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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背景一：国家、江苏省层面的重视 
• 2013年，《国务院关于加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意

见》（国发[2013]36号）： 

“城市交通要树立行人优先的理念，改善居民出行环境，

保障出行安全，倡导绿色出行”，“切实转变过度依赖小

汽车出行的交通发展模式”。  

• 2014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

（2014-2020年）》 : 

要求城市交通系统改变既有粗放模式，强调“优先发展城

市公共交通”  

• 2014年，江苏省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强城市基础设

施建设的实施意见》（苏政办发〔2014〕52号）： 

加强交通标志、标线、隔离设施及信号控制、电子监控、

交通诱导等智能交通设施建设，完善路段、路口交通组织

设计。发展城市慢行交通系统。树立行人优先理念，切实

转变过度依赖小汽车出行的交通发展模式。 

编制背景 



编制背景 

 背景二：交通设计是精细化的道路规划设计、建设、管理的需要 

• 江苏省自然特色：地处平原，水网交错，

人口稠密，城市悠久。老城路网密集，用

地局限，路口渠化、车站设置、跨河等交

通设施空间受限。 

• 江苏省阶段特色：当前处于城市化、机

动化迅猛发展阶段，部分道路建设在时间

上略显仓促，重视“工程设计” 忽视“功

能设计”，导致建设粗放，对道路周边空

间、用地功能等未能充分梳理，在做交通

设计时，在落实上位规划意图、与两侧用

地协调、与城市设计衔接、绿色交通理念

等方面，存在一些“模糊地带”，这种模

糊并没给未来增加人性化的弹性选择，反

而给道路带来功能等方面的一些缺失，如

设施不协调、安全隐患、管理困难…… 

老城区 

新城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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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背景三：应将绿色交通发展理念引入到道路交通设计中 

• 城市化和机动化迅猛发展带来了一系列安全、拥堵、污染等问题； 

• 必须实现绿色交通优先，保障公共交通、步行交通、自行车交通的时空路

权，提高城市道路交通设计质量和水平，改善居民出行环境，引导城市绿

色交通发展。 

城市与地区 年份 慢行占全方式比例 

南京主城区 2011 62.4 

南通 2012 73.83 

连云港 2006 72.47 

常熟 2007 62 

苏州 2009 82.52 

扬州中心城区 2007 70 

徐州 2003 76.51 

东台 2008 82.4 

泰州 2011 74 

昆山 2011 52.31 

句容 2008 67.5 

太仓 2007 73.8 

阿布扎比城市街道设计导则 

纽约街道设计导则2009  伦敦街道环境设计导则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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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背景四：交通设计应成为一个系统、完整的环节 

• 城市道路交通设计上承上位规划，下接工程设计，可有效实现城市交通设施建

设由粗犷式向精细化转变。 

• 国内现行规范缺乏对道路交通设计的系统性指导，部分条文内容粗放。 

• 因此，江苏省应根据实际需求完善交通设计内容。 



 总体思路 

• 完善技术体系：面向城市道路的规划、设计、建设及管理工作，强调交通设计在流程中

承上启下的作用和地位，系统性地梳理城市道路交通设计的内容体系。 

• 强化理念导向：指南内容强调精细化、人性化的设计理念，为所有道路使用者、所有交

通方式和城市生活提供安全、便捷、舒适的交通和生活环境，打造完整街道。 

• 衔接各类规范：考虑与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关系，合理确定各项设计标准。 

• 注重设计实践：理论与实践相结合，通过大量案例和标准图增强指南可读性和可操性。 

主要内容 



主要内容 1 总则 

2 术语 

3 研究范围与内容 

4 交通调查与分析 

5 城市道路功能定位和影响区交通组织 

6 横断面设计 

7 平面交叉口设计 

8 道路沿线交通设计 

9 步行和自行车交通设计 

10 公共交通设计 

11 交通标志标线设计 

12 交通控制系统设计 

13 交通与景观协调设计 

14 交通稳静化设计 

15 交通设计方案评价 

16 成果要求 

总则与术语 

详细指南 

成果要求 

 内容概述 

• 为全省市、县（市）新建、改建、扩

建的城市道路规划、设计、建设及其

管理提供指导。 



一、省级层面的城市道路交通设计技术指南。形成了一整套体系完整

、内容翔实、可操作性强、精细化的城市道路交通设计技术方法。 

• 1、拓展城市道路交通设计的研究视野，提出道路影响区的概念：明确将设计道路纳

入到城市道路网络的整体中，考虑道路影响区范围内的用地功能与交通特征，实现

用地功能和交通系统的整合协调。 

特色与创新 

• 分析范围：道路影响区(设计道路本身+周边影响范围)。 

• 设计范围：道路本身+相交道路的展宽段、渐变段以及延伸10-20米衔接路段。 

• 交通设计空间 ：由“红线内”拓展至“红线+绿线+建筑退线（建筑前区）”，道路

空间和城市功能空间融合为有机整体。 

 

 

 

 

 

• 调查范围：分为道路影响区范围、道路设计范围两个层次，宏微观调查内容结合。 

• 道路交通组织方案：以道路轴带交通组织优化方案为基础。 

建筑至建筑 

步行道
空间 

步行道
空间 

道路红线空间 

车行道空间 
 

建筑 
退界 

建筑 
退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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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省级层面的城市道路交通设计技术指南。形成了一整套体系完整

、内容翔实、可操作性强、精细化的城市道路交通设计技术方法。 

• 2、易读、易操作：在道路横断面、道路交叉口、路边活动、沿线出入口、人行

过街设施、交通标志标线、交通控制系统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量化控制指标，

指出各个系统之间的协调设计要求，并通过大量案例和标准图增强指南的可操

作性。 



特色与创新 

二、从重视道路等级转变为重视道路功能，实现道路空间差异化

使用，提高道路与沿线用地的协调性。 

1、重视道路的完整功能，增加道路功能分类。

明确道路除交通功能外，还具有生活功能（为交

往、休憩、娱乐、健身、展示等公共活动提供场所） 

• 交通性道路：强调贯通性和机动性，以提升城

市交通效率为设计考虑。快速路、交通性主干

路。 

• 生活性道路：强调可达性和舒适性，以提升道

路环境和地区活力为设计考虑。生活性主干路

、次干路和支路。 

交通性道路 

生活性道路 



特色与创新 

2、按照道路功能定位，采取差异化的沿线用地管理措施，促进地块建设项

目与周边道路交通的协调发展。 

 交通性道路：严格控制沿线条带状公共设施用地和机动车流直接出入口；加强交

通空间与两侧建筑物之间的绿化隔离，减少横向交通干扰。 

 生活性次干路和支路：加强人行道与建筑退线空间、沿街建筑界面的结合，人行

道与建筑退线空间之间不宜布设高绿篱、封闭围墙等。沿线可开设连续店面，为

营造和提升街道活力创造条件。 

二、从重视道路等级转变为重视道路功能，实现道路空间差异化

使用，提高道路与沿线用地的协调性。 

交通性 生活性 



特色与创新 

• 出入口的精细化设计  

 出入口道路应该具有一定的纵深长度，满足2～3辆车排队 

 缘石转弯半径应尽可能小 

 进出车道不宜较宽，单向通行宽度宜为4-5米，双向通行宽度宜为7-11米 

二、从重视道路等级转变为重视道路功能，实现道路空间差异化

使用，提高道路与沿线用地的协调性。 



特色与创新 

• 提升“人”的交通安全和出行

体验，遵循完整街道理念，按

步行>自行车>公交>机动车的

顺序分配空间，主动引导出行

结构向绿色交通方式转变。 

三、强调对“人”的关注，统筹考虑各要素空间组织，优先保障绿色交通路权。 

1、空间分配，绿色优先 

交通组织的优先顺序 

横断设计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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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叉口范围对全部要素进行一体化设计，采取合理的渠化尺度。应优先采用中心线偏移、适当缩

窄机动车道、压缩较宽的绿化带等方式进行平面交叉口渠化，节约用地。 

 在满足车辆正常右转的前提下，交叉口路缘石转角尽量采用较小半径。 

 进入交叉口范围时，不得缩窄人行道和自行车道的有效通行宽度。 

出口道每条车道宽度 

与下游路段一致。 
新建一般≥3.25m 
改建一般≥3.0m 
公交车道：≥3.0m 

人行道、自行车道 

人行道与自行车道通
行宽度不应小于路段
相应宽度 

进口道每条车道宽度 

新建：3.0~3.25m 
改建： ≥2.8m 
公交车道：≥3.0m 

安全岛 

横道长度大于16m
时，应设安全岛，一
般2m，用地受限时
不应小于1.5m 

1、空间分配，绿色优先 

三、强调对“人”的关注，统筹考虑各要素空间组织，优先保障绿色交通路权。 



• 精细化的路内停车设计：首先应减少路内停车泊位设置，如需设置，宜按照车行道停车带

机非隔离带自行车道的顺序布置，不应使自行车处于机动车两边包夹的位置行驶。 

• 保证步行、自行车通行空间及消防空间不受侵占。 

特色与创新 

1、空间分配，绿色优先 

三、强调对“人”的关注，统筹考虑各要素空间组织，优先保障绿色交通路权。 



公交车专用信号灯 

江阴公交专用道 南京公交专用道 

特色与创新 

• 2 、优化公交系统设置 

• 空间优先：公交专用车道的设置应按照公

交客流实际需求，重点设在公交运行服务

水平低的路段。 

• 时间优先：对设置公交专用进口道的交叉

口，实行公交优先信号控制、可采用禁止

交叉口转向等。 

• 精细化公交港湾站设计：新、改建的城市

主干路、次干路和交通量较大的支路上采

用港湾站。但老城往往用地有限，红线空

间不足时，道路红线局部展宽。 

 

三、强调对“人”的关注，统筹考虑各要素空间组织，优先保障绿色交通路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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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优化公交系统设置 

• 加强公交与其他交通方式的衔接 

 轨道站、快速公交站和常规公交站三者之间应合理衔接。江苏省是开展轨道建设城市

数量最多的省份。 为方便换乘，长途汽车客运站、火车站、客运码头、轨道站点主要

出入口50m范围内应设公交停靠站。 

 公交停靠站附近应结合道路条件，设置公共自行车租赁点或自行车换乘停车设施。 

 停靠站应与人行道、自行车道、无障碍设施等便捷衔接。 

结合公交站点公共自行车人性化服务 结合轨道站点公共自行车和非机动车换乘 公交站亭让出行人通行空间 

三、强调对“人”的关注，统筹考虑各要素空间组织，优先保障绿色交通路权。 



特色与创新 

 

• 3 、步行和自行车安全与环境 

• 强调行人有效通行空间，各部门协调，避免

被市政设施、绿化等挤占。 

• 自行车道结合地形和用地条件灵活设置，并

综合考虑各路段的交通量、自行车交通特点

（含电动车）。 

• 道路外侧为公共绿地时，可结合绿地灵活设

置设置人行道和自行车道。 

三、强调对“人”的关注，统筹考虑各要素空间组织，优先保障绿色交通路权。 



特色与创新 

交叉口隔离设施 人非共板时隔离示意 

交通稳静化措施 林荫道 

三、强调对“人”的关注，统筹考虑各要素空间组织，优先保障绿色交通路权。 

空间纵向连续 沿行人便捷路径设置安全岛 

• 3 、步行和自行车安全与环境 

• 安全保障：江苏省非机动车和步行出行比例

较高，应合理设置分隔设施，严禁人非空间

混合；停车不影响自行车和行人；安全岛；

交通稳静化…… 

• 品质保障：江苏夏季炎热多雨，重视通过林

荫道建设提高步行和自行车舒适性；保障步

行和自行车路径空间连续性和无障碍设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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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优化道路空间配置 

 如需增加车道数，应优先增加公交专用车道； 

 步行和非机动车空间不足时，鼓励削减机动车路内停车位、优化机动车道宽度、

减少机动车道数以及自行车道/人行道与路侧绿化和建筑退线统筹考虑等措施，

优先保障步行和非机动车交通的通行需求。 

 可设置奇数车道、可变车道和其它动态管理车道，并应注意配套相关交通安全

与管理措施和设施。 

三、强调对“人”的关注，统筹考虑各要素空间组织，优先保障绿色交通路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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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优化道路交通安全与管理设施 

• 公交停靠站与机动车、行人、非机动车协调 

• 行人过街安全设施 

• 机动车指路、行人和自行车指路 

• 交叉口导流引导行人、非机动车、机动车 

• 道路沿线出入口 

• 机动车掉头 

• …… 

三、强调对“人”的关注，统筹考虑各要素空间组织，优先保障绿色交通路权。 



特色与创新 

5、优化道路交通安全与管理设施 

 逐步普及行人导行栏、专用信号灯； 

 车行道超过16米通道，设置二次过街； 

 注重警告标志、预告标线设置； 

 优化无障碍设计。 

三、强调对“人”的关注，统筹考虑各要素空间组织，优先保障绿色交通路权。 

• 公交停靠站与机动车、行人、非机动车协调 

• 行人过街安全设施 

• 机动车指路、行人和自行车指路 

• 交叉口导流引导行人、非机动车、机动车 

• 道路沿线出入口 

• 机动车掉头 

• …… 



特色与创新 

5、优化道路交通安全与管理设施 

三、强调对“人”的关注，统筹考虑各要素空间组织，优先保障绿色交通路权。 

• 公交停靠站与机动车、行人、非机动车协调 

• 行人过街安全设施 

• 机动车指路、行人和自行车指路 

• 交叉口导流引导行人、非机动车、机动车 

• 道路沿线出入口 

• 机动车掉头 

• …… 



特色与创新 

T型 
X型 

Y型 Y型 Y型 

5、优化道路交通安全与管理设施 

三、强调对“人”的关注，统筹考虑各要素空间组织，优先保障绿色交通路权。 

• 公交停靠站与机动车、行人、非机动车协调 

• 行人过街安全设施 

• 机动车指路、行人和自行车指路 

• 交叉口导流引导行人、非机动车、机动车 

• 道路沿线出入口 

• 机动车掉头 

• …… 



特色与创新 

快速路辅路设置出入口 

交通性道路右进右出出入口 

5、优化道路交通安全与管理设施 

生活性次干路 

路外集散道联合出入口交通组织设计示意 

街巷交通接入与人行道的协调设置 

三、强调对“人”的关注，统筹考虑各要素空间组织，优先保障绿色交通路权。 

• 公交停靠站与机动车、行人、非机动车协调 

• 行人过街安全设施 

• 机动车指路、行人和自行车指路 

• 交叉口导流引导行人、非机动车、机动车 

• 道路沿线出入口 

• 机动车掉头 

• …… 



特色与创新 

5、优化道路交通安全与管理设施 

三、强调对“人”的关注，统筹考虑各要素空间组织，优先保障绿色交通路权。 

• 公交停靠站与机动车、行人、非机动车协调 

• 行人过街安全设施 

• 机动车指路、行人和自行车指路 

• 交叉口导流引导行人、非机动车、机动车 

• 道路沿线出入口 

• 机动车掉头 

• …… 

无中央分隔带时的路段掉头交通组织 

有中央分隔带的路段车辆掉头交通设计 



特色与创新 

三、强调对“人”的关注，统筹考虑各要素空间组织，优先保障绿色交通路权。 

5、优化道路交通安全与管理设施 

• 信号灯——减少机动车与行人和非机动车的冲突 

• 其它智能交通控制系统协调设置（交通监视、监控、诱导、信息采集……） 



特色与创新 

交通电视监控点布设示例 

公交专用车道交通违法行为自动检测设备设置示例 

光带式交通流诱导屏 

可变信息屏 

5、优化道路交通安全与管理设施 

三、强调对“人”的关注，统筹考虑各要素空间组织，优先保障绿色交通路权。 

• 信号灯——减少机动车与行人和非机动车的冲突 

• 其它智能交通控制系统协调设置（交通监视、监控、诱导、信息采集…… ） 



四、道路交通设计和景观设计相互融合，提升城市道路空间品质和活力。 

特色与创新 

1、灵活设置道路绿化带和街道家具，全面提升道路安全和空间品质。 

• 交通性道路沿线：严格实施绿线，减少横向交通干扰和环境污染；将生活性道

路两侧绿线融入道路分隔带一并实施。 

• 生活性道路沿线：增强人行道活力空间，配套完善座椅、花池、自动售货机等

街道家具，提高人行道舒适性和趣味性，满足行人多样化出行需求。 

• 鼓励“融绿于行”的开放式绿地，提高道路绿化景观观赏性和参与性，形成更

多样化的、多块版的林荫大道。  

交通性道路 生活性道路 



特色与创新 

2、通过交通引导，推进海绵城市建设。 

• 在满足道路功能的基础上，提倡合理预留绿地空间，鼓励建设自然积存、自

然渗透、自然净化的“海绵城市”，保护和改善城市生态环境。 

四、道路交通设计和景观设计相互融合，提升城市道路空间品质和活力。 



五、促进规划、设计、建设、管理等环节的主管部门深度合作与协调。 

特色与创新 

• 通过交通设计的引入，搭建功能传递的桥梁，使得规划、设计、建设和

管理紧密衔接，有效地实现城市道路的精细化建设、管理。 

• 指南提出道路红线与道路绿线、建筑退界融合设计的要求，打破江苏省

道路建设与道路绿化建设、管理、养护各部门各自为政的局面，实现道

路整体空间的规划-设计-建设-养管的全面协调与统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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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