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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中国城镇化快速发展，城市已从高速发展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人民群众对未来城市产生了新期盼。

交通是城市发展的重要载体，面对城市空间尺度日益扩大和高质量发展要求，一方面，围绕超(特)大城市发展模式

的转变，城市交通着重提升城市群、都市圈的核心带动能力，通过构筑一体化综合交通枢纽体系，充分发挥枢纽经

济优势，从单点枢纽建设转向枢纽城市建设，从而带动城市群、都市圈区域协调发展；另一方面，随着人口增速和

城镇化率增速逐渐放缓，城市交通着重向集约、高效的绿色交通发展和注重内涵提升的存量规划转型。同时注重提

升城市交通系统韧性，提高应对复杂环境变化的能力，保障城市安全，并注重基于大数据、全要素信息感知等智能

化手段实现交通需求的精准管控、交通管理的精明控制和交通服务的个性提供，从而提升城市治理水平。

郑州市既是快速崛起的国家中心城市，又是中原城市群的核心城市，地理位置十分优越。近年来，郑州市交通

枢纽能级不断加强，初步形成了国家物流空港和陆港双枢纽的优势，显著提升了在全国乃至全球的物流运输能力。

郑州市已建成国内第一个“米”字形高铁网络，基本实现中原城市群“1小时交通圈”和周边省会城市“2小时交通

圈”。城市交通运行状况持续好转，交通拥堵排名持续降低。2023年城市轨道交通里程达到 353 km，跻身全国前

十，新增运营里程约78 km，位列全国第一，公共交通服务能力不断增强。城市道路网密度增长明显，整体布局较

为完善。

2023年底，郑州市域常住人口突破1 300万人。当前，郑州市正处于转型发展的关键阶段，城市能级提升、绿

色交通发展、韧性安全、交通精准化治理均面临较大的挑战。本期专题的8篇论文内容涵盖“枢纽+”、韧性交通、

智慧交通等方面，全方位展现了郑州市城市交通的实践探索和应用研究。

在建设韧性城市的时代背景下，《韧性城市理念下郑州市交通系统韧性评估与提升》以郑州市交通系统为例，

构建了韧性评估指标体系，并从提升枢纽体系安全、构建对外立体救灾网络、增加关键通道多样性、提升道路网络

稳健性和冗余度、增强公共交通服务安全性、增加交通设施功能多样性、提高交通系统智能化等7个方面制定郑州

市交通系统韧性提升策略。

郑州综合交通枢纽在国家城镇化格局中承担着引领区域发展和支撑中部崛起的重要作用。《新时期郑州综合交

通枢纽高质量发展策略》从提能级、强辐射、增效率、促融合等四方面提出行动策略，不断提升枢纽内外双向辐射

能力，增强资源要素全球配置能力，推动郑州综合交通枢纽由做大枢纽向做强枢纽转变。

作为“米”字形高铁网的“郑中心”，郑州东站枢纽核心区已成为中原区域最具人气的商务核心，体现了枢纽

与城市共生的理念。《郑州东站及周边区域站城融合规划实践》系统回顾了郑州东站枢纽及周边区域的规划实践，

从规划选址、产业布局、用地融合、集散交通等方面总结枢纽区域站城融合的成功经验，提出枢纽建设应当向开放

融合的城市综合体转变，以提供一流服务为目标，长远考虑枢纽配套设施，实现站城有机融合。

作为中国第一个由国务院批复设立的国家级航空经济发展先行区，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承担着中原城市

群和郑州都市圈核心增长极的重大使命。《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轨道交通线网优化》以构筑“枢纽门户+产城

融合的轨道新城”为总体目标，构建枢纽与城市协同发展的多层次、一体化的轨道交通网络，支撑建设高效联通的

国际型开放枢纽，促进轨道交通与城市空间相契合、与土地利用协同共生，助力航空港区高质量、可持续发展，为

新区轨道交通线网规划提供有效借鉴。

《高密度立体复合街区步行系统构建——以郑州东站东广场核心区为例》通过分析高密度立体复合街区的特征

及步行系统的特点，总结构建立体步行系统的要点和方案，提出打造地面、地下、空中“多层地表”步行空间的概

念，有效支撑街区内绿色低碳、健康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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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日益频繁的极端天气给城市安全带来重大危害，郑州市“7·20”特大暴雨灾害是其中典型案例之一。

《供需协调视角下城市应急救援可达性评估——以郑州“7·20”特大暴雨为例》《城市道路交通应对超标降雨的策

略——以郑州“7·20”特大暴雨为例》从不同角度对如何提高城市应急防灾能力展开研究，旨在深刻汲取经验教

训，提高城市应对超标降雨能力。前者通过分析应急救援需求的时空分布特征，提出完善应急救援通道网络、建立

应急救援可达性智能评估平台、优化应急救援资源的空间布局三方面优化策略，为极端暴雨灾害背景下提升应急救

援的动态响应能力提供参考；后者则是基于超标降雨情况下道路受灾和交通运行状况分析得到道路风险区类型，并

在应急通道网络构建、应急交通疏散方案、行泄通道精细化设计等方面提出道路交通应对策略。

城市竖向是排水防涝的重要承载基础，为从源头改善城市基础条件，解决内涝问题，需构建与国土空间规划相

对应的竖向规划体系，形成纵向实施传导机制，以便于规划管控。《基于城市内涝防治的竖向规划体系探索——<郑

州市竖向规划编制工作指引(试行)>解读》借助郑州市国土空间规划开展契机，构建了与国土空间规划体系相协调的

“三个层级、五个类别”竖向规划编制体系，建立因地制宜、刚弹相济的管控传导机制，实现规划效果的有效管理。

在新的发展背景下，郑州市将全面贯彻落实国家的战略要求，持续提升综合交通枢纽能级，充分发挥中原腹地

优势，构筑一体化交通体系，带动中原城市群、郑州都市圈快速发展，同时聚焦城市安全、宜居品质、精准治理，

进行前瞻性规划建设，打造人民满意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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