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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行是城市居民最主要的出行方式之一，不仅在城市交通系统中发挥着不

可替代的作用，也在城市可持续发展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从国外发达国家的

经验来看，推动步行交通发展已成为城市应对交通拥堵、公共健康、空气质量

等问题的重要战略。然而，当前中国城市中步行出行仍存在诸多困境，例如步

行设施不足、步行环境不友好、步行空间欠缺人性化等。这些问题不仅损害了

行人权益，也给城市可持续发展带来了不利影响。为回应这些挑战，《城市步

行性理论、实证与应用》一书应运而生，深入探讨了步行性这一关键概念，并

通过实证分析和实例研究解析了步行性的影响机制和规划设计应用路径，为改

善城市步行环境提供了理论指导与实践路径。

步行性的定义与价值步行性的定义与价值

本书开篇即提出步行性(walkability)的概念，将其作为描述城市环境步行友

好程度的重要指标。书中指出，良好的步行性不仅能够促进个人健康，减少交

通拥堵，还能提升社区活力和社会凝聚力，对于推动城市向绿色低碳转型具有

不可替代的作用。应用步行性理论和方法对社区、街道等不同尺度的空间环境

进行分析和评价，进而指导规划设计实践，是提升城市整体步行性、支撑步行

友好城市建设的重要途径。根据研究尺度的不同，本书将步行性分为城市步行

性与街道步行性，在概念上分别定义为“建成环境支持步行的程度”和“街道环境利于步行的程度”，在操作层面

将其分别分解为一系列具体、可观测的组构。

社区里的故事社区里的故事

如果说理论是骨架，那么数据就是血肉。本书运用大量数据进行分析，使整个论述更加生动具体。本书以南京

市主城区为例，基于密度、混合和可达3个维度设计了城市步行性指标，并通过聚类分析发现了4类步行性存在显

著差异的居住区：从第一类以传统街道网络及混合土地利用为特征的老城内居住区，过渡到第四类以大街区、宽马

路及单一土地利用为特征的新城内居住区。接着使用倾向得分加权方法揭示了建成环境和自选择居住位置对居民出

行模式的影响，发现城市步行性越好，居民步行出行频率越高、小汽车出行距离越短。然后将地铁沿线的居住区也

纳入研究，并将居住区分为TOD，only-T，only-D，non-TOD 4种类型，建立顺序选择模型和Tobit模型进一步证实

城市步行性与步行出行频率和小汽车出行距离的关系。最后通过分析边际效应发现，当表征轨道交通的“T”因素

与表征建成环境的“D”因素综合作用时，居民小汽车出行距离会下降43%。

街道上的秘密街道上的秘密

街道是城市中最丰富也是最重要的公共空间，不仅要满足交通需求，也要具备安全、舒适和愉悦的步行环境。

本书对南京市主城区内多条街道开展了测量调查，挖掘人行道内、车行道内和路侧建筑 3个维度的街道步行性指

标，并邀请行人对步行体验进行评分。通过因子分析和顺序选择模型，发现4个影响步行体验的公共因子：步行空

间、街道界面围合、街道环境、车行空间。除车行空间的影响显著为负外，其余3个因子的影响均显著为正。其中

步行空间的影响最大，其次为街道界面围合，而街道环境和车行空间的影响最小。进一步分析公共因子的构成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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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一些与传统认知不同的结论，例如路内停车带和中间分隔带的宽度会对步行体验产生正向影响，较高的建筑和较

小的建筑后退范围会对步行体验产生负向影响。

从理论到实践的桥梁从理论到实践的桥梁

在深入探讨步行性理论的同时，本书也揭示了步行性在实际应用中的挑战。书中指出，要真正实现步行友好的

城市，必须依赖完善的规划体系和技术方法。由此提出面向步行交通规划的供需匹配分析框架，将步行性评价和步

行交通模型进行综合应用。前者包括基于人工调查、地图数据和众包的3类步行性评价方法。基于人工调查的方法

可以获取最真实的一手资料，但成本较高；基于地图数据的方法能够快速覆盖大面积区域，但精度有限；基于众包

的方法借助公众力量可以实现较低成本的数据获取。后者包括改进的四阶段模型和直接需求模型两类步行交通模

型。书中还阐述了步行性评价方法在现状调研、方案生成、方案评估中的实践案例，以及以波特兰和旧金山为代表

的两类步行交通模型应用案例。

最后，本书围绕步行网络规划、步行空间设计和步行环境设计3方面核心内容总结了国内外实践经验，并提出

系统的规划设计指引，为城市步行系统建设指明了方向。例如在步行空间设计方面，本书阐述了完整街道、健康街

道和全龄友好的设计理念，提出考虑街道使用者的优先级、数量和速度的设计要点。在步行环境设计方面，提出包

括人行道、人行过街信号控制、公共汽电车站台、街道家具、绿化、临街建筑、渠化岛、交通宁静化设计、管理与

维护等一系列的步行环境设计要求。

笔者感悟笔者感悟

近年来，中国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来改善城市步行环境，例如《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规划纲要》中提出加强

城市步行交通系统建设、开展人行道净化行动等。然而，在城市实践过程中仍然面临诸多挑战：很多城市较为注重

绿道、步行街等独立的步行设施建设项目，却忽视了城市中的存量步行空间，更缺乏对城市整体步行环境的关注。

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提出确保残疾人、老年人及其他有无障碍需求的群体可以享有无障碍

环境的便利，这不仅为城市步行环境建设指明了方向，也设定了更高要求。面对这些问题和挑战，本书提供了步行

性这一全新视角，不仅是对传统城市建设理念的反思，也是对未来城市发展方向的积极探索。

建设步行友好的城市不仅涉及物质空间的改善，也需要社会环境和文化氛围的转变。需要培养一种尊重行人权

利的文化氛围，让人们意识到每个人都有权享有便捷、安全且愉悦的步行体验。本书不仅仅是一部学术论著，也像

是一位身边的朋友，引导我们重新审视身边的城市空间，发现那些被遗忘的美好角落。如果你关心城市步行环境，

渴望为创建更加宜居、更加美好的城市贡献一份力量，那么本书值得一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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