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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市慢行系统规划探讨 

张海雷 陆虎 屈龙 

 

【摘要】慢行系统隐含了公平和谐、以人为本和可持续发展理念。本文以《佛山市城市慢行

系统规划》为例，结合佛山城市升级的大背景，借鉴国内外慢行系统规划与设计理念，提出

适合佛山市发展特色的慢行系统发展战略目标及策略，并结合组团式城市结构特征提出市域

慢行分区规划和中心城区进行布局规划，并通过慢行规划设计指引和示范区规划设计为抓手

推动各区的慢行系统设施建设。  

【关键词】交通规划；慢行系统；分区规划；设计指引；示范区 

 

1 引言 

国内外城市发展经验表明，过去几十年中，以机动车交通为主体的交通发展方式存在许

多问题。汽车普及在改变人们生活的同时，也导致了一系列城市问题的出现，包括尾气污染、

交通事故、交通拥堵等。为了缓解或避免这些问题，国际上许多国家与地区逐步开始提倡以

“公交优先，鼓励慢行，限制小汽车发展”  为主旨的综合交通发展策略，实践证明这是一

条能够解决问题的可行之路。而我国目前正面临着城市扩张和机动化快速发展，慢行交通出

行面临着各种问题，国内多个城市如上海、杭州、珠海等城市也进行着各种尝试[1] [2]。国家

层面陆续开展  “城市步行和自行车交通系统示范项目”和发布《关于加强城市步行和自行车

交通系统建设的指导意见》（建城[2012]133 号），均对加强城市步行和自行车交通系统的规

划编制、建设以及保障等提出相关指导意见。 

佛山市 2012 年 2 月提出《佛山市城市升级三年行动计划》[3]，通过实施组团中心提升

工程、“三旧”改造、公共交通和市政基础设施、生态环境和宜居城乡、产业新城、城市管

理智能化建设等六大工程，争取通过三年的时间全面促进城市升级，推动佛山走出一条文明、

宜居、承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强的新型城市化道路，实现“民富市强，幸福佛山”，建设

宜商宜居更富特色的城市目标。而慢行系统的优化和提升，将对城市形象、城市环境、城市

内涵、城市品质等各方面具有重要意义。佛山市慢行系统规划借鉴了国内外慢行交通体系建

设的成功理念与经验，旨在理顺上位规划中各交通系统与慢行系统规划之间关系，制定佛山

市慢行系统发展战略，科学规划慢行圈和设施设计指引，塑造安全、有序、优美、富于岭南

特色的慢行环境和良好城市氛围，打造佛山新的“城市名片”，把佛山建设成绿色、健康、

可持续发展的生活品质之城。 

2 规划背景 

2.1 现状分析 

目前佛山进入机动化快速发展时期，2012 年底全市机动车拥有量 214.99 万辆，千人小

汽车拥有量 132 辆[4]  ，汽车的普及在改变人们生活的同时，也导致了一系列城市问题的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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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城市蔓延、交通拥堵、环境污染；公共交通出行比例较低，交通出行的主体地位未能体

现[]；行人、非机动车的通行空间难以保证，出行安全和品质低下等诸多问题。具体体现在： 

1）慢行出行占主导地位，但呈下滑趋势。2010 年慢行交通出行为 43%，占主导地位，

但相比 2007 年下滑了 18%，整体下滑比例较大；其中步行交通出行比例下降约 5%，自行车

交通出行的比例下降约 13%。 

图 1 佛山市慢行出行方式结构变化图 

2）公共自行车的发展如火如荼，缺乏系统整合。2010 年至今佛山 5 区均开通公共自行

车租赁服务，定位为解决城市“最后一公里”的难题。全市共投入公共自行车约 21270 辆，

服务站点 652 个，各区车位日均租还次数约 5～10 次。但目前存在 3 套租赁系统，且投资主

体为政府为主，导致难以实现全市通借通还，车辆维修和养护等后续服务难以跟上。同时，

根据调查，公共自行车通勤出行比例较高（69%），84%骑行距离在 3 公里以内，公共自行车

作为出行的必要方式之一挑战既有功能定位。 

图 2 佛山市公共自行车发展现状图 

3）慢行交通空间被侵占较为严重，交通安全形势不容乐观。目前干道的步行道设置比

例为 89%，宽度多在 2m 以上，而非机动车道的设置比例仅为 67%，非机动车道设置随意，安

全性较差：76%的非机动车道与机动车道或人行道合并设置，宽度仅有 1.5m-2m，受机动车、

行人交通以及路边停车等影响严重。 

4）慢行系统整合力度有待进一步加强。佛山市前期完成上位综合交通规划和诸多专项

规划如滨河、绿道网建设、以及特殊步行街区等规划，但是尚未规划未能进一步细化慢行系

统发展策略，各平行规划之间的融合和协调还需进一步加强。根据调查，市民对步行环境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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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意不满意达 94%，认为商业步行街缺乏环境创意，对传统城市文化、休息空间引入较少。 

2.2 规划定位 

1）构建和谐交通，倡导慢行换乘体系。针对佛山市目前城市交通拥堵、环境污染等问

题，认真分析慢行系统现状，针对交通出行结构、慢行交通设施等问题进行深入剖析，加强

慢行交通在交通衔接和短距离出行中的功能定位和配套设施建设的一定优势，同时转换慢行

功能定位，倡导换乘理念，将公共交通、枢纽、居住和商业等进行有机结合。 

2）有效融合互动发展。城市交通必须与城市规划有效融合，与城市互动发展。佛山市

是组团式布局的城市，组团内部应发展慢行交通，并与组团间的公共交通形成良好的衔接，

以此进一步强化组团形式的城市布局，合理的交通系统促进城市健康的、可持续发展，城市

发展也能提高交通系统的效率。 

3）引导健康生活、培育城市文化：完善的慢行空间体系应根据城市实际情况确定，同

时通过与周边环境的融合，增强城市的凝聚力，培育城市文化，提高市民对自己城市的自豪

感和归属感，实现佛山市岭南特色文化、水系以及社区与市民的融合，实现城市升级，幸福

佛山的目标。 

2.3 规划内容 

制定佛山市慢行系统发展战略，科学规划慢行圈和设施设计指引，塑造安全、有序、优

美、富于岭南特色的慢行环境和良好城市氛围，打造佛山新的“城市名片”，把佛山建设成

绿色、健康、可持续发展的生活品质之城。 

（1）制定发展策略 

制定合理慢行系统发展战略，具前瞻性地引导市民的慢行出行行为，为构建和谐城市、

和谐交通发挥效用。 

（2）规划总体布局 

宏观层面科学规划慢行发展片区，指导全市各区的慢行系统发展。 

（3）制定设计指引 

为构筑高标准的慢行空间提供慢行设施设计技术指引。 

（4）示范区引领 

塑造优美、富于地方特色的慢行示范区，营造良好城市氛围，并以此为抓手，推动慢行

系统的发展。 

3 发展战略及策略 

（1）发展战略 

根据佛山市城市和交通发展趋势分析，佛山市慢行系统发展宏观上加强政策引导，调整

交通结构，形成多层次、系统性的慢行空间；微观上以道路或局部区域为对象，加强设施建

设，改善出行环境，提高出行的安全性和可达性。慢行系统的发展战略如下： 

从构建新时期综合交通体系的角度出发，佛山市结合自身特点首推“公交+慢行”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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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的出行模式，将“优先发展公共交通，配套建设慢行交通”作为城市绿色交通发展战略，

鼓励支持慢行系统的发展，实现交通与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支撑城市升级转型和市民生

活水平提高。 

（2）规划策略 

 构建规范化和标准化的慢行网络空间，完善慢行设施配套； 

 建立以私人自行车为主体，公共自行车为补充的非机动车系统网络； 

 打造慢行特色区和慢行优先区，深化和完善绿道系统； 

 完善相关制度和措施，培养全民积极参与的氛围。 

4 规划方案简介 

4.1 布局规划 

慢行系统布局规划及功能影响着未来城市中交通方式的发展方向，是战略规划落实的工

作成果，同时布局规划也与市民的各项慢行活动密切相关，是市民休闲、购物、锻炼场所的

空间体现。 

（1）市域层面 

以交通发展为轴线，凸显规划指引作用。打造与城市组团式空间结构“1+2+5”[5]和佛

山市交通分区[6]相适应的宏观慢行分区，4 个分区分别是慢行主导区、慢行倡导区、慢行协

调区以及慢行体验区，强化慢行系统发展策略和规划指引的引导。同时依托市域层面既有规

划的省级绿道和城市绿道
[7]
搭建市域层面对外以及跨组团和分区之间的慢行廊道。 

   

图 3 市域层面慢行分区及慢行廊道规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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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市域层面慢行分区发展策略及规划指引表 

分区 范围 慢行发展策略 交通发展策略 分区规划指引 

慢行 

主导区 

禅桂老城区，桂

澜 路 ～ 魁 奇

路 ～ 佛 山 大

道～海二路 

形成尺度适宜、环境

优美的慢行氛围，分

区内的公交和慢行

交通出行比例不低

于 85％ 

改善老城交通环境和品质，

改造和充分利用现有交通

资源，加强交通需求管理，

积极倡导公交+慢行的绿色

交通发展模式 

结合城市设计和城市改造梳理老城路网

功能，完善步行和自行车设施；改善老

城公交服务体系，全面覆盖公共自行车

系统，采取低水平的停车供给策略，重

点打造以祖庙－东华里为主历史文物的

老城区慢行兴趣点。 

慢行 

倡导区 

中心城区除老

城区外区域，以

及大良容桂组

团、三水及高明

发展组团 

以衔接公交为主，完

善慢行设施为重点，

打造城市慢行休闲

空间，公交+慢行例

不低于 75% 

完善公交服务体系，保持公

共交通的强大吸引力和竞

争力；建设连续的慢行体

系，加强慢行换乘衔接 

1）依托公交走廊和综合枢纽进行高效集

约化用地开发，支持用地的高强度开发

和混合开发； 

2）加强慢行岛内的慢行廊道建设，完善

慢行岛间的联系； 

慢行 

协调区 

市域建成区除

倡导区外 

提倡各组团或镇街

内慢行出行，加强慢

行交通安全，打造特

色都市慢行休闲空

间，公交+慢行比例

不低于 50%； 

坚持 TOD 发展理念，通过

“双快”交通体系引导城

市发展，提高各组团职住平

衡水平，促进城市空间结构

优化 

1）各组团城区加强慢行网络设施建设，

注重慢行安全； 

2）区域重点打造绿道网络，以云东海、

西樵山、博爱湖以及陈村花卉等重要景

观点为依托，形成具有岭南特色休闲空

间，加强慢行设施以及配套驿站建设。

慢行 

体验区 

市域除协调区

外 

打造原生态的慢行

休闲空间，自驾游+

慢行休闲 

村村通公交，适度发展小汽

车 

打造原生态的慢行休闲空间，做好配套

停车场及驿站的建设 

 

（2）中心城区 

呼应城市发展重点，突出城市发展魅力。依托滨河绿道体系、自然景观风貌结构、轨道

交通体系打造“三网叠合、四芯共建”的复合多元慢行体系，其中三轴主要指滨水景观发展

轴、城市综合发展轴、慢行社区发展轴；四芯主要指祖庙、千灯湖、佛山新城和绿岛湖慢行

示范核心。基于慢行结构体系，借鉴国内外先进的研究理论，慢行活动的安全范围和热点区

域进行重点规划，将中心城区慢行空间划分为 50 个慢行岛和 3 类慢行核（社区、商业和办

公以及景观公园），规划中心城区慢行廊道和立体过街设施加强慢行网络建设。 

         

图 4 中心城区慢行总体规划布局方案图 

4.2 规划指引体系 

在慢行系统规划的基础上，从慢行道网络设施和慢行配套设施两个方面对慢行系统进行

分类，结合佛山市现状慢行设施的问题，有针对性的提出慢行设施设计指引。 

（1）道路横断面规划控制指引 

采取慢行一体化模式：以“机非分离、人非结合”为指导思想，采取慢行一体化模式，

加强慢行安全和空间资源的利用；针对按照各等级道路（快速路、主干道、次干道、支路）

以及慢行专用道的体系，分别对非机动车道、人行道和慢行专用道的断面宽度提出规划改建

指引标准，并建议强制执行，尤其是针对老城区道路改造建议通过压缩机动车道和绿化带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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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等来满足人行道和非机动车道的宽度以及形式要求，加强老城区慢行道网络的建设； 

  
图 5 慢行系统分类体系图              图 6 “慢行一体化”道路横断面设计示意图 

（2）慢行过街设施布局及设计 

提出立体过街设施布局及规划标准，并加强与轨道站点和公交停靠站的协调设计，提出

人行横道以及交叉口过街的精细化和科学化设计指引。 

（3）非机动车停车设施配建指引 

加强非机动车停车设施配建指标修编，将公共自行车的配建融入非机动车配建标准，提

升非机动车的优化布局质量降低配建数量，将非机动车系统融合在一起。 

（4）步行道和非机动车道的配套设施指引 

加强彩色铺装、硬质隔离设施以及新技术的应用，实现慢行空间的识别性、保护和品质

提升。 

 

图 6 慢行系统配套措施（彩色铺装、标识牌、安宁化设计示例） 

4.3 示范区规划设计 

慢行示范区选取重点体现 2 个方面：①结合现状，突出特色：突出佛山地方特色，慢行

交通现状具有改善空间和条件；②示范引领，促进推广：近期具有可实施性，突出示范作用，

发展慢行交通经验可向全市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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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慢行示范区选取、慢行示范特征及空间形态表 

各区 示范区 慢行分区 城市发展特质 慢行示范特征 空间形态 

禅城 祖庙 主导区 
老城，历史文化、

商业 

历史文化、商业休闲、生活

健体慢行体验 

地下轨道、二层立体步道、

地面慢行道， 

南海 千灯湖 

倡导区 

新城，现代文化、

景观、商业 

现代商务、景观风貌、商业

休闲、生活健体慢行体验 

地下轨道、二层立体步道、

地面慢行道，慢行休闲道 

顺德 清晖园 
老城，历史文化、

商业、景观 

历史文化、商业休闲、生活

健体慢行体验 

地下轨道、二层立体步道、

地面慢行步统，慢行休闲道

佛山

新城 

新城示范

区 

新城，现代文化、

公共设施、景观 

现代商务、景观风貌、商业

休闲文化体验 

地下轨道、二层立体步道、

地面慢行道，慢行休闲道 

三水 三水新城 
新城，景观、公共

服务 

景观风貌、商业休闲、生活

健体慢行体验 

二层立体步道、地面慢行道，

慢行休闲道 

高明 西江新城 
新城，景观、公共

服务 

景观风貌、商业休闲、生活

健体慢行体验 

二层立体步道、地面慢行道，

慢行休闲道 

   

图 7 清晖园示范区慢行系统规划结构图        图 8 佛山新城示范区立体慢行系统设施布局图 

5 结语 

本文对佛山市慢行系统规划进行了探讨，制定了慢行系统发展战略和策略，提出宏观规

划布局方案，并通过示范区对宏观布局和规划指引进行落实，用于指导各区推进慢行示范区

建设和引导市民慢行体验，以达到推动绿色出行和促进城市升级角度的目的。在推动慢行系

统规划成果落实方面应加强：①制定佛山市慢行系统发展的指导意见，指导各区进一步加强

慢行系统规划建设；②慢行设施的规划设计指引成果应纳入地方相关技术规定和规范性文

件，指导市区各部门推进慢行系统设施建设。③慢行系统的规划理念与设施布局还需要在城

市各层次规划、建设和实施管理过程中逐步落实。④通过绿色交通健康出行宣传和慢行体验

文化活动的推广，促使市民的出行、休憩和娱乐切实融入慢行系统发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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