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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久以来，人们不断追求交通工具的更新，期盼更快、更方便、更自主的交通方式。20世纪90年代中

期，中国以家用轿车为主导的汽车产业政策的实施，使人们看到了拥有自己的小汽车的希望。20年来家用

汽车从无到有，圆了许多家庭的汽车梦。据统计，2011年全国每百户城镇居民家庭拥有的汽车为18.58辆，

而在2000年仅为0.5辆。但随着城市中汽车数量的快速增长，开车出行所耗费的时间越来越难以把握，有车

的喜悦被堵车的烦恼冲得荡然无存。而且，随着近20年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张，在城市中心区功能更新、房

价居高不下的背景下，越来越多的家庭只得选择居住在中心区外围或郊区。中心区就业岗位高度集中和居住

大量外迁，使得绝大多数城市的居民出行距离在10年间翻了一番，交通在途时间明显增长，“潮汐”交通日

益凸显。无疑，这已成为当前城市发展的一大问题。

城市交通拥堵正逐渐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难以摆脱的噩梦，缓堵也成为各城市亟待解决的关乎民生的重

大课题。在小汽车数量和居民出行距离持续增长的趋势下，需要从系统的角度统筹城市与交通发展的关系，

加快公共交通主导的综合交通体系建设、建设短出行的城市，这显然是适应中国紧凑城市发展、调控交通需

求平衡，从根本上缓解交通拥堵的必然选择。然而，要把这种理念真正付诸实施，还需要在发展策略、规划

方法、技术手段等方面进一步深化与细化。

本期专题从中国城市交通规划2012年年会优秀论文中精选出7篇文章，从不同角度诠释了会议主题“公

交优先与缓堵对策”的规划设计策略和方法。《减少小汽车出行的波特兰多方式交通体系建设》给我们展示

了一个减少私人小汽车出行，提升公共交通、自行车交通和步行交通服务品质的多方式交通体系的案例。

《天津市双城战略的交通特征与发展对策》则结合双城布局和交通发展趋势，在用地布局、交通模式两方面

进行了研究。《专业旅游城市综合交通规划技术方法研究》分析了专业旅游城市对交通体系的基本要求，并

结合三亚市案例探讨了旅游交通与城市交通协调的综合交通规划技术框架体系。《城市连绵地区轨道交通服

务层级构建》通过分析城市连绵地区的典型空间形态，探讨了与之对应的出行活动特征，提出了适应区域多

元联系的差异化轨道交通服务层级规划思想。《基于城市功能整合的枢纽区域研究》针对综合客运枢纽与城

市发展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枢纽区域”概念，为枢纽与城市协调发展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考视角。《城市干

路行人过街设施选型研究》基于意愿调查和干路行人过街行为、事故分析，确定了不同人群对干路过街设施

形式的偏好，提出了不同环境下干路行人过街设施选型和设置要求。《交通拥挤收费政策的经济影响分析》

探讨了拥挤收费政策制定中运用的成本—效益分析方法存在的缺陷，认为拥挤收费对社会经济和社会公平都

有显著影响，并构建了改进的经济影响分析框架。

这些文章所表达的观点和思路，希望能够为完善城市交通规划、建设和管理提供新的借鉴和帮助，进一

步开阔我们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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