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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绿色交通发展对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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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围绕如何实现城市绿色交通的问题，首先辨析了绿色交通、低碳交通、慢行交通等相关概念和内涵，相互联系与区别。

从理论层面总结了绿色交通的基本特征；从实践层面在通过分析城市绿色交通现状的基础上梳理出问题。最后系统提出从完

善绿色交通基础设施、加强文化培养、规划有效引导、政策保障措施等方面推进绿色交通的措施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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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ocusing on how to realize urban green transportation, this paper first analyzes concepts and connotations of green 

transportation, low-carbon transportation and slow traffic and their interrelations and differences.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basic 

characteristics of green transportation from the theoretical level and combs out the problems from practical level on the basis of 

analyzing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urban green transportation. Finally, the paper puts forward the 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to promote 

green transportation from the aspects of improving green transportation infrastructure, strengthening cultural training, planning 

effective guidance and policy guarantee meas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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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近年来，在传统城市交通发展理念影响下，城市中不断出现交通拥堵、机动车尾气排放造成环境污染等不良现象。

如何发展未来城市交通系统，建立安全、便捷绿色交通系统，使城市未来交通更加安全便捷、健康有序成为目前城市

道路交通建设的主导方向。 

为加快城市交通发展模式转变，进一步改善城市交通，加强城市生态环境保护，从 2010 年开始，由相关行政部门

组织开展了步行以及自动车交通系统的示范项目，并且在综合多方面实际情况的基础上，针对性的制定出了多项导则、

标准，指导步行以及自行车交通设施的规划设计，国家通过开展“中国城市无

车日活动”增强居民绿色交通出行意识，倡导选择绿色交通方式出行。但是由

于长时间受到机动车为主的交通发展政策和理念的影响，城市绿色交通发展无

论是在交通发展、交通设施建造还是相关政策的制定方面都遇到了诸多的困难，

所以我们急需寻找到一系列专门的绿色交通发展对策，为城市交通的持续健康

发展创造良好的基础。 

1 相关概念和内涵 

绿色交通概念广义上是指采用低污染，适合城市环境的运输工具，来完

成社会经济活动。狭义上是指为节省建设维护费用而建立起的低污染，有利于

城市环境的综合交通系统。1994 年，加拿大学者克里斯.布拉肖德（Chris 

Bradshaw）率先提出了绿色交通体系的概念，在他的观点中明确的罗列出了不

同的交通工具在使用效率、能源需求量、出行目的、出行距离、出行过程中等

多个方面的所存在的差异，并对各类出行工具进行了综合评价，结合评价结果

来说，他对绿色交通工具的优先等级排列如下：步行、自行车、公共交通、共

乘车、单独驾驶车
[1]
，（图 1）。 

图 1 绿色交通方式等级层次示意图 



智能城市应用·2020 第3卷 第4期 

Smart City Application.2020,3(4) 

30                                                          Copyright © 2020 by authors and Viser Technology Pte. Ltd. 

本世纪初期，国内关于绿色交通的研究也不断丰富起来，对绿色交通的内涵的理解主要有几种代表性的观点。 

表 1 绿色交通的概念 

代表 概念要点 

杨晓光 绿色交通是协和交通，是交通与环境、交通与资源、交通与社会、交通与未来等多个方面协和发展的交通系统
[2]
。 

王静霞 
绿色交通是采用有利于城市环境的、低污染的运输工具，来完成社会生活经济活动的一种交通理念，总结出“有序、

通达，舒适、安全，低污染、低能耗”三方面相统一结合的绿色交通整体框架
[3]
。 

张学孔 绿色交通的重点在于基于环境、经济和社会永续的以 TOD 为导向的城市交通发展策略
[4]
。 

沈添才 提倡步行和使用自行车与公共交通；减少个人小汽车的使用；提倡使用清洁的燃料与车辆；较少高污染车辆的使用。 

杜庄 应当将交通发展的研究与自然和社会环境结合起来，并运用可持续发展的理论去分析，这是绿色交通思想的关键。 

陆蓉 若要深入的理解绿色交通的内涵，必须从交通功能、资源利用及环境保护这三个绿色交通系统目标方面出发。 

城市低碳交通是在最大限度地满足社会经济发展对城市交通运输需求的基础上，以尽量少的化石能源消耗和温室

气体排放，为人流和物流提供安全、便捷、舒适和公平的服务
[5]
。 

慢行交通是指把步行 、自行车等慢速出行方式作为城市交通的主体，引导居民通过“步行+公交”、“步行+自行车

+公交”的出行方式来缓解交通拥堵现状，降低汽车尾气污染，营造安全、便捷、绿色、舒适的城市环境。 

2 城市绿色交通现状分析 

随着经济的迅速增长，对机动车的需要也与日俱增，虽然政府已经建立了相对完善的道路建设，但远远达不到人

们出行的基本需求，道路空间的有限性与交通需求不断增长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完善绿色交通系统是解决交通需求

与道路供给的矛盾，实现城市与交通的均衡发展。关于发展绿色交通，大部分城市也做了很多实践努力，但还存在以

下几个方面的问题：①基础设施建设投入不足问题日益凸显；②文化培养欠缺，缺少必要的宣传与教育；③政策、技

术标准体系不完善；④欠缺规划引领很多城市都没有编制绿道网规划、公共交通系统规划等相关规划。 

3 城市绿色交通的有效措施 

3.1 完善绿色交通基础设施 

3.1.1 慢性交通设施建设 

除了新建自行车道、绿道外，还可以依托现状道路的自行车友好化改造，充分的结合改建的道路等级以及机动车的

车流量情况来选择交通稳静化、利用空间宽敞的地区建设自行车专用车道等措施进行重新的规划和建设。自行车交通流

量相对来说较少，所以我们可以借助一些专门的有效的方法来对机动车的行驶速度进行合理的控制，尽可能的降低机动

车的车流量，规划、建造专门与机动车混行的自行车车道，不但可以确保自行车行驶的安全性，并且还可以有效的控制

工程成本。在实际条件允许的基础上，我们可以利用控制机动车车道宽度的方式增加自行车道宽度
[6]
。并且还需要设置专

门的自行车骑行设施，为民众出行创造良好的骑行环境。健全骑行设施是保证自行车出行安全性的重要基础。 

3.1.2 强化公共交通设施建设 

常规公交与绿道有机融合策略。将常规公交融于绿道将其和机动车进行分离运行，一方面加强了与步行、自行车

系统的联系，方便换乘；一方面节约道路资源。此策略是将公交、步行、自行车融于绿道中形成一个完整的绿色交通

运行体系，使机动车的运行环境成为一个单独的系统。这种模式包括了所有绿道交通工具的运行环境以及彼此间的换

乘，使用范围最广
[7]
。 



智能城市应用·2020 第3卷 第4期 

Smart City Application.2020,3(4) 

Copyright © 2020 by authors and Viser Technology Pte. Ltd.                                                                 31 

实施公交优先政策。组织专人进行实践调查，结合调查结果来创设公交专用道系统，针对各个公共交通出行形势

进行合理的调节，并制定针对性的收费标准，创设完善的交通规划方案，配合城市经济发展以及土地使用与财政水平

进行公共交通的综合规划。 

发展智能公交。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为智能公交系统的发展壮大创造了良好的基础，使得智能公交系统无论是综

合性能还是在运行效率方面都得到了显著的提升。 

3.1.3 强化停车设施建设 

必要的停车设施对改善交通环境、提高城市服务水平起着积极作用。这就需要我们充分结合各方面实际情况以及

规范标准来建设公共停车场，更好的满足人们生活的需要
[7]
。 

3.2 加强文化培养 

培育骑行文化。加大力度对自动车骑行文化进行宣传，促使民众能够对自行车骑行加以全面的了解，这也是提高

和稳固自行车出行分担率的重要因素。 

行政机构应当切实的借助各种方法和渠道来推进绿色交通的宣传工作，保证民众能够对绿色交通的概念加以全面

细致的了解，并对当下我国交通实际情况加以全面认识，提升民众的绿色交通理念，这样才能更好的实现绿色交通的

目的，为我国社会和谐稳定健康发展起到积极的影响作用。 

3.3 规划有效引导 

当前综合交通发展的主要目标是零距离换乘、无缝衔接，交通枢纽规划的质量是影响交通运输系统效率的首要因

素。城市对外交通应与城市交通系统合理衔接，各种交通方式应通过交通枢纽实现一体化，从而提高公共交通的分担

率和服务水平。 

3.4 政策保障措施 

实施绿色交通，必须加强政府的统一领导，建立起城市绿色交通相关部门规划、建设与管理的有机协调机制。同

时建立有效的适合当前现状和未来发展的交通法规体系
[8]
。统一制定具有前瞻性的城市绿色交通发展战略，通过交通发

展战略制定绿色交通发展计划、并通过绿色交通委员会等全程监测和评估地方政府绿色交通发展计划的实施效果，并

通过监测和评估结果为政府在绿色交通设施上的持续投入提供有利的数据支撑。 

4 结束语 

绿色交通不但是机动化社会发展的目标，并且也是城市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更是人类社会发展之路的必然选

择。走绿色交通路径势在必行，要想实现绿色交通发展的目标，那么需要相关行政机构与民众的共同参与，从加强对

绿色交通的宣传和推广，加大政府政策支持，坚持规划引领、改善城市交通环境，优化公众出行结构等方面着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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