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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改革开放以来40多年的城市建设，中国城镇化发展已进入下半场、城市规模不断扩大，城市发展方式进入

转型期，由注重速度向注重质量转变。相应地，在城镇化与城市建设的发展特征上，城市人口增长、新区增量扩张

速度放缓，既有城市建成区存量规模越来越大。然而，城市空间结构还远未实现规划的多中心结构，职住问题还是

制约城市生活品质提高与交通问题解决的主要原因之一，建成区城市更新在城市空间发展上的作用越来越大。城市

交通发展方面，自20世纪90年代实施汽车产业政策以来，随着城市扩张和居民出行距离增加，以及城市交通基础

设施快速建设，城市交通机动化水平迅速增长，小汽车交通成为多数城市机动化交通的主力。这导致了城市交通拥

堵持续恶化，小汽车与行人、非机动车之间的路权和交通空间争夺越来越激烈，交通能源消耗增加并在城市碳排放

与污染物排放中的占比不断提升。小汽车交通成为城市环境与生活品质提升的瓶颈。

生态文明理念下的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和高水平治理吹响了城市发展转型的号角。近年来，国家通过空间

规划体系建立、调整规划治理体系、坚持生态优先与绿色发展等促进城市发展模式、社会结构和空间结构转型。在

新的规划体系下，以目标和问题为导向，通过规划指标与不同层级规划之间的约束传导，突出生态文明下的发展约

束，以破除城市发展的传统路径依赖。同时，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观，发展要为人服务，城市发展的落脚点放

在居民生活品质的提高上。

在新的发展时代，城市交通要在资源环境的紧约束下，实现人民出行品质提升、绿色交通转型和城市交通高水

平治理，要求城市综合交通体系规划必须更加关注人的感受、空间协同、绿色发展和全过程的规划管理。尊重城市

发展规律，以存量发展为背景，一是要通过交通与空间协同、绿色交通优先发展，逐步治理城市的“大城市病”，

提升城市空间组织效率和城市竞争力；二是借力科技发展，提升城市交通服务水平，实现交通资源的公平供给，为

城市提供高品质出行服务；三是通过空间规划体系约束和规划实施过程的管理，提高规划管理与城市治理水平，促

进城市转型发展。

近年来，中国许多城市都在规划上进行了丰富的城市交通转型发展的探索与实践。本期6篇文章很具代表性，

分别围绕规划体系调整、规划方法与规划内容转型进行了深入研究与探索。

《国土空间综合交通体系规划的新要求与新内涵》探讨了在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下，覆盖全域、全要素的综合交

通体系规划在规划要求和内涵上的转变，提出“综合交通体系规划是支撑和约束国土空间使用、优化空间结构、协

调空间组织关系的重要手段和途径。综合交通体系应基于多层次、多维度、差别化的空间发展需求，覆盖全空间、

全要素”。

《规范空间秩序——国土空间规划中交通的价值思考》探讨综合交通系统对国土空间秩序的影响，提出要素流

空间应作为国土空间规划中的第四类空间，建立与城镇、农业、生态空间的相互关系。以此为基础，建议国土空间

规划体系增加要素流空间和交通设施红线，由“三区三线”调整为“四区四线”。

城市与交通发展的最终目标是人民满意，存量阶段的规划不同于增量发展，社会转型中的交通资源分配是不同

社会阶层的利益诉求协调。《从阶层、空间、交通互动视角解读交通规划》立足于新时代人民生活品质提高，探讨

城市转型发展中综合交通规划方法和理念转型，提出交通规划立足点和方法要从以往设施规划到对城市平均人的服

务再到对不同阶层具体人的服务转变。

新的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中，体检与实施监督是治理水平提高的重要抓手，既是过程规划的重点，也是约束机制

的重要体现。《国土空间规划背景下的北京城市交通体检评估》按照“一年一体检、五年一评估”机制，是国土空

间规划实施评估先行先试工作试点的经验总结。体检按照新的发展理念采用自评和第三方评估相结合模式，创新评

国土空间规划中城市综合交通体系规划的内涵国土空间规划中城市综合交通体系规划的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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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土空间规划背景下城市综合交通发展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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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指标，形成“核心内容监测—重点专项体检—年度结论建议”的内容框架，确立一张表、一张图、一清单、一调

查、一平台的体检核心内容，突出规划对城市转型发展的约束与引导。

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不同城市在城市与交通发展上也逐渐拉开了距离。深圳作为中国最先开放的城市，经

济发达，也是最早进入存量发展的城市，是城市与综合交通转型发展的先行者与探索者。《从先行先试到先行示范

——深圳特区40年综合交通体系发展历史实践与未来展望》总结深圳在不同城市与交通发展阶段，全域综合交通从

“先试”到“转型示范”在交通发展模式上的探索与历程。从城市与交通设施的增量扩张为主到存量更新、提升为

主，从通过市场化的快速道路建设到公交都市，从在发展阶段的变化中抓住“人民满意、保障有力、世界前列”的

交通发展根本，总结综合交通发展与城市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高水平治理在深圳的逻辑内涵。

《中国新城绿色交通规划方法与实践——以南京市南部新城绿色交通规划为例》以交通发展方式绿色转型为主

线，将绿色交通规划作为一个系统工程。不仅要考虑公共交通和步行、非机动车等绿色交通方式的设施配置与优化

提升，也要考虑机动车等非绿色交通方式的科学调控与管理引导，平衡绿色交通方式与非绿色交通方式的关系；不

仅要考虑交通系统本身的规划整合，也要考虑土地空间绿色开发模式的营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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