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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PLAN: 沧州市自行车与步行友好街巷规划设计研究 

 

 

熊文 姜超 严海 王中昌 

 

 

【摘要】本研究通过对全球 60 余座城市的交通发展模式进行比较，针对我国中小城市以步行、自行车

为主要出行方式的特点，提出了 C 模式（步行、自行车导向型模式）的概念，并根据 C 模式下的城市问题

与居民出行需求，提出了适应步行、自行车交通发展的“C 规划”（C-PLAN）：以城市空间分析、居民出行

特征分析以及公众意愿调查为主要手段，在沧州市核心区构建步行、自行车廊道网络，并针对五类重点街

道进行精细化设计，以期改善步行、自行车通行环境，倡导绿色出行，增加城市活力，助力城市可持续发

展，并以沧州为样板，在全国中小城市进行推广。 

【关键词】C-PLAN；步行；自行车；交通；街道设计 

 

 

1 C 模式-基于时空比较的中国中小城市交通发展模式思考 

1.1 全球视角下的交通发展模式比较 

本研究通过对全球数十座城市的交通结构进行量化比较，总结出五类典型的交通发展模

式（图 1），这五类交通发展模式呈现出明显的地域性分布特征（图 2），它们分别是：以北

美及澳大利亚城市为代表的小汽车导向模式（A 模式）、以亚洲发达城市（香港、东京、新

加坡、首尔等）为代表的公共交通导向模式（B 模式）、以中国城市为代表的步行、自行车

导向模式（C 模式）和以欧洲城市为代表交通均衡发展型城市（E 模式）等。产生这一地域

分布特征的最主要原因是人口密度差异，低密度的城市发展是产生小汽车导向模式（A 模式）

的最主要因素，而高密度城市则更倾向于公共交通导向型（B 模式）和步行自行车导向模式

（C 模式）。根据上述比较可以得知，虽然近年来我国城市机动化迅猛发展，但在全球视角

下，绝大多数中国城市仍然以步行、自行车为其主要出行方式，因此 C 模式不仅仅包含了

自行车导向（Cycling）的概念，同时也包含了中国式（Chinese）的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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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世界交通模式分类 

 

图 2 世界交通模式分类的地域分布特征 

1.2 基于 C模式思考的 C-PLAN 

虽然绝大多数中国城市仍然以步行、自行车为其主要出行方式，但近年来囿于人口增长、

城市扩张、出行距离日益增加等方面原因，北京、上海、广州等中国特大城市的出行结构已

经向机动化方式快速转变，可以预计在未来数十年内，中国将会出现一批以公共交通为主要

出行方式（B模式）的大城市和特大城市。 

与上述城市不同，以沧州为代表的中国中小城市（城区人口 20 万～100 万），其人口规

模与城市尺度更适于步行与自行车出行，步行、自行车出行比例较高，图 3 为沧州市核心区

PPU（通行者当量）构成情况，与北京、上海等特大城市相比，步行、自行车出行比例优势

明显，可以预计在未来相当一段时期内，C模式仍然能够作为中国中小城市的主要交通模式

继续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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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沧州市核心区工作日（左）与节假日（右）交通结构 

基于上述思考，本研究以沧州为例，对于中国中小城市的交通发展模式与出行特征进行

总结归纳，提出适合 C 模式城市步行与自行车交通发展的“C 规划”（C-PLAN）。 

首先，本研究从我国传统城市规划思想中汲取思想源泉（《周礼考工记》，图 4 上）：（1）

城市尺度适宜步行出行（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2）职住平衡思想（仕者近公、公

买近市、耕者近门）；（3）道路分级（经涂九轨、环涂七轨、野涂五轨）。可以说 C 模式以

及 C-PLAN 的研究，其来有自，是我国传统城市规划思想的继承和延续。 

然而传统的 C 模式随着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大，城市蔓延、职住分离、街道小汽车化现

象而面临挑战，宜人的尺度在消失，步行、自行车出行愈发困难，C 模式交通面临严峻的挑

战（图 4 下）。 

同时经过实地调查发现，沧州市核心区现有的路网条件良好，适宜步行、自行车出行。

据统计，核心区内自行车道覆盖率达到 95%以上，其中 60%以上的城市道路拥有独立自行

车道（机非物理隔离），平均宽度 4.7m 以上。另外，沧州拥有很好的步行、自行车群众基础，

每年正月十六都会举行传统民俗活动“遛百病”全城市民步行走上街头参与各种活动，与目

前国际上流行的无车日活动十分类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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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C 模式的思想源泉与现实挑战 

 

可以看出，以沧州为代表的中国中小城市具备很多发展步行、自行车交通的优势条件，

但同时面临的现实问题同样不容忽视，通过实地调查本研究总结出沧州市民的数百种典型的

街头活动及其空间需求（图 5），并从中归纳出 8 种 C 模式城市的典型特征（图 6）： 

（1）城市人口密度较高； 

（2）出行者更偏爱结伴出行； 

（3）占路摆摊现象普遍造成出行不便； 

（4）种类繁多的街道娱乐活动； 

（5）拔地而起的新建大型居住区，阻碍了步行、自行车的通行路径； 

（6）城中村出行困难，弱势群体的出行权利得不到保障； 

（7）道路级配不合理，步行与自行车的通行空间不断被侵占，通行环境迅速恶化； 

（8）大量步行、自行车出行者未受到足够重视，成了空气污染、交通事故等问题的最

大受害人群。 

为此 C-PLAN 提出了“3C 原则”，分别是： 

（1）适用于中国中小城市（Chinese-model）的规划设计，满足中国人的出行偏好； 

（2）骑行友好（Cycling-friendly）的规划设计，改善步行、自行车出行环境； 

（3）跨界设计（Cross-boundary），协调步行、自行车交通与其他出行方式的关系，在

有限的道路空间条件下，达到和谐共生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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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沧州市典型街道活动及其空间需求 

 
图 6 沧州市居民出行现状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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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C 规划-基于空间分析的步行、自行车廊道网络规划 

C-PLAN 的重点在于对道路进行精细化设计，而道路精细化设计的前提是需要明确设计

对象，因此应当首先构建一个步行、自行车道路网络，以期对其中的重点道路进行设计改善。

本研究以慢行岛、核、链、幅为评价指标，从可达性、交通吸引程度等方面，对沧州市核心

区进行空间评价，并通过空间叠置法对上述 4 项评价结果进行叠加，得出最终结论。 

2.1 慢行岛分析 

慢行岛是城市空间被山川河流、铁路、宽幅道路等切割，导致慢行交通穿越困难的区域，

本研究将沧州市核心区划分为 19 个慢行岛（图 7，左上），根据慢行岛的面积分为 4 个等级，

面积越小表示需要穿越的次数越多、出行越不方便。应在有着适宜慢行尺度的慢行岛内，选

择远离主干路的生活性支路和巷道，构建慢行友好性街道，在慢行岛之间应加强自行车与步

行过街设施建设，最终构建连通主要慢行岛的全市自行车廊道网络。 

2.2 慢行核分析 

慢行核是城市步行、自行车交通的重要起讫点，包括大型居住区、商业区、中小学校以

及城中村等 8 类，根据慢行核的类型与规模赋予不同的权重，体现慢行核之间的交通吸引强

度的差别（图 7，右上）。慢行友好性街道应穿越、连接更多的高强度慢行核，使绝大多数

中低收入者、中小学生一出门就能融入慢行相对优先的绿色街道。 

2.3 慢行链分析 

慢行链是由城市道路、水系、绿带串联主要公园、历史文化场所的链状城市绿道，是步

行、自行车休闲出行的重要场所，本研究对沧州市核心区内的所有大型公园、绿地、历史文

化场所进行了梳理，并根据类型、规模赋予不同的权重（图 7，左下）。基于慢行链的区位、

面积与趣味性，可推测出吸引公共活动人次。慢行友好性绿道应形成环状健身通道、连通重

要公共空间节点。 

2.4 慢行幅分析 

与大城市积极发展公共交通不同，本研究认为中小城市在城市尺度、人口规模、道路建

设、财政水平等方面暂不适合大力发展公共交通，步行和自行车也不应成为公共交通的接驳

方式，恰恰相反，在城市的绝大部分地区，步行、自行车出行应当是最重要的出行方式。 

基于上述思考，本研究将沧州市核心区内所有公交站点及其五分钟步行范围进行了标示，

范围以外的地区即为公交服务盲区，需要大力建设步行、自行车交通设施以满足这些地区的

出行需求，与小汽车交通进行良性竞争（图 7，右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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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沧州市核心区岛、核、链、幅空间分析图 

2.5 基于空间叠置法的自行车廊道网络规划 

运用空间叠置法对岛、核、链、幅进行叠加处理，结果显示沧州市核心区内存在大量对

步行、自行车出行需求较高，同时缺乏步行、自行车交通设施供给的区域（如图 8 所示，颜

色较深的区域代表步行、自行车出行需求较高）。 

基于上述结果，本研究在沧州市核心区内步行、自行车出行高需求区域构建了“三横三

纵”的自行车廊道网络，全长 22.1km，其中：利用现有道路 12.4km、改造道路 8.5km、新



8 
 

建辟通道路 1.2km，新建步行、自行车跨运河桥梁 2 座、自行车空中走廊 1 座。廊道网络建

成后预计将有 60%的自行车通勤交通和 30%的步行交通在此产生，大大提升和改善了步行、

自行车出行的易达性和通行环境。 

 

 
图 8 基于岛、核、链、幅分析的空间叠置示意图 

3 C 设计-基于出行特征和公众意愿的街道精细化设计 

在步行、自行车道路网络规划的基础上进一步对相关道路进行精细化设计，C 设计的一

大特色在于在设计之初首先进行大样本的公众意愿调查，提炼出当地居民的所反映的街道问

题以及提出的改善建议，以反映最强烈的几类街道为设计对象进行改造，在设计中充分考虑

使用者的诉求，确保设计方案精细化的同时能够真正满足使用者的实际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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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公众意愿调查 

以海量的样本、通俗的形式和准确的定位为主要原则，公众调查工作分为两个阶段，第

一阶段是对 500 余位沧州市民进行实地问卷调查，得出 26 项市民反映最强烈的街道问题和

26项市民最喜闻乐见的街道改善策略，将这 52项问题与策略制作成通俗易懂的扑克牌形式，

通过网络、报刊、微信客户端等媒体形式进行海量调查。同时，针对街道的实际使用者进行

第二轮实地调查，使调查结果更具针对性。 

根据调查发现，沧州市居民反映最强烈的六大街道问题（图 9）分别是： 

（1）电动车乱行（梅花 10）；（2）自行车道被占（黑桃 A）；（3）摊贩添堵（黑桃 K）；

（4）步道停车（黑桃 8）；（5）空气污浊（梅花 4）；（6）绿荫稀少（黑桃 10）。 

同时，沧州市居民最感同身受的六大街道改善策略（图 10）分别是： 

（1）无车步道（红桃 Q）；（2）河畔夜市（红桃 4）；（3）人行天桥（方片 2）；（4）密

植大树（红桃 5）；（5）彩色自行车道（红桃 K）；（6）街角公园（方片 7）。 

 

图 9 沧州市民反映的六大最严重街道问题 

 

图 10 沧州市民反映的六大最严重街道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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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五类城市街道设计 

图 11 沧州五类街道改造（总图） 

3.2.1 摊贩疏导型街道设计 

沧州市核心区内多条街道存在摊贩占路经营致使交通拥堵、出行不便的问题，红卫街是

其中问题较为严重的一条街道，街道两侧有大型居住区、中学各一处，高峰期人、车流量较

高，同时沿街自发形成了全日露天集市，因缺乏管理，摊贩将原本较为宽阔的人行道完全挤

占，导致周围居民出行十分困难。因此，严禁摊贩占路经营是此类街道环境改善的最主要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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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但同时也应看到，市场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也为街道带来了活力、为周边居民提供了方

便、为市民提供了就业岗位，因此对于此类街道的改善设计的重点应当是规范经营而非限制

经营甚至禁止经营。 

基于上述思考，本研究以红卫街为例进行了摊贩疏导型街道的改造设计（图 12）。 

交通空间层面，合理划定各类职能空间，明确通行空间和售卖空间，同时运用“跨界”

理念，注重空间的共享并存，使有限的道路空间可以同时承载交通出行、摊贩售卖、临时停

车、街道绿化等多种职能，同时通过一系列人性化设计提高了步行空间品质。既保障了居民

出行的权利，也维护了商贩合法经营的权利。 

城市设计层面，设置丰富多变的道路空间和界面，引导不同售卖类型和空间需求的摊贩

分区经营，如：为站售型（6）、车售型（4）、排档型摊贩（5）分别设置了 1m、1.5m、2m

三种宽度售卖空间，在这些贩售区域周边预留商贩交通工具停放点（7）。因此在街道中形成

了供摊贩、绿化、自行车停车交替使用的跨界动态设施带（3）。而在学校门前，考虑接送孩

子的需求，设计了家长自行车优先等候区、抬起式人行横道等，限制校前区域的机动车停车，

组织为单向交通（8-12）。 

 

图 12 摊贩疏导型街道设计——红卫街改造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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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城中村街道设计 

沧州市核心区内运河沿岸分布多处城中村，村内居住人口众多、人口密度较大，居住者

中不但有当地村民，还有大量的外来打工、创业者，存在大量的出行需求。但同时道路建设

严重滞后，使得这些城中村与周边区域缺乏联系，导致居民出行十分不便，更为重要的是，

可达性的差距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城中村居民失去了平等参与社会竞争的机会和权利，使城

中村进一步成为贫民窟和各类犯罪的温床。 

穿越城中村的慢行巷道设计，重点是对现有村道按有效宽度进行梳理，加强村庄内部道

路识别性，提高街道与设施质量。将巷道沿线外开门改为推拉门（5），避免过往非机动车与

村民进出家门的冲突，同时强调保护沿途房屋的私密性和居民安全。巷道采取了 1.5-4.5m

宽的灵活道路断面，以满足不同慢行者的通行需求。作为村中地标的古树全部得以保留（19），

在全村任何地方都能看见，延续区域历史文脉的同时，增加了城中村居民的归属感与方向感。 

城市设计层面，根据不同宽度将道路分级，并以猫道、兔道、象道三种动物来命名划分

（1-3）。增加巷道引导标示系统，在村庄入口处的交叉口添加指路牌、空窗等细部设计，设

计特殊铺装起到警示作用（11、18）。在房前围合空间，通过铺装材质与地面高差划分出活

动场地、门前停车用地与道路通行用地（14-16）。增加地灯（17）与门前灯（12），方便住

家的同时满足交通照明需要。 

 

图 13 城中村街道设计——后坑沿村道路改造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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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运河沿岸休闲道设计 

目前运河两岸道路大部分为旧有道路，分布着大量城中村和大型公园绿地等。出行频繁、

活动种类多样，包括日常通勤出行、集市商贸活动、娱乐休闲活动等等。由于道路空间为进

行合理划分，机动车、非机动车、步行混行，并存在大量占路停车、洗车、售卖现象。另外

运河两岸缺乏联系，过河绕行距离较远，造成出行不便。 

基于上述问题，本研究以运河（永济路-新华路段）为例，以明确划分道路、联通运河

两岸、提升空间品质为原则对运河沿岸休闲道进行改造设计（图 14）。 

运河两岸的滨水绿道设计运用“跨界”设计加强了人与景观互动，解决了道路周边人群

活动与道路交通活动之间的冲突与消极影响，充分利用现有运河自然景观资源。河岸西侧更

注重滨水休闲骑行，河岸东侧则在服务通勤骑行的基础上更强调城中村步行空间的营造。 

考虑到滨水景致，将慢行道设置于沿河一侧。西岸靠近人民公园大门附近增加人行空间，

自行车道采取栈桥下穿，通过增加竖向变化提供更为充足的公共空间（3）。每隔一定距离设

置一处平台供人群活动（16）。在运河东岸，因公共空间的缺乏，更加强调步行活动的优先。 

 
图 14 运河沿岸休闲道设计——胜利公园段沿河路改造设计 

3.2.4 居住区慢行广场设计 

新建居住区位于维明路南侧，是红卫街、一中前街、维明路三条道路交汇的重要节点。

由于红卫街与一中前街存在错位交叉，导致维明路段交通拥堵状况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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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可结合新建居住区广场设计穿越式自行车廊道，将广场分为动、静两区，在不同

时间段满足不同年龄群体对空间的使用需求，同时解决了早、中、晚高峰期非机动车穿越。 

广场整体通过自行车道来自然划分为两个区域，为了防止交通需求和活动需求间的冲突，

在广场主要入口设置自行车骑行减速带与隔离桩（3）。而广场内部的场地划分主要通过改变

地面铺装材质与高差来实现，并且还包含了许多细部设计：在动态广场中，主要考虑白天的

儿童活动与老年广场舞活动。因此建设如儿童迷你广场（9）、夏季为地喷，冬季可滑冰的戏

水浅水池（10）、供活动儿童父母休息的台阶座椅（13）、抬高的活动广场（5）等。而在静

态广场中，考虑到北方城市不同季节影响，重点通过植物配置来达成动态设计。如葡萄藤架，

夏季可作为遮阳绿廊，冬季将葡萄种子埋入土壤让活动人群享受阳光（14）。包括种植的法

国梧桐，夏季可达 15 米直径的树冠形成天然遮蔽，冬季树叶落光不挡阳光（15）。 

 

图 15 居住区慢行广场设计 

 

3.2.5 自行车空中廊道设计 

目前维明路至水月寺街以西由于城市公园、湖泊、运河、城中村等因素限制，导致运河

东西向道路无法贯通,对市民出行造成严重影响，拟通过自行车空中廊道保证步行、自行车

出行便利。 

跨河非机动车高架桥是交通空间竖直方向上的“跨界”。由于采取了较灵活线性，实现

了城中村零拆除。高架桥线性、标高、断面设计均强调了空中骑行者与地面行人的交互体验。 

对于自行车高架桥的起坡及下落阶段设计，为了节约用地，采用了带有弧度的桥面。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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桥的最东侧通过倒 S 曲线保证了在北半球骑行转弯最稳定的效果（2-4）。而位于西侧的路段，

则通过螺旋弯来达到最大程度的空间节约，在有限的短距离小空间内实现了保证小坡度的大

幅度高差变化（23）。在隐私与干扰方面，居民区路段采用百叶窗式遮音板（8），不仅隔绝

噪音，还能够保护住户隐私。而公园段则采用全透明隔音板（13、15）既保证两者间的交流

又防止了干扰。桥面上将道路划分为人行道、自行车道与三轮车道，使不同方式出行之间互

不干扰，并在步道上设置弯型栏杆（11）供行人依靠；隔音板上种植爬山虎藤蔓，夏季遮挡

阳光，冬季透过阳光。而桥梁整体通过结构设计（16）保持骑车人和行人的最佳交互尺度。 

 

 

图 16 自行车空中廊道设计 

4 总结 

沧州作为中国中小城市的代表，其城市街道问题和居民出行特征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本

研究以步行、自行车使用者的视角，致力于解决沧州市核心区街道实际问题，并希望以此为

样板在全国进行推广，用以改善中国中小城市的步行、自行车出行环境，创造更加和谐、宜

居、可持续的生活环境和生活方式。 

 

注释 

① 论文得到了沧州市城乡规划局、沧州市城市规划院等单位的大力支持，谨致感谢。 

② 论文得到了北京市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8132014）、北京市委组织部优秀人才计划、北京市教委

青年拔尖人才计划的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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