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巴黎城市交通发展经验对重庆主城区的启示

王晶，连齐才

重庆市交通规划研究院 重庆 400020

摘要：重庆主城区是典型的“多中心、组团式”城市，目前正处在快速扩张

发展阶段，交通拥堵日益严重。巴黎城市布局形态与重庆主城区类似，其在不同

发展阶段都出现过严重的交通拥堵，也不断从城市空间结构及交通政策等方面

探索如何保障城市交通运行顺畅。总结巴黎城市形态与交通发展关系、公共交

通发展与机动化发展历程、交通政策等，为重庆主城区交通发展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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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受自然地形条件的影响，重庆主城区是典型的“多中心、组团式”城市[1][2]

。相较单中心城市，“多中心、组团式”的城市布局可以有效减轻城市中心区

的交通压力，减少居民平均出行距离及出行总量，降低城市区域的交通压力。

然而，随着经济的发展，重庆主城区新拓展区呈蔓延发展趋势，组团式的用地

平衡逐渐被打破，受新区配套不完善的影响，滋生了大量的跨组团交通出行需

求，一定程度增加了城市交通压力[3]。同时，重庆主城区正进入机动化快速发

展的时期，小汽车保有量呈爆炸式增长，出行需求剧增，导致高峰时期城市交

通拥堵日趋严重。作为发达城市的巴黎，在经过多年“摊大饼式”单中心发展

后，已形成了与重庆主城区类似的“多中心、组团式”布局形态。巴黎在不同

发展阶段都出现过严重的交通拥堵，也不断从城市空间结构及交通政策等方面

探索如何保证城市交通运行顺畅。因此，研究巴黎城市形态与交通发展关系、

公共交通发展历程、机动化与交通拥堵及交通政策等，可以为重庆主城区交通

发展提供借鉴。

2 巴黎城市形态与交通发展

2.1公交马车和区域铁路对早期城市形态的影响

在1828年之前，巴黎交通十分闭塞。1830年之后，巴黎的公交马车线路达

到40余条。1837年，通往郊区的区域铁路——

巴黎至吕贝克客运铁路线开通。公交马车和区域铁路的开通拉近了巴黎市中心

与郊区的联系，拉开了巴黎向外扩张的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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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小汽车带动城市扩张

20世纪初，伴随小汽车的出现，巴黎的城市发展进入快速扩张阶段，这也

给巴黎带来了严重的环境污染、交通拥堵、郊区扩散等问题。为了遏制郊区化

，解决郊区化发展带来的负面影响，巴黎于1934年出台了PROST规划。之后，

巴黎又经历了两次规划——

1956年的PARP规划和1960年的PADOG规划，主要规划理念均是限制城市扩张

发展，这促使巴黎以市中心呈同心圆状向外逐渐扩展，市中心集聚程度高，并

逐渐向郊区方向递减。

2.3 公共交通带动城市结构多中心化

二战之后，巴黎开始重建工作。自1960年开始，为了保住国际大都市的地

位，巴黎规划政策发生了根本转变，先后经历了1965年的SDAURP 

规划、1976年的WJAUX 规划和1994年的SDRIF 

规划。这些规划秉承以推动巴黎地区整体均衡发展为核心的城市发展思路，提

出建设新城，由“单中心”向“多中心”发展，以便向外围地区疏散中心区过

于集中的人口。同时，为了进一步加强新城与市中心的快速联系，1965年在大

巴黎地区城市总体规划中设计了3条巴黎区域快速轨道交通线路（RER）。现在

巴黎新城与市中心之间的交通联系以公共交通为主。公共交通由轨道交通（地

铁、RER、郊区铁路）和常规公共汽车共同承担。

3 巴黎公共交通发展变化

3.1 1990年之前公共交通的起步

1900年以前，巴黎公共交通刚刚起步，公交马车迅速发展。自1828年开通1

0条公交马车线路后，1830年巴黎已经有10家公交公司，线路达到40余条。同时

，通往巴黎郊区的区域铁路线路和环城铁路也得到了迅速发展。1837年至1900

年，巴黎先后开通了5条区域铁路。环城铁路自1869年全部建成后，1900年客流

量达到3900万人。

3.2 1900年至1960年地铁快速发展

1906年，巴黎开通了首条汽车公交线路。一战和二战对巴黎公交系统的破

坏非常大，公交路网被军事部门完全征用。二战之后公交路网慢慢恢复，并不

间断进行自动化改造。但是随着私家车数量的爆增，路面交通日渐拥堵，地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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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交车的效率大打折扣，吸引力大大降低。这一时期，巴黎地铁迅速扩张，形

成了早期巴黎地铁网络[4]。二战时期，由于地面公交停止服务，地铁和自行车

成为巴黎当时仅有的交通工具。二战后，巴黎地铁进入漫长的重建期。

3.3 1960至1990年公共交通再次发展

1960至1990年，随着卫星城的建立和人员向郊区迁移，巴黎地铁经过三次

路网调整，大量线路向郊区延伸。同时，为了更好地给卫星城提供交通服务，1

965年大巴黎地区城市总体规划设计了3条巴黎区域快速线[5]。为了实现与地铁

互补，提高公交客流量，巴黎独立运输公司（RATP）对公交线网进行了重新组

织和定位。在巴黎市区，公交作为地铁的补充，主要服务铁路没有或较少覆盖

的片区。在近郊，公交则作为地铁的延伸。在远郊，公交主要连接各个铁路车

站。1975年公交月票橘黄卡的发行使公交出行次数大为增加，但此后有小幅回

落。1980年，受益于RER开通带来的客流增长，公交流量再度回升。但是，随

着人口的增加和城市规模的扩大，小汽车出行增长迅猛，公共交通分担率则逐

年下降，由1976年的33.7%下降到1997年的27.9%。

3.4 1990年之后公共交通稳步发展

尽管公共交通承担比例呈下降趋势，但它在大巴黎区的交通出行中仍然占

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1996年至2011年，巴黎市区地铁出行量逐年上升，到201

1年已经达到15.24亿次；常规公交出行量则基本保持不变，稳定在4亿次左右。

地铁成为巴黎市区居民出行最主要的公共交通方式。同时，为了鼓励居民使用

公共交通，巴黎市区通过设立公交车专用道来提高公共交通的运行速度和服务

水平。据统计，2011年公交专用通道的线路已达到190km。

4 巴黎的机动化与交通拥堵

受英国工业革命的影响，巴黎是机动化程度最高的城市之一。小汽车从出

现到稳定发展经历了大约100年。从法国的汽车发展史类比可知，巴黎的机动化

发展主要经历了3个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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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1900-2010年法国汽车总量变化趋势

4.1 第一阶段

1900年-1940年，小汽车作为新的交通出行工具进入巴黎家庭。

4.2 第二阶段

1940年-1980年，小汽车进入快速增长期。

二战之后，随着人口急剧增长，巴黎小汽车保有量也增长迅猛。由于机动

车增长过快，导致巴黎城市交通拥堵严重。为了缓解交通拥堵，巴黎政府选择

大力发展公共交通。这一时期，巴黎市区内新建了多条公交专用线，地铁也大

规模向郊区延伸。同时，区域快速铁路的修建也很大程度加强了郊区与市区的

联系。公共交通的发展对于缓解交通拥堵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

4.3 第三阶段

1980年至今，小汽车进入稳定期。

90年代以后，巴黎的小汽车数量保持了平稳的态势，特别是2000年以后，

巴黎的小汽车数量甚至出现缓慢下降，但是这并没有缓解巴黎市区机动车拥堵

。1998-

2010年市区机动车平均速度呈逐步下降趋势，由18.1km/h下降到15.2km/h。

4.4全方位出行方式

目前，巴黎交通的出行方式主要为小汽车、公共交通和步行。对比大巴黎

区2001年和2010年交通结构出行变化（工作日）可知，2010年大巴黎区小汽车

出行分担率相比于2001年下降了6.1%，步行、公共交通和自行车则均有不同程

度的上升。公共交通的高出行比例表明巴黎已经建立了一个非常完善而且有效

率的公共交通系统。

表1 2001和2010年大巴黎区工作日交通出行结构对比

万方数据



2001年 2010年
出行方式 出行次数

（千次）
比例（%） 出行次数

（千次）
比例（%）

步行 11996 34.1 15904 38.7
公共交通 6821 19.4 8287 20.1
小汽车 15445 43.9 15532 37.8
摩托车 424 1.2 569 1.4
自行车 303 0.9 652 1.6
其他 171 0.5 170 0.4
总计 35160 100 41114 100

5 巴黎的交通政策

近年来，为了缓解交通拥堵情况，巴黎在交通政策方面做了很多尝试。

（1）建设大规模自行车租赁系统

巴黎一直鼓励居民使用自行车出行，这使得近年来巴黎市区的自行车数量

逐年提升，2011年自行车量是1997年的2.39倍。为了进一步鼓励市民使用自行

车出行，巴黎政府投入建设了大规模的自行车租赁系统。2011年，巴黎市区共

计投放了1308个公共自行车租赁点，郊区投放了279个租赁点[6]。

（2）大力发展有轨电车

2011年，巴黎有轨电车线路增加至4条。线路总长为51km，其中巴黎市区

有轨电车长度为7.9km，站点总数为92个，包含巴黎市区的17个站点。有轨电车

的发展增强了巴黎市区与郊区的区域交通[7]。

6 重庆主城区交通发展现状

6.1公共交通发展

2015年重庆市主城区公共交通总分担率 

60.8%，相比2014年略微提升0.1个百分点。其中，轨道分担率由10.8%上升至12

.4%；地面公交分担率由49.9%下降至48.4%[8]。

1、轨道交通

主城区现有轨道交通线路4条，运营里程202.3公里。在建轨道交通线路5条

（段），共计150公里。年客运量6.32亿乘次，增长21.9%，年日均客运量为173.

3万乘次，增长27%；线路负荷强度0.86万人次/（千米•日），同比提高0.03，与

国内其它城市相比，负荷强度仍较低，其中核心区线路负荷强度2.07，拓展区

线路负荷强度0.36。

2、常规公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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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城区运营公交车8754辆，同比净增113辆，增长1.3%。主城区共有地面公

交运营线路 573 

条，同比净增48条，增长9.1%。地面公交年客运量19.2亿乘次，同比减少0.4亿

乘次，降低2.0%。年日均客运量526万乘次，同比减少11万人次。

6.2机动车发展

2015年重庆市主城区机动车拥有量126.4万辆，同比增加11.3万辆，增长9.8

%。其中，汽车110.2万辆，同比增加13.7万辆，增长14.2%。千人汽车拥有量13

2辆/千人，与其他城市相比处于较低的水平，但是相较2005年的47辆/千人，已

增长2.8倍，小汽车保有量处在快速发展的阶段。

图2 主城区机动车拥有量变化示意图

结合发达国家城市机动车发展历程来看，如首尔、东京等，在人均GDP达

到4万美元左右时，千人机动车拥有量在350辆左右，不再随人均GDP的增长而

增长。目前，重庆主城区人均GDP约1万美元左右，正处于机动车快速发展的时

期，机动车拥有量不断快速增加。预测2020年重庆市主城区机动车拥有量为204

万辆，相较现状将增长85%。

目前，重庆市主城区干路网高峰时段平均车速23.6km/h，同比降低0.7km/h

，其中，高峰平均车速23.9km/h，晚高峰平均车速23.2km/h。高峰时段道路拥

堵里程比例为4.6%。主城核心区干路网高峰时段平均车速21.8km/h，同比降低0

.6km/h[9]。未来随着机动车的增长，供需矛盾会进一步加重，交通拥堵会更加严

重。因此，应该从公共交通网络完善、政策保障等手段来引导居住出行方式的

转变，合理使用机动车出行，力争城市交通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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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对重庆主城区交通发展的借鉴

纵观巴黎的城市发展历程，交通拥堵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均有体现。通过分析

巴黎城市交通发展经验，总结供重庆市主城区借鉴。

（1）坚持“多中心、组团式”的城市布局，注重组团功能混合，提高组团

功能完整性，提高各片区及组团内职住平衡比例。巴黎在20世纪60年代以后选

择建立卫星城分散人口，打造多核心的空间结构，一定程度上对交通拥堵的缓

解起到积极作用。受自然地形条件的影响，重庆市主城区一直沿用“多中心、

组团式”的布局，但是受城市蔓延发展和组团功能不完善影响，跨组团出行持

续上升，加重了城市交通压力。在未来的发展中，重庆市主城区仍应继续坚持

“多中心、组团式”的城市布局，并建设功能相对完善的组团，逐步调整优化

部分组团的用地比例与建筑比例结构，避免形成大尺度的单一功能区，减少钟

摆式跨组团潮汐交通。

（2）坚持公共交通优先发展，大力推进轨道交通建设，发展市郊大运量公

共交通，提升公共交通的主导地位。巴黎从早期发展就一直非常注重公共交通

发展，并形成了完善的公共交通网络，有效缓解了城市交通拥堵。当前，重庆

市主城区正处于公共交通和小汽车迅速发展的阶段，应从交通政策上更多地引

导居民使用公共交通出行，同时还需要结合未来城市发展方向，规划完善的公

共交通网络系统，创造良好的公交出行条件。同时，现阶段可结合道路交通实

际运行情况，在有需求和条件的道路上设置公交专用道，以保障公交路权，推

进公交优先。

（3）结合地形，在有条件区域打造自行车交通系统，尤其注重与公交接驳

，提高公共交通和慢行交通出行比例。近年来巴黎倡导居民使用自行车出行，

推进绿色交通发展。作为山地城市，重庆市主城区道路条件不允许其像平原城

市一样大力发展自行车交通，但可以在小范围内打造短距离自行车出行方式，

推广自行车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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