骨

干，覆盖城市主要客运走廊。 

另一方面，通过“一纵一横”快速骨干公交系统连接市级服务中心和副中心，覆盖城市

发展轴和重要客运走廊，连接区域交通枢纽与

旅游度假区，提高内外客运交通的转换效率。

尤其是加强高能级交通设施与旅游区的直接

联系，实现景点交通的高效及可达性。 

（2）换乘设施一体化 

合理调整交通枢纽以及交通换乘站点的

布局，通过城市客运换乘枢纽建设构筑各种交

通方式合理衔接的设施基础，衔接不同方式、

不同层次的客运网络，实现换乘设施一体化。 

首先，调整和完善高速公路枢纽的布局。

高速公路系统与城市主干路系统的衔接主要

依靠互通枢纽来实现，通过预留新增高速公路

的互通，并对现有互通进行优化，实现全方位、

高可达性的对外接口，打造武义联系金华、永康、义乌以及丽水等各个方向的高速公路网系

统。 

其次，针对武义客运枢纽现状用地规模不足、客运中心站位于核心地段、整合力度不足

等问题，采用外迁客运中心区、分级规划、多点布局等措施，实现场站设施的多片区分布，

并方便与高速公路枢纽进行衔接。 

最后，在城市轴向发展的模式下，以公路、铁路客运等大型对外交通设施为主体，配套

快速公交车站、旅游度假区公交枢纽站、社会停车场库、出租汽车营业站等市内交通设施，

组织多方式交通系统的衔接集散，形成服务于市内外、温泉度假区的一体化的综合交通换乘

枢纽体系，提高公共交通整体运输效率。 

3.3 构建“内外双环”环路系统，加强组团联系，分离过境交通 

武义县中心城用地结构为“一廊、双心、双环、五组团”的形态，为避免外围组团间联

系交通以及前往温泉度假区的旅游交通对核心区的穿越，构建核心区外围路网保护壳要求较

高；另一方面，各组团之间的联系通道需快速、便捷。此外，从货运交通和过境交通组织看，

外围工业片区与对外交通出入口、主要工业区、货运枢纽和对外交通节点均有较强的联系需

求，规划建设外环线也是必要的[5]。 

图 4 武义县骨干公交线网规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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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规划提出构建城区“内外双环”。

其中内环线由核心区周边的干路形成保护壳，

围合了中心城区主要的城市级公建集中区，以

区域服务性集散交通为主，通过性交通在环路

及其外围组织，截流过境交通和旅游交通，避

免城区交通受到过境交通冲击，改善城区交通

环境，同时提高温泉度假区的可达性；外环则

联系开发区工业片区、牛背金工业片区、深塘

工业以及东南工业片区等分散在城区外围的主

要工业片区，组织区域性货运交通，有效分离

货运交通。 

3.4 建设特色公交环线，旅游交通融入旅游 

未来旅游的发展趋势是观光游向休闲度假游转变。随着旅游业的快速持续发展，以温泉

度假为主打特色的武义县，其交通需求也呈迅猛增长，旅游交通供给呈现异常紧张的状态。 

“进得去、散得开、出得来”仅仅是城市旅游交通要实现的一个最基本目标，要使城市

旅游业产生后效性，就要通过一系列措施将旅游交通融入旅游，不应让游客感觉途中的交通

只是一种手段，而应该作为一种游览、体验，使游客在乘坐城市旅游交通工具的过程中，能

够欣赏城市的道路景观、建筑景观、风俗人情等，激发其旅游的兴趣和热情。具体可以从改

造道路景观、增加新型旅游交通工具两个方面实现。 

特色交通系统是交通融入旅游的重要手段，也是解决温泉度假区内部交通的有效途径。

武义可充分利用温泉度假区独有的自然风光资源，建设度假区内部特色公交环线，采用高架

单轨电车的形式，解决温泉度假区内部交通联系，兼顾观光功能。 

单轨电车在澳大利亚的应用比较多，1988 年澳大利亚世博会的主题是“科技时代的休

闲生活”，在这一背景下，悉尼、黄金海岸等城市新建了单轨交通，其形式美观，运量较低，

在城市交通里面起补充作用，形成独特的旅游风景线。 

 

  图 6 黄金海岸单轨电车            图 7 悉尼单轨电车 

4 结语 

城市化和机动化的进程加快对交通系统的要求越来越高，土地资源的紧张以及生态环境

图 5 武义县城区内环双环环路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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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意识的强化对交通系统的可持续性需求也越来越迫切，构建生态旅游型城市与其城市特

征相适应的综合交通体系有助于可持续交通系统的形成。本文通过分析生态旅游型城市的空

间结构以及交通系统的特征和成因，并以浙江省武义县为例，提出了“公交主导、多方式一

体化协作发展的可持续发展模式、环线串联城市组团同时分离过境交通、特色公交环线融交

通于旅游”等有力措施，希望能对类似城市综合交通体系的发展起到一定的借鉴意义和指导

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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