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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碳”目标与城市精细化治理背景下，利用大数据治理城市交通成为缓

解交通拥堵问题的突破口。长期来看，优化交通结构、倡导公交优先对解决治

堵难题同等重要。此外，公共交通是低碳、可持续的交通方式，是人民城市的

支撑骨架，是生态文明建设和社会民生事业的双重落脚点。

在交通拥堵越来越普遍的情况下，城市交通的供给侧改革显得尤为重要，

突出体现在缓堵目标的设定上。多年来，为机动车排堵保畅往往作为缓堵目

标，而忽视了公共交通与步行和自行车交通的优先发展。事实上，缓堵的根本

是改变交通结构，其目标不是使小汽车提速，而是提高公共交通吸引力。然而

现实情况是，超大城市公共汽车运行速度偏低，与私人小汽车相比缺乏竞争

力。因此，供给侧改革要求下应突出公共交通的目标定位。

可达性(Accessibility)的研究由来已久，地理、城乡规划领域的研究成果主

要集中于区域层面的可达性和偏重于高速铁路、小汽车的交通方式可达性，而

以城市公共交通和完整公共汽车出行链为对象的研究较少，凸显了这一研究工

作的难度。本书强化了公共交通可达性概念并提出基于大数据的测度方法，以

明确缓堵标的，并有效提升可达性指标的科学性和可测度性。

借助手机信令数据和路径规划数据，本书首次实现了地图时空大数据的批

量爬取和应用，并从可达性切入，探讨了公共交通规划的新理念、新方法和新路径。此外，本书也提出公共交通可

达性研究的应用价值可从城市规划设计、交通设施规划设计和社会经济等多层面挖掘。

从机动性到可达性从机动性到可达性

中国城市正处于转型与变革阶段，以往以私人小汽车快速增长为主导的城市机动化进程不仅引发严重的交通拥

堵，还带来一系列职住失衡、环境污染等问题。西方国家已于20世纪下半叶从侧重研究高速公路通行能力及服务水

平的视角，演变到多方式联运系统的规划和运行评估。

因突出出行权，机动性(Mobility)的概念得以产生。城市机动性是衡量社会公平的一项重要指标，体现对小汽车

替代交通方式的重视，也谋求以公共交通为导向的城市形态和建成环境。引导人们更多采用公共交通等绿色交通方

式是促使出行更加低碳、城市发展更加可持续的关键环节；避免和减少使用小汽车、提高能源效率和使用替代能

源、缩短出行距离和改变出行方式是实现可持续城市机动性的主要途径。

在公平、正义等诉求日益增长的今天，公共交通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在公交优先发展的转型思考中要

重新审视公共交通出行的核心要求：安全、时间、成本、舒适度、换乘方便、弱势群体出行便利性等，以满足人的

公共交通出行需求为根本，这是以人为本理念的具体落脚点。尽管这些需求并不新鲜，但传统的交通规划和公共交

通规划中难有相对应的指标，这恰恰是当前需要解决的问题——可达性应成为核心指标。

可达性的内涵十分丰富，在不同问题和场景下有着不同的含义。可达性是人们接触和参与活动的能力，是交互

的潜在机会。公共交通可达性指以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公共汽电车、城市轨道交通、公共自行车、渡轮、索道等)为

主要出行方式，达到一定的出行目的过程中所遇到的各种阻抗，是一种衡量区位价值的综合性指标。

本书系统梳理公共交通可达性的概念、内涵、分析方法和实际应用。随着对可达性的理解更加深入，本书更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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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地考虑了实际公共交通出行过程，逐步将出行路线、网络和供需关系、步行接驳过程中遇到的阻抗等纳入公共

交通可达性的研究范围，推进计算精度逐步提高。本书将公共交通可达性的分析方法总结为七种：基于缓冲区的公

共交通车站可达性、基于供需模型的公共交通面状可达性、基于网络分析法的公共交通网络可达性、基于成本栅格

法的公共交通可达性、基于成本栅格与网络分析的集成法的公共交通可达性、基于高性能图形数据库的公共交通高

精度可达性以及基于开放地图应用程序接口(Application Program Interface, API)的公共交通高精度可达性。其中，基

于开放地图API的公共交通高精度可达性方法是基于地图时空大数据并考虑了出行全过程，公共交通可达性测算结

果更为精确，这也正是本书在公共交通可达性研究上所采用的创新技术手段。

可达性概念的发展与衍生可达性概念的发展与衍生

一直以来，公共交通可达性在城市研究中有着重要作用。从城市用地、交通规划、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就业情

况到乘客对于公共交通可达性的满意度关系等方面均具有一定的衡量价值。当前，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

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客观上要求城市发展和公共交通发展目标相应地发

生转变，迫切需要转变工作思路，适时实现向公平、正义等观念主导下的更为具体和精细化技术指标的转变。

在可达性的实际应用上，本书从时间可达性、就业可达性、费用可达性、公共汽车站步行可达性四个方面展开

论述。1)时间可达性。本书使用开放地图数据中的路径规划大数据分析基于地点(或栅格)的公共交通可达性，进一

步结合栅格间OD(数据来自手机信令数据)分析加权后的公共交通可达性，以江苏省昆山市中心城区为研究对象展开

实证分析。2)就业可达性。本书使用潜力模型与机会累积模型对昆山市中心城区不同交通方式的就业可达性进行分

析，通过使用开放地图API获取不同交通方式的出行时间和出行距离，比较不同交通方式就业可达性的空间特征差

异，并探究不同影响因素对于就业可达性的影响。3)费用可达性。本书借用基尼系数、洛伦兹曲线等方法研究空间

公平和交通方式公平，对南京和上海开展实证研究，包括不同时段的费用可达性分析、公共汽车与小汽车显性和隐

性补贴分析，并比较费用可达性视角下的南京老城区和上海历史城区公共汽车发展状况。4)公共汽车站步行可达

性。本书从微观路网视角分析了昆山市中心城区公共汽车站步行可达性以及在合理步行距离内对居住人口和就业岗

位的覆盖情况，为评价、提升公共汽车服务水平提供了新方法、新思路。

从学科孤立到多元融合从学科孤立到多元融合

事实上，公共交通可达性作为一项技术手段既可用于地理学、城乡规划学的空间分析，又可作为城市交通供给

侧改革的核心测度，并且作为一种理论方法可应用到多学科的深入研究中。具体地，在城乡规划学可应用于公共交

通与城市用地和空间形态研究、公交都市研究；在城市交通学可应用于交通设施优化布局、交通需求预测模型分

析、交通规划实施评估；在行为地理学可应用于出行方式选择机制研究；在社会学可应用于社会公平、交通公平性

分析；在城市经济学可应用于商业设施选址、住房、土地租金研究等。因此，基于城市与交通大数据分析公共交通

可达性不仅对城市交通治理和城市交通可持续发展、构建公交都市、倡导公交优先等有着积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而且能为多学科共同开展可达性分析研究提供有效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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