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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城市边缘区交通与土地利用关系研究 

 

 

范绍磊 李沛 

 

 

【摘要】城市边缘区是活力地区、建设活动多发地带。城市交通是活力产生的基础，是建设活动的动

脉与纽带，城市交通与土地利用是互动互补的动态关系。一方面，土地利用及空间形态是城市交通的根基，

对城市交通活动的产生、交通方式的选择具有指导意义，选择不同的交通模式与之相适应；另一方面，城

市交通系统也会对城市空间形态及土地利用产生反作用。本文结合济南城市边缘区的具体案例，探讨两者

之间的协调、互动关系，并据此提出针对性的规划对策及建议。 

【关键词】城市边缘区；交通；土地利用；济南；互动关系 

 

 

0 引言 

《雅典宪章》提出城市具有居住、工作、游憩、交通四大功能。城市的土地是居住、工

作、游憩等活动的重要空间载体，城市交通是连接空间载体，联系这些活动的重要纽带。城

市土地与城市交通存在着“互动—反馈—循环”的关系。纵观城市发展历史，其实就是人们

不断发展先进的交通系统来进行空间结构、土地利用的优化调整的过程。只有实现城市土地

利用与城市交通系统的协调发展，才能保障城市高效、健康、可持续的发展。 

1 概念解析 

1.1 城市边缘区 

城市边缘区最早由德国地理学家哈伯特·路易 H.Louts 于 1936 年提出，主要针对其界

定和特征的研究。之后，学者继续对其丰富，研究范围从宏观层面的地域结构、形成演变过

程及机理，到微观层面的边缘城市的形成及其人性化建设等。比较全面阐述城市边缘区概念

的是普内尔，他认为城市边缘区是城乡间土地利用、社会、人口特征的过滤地带，位于中心

城连续建成区与外围几乎没有城市居民住宅及非农土地利用的纯农业腹地之间，兼具有城市

和乡村特征、人口密度低于中心城区而又高于周围农村的区域。（Pryor，19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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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区域城市结构示意图 

国内顾朝林教授于 20 世纪 80 年代最先展开关于城市边缘区的研究，并指出这项研究具

有广阔的前景和深远的意义。顾朝林、陈田（1993）认为，“从理论上讲，其内边界应以城

市建成区基本行政单位——街道为界，外边界以物质要素（工业、居住、交通、绿地等）扩

散范围为界，将这一城乡相互包含、互有飞地和犬牙交错的地域划分为城市边缘区”。荣玥

芳、郭思维、张云峰（2011）基于对城市边缘区的概念、特征和范围界定的认识基础上，总

结归纳了城市边缘区在国外发展的进程和国内研究的动向，并对比分析国内外城市边缘区发

展差异，并展望了未来我国城市边缘区的研究趋势。 

1.2 交通与土地利用理论研究回顾 

1.2.1 霍华德田园城市中对交通的考虑 

中心城市与组团城市之间有交通干线相互联系，组团城市之间有交通支线联系。单个组

团有 6 条放射大道从中心向外辐射，中央是公园，外围建设各类工厂、仓库、市场，面对着

最外侧的环形道路和环状的铁路支线，交通十分方便。 

1.2.2 芝加哥学派土地利用模式中对交通的考虑 

伯吉斯的同心圆模式所描绘出的是交通与土地利用的理想模型，城市的交通易达性均匀

的向外辐射，用地形式也逐层变化。 

霍伊特提出了扇形模式，吸取保留了同心圆模式里的经济地租机制，加上放射状运输线

的影响，使城市呈现不规则的向外拓展形式。受交通影响较为敏感的产业，会随运输线楔形

分布。 

哈里斯和乌尔曼提出了多核心模式，认为城市内部有 CBD 核心和其他次中心，次中心

受交通条件的影响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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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 古典经济学对交通与土地利用关系的探讨 

古典经济学主要包括：杜能的农业区位论、韦伯的工业区位论、克里斯泰勒的中心地学

说等，它们都将交通作为影响区位的关键因素。 

杜能的农业区位论分析了市场与生产距离之间的关系，认为谷物的市场价格决定了农业

的发展，不同农作物根据区位优势，按照各自合理的距离分布在城市周边。农业区位论揭示

了交通与产业分布及土地利用的关系，指出交通是决定区位优势的关键因素。 

韦伯的工业区位论分析了生产地、原料地、消费地三者之间的关系，指出交通区位是决

定运费的关键因素。由此可见交通对各相关用地的选址有重要作用。 

克里斯泰勒的中心地理论，是研究城市空间组织和功能布局的一种城市区位论，探讨了

一定区域内城市等级、规模与职能之间的关系。该理论的形成基于三个原则：市场原则、交

通原则和行政原则。交通是影响城市中心地理论土地利用模式的重要因素之一。 

2 济南城市边缘区交通与土地利用关系 

2.1 南北康片区概况 

济南市是典型的东西向带状城市，中心城东西长约 60km，南北长约 17km，其中，主城

区东西长约 30km，主城区核心区与东部城区、西部城区核心区之间的距离均为 25km 左右。

根据济南市总体规划（2010-2020 年），济南市将形成老城区、东部新区、西部新区和滨河

新区的“一城三区”的空间发展格局。 

本文研究的区域位于老城区南部，是济南市纬二路南北城市发展主轴上的重要节点；是

市中区向南发展和连接南部旅游区的桥头堡；也是老城实现“中优、南绿”城市发展战略的

桥梁和纽带。规划区处在济南南部边缘区，位于二环南路和南绕城高速路之间，省道 103

西侧。依托绕城高速环线与济南站、西客站、济莱、济荷、京福、机场高速等对外交通联系

便捷；依托二环线与三大新区建立其快速交通联系。规划区处于城市南部边缘活力区的交通

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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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济南市发展结构图                   图 3 济南城市边缘区划分图 

2.2 城乡用地对城市交通的影响 

城乡关系及城市用地决定了城市的交通流特征及交通方式，在宏观层面上决定着城市交

通的整体结构。城市的不同用地布局模式，必然有与其相适应的城市交通模式。济南南临山

区、北靠黄河，南北受自然条件制约严重，城市以东西带状组团式发展模式为主。城市功能

布局沿东西轴展开，东西向是居民出行的主要方向。 

济南市交通网可分为三个层次：一是中心城路网，一般为发达的公交系统；二是环状路

网，主要引导进出中心城的活动；三是贯穿性道路，便于中心城活动的集散和各级次中心的

功能联系。随着济南市的快速发展，各片区间联系更加密切，为此济南市先期启动了轨道交

通 R1、R2、R3 线，已得到国务院批准，并将其纳入近期建设规划。以轨道交通为轴线、以

轨道站点为中心，形成带形城市交通走廊和空间功能节点，推进宏观层面的“东拓、西进、

北跨”的城市空间战略。同时，济南市还通过中运量系统，形成“五环九射”的网络，将城

市边缘区及核心功能区有机串联。南北康片区正是通过支线公交系统与城市中心发生联系。 

  

图 4 济南市轨道交通近期建设规划图      图 5 济南市无轨电车“五环九射”规划图 

与大部分中国城市一样，济南的城乡二元结构化现象凸显，使得城市边缘区的交通带有

明显的过境性质。在南北康地区，济南与南部山区的交通流在省道 103 上产生、汇集。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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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缘区主干路的省道 103，承担了功能较为混杂的功能：过境性、区内交通性、生活性等功

能。 

 

图 6 主干路承担功能示意图 

2.3 交通模式对土地利用的反作用 

城市交通模式对土地的利用也会产生作用。当城市交通模式发生转变，继而会引起城市

的经济、文化活动等用地的布局重构，进一步影响城市未来的土地利用，并反馈至城市交通

模式，以达到交通模式与土地利用的动态平衡。 

2.3.1 道路交通系统对城市空间形态的影响 

城市道路交通系统与城市空间形态的关系，是一个彼此影响、动态完善的平衡系统。对

于城市形态来说，应定位于高效、生态、低碳的交通模式，积极融合步行、非机动车、公交、

轨道等交通运输方式；对于道路交通系统来说，一方面要适用并满足城市形态所提出的交通

需求，另一方面增强城市交通系统对城市形态的引导与控制作用，使城市发展形态及规模，

基于可控制与可预测的容量基础。 

 

图 7 城市交通与城市形态相互关系 

济南市道路交通系统是典型的“带形路网”结构，城市东西向道路承载重要的功能，从

建设强度总体分布来看，呈现为“点轴式”的发展模式，主要由经十路串联长清、西客站、

老城、奥体文博、唐冶孙村等城市重点功能区。 

对于南北康片区来说，省道 103 及其北部的纬二路，是济南市南北向的“城市-乡村”

发展轴线。相应的，其沿线也形成了“黄河北-北湖-老城-南部生态新城-南部山区”的空间

形态序列。南北康片区正处于南部生态新城的核心位置，其空间形态具有过渡性的特征，由

城市形态向南部山区的自然形态的过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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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济南这种山城一体的城市而言，城市道路往往还伴随着景观通廊的功能。就南北康

片区而言，东西向的城市道路兼山体景观空间廊道，是“山城一体”特色空间形态的重要组

成部分。方案总体布局依山就势，西高东低，与山体连接处住宅降低，增加与山体互通，通

过住宅的错落布置，打造住宅区与山体之前的景观通廊，北侧住宅高度降低，既减少对地块

北侧已有多层区的压迫感，又丰富了的城市天际线。 

 

图 8 南北康城市设计山城一体空间形态图 

2.3.2 道路交通系统对城市土地利用及其布局的影响 

城市交通系统对城市土地开发利用有带动、引导作用。“要致富，先修路”形象地说明

了道路在城镇化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在城市开发过程中，往往先进行城市道路及市政设施的

修建及铺设工作。城市道路交通系统的建设，改善了道路沿线土地空间的可达性，进而诱发

土地适宜性的提升和市场吸引力的改善，最终反映在不同性质用地的重新布局。城市道路交

通系统对土地利用有着强烈的带动引领作用，对空间形态有强烈的空间吸引、集聚效应。 

随着其周边阳光新路、省道 103、二环南路、绕城高速南环线等道路的相继建设及路况

改善，此片区周边形成了中海国际社区、鲁能领秀城、外海·蝶泉山庄等大型居住区。而南

北康本身也吸引了开发商对其运营建设，有效提升了片区的空间品质。 

3 实践的启发与规划指引 

土地利用与交通系统间具有“互动—反馈—循环”的关系。研究城市交通与土地利用的

相互关系，是破解复杂城市交通问题、提升城市土地效益的基础与关键所在，对实现城市土

地与交通的协调利用与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启迪及实践意义。 

3.1 土地利用与交通规划协同编制 

加强城市土地利用规划与交通规划编制的互动机制。在方案阶段，加强与道路、轨道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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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规划的规划协同，提出道路交通、轨道线路、站点布局等的合理建议。同时引入交通承载

力的定量分析与评估工作，重点关注用地性质、开发强度等与交通规划在时空上的匹配度，

以确保土地规划与交通规划方案的相互反馈与验证，从而使土地利用规划与交通规划科学合

理，同步协调。还可以运用“情景规划”方法，重点关注项目“建设前”和“建设后”以及

“建设后”的多方案比较，对土地开发与交通设施水平的协调性进行评价。 

比如在南北康的方案编制中，规划主干路 1.62km，次干路 5.91km，支路 20.43km（包

括引导性支路），其他引导性支路可结合项目开发条件设置，要求达到区域内道路网密度在

13~16km/km2。交通组就规划范围内的路网密度、省道 103 及周边道路的交通承载力、不同

的路网组织方式，与用地方案进行相互比对、互相印证，才得出最后的方案。 

3.2 土地利用规划与交通规划的联动调整 

城市边缘区具有时空发展的动态性，因此，城市边缘区的规划实施不仅是执行蓝图规划

的过程，需要根据城市发展的各种因素，进行动态优化与完善。在我国快速城镇化的过程中，

编制规划过程中，往往会出现规划失效问题。为维护规划的实效性，进行动态更新、适当优

化调整符合城市发展的客观规律。同时土地与交通规划编制的不同时进行，也为规划的失效

带来困难。 

国内外城市也据此制定了相应的政策措施：英国规划许可制度赋予管理者一定的规划调

整权利；美国的区划修订中开发权转移、容积率奖励等手段；北京市的中心城控制性详细规

划动态维护；深圳市的法定图则的调整程序等。 

因此需要建立城市土地规划及交通规划调整的联动机制。一方面，城市用地规划的调整

需要有交通系统的定量分析与评估基础，须在满足交通承载力的前提下进行方案优化，另一

方面，城市交通规划的调整需要考虑对城市用地效益的影响，还应进行相关的土地需求分析，

以保证用地的开发利用与交通系统能够协调匹配。 

3.3 引入城市土地利用规划与交通规划协调性评价机制 

运用“情景规划”方法，综合评价规划方案对该地区的土地集约化程度、公共交通效率

与服务水平、生态环境保护等的影响程度。运用系统分析的方法，对交通规划方案进行定量

分析，作为交通规划与土地规划协调性评价的依据，可以有效提高两者规划的融合度与科学

性。2010 年住建部颁布的《城市综合交通体系规划编制办法（建城[2010]13 号）》提出了城

市交通规划模型在综合交通体系规划中的定位和具体要求。 

建立城市交通和土地利用协调性评价的工作机制，推动从蓝图式的理性规划模式向规划

决策导向规划模式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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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语 

研究城市边缘区的交通与土地利用的关系，有助于改善快速城镇化过程中，产生的系列

城市交通问题；有助于城市开发选择恰当的交通模式，以合理引导土地开发；有助于形成城

市空间与交通系统相得益彰的城市系统。城市边缘区是未来城市的活力地区，是城乡一体化

发展的关键地带，本文对于交通与土地利用关系的研究，期冀找到一条解决城市交通问题、

实现城市用地优化配置、城市交通可持续发展的理想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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