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交通变革：多元与融合     ∙    2016年中国城市交通规划年会 

    江苏常州    ∙   朱志星 

城市道路交通管理的 实践与思考 

                                        科学规划，让城市更畅通 



城市交通拥堵治理 

走变革之路，特别重视多元与融合 

以末端管理的视角 

从需求侧出发 

谈一谈对城市交通规划的粗浅认识和不成熟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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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常州交通管理概况 



5  第一部分    常州交通管理概况 

常州 
总面积4373平方公里 

建成区面积243平方公里 

实有人口531万 



6  第一部分    常州交通管理概况 

道路 
道路总长8677Km 

建成区平均路网密度4.96Km/Km2 

道路面积率14.05% 

车辆 
机动车保有量超过113万辆 

其中，摩托车13万辆 

汽车100.2万辆，全国城市排名44位 



7  第一部分    常州交通管理概况 

十五字理念 
科学规划建设管理常州城市交通 

转理念 

抓规划 

兴公交 

强管理 

靠民众 

常州的工作理念和经验做法 

既新鲜又实惠 

切合地方实际 

符合百姓的需求 

公安部副部长 黄  明 



8  第一部分    常州交通管理概况 

 

     地面公交高效能组织与控制关键技术 

     及工程应用项目 

   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公安部集体一等功2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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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第二部分    常州交通管理的实践与体会 

1 行车难 

2 停车难 

3 秩序乱 

4 交通拥堵 

5 尾气污染 



11  第二部分    常州交通管理的实践与体会 

五个得益于 

得益于市委市政府的高度重视 

得益于规划、建设、管理三位一体、同频共振 

得益于有效的舆论宣传教育 

得益于广大市民的支持参与 

得益于交警的主力军作用 

关键和根本在于 

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统筹规划、建设、管理三大环节，提高城
市交通的系统性 



12  第二部分    常州交通管理的实践与体会 

规  划  上 

纳入城市总体规划 

 建设南北两个新城区 

 科学调整行政区域 

 实施运河南移工程 

 拉开城市框架 

 疏散城市功能 

保证交通设计可行性 

 

 制定城市交通设计编制和管理办法 

 建设、交警部门共同参与交通设计成果的论证审核 

 充分发挥话语权 



13  第二部分    常州交通管理的实践与体会 

建  设  上 

优化城市路网 
 

 60公里高架快速环线 

 15条南北交通大动脉 

 改造一批次干道 

 加密一批城市支路 

交通影响评价 

 提前介入地块开发、道路建设

和市政重大工程项目规划建设 

 土地开发强度与交通承载能力

相协调 

 道路规划建设与交通实际需求

相适应 

保持三同步 
 

 交通管理设施建设与

市政建设同步规划、

同步建设、同步使用 

 城市道路交通管理设

施良性发展 



14  第二部分    常州交通管理的实践与体会 

管  理  上 

成立城市道路交通委员会 

 一把手市长挂帅 

 及时协调解决城市交通管理中的难点问题 

全力保障公交优先 

 建设快速公交BRT 

 市区公交出行率提升到目前的30% 



15  第二部分    常州交通管理的实践与体会 

管  理  上 

城市交通管理“常州做法” 
 

 道路资源精耕细作 

 路口渠化寸土必争 

 信号配时分秒必夺 

行车走路“常州规矩” 
 

 分步限制摩托车 

 严格控制电动车 

 科学引导货运车 

 切实管好出租车 

 规范社会机动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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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第三部分    末端交通管理的思考与建议 

路
段
是
连
续
流 

路
口
是
间
接
流 

重
点
组
织
好
『
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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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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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第三部分    末端交通管理的思考与建议 

3.1  做精做细路口交通设计，解决“点”的问题 

1. 路口过大或过小，渠化不充分、不到位，通

行效率低 

2. 出现斜交或多路交叉路口，交通组织难度大 

3. 重机动车、轻非机动车和行人，慢行交通便

利性不足，产生不协调、不公平 

路口交通组织常见问题 



19  第三部分    末端交通管理的思考与建议 

3.1  做精做细路口交通设计，解决“点”的问题 

建议 1 合理设计道路断面 

道路设计首先满足交通功能，尽可能多用两块板断面 



20  第三部分    末端交通管理的思考与建议 

3.1  做精做细路口交通设计，解决“点”的问题 

建议 1 合理设计道路断面 

两块板道路：有行人过马路驻足区，有
道路渠化分流区域 

三块板道路：行人过马路没有驻足区，交
通相对拥挤 



21  第三部分    末端交通管理的思考与建议 

3.1  做精做细路口交通设计，解决“点”的问题 

建议 2 充分渠化交叉路口 

A．充分考虑路段与路口的衔接 

进出口车道匹配 
 

出口车道数≥进口车道数 

出口车道宽度≥进口车道宽度 

出口道3米至3.2米 进口道2.9至3.2米 



22  第三部分    末端交通管理的思考与建议 

3.1  做精做细路口交通设计，解决“点”的问题 

建议 2 充分渠化交叉路口 

B．优先考虑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 

道路资源紧缺时 

交叉口采取人非共板的设计模式 



23  第三部分    末端交通管理的思考与建议 

3.1  做精做细路口交通设计，解决“点”的问题 

建议 2 充分渠化交叉路口 

C．合理设置右转先行三角导流岛 

问题： 
 

 非机动车左转绕行复杂 

 违法驶入机动车道 

非机动车岛内过街，与行人混行 



24  第三部分    末端交通管理的思考与建议 

3.1  做精做细路口交通设计，解决“点”的问题 

建议 2 充分渠化交叉路口 

C． 合理设置右转先行三角导流岛 

非机动车单独车道，与行人分离， 

过街路线明确，符合驾驶人的心理 



25  第三部分    末端交通管理的思考与建议 

3.1  做精做细路口交通设计，解决“点”的问题 

建议 3 尽量避免斜交交叉口、多路交叉口的形成 

在规划、建设阶段，采取适当调整道路走向，合并、弱化道路功能
等手段 



26  第三部分    末端交通管理的思考与建议 

3.2  构筑城市快速干路系统和层次分明、联接有序的城市道路网系统， 
       解决“线”的问题 

合理的级配关系 

主干道 

次干道 

支路 



27  第三部分    末端交通管理的思考与建议 

3.2  构筑城市快速干路系统和层次分明、联接有序的城市道路网系统， 
       解决“线”的问题 

级配关系不合理             问题 

 

 交通供给过分集中在快速路、主干路、立交

桥等高投资交通设施上，大量过境交通穿越

城市中心区，中心区交通矛盾和压力过于集

中 

 城市支路网不发达，交通发生源与干路系统

缺乏过渡性连接，导致城市交通系统运行的

低效率 

主干道 

次干道 

支路 



28  第三部分    末端交通管理的思考与建议 

3.2  构筑城市快速干路系统和层次分明、联接有序的城市道路网系统， 
       解决“线”的问题 

原高架
走向 

城市快速路建设方面 A．快速路的选线和密度 

满足城市远距离快速出行的交通需求，不需
要考虑最短路径出行，建议： 
 
 建议规划中尽可能避免穿城而过、直插城市心脏 

 快速路与市中心之间保留一定的缓冲带 

 通过城市布局、区域功能、道路设计等规划，实

现中心城区交通量的“慢进快出” 



29  第三部分    末端交通管理的思考与建议 

3.2  构筑城市快速干路系统和层次分明、联接有序的城市道路网系统， 
       解决“线”的问题 

城市快速路建设方面 B．快速路与地面道路的衔接 

快速路主线汇聚了较多交通量，快速疏散是
个难题。建议： 
 
 充分预留地面转换道路的转向车道 

 尽可能提升相邻路网的通行能力 

 让主干道承担快速路的压力，让次干道承担主干

道的压力 



30  第三部分    末端交通管理的思考与建议 

3.2  构筑城市快速干路系统和层次分明、联接有序的城市道路网系统， 
       解决“线”的问题 

城市快速路建设方面 C． 快速路出入口的布设 

建议： 
 
 充分分析预测地面道路交通流量 

 合理设置出入口的间距 

 避免相邻出入口距离过短，造成交通量过于集中 



31  第三部分    末端交通管理的思考与建议 

① 北方城市冬天易结冰，个人建议尽量不建高架，而是尽可能选取主线下穿

的形式 

② 快速路预留1米左右的应急车道，供事故处警时警用摩托使用，方便事故

快接快处，尽量减少交通事故对正常通行的影响 

3.2  构筑城市快速干路系统和层次分明、联接有序的城市道路网系统， 
       解决“线”的问题 

城市快速路建设方面 两个不成熟的想法 



32  第三部分    末端交通管理的思考与建议 

3.2  构筑城市快速干路系统和层次分明、联接有序的城市道路网系统， 
       解决“线”的问题 

龙
江
路 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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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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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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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
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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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路网密度方面 窄马路、密路网 

提供足够的路网密度和系统性，要比单纯追
求干道的车道数和车道宽度重要得多 



33  第三部分    末端交通管理的思考与建议 

3.2  构筑城市快速干路系统和层次分明、联接有序的城市道路网系统， 
       解决“线”的问题 

城市路网密度方面 改善支路及背街小巷的通行条件 

棋盘式路网 
压力分布均匀 

瓶颈路、断头路
压力分布不均匀 



34  第三部分    末端交通管理的思考与建议 

3.2  构筑城市快速干路系统和层次分明、联接有序的城市道路网系统， 
       解决“线”的问题 

城市路网密度方面 改善支路及背街小巷的通行条件 

 

主次干道、背街小巷全面畅通 

有效发挥了城市交通“微循环”作用 

达到“花小钱，解决大问题”的效果 



35  第三部分    末端交通管理的思考与建议 

3.3  均衡区域交通流，解决“面”的问题 

交通需求

超过供给 
交通拥堵 

城市规划层面，充分考虑交通

需求引导，均衡面上的交通流 
建议 



36  第三部分    末端交通管理的思考与建议 

3.3  均衡区域交通流，解决“面”的问题 

关注 1 加强城市交通发展战略研究 

至少包括5个方面 

 交通与土地利用协调发展战略 

 公共交通优先发展战略 

 慢行交通友好发展战略 

 交通需求管理战略 

 停车供需调控战略 



37  第三部分    末端交通管理的思考与建议 

新北区 

市区 

武进区 

3.3  均衡区域交通流，解决“面”的问题 

关注 1 加强城市交通发展战略研究 

BRT 

中吴大道 

环城高架  



38  第三部分    末端交通管理的思考与建议 

改变后的土地利用 增加出行产生 

增加了土地价值 较大的交通需求 

增加可达性 改善交通设施 

3.3  均衡区域交通流，解决“面”的问题 

关注 2 高度重视交通影响评价 

A．摆到基础性、先导性位置 

 规划、建设、管理部门共建参与 

 形成长效机制 

 广泛听取群众意见 

 保证各方话语权 

 确保规划的科学性、可行性 



39  第三部分    末端交通管理的思考与建议 

3.3  均衡区域交通流，解决“面”的问题 

关注 2 高度重视交通影响评价 

B．片区规划阶段 

 对用地规划与交通供给进行互适性分析 

 明确区域交通政策 

 提出土地利用建议 

 系统配置公交、停车、路网等交通资源 

 促进用地与交通协调发展 



40  第三部分    末端交通管理的思考与建议 

3.3  均衡区域交通流，解决“面”的问题 

关注 2 高度重视交通影响评价 

C．报建阶段 

 对地块的出入口布置、内部交通组织和停车供需

等进行分析与评价 

 减少项目建设对城市交通的不利影响 

 保障内部交通组织有序 



41  第三部分    末端交通管理的思考与建议 

关注 3 合理构建城市单行线体系 

盘活路网，减少交通冲突，提升通行效率 

3.3  均衡区域交通流，解决“面”的问题 

 相邻较近（一般在500米之内） 

 交通情况相似 

 成对设置 



42  第一部分    常州交通管理概况 

欢迎莅临常州传经送宝 

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