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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伴随着中国城镇化的快速发展，研究城乡一体化发

展的交通模式、编制远城区综合交通规划逐渐成为政府和

相关部门关注的热点。远城区是位于主城区外围的市级下

属行政区划。通过分析编制远城区综合交通规划所面临的

问题和挑战，总结了远城区交通需求的特殊性以及远城区

与主城区的交通关系，指出远城区需要重点关注和解决的

交通问题。最后，结合武汉市既有相关规划的编制经验，探

讨城乡一体化交通发展对策和远城区综合交通规划的主要

内容。

Abstract：With the rapid urbanization development in China,

government agencies are increasingly paying close attention to

study suburban transportation patterns and comprehensive

transportation planning for suburban areas. Suburban in China

represents a merging and integrating area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By analyzing the problems and challenges in the

comprehensive transportation planning in suburban areas,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uburban area trans-

portation demands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uburban and

urban transportation system. The paper also presents the ur-

gent issues that need to be emphasized, and solutions to criti-

cal problems in suburban areas. Finally, based on the experi-

ence of existing transportation planning in Wuhan, the paper

discusses transportation development strategies for the integra-

tion of urban and rural areas, and explores the scope of com-

prehensive transportation planning for suburban are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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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着中国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城市空

间结构调整和区域协调发展正迈入一个新阶

段，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

颁布实施以来，城乡统筹发展的思想得到了

进一步贯彻和落实，远城区(位于主城区外

围的市级下属行政区划)成为城市发展的热

点区域。受历史原因影响，远城区在综合交

通发展方面较为滞后，缺乏统筹规划的指导

和协调，在交通管理体制、交通组织、交通

建设与服务标准等方面与城乡统筹发展的目

标存在严重冲突[1]。因此，应适时开展远城

区综合交通规划，协调交通与土地利用的关

系，研究城乡一体化发展的交通模式，为远

城区的交通发展提供科学指导和服务。

1 远城区综合交通规划面临的问

题及挑战

现阶段中国城市综合交通规划更多关注

主城区等人口较为集中的区域，其规划技术

和方法已较为成熟。远城区综合交通规划在

研究深度和广度，以及研究内容和方法上均

与主城区综合交通规划有明显不同。远城区

综合交通规划既是目前城市交通规划编制

体系中亟待创新的内容，也是规划难点之

一。其面临的问题及挑战主要表现在以下

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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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远城区区域范围广阔，用地功能复杂，既

包含未来城市空间发展、城市功能向外转移的都

市区，又包含以农业和旅游业为主的生态农业

区。因此，远城区内不同区域对于交通服务的需

求存在一定差异，在进行综合交通规划时要注重

加以区分。

2) 人口特征的多样性导致远城区在居民出行

目的、出行结构以及出行时空分布等方面与主城

区有较大差异。另外，受地域等因素影响，远城

区的通勤交通、对外交通、过境交通、旅游交通

也需要着重关注，其交通系统的特点与主城区有

本质区别[2]。因此，在制定远城区内各交通系统规

划方案时，有必要结合具体的居民出行特征以满

足特定的交通需求。

3) 受城乡二元体制的影响，远城区在交通建

设、组织管理等方面均与主城区相互独立，例如

道路建设标准、公交运营和管理等。因此，需要

通过编制综合交通规划研究城乡统筹发展的交通

模式，达到城乡交通一体化的目标。

4) 划分远城区与主城区边界时，往往以江

河、山体、堤防等自然分隔作为分界线，使远城

区与主城区之间的联系形成天然阻隔。这种以自

然分隔作为行政边界的划分方式，一方面增加了

跨区联系通道的建设难度，另一方面也导致主城

区对外联系道路不堪重负。因此， 有必要通过增

加联系通道或提升现有通道的通行能力，强化与

主城区交通系统的对接。

5) 受市域综合交通规划的影响，市域交通体

系中的公路、铁路、水运、航空等交通设施大多

集中设置在远城区。一方面，这些设施对于区域

土地的分割效应相比主城区更为严重；另一方

面，本属于城市对外联系的交通系统可能成为远

城区自身的交通主干体系，造成交通拥堵。因

此，必须通过统筹规划解决市域大型交通设施对

远城区用地的影响，促进枢纽型大型交通设施的

共享[3]。

2 远城区交通需求的特殊性

受到地域、人口、社会经济等因素影响，远

城区交通需求有其自身特殊性，主要表现在以下

方面。

1) 人口结构和生活方式的差异使得远城区居

民出行呈现自身特点。

远城区大多地域广阔、人口众多且以农业人

口为主，同时，非农业人口也有一定规模，即使

是城镇居民的日常生活方式也与主城区有所区

别。远城区居民的生活活动范围相对较小，大部

分居住、工作、生活服务地点之间的距离较近，

致使居民日均出行次数相对较高。但针对远城区

地域广阔的特点，其交通系统规划应以满足街道

或乡镇之间的出行需求以及远城区与主城区之间

的出行需求为主。因此，在进行远城区居民出行

特征分析和预测时，需要详细区别各种类型的居

民出行，为交通设施规划提供数据支撑。

2) 城市门户的地理区位要求远城区交通系统

同时满足过境交通的需求。

加强与主城区的交通联系是远城区交通系统

的必然需求，而远城区同时又是进出主城区的门

户，承担着联系市域内外交通的功能。因此，远

城区与主城区的交通联系通道往往成为城市交通

系统中交通压力最大的环节，其中，过境交通需

求往往比远城区与主城区的交通联系需求大得

多。因此，远城区交通系统规划，特别是与主城

区的交通联系通道规划应充分考虑过境交通的

需求。

3) 区域产业结构的调整要求远城区配套相关

交通基础设施作为保障。

随着城市空间布局的不断优化，大部分城市

受到用地及生态环境的约束逐渐将部分工业生产

功能由主城区向外转移，成为远城区优化自身产

业结构，大力发展第二、第三产业的契机。区域

经济活动的规模直接影响区域交通运输产生的规

模，特别是货物运输产生的规模，客货运输并存

也是远城区重要的交通特征之一。因此，与主城

区相比，在进行远城区综合交通规划时更加需要

完善的、客货运分离的道路交通系统与之配套。

3 远城区与主城区的交通关系

1) 远城区交通需求的迅速增长源于主城区城

市空间的快速扩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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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持续、快速的城镇化建设和发展，主城

区的城市空间快速扩张，随之产生一系列的城市

问题，如人口密度过大、交通拥堵、环境恶化

等。调整城市空间布局、将城市人口和功能向外

转移成为促进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这为

远城区的发展提供了机遇。为了承接主城区城市

功能的转移，远城区会在用地指标、交通设施、

发展政策等方面得到一定照顾和倾斜，以提升项

目引进的外部条件。就业岗位的增加会对转移主

城区的人口起到明显作用，同时又会进一步促进

和推动相关生活配套设施的建设，加快远城区城

镇化的进程。

这种良性的互动会对区域间的人员交流起到

极大的刺激作用，导致远城区的交通需求在短时

间内迅速增长。而受历史原因影响，远城区与主

城区之间的联系通道往往是城市交通系统中相对

薄弱的环节，局部节点交通拥堵日益严重的状况

在所难免，这也是目前中国大部分城市在远城区

或新城区建设中普遍存在的问题。

2) 远城区与主城区之间交通模式的选择取决

于两者在土地发展模式上博弈的结果。

主城区将城市人口和功能向外转移是为了缓

解人口和经济增长带来的压力，其核心思想是

“减负”。而远城区在自身发展动力相对不足的情

况下，更希望通过发挥地区边缘优势发展“城

郊”经济，在土地开发上与主城区紧密结合最终

融为一体，其核心思想是“融入”。由此可见，远

城区与主城区在土地发展模式选择上是一个博弈

的过程。

交通与土地开发存在紧密的互动关系，远城

区与主城区之间交通模式的选择取决于两者在土

地发展模式上博弈的结果。例如以道路建设为核

心的交通发展模式，由于机动交通具备“门到

门”式的服务特性，因此，其对于周边土地开发

的促进作用是成面成片的，有利于在土地开发

方面实现与主城区的紧密结合。这种模式更加切

合远城区“融入”主城区的思想，但同时加大了

城市空间进一步蔓延的风险。而以大运量轨道交

通建设为核心的交通发展模式，则是发挥以城市

轨道交通车站和枢纽为中心的点式促进作用，更

有利于城市人口的疏散，对于发展城市副中心或

区域新城建设更加有利，因此也更加符合主城区

“减负”的发展策略，但这种模式往往又受到配套

设施和投资效益的制约。因此，远城区与主城区

之间交通模式的选择不仅仅只是为了满足两者之

间的出行需求，而应当站在整个市域空间发展的

角度进行考虑。

3) 远城区向新城区发展是解决远城区与主城

区之间交通矛盾的根本对策。

远城区承接主城区的城市人口和功能是一个

长期过程，在发展过程中往往首先以某个单一功

能为着眼点，如居住、商业、工业、旅游休闲

等，进而带动其他相关配套设施的建设。这导致

远城区对主城区的长期依赖，也是两者之间交通

矛盾产生的根本原因。交通设施的不断建设和联

系通道的持续强化是缓解当前远城区与主城区之

间交通矛盾的重要手段，但其不可能满足交通需

求的无限增长，同时还有可能诱发新的交通需

求。因此，必须通过完善和加强远城区各项城市

配套功能，结合远期发展条件按照相对独立的新

城进行规划建设，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远城区与主

城区的交通矛盾，真正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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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武汉市远城区综合交通规划

武汉市目前有 6 个远城区，分别为黄陂区、

新洲区、江夏区、蔡甸区、汉南区和东西湖区，

见图1。按照新一轮城市总体规划，武汉市将行政

区内划分为市域、都市发展区、主城区三个层

次。在市域范围内，城市总体规划按照区域统

筹、城乡统筹的原则，构建以主城区为核心，新

城为重点，中心镇和一般镇为基础，辐射至各远

城区的多层次、网络状城镇体系。都市发展区是

城市功能的主要聚集区和城市空间的重点拓展

区，以主城区为核心统筹布局城市功能及基础设

施，形成城镇化集中发展区域。

目前，武汉市正在抓紧构建“1+6”城市新格

局，形成“主城+新城组群”、“以主城区为核、多

轴多心”的开放式城市空间结构，见图2。新的城

市空间发展格局对交通系统提出了新的要求。为

了推进城市空间布局调整、实现主城至新城的跳

跃式发展，武汉市提出每个远城区至少形成 2条

快速路或有较高通行能力的主干路，以及至少 1

条城市轨道交通线路与主城区联系，在主城区和

新城组群之间构建“双快一轨”的复合交通走廊

引导城市空间拓展。

为了贯彻城市总体规划要求，武汉市逐步加

大了远城区规划编制工作的力度，通过“以奖代

补”政策进一步促进城市规划发挥区域统筹、协

调城乡发展的作用。自2007年以来，武汉市相继

对 4个远城区开展综合交通规划编制，在指导武

汉市城乡发展建设、提高远城区规划管理水平等

方面产生了积极影响。针对各个远城区的不同特

点，按照构建复合交通走廊的规划思想，武汉市

在对各个远城区进行综合交通规划时，形成了有

针对性的城乡一体化交通发展对策，主要体现在

以下方面。

1) 贯彻城乡一体化发展思想，统一城乡道路

技术标准体系。

目前，中国仍然沿用城市道路等级和公路等

级体系，两者在道路功能定位、横断面型式、线

形设计等方面均有差异。受集聚效应的影响，城

镇空间结构往往沿交通走廊呈指状发展。随着城

镇空间的拓展，原有部分公路已经承担起城市道

路的功能。远城区城市道路和公路相互交叉、互

为补充的现状成为规划统一的道路网络系统的主

要障碍。

武汉市在远城区道路网络系统规划时，将道

路网络划分为五级道路体系(见表1)，将城市道路

和公路合并形成统一的道路等级体系。在道路建

设时，可根据具体情况选择合适的道路横断面型

式，特别是承担公路运输功能的道路横断面，应

充分考虑未来发展需要。近期建设道路可采用统

一红线但不统一横断面的措施，保障车行功能在

建成区内外的衔接，实现道路等级的统一。建成

区外围道路两侧的用地可用绿化带、备用地的形

式加以处理和控制，使尚有一定使用价值的建筑

和农业用地发挥作用，也为快速城镇化发展预留

充足的道路基础设施建设空间，见图3。

2) 以用地规划为导向，构建层次分明的道路

交通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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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武汉市都市发展区空间结构

Fig.2 Spatial structure of metropolitan areas in Wuh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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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城区内部各个区域的开发活跃程度与其距主城区的距

离直接相关。随着距离的增加，主城区对外辐射能力逐渐降

低，远城区各区域的用地功能也逐渐变化。根据空间位置及

区域功能的不同，可将远城区划分为主城功能拓展区、中心

城镇区和生态农业及旅游区。其中，主城功能拓展区是远城

区直接接受主城区辐射的重点发展

区，对该区域道路网络系统进行规划

时，应当以满足城市功能的要求为目

标对道路进行布局，在路网形态上可

结合用地规划采用方格网的形式，在

道路网密度、建设标准等方面也可适

当提高。对于中心城镇区和生态农业

及旅游区而言，主要应满足各个集镇

以及重点区域之间点到点的交通联

系，可利用多条道路对各个需求点进

行“串珠式”的联系，满足基本的出

行需求。另外，在对道路网络系统进

行规划时，应当充分考虑地形地貌，

选择合理线路，以提高规划方案的可

行性。东西湖区道路网络系统规划方

案见图4。

3) 规划功能明确的多通道，实现

与主城区路网的无缝对接。

远城区与主城区道路系统的衔接

不能单一依靠增加联系通道，而应通

过合理的路网布局对各个联系通道的

功能进行区分，实现客货运分离、过

境交通与集散交通分离的规划思想。

另外，还应结合具体的路网系统，通

过布局适当的立交节点加强联系通道

与城市环线的衔接，形成多级疏解系

统对进出车辆进行逐级分流，以缓解

跨区联系通道的交通压力。东西湖区

道路系统与主城区的衔接规划见图5。

4) 打造货运主通道，构筑客货运

分离的交通体系。

强化公路、铁路、水运、航空交

通网络的建设，积极构建快速、便捷

的运输衔接通道 [4]。利用远城区内的

高速公路以及国家干线道路形成货运

集散通道，实现与周边市县及省际城

市的道路货运联系。同时，结合内部

空港、码头、铁路货场以及工业园区

等货运节点布局，综合考虑城市客运

组织和生态景观要求，主要利用内部

组团外围的道路作为货运衔接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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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3 Comparison of cross-section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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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东西湖区道路网络系统规划方案

Fig.4 Roadway network system planning of Dongxihu distri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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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东西湖区道路系统与主城区的衔接规划方案

Fig.5 Connection of roadway system between Dongxihu district
and main urban area of Wuh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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衔接各货运节点并与货运集散通道有

机结合，尽量按照客货运分离的目标

构建区域货运交通体系。东西湖区货

运通道规划见图6。

5) 构建以轨道交通为核心的多

元化公交系统，促进城乡客运一体化

发展。

与主城区相比，远城区在用地条

件、内部交通压力等方面具有发展多

元化公共交通系统的优势，并为TOD

模式的实施提供了土壤和机遇 [5]。特

别是要大力发展快速轨道交通，强化

远城区与主城区之间的快速联系。

2010年 7月，武汉市轨道交通 1号线

二期工程建成通车，在一期工程基础

上将线路延伸至东西湖区，使之成为

武汉市第一个通过轨道交通实现与主

城区联系的远城区。新线路运营后轨

道交通1号线日客运量由4.1万人次跃

升至 12.2万人次，极大地促进了区域

间的交流。通过发展以城市轨道交通

为核心的多元化公共交通系统，可以

大大提高远城区公共交通系统的服务

水平；同时，通过与主城区轨道系统

接驳也可以实现城乡客运设施的一体

化建设与管理。目前，武汉市正在按

照“十二五”期间每个远城区至少形

成 1条城市轨道交通线路的目标，加

快完善远城区公交客运系统的建

设。东西湖区轨道交通系统规划方

案见图 7。

5 结语

现阶段，中国城市发展已经进入

空间结构调整和区域协调的关键时

期，主城区部分功能的外移使得远城

区社会经济发展日益活跃。适时开展

远城区综合交通规划，既是协调区域

空间布局与交通设施建设关系的重要

手段，也是统筹城乡交通发展、规范

城乡规划管理的必要环节。随着远城区城镇化的逐步推进，

应当进一步强化交通规划编制体系的构建，通过开展各项交

通专题研究，深化落实综合交通规划方案，服务远城区城市

规划管理，支撑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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