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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通过回顾巴黎大区近50年来的交通策

略和实施举措，阐述了城市交通的发展与时代进

步之间密切的关系，并进一步指明以公共交通为

核心的多种交通手段的合理使用、对生态环境的

尊重、提高交通服务质量是城市交通未来的发展

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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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nsDonation seI。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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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历史与现状

1．1历史回顾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法国巴黎展开

了历史上最近一次的大规模城市建设。为

了适应机动车交通和城市扩展的需要，在

18世纪形成的街道格局基础上逐渐衍生出

由巴黎市区放射状向市郊延伸的公路网，

该骨架成为日后城市交通发展的重要支撑，

并直接影响到巴黎大区范围内城镇人口的

增长和产业的分布。

公路建设是早期城市交通规划中的主

要内容。早在1939年批准的普鲁斯特规划

中，就曾提出建设放射路加环路的路网结

构布局，并规划设计了第一条环绕巴黎中

心城区的环线(Boulevard P6riph6rique de

Paris)，亦即后来的“内环线”，对巴黎大区

未来的交通格局具有深远影响。

1960年提出的交通规划fPADOG)基

于普鲁斯特规划的宏观设想．对近郊区的

公路网进行了进一步的调整，中环线的作

用得到加强。尽管本次规划并非十分详尽，

但其重要贡献在于将兴建地区铁路快线网

(RER)提上了议事日程。

1965年的巴黎大区总体规划(sDAuI冲)

以其空前的整体观而著称。城市交通成为

该文本的重要组成部分并提出以下目标：

有效联系各个城市功能区：保证每个公民

都有方便地选择几种出行方式的可能；满

足日益增长的私人小汽车通行的需求：更

好地沟通巴黎的中心城区与其他城镇．地

区乃至国家之间的交通等。

1970年代以后．城市公共交通设施建

设速度加快。由于人们越来越关注人居环

境的健康持续发展及保护有价值的城市空

间．1980年代后期巴黎明确提出了限制私

人小汽车发展，公共交通战略成为工作的

重点(见图1)。

根据法国中央政府与巴黎大区之间签

署的“2000～2006备忘录，，【l】，政府在该期

限内将把2／3的基础设施投资应用于巴黎大

区公共汽车、有轨电车的线路开发与服务

改善。

1．2交通现状

20世纪后半叶，巴黎和其他国际大都

市一样面临着城市交通的惊人增长。2000

年巴黎拥有私人汽车2700万辆f意味着

80％的家庭拥有至少一辆汽车)；而1960

年．巴黎的私人汽车总数只有600万辆。同

时，卡车和货车的数量则从1960年的250

万辆增长到2000年的550万辆[2]。

从整个巴黎大区的交通流量看．机动

车日常出行从1960年的1000万次／日增长

到2000年的2500万次／日，增长了2．5倍。

其中，私人车辆的出行比重从较早的35％

上升到2000年的70％。公共交通出行利用

率的增长也蔚为可观，从1960年的日均500

万人次增长到2000年的日均700万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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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交通策略的转化

2．1从私人小汽车发展战略回归大量性

公共交通

对于私人汽车交通的便利性和优越性．

1970年代以前的交通规划始终是给予充分

肯定的，并且采取了一系列实际行动来促

进这一交通工具的大量普及和广泛应用。

新城的规划选址大多依托放射公路和环线

公路，为了兼顾那些未被现有公路网络覆

盖的区域，有关规划不断提出增设旨在与

区域高速公路衔接的地区公路建设计划。

当然．公路的不断增加很大程度上亦得益

于国家对公路建设的财政支持和历次规划

为建设公路储备的大量土地资源。

1976年，在对社会团体和居民意愿调查

的基础上，中央政府制定法令控制公路的

过度建设，许多尚未投入建设的公路项目

被取消，与巴黎市郊中环线(A86)公路相

衔接的道路数量也大幅度被削减。1984年．

政府对大巴黎总体规划进行了一次重要修

改．出于对“环境保护”的考虑．再次削减

了一批原计划修建的公路项目。

1976年的总体规划(sDAuRIF)方案

由于启动了区域快速铁路RER而带动了周

图1巴黎大区的地区铁路快线(RER)

边地区的开发，使一些较为偏远的城镇得

到了发展。与此同时，通过公路服务于远郊

城镇的弊病也逐渐显现．经济、安全、快捷、

准时的公共交通方式成为迫切需要。

2．2私人交通与公共交通的互补

从政府的角度出发，希望公路的增长

与公共交通的发展可以纳入整体考虑之中，

积极促进各种交通工具之间的配合．而不

是各自为政或彼此制约。

就巴黎大区而言．私人代步工具与公

共交通之间的平衡应按照巴黎市区和郊外

分别进行探讨：

一一在郊区，快速增长的交通需求主

要依靠公路系统来满足。计划与现分期兴

建中的环形公路具有减少巴黎市区穿越性

交通的作用．并使郊区市镇之间的联系更

为顺畅：

一一在城市中心区，目前大部分交通

需求是由完善的公共交通与地铁承担的．

这一大众交通组合模式经过多年来的运行

被证明是行之有效的。而现有的交通网络

的服务质量也不断地得到改善．如市区地

铁14号线的开通．地区铁路快线(RER)D

线的延伸和E线的兴建及F线的规划。

向更远的市郊延长城市地铁路线，使

其与近郊的环形交通走廊(0rbitale)衔接

的计划是增强大众交通与私人交通工具彼

此互补的具体做法。在市郊高运量区域．快

速轨道交通站旁规划社会停车场、公交车

换乘站点(往往是公交线路的起讫点)．形

成公共交通枢纽．方便居民在不同交通工

具之间的转换和各种交通工具的高效率运

用，利用公共交通系统进入市区．是平衡

区域交通负荷的重要措施。

公共交通环形走廊(0rbitale)的计划是

为了配合区域发展目标及合理分配区域交

通量而制定的(见图2)。其主要意义在于．

使巴黎近郊对公共交通的需求得到满足。

一些医院、学校及提供大量就业机会的服

务中心分布在环行走廊附近，他们产生的

大量交通难以单纯依靠接近饱和的道路系

统解决。巴黎近郊的人口密度与法国其他

大城市(如里昂、马塞)的城市中心人口密

度接近，可以保证充足的乘客来源支持公

共交通的正常运营。这个环形交通走廊以

专用道的模式设立．在不同区段分别采用

地铁、巴士或电车等形式运载乘客。它们与

图2巴黎大区大众交通环形交通走廊(orbitale)规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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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960～2000间建设的主要公路

料来源：IAURIF

放射状的及地铁延伸线构成了十分理想的

互补。

3具体措施

上个世纪80年代以前，公路的建设总是

显得比公共交通更快。巴黎周围的郊区城

镇最初只能依靠公路与巴黎取得交通上的

联系，直到后来有了区域快速交通干线

(RER)：1974年．开通至EVRY．1975年开

通至圣魁丹(Saint-Quemin—en—Yvelines)和

塞尔吉(cergy)，1977年开通至马恩河谷

(Mame一1a—Vall6e)。在有条不紊的财政支持

和理性化的规划引导下，大巴黎的城市交

通得以不断完善。

3．1公路规划与建设

公路网的骨架主要形成于1960一1970

年间，即环城干道和放射路网的格局。1960

年大巴黎地区的高速公路总长43公里，

2000年则达到850余公里，并有10余条规

划中的放射路网即将或正在施工。其中包

括由巴黎市区出发向北的A1和A16，向东

的A4．向南的A6和A5，向西南的A10和

A11，向西的A13，A14和A15，及3条环

行公路．即内环线(BouIevard P6riph6riq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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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巴黎大区环形公路网规划图

资料来源：IAuRIF

de Pari s)，中环线(A 86)和外环线

fFrancilienne)(见图3—4)。

巴黎的内环线是第一条围绕市区的环

线公路．建于市区与近郊的分界线上。第二

条环形公路一一中环线兴建于内环线的5

公里以外，总长80公里。近年来．中环线

的建设一直是巴黎大区公路建设的第一投

资优先工程。第三条环形公路——外环线

则将贯穿巴黎大区的核心区，不过尚有局

部路段在规划中。

3．2公共交通

1 960年代由巴黎公共交通集团公司

(RATP)运营的地铁线路已达189公里，20

世纪末增长到211公里．位居世界第三。经

历百余年建设的巴黎地铁四通八达．市区

内任何地点距最近的地铁站点不会超过450

米．这一系统运送的旅客量达到每年12亿

人次。公共汽车体系则有】450公里长的服

务路线．包含52条市区线路(493公里)，

90条郊区线路(725公里)．16条大巴黎区

域线路(235公里)，一年运送旅客8亿人次。

1970年到2000年，服务路线和站点逐

渐增多．如5条RER线路的竣工和延伸，13

和14号地铁线路的开通．以及l号、3号、

图5为行动不便人群特别

设计的公共汽车自动踏板

5号、7号、8号和10号地铁延长段的建设。

30年问，巴黎大区增加了340公里的铁轨

交通和2730公里的区间巴士．公共交通覆

盖的区域越来越广泛、线路越来越稠密。

除此以外，还有一些私营的线路主要

用来服务轨道交通未涉及的地区．它们大

多以放射状分布。1975年开始．一张小小

的橘红车票(carte Orange)将巴黎大区隶

属于不同运营主体的各种公交模式联系起

来，通用的车票大大提高了公共交通整体

的运营效率和便捷程度。

4目前的核心问题

与上个世纪相比．现在的交通手段无

疑更多样、更准时，也更先进。然而随着生

活条件的逐步改善．人们对选择交通工具

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更讲究旅程中的舒

适感，并倾向于以此为选择交通工具的主

要依据。公共交通的经营者们逐步认识到．

面对日益激烈的竞争，公共交通不仅需要

”便捷适用”．而且需要”富有魅力”。与此

同时，随着改善社会环境、保护自然空间、

以及应对失业人员逐年增加等社会运动的

深入，城市公共交通亦相应地面对着层出

不穷的新问题。1993年开始，政府开始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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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公交车站的电子显示屏对乘客了解公共汽车运

计划地对特定群体提供公共交通补助，也

对一些途经存在安全隐患街区的公交线路

加强了安全防范。在巴黎，公共交通的费用

从1975年“橘红车票”诞生起没有进行大

幅度的调整。1997年，为了鼓励尚无收入

的学生和年轻人乘坐公共交通，又推出了

另外一种经济实惠的“青年年票”。

自1990年起，公共交通开始逐步实行

“无障碍”改良增设地铁车站的升降梯、设

置电控自动出站门、安装方便的座椅及辅

设较低的扶手等一系列措施．行之有效地

提高了公共交通的服务质量。1995年，巴

黎20号公交线路首次尝试采用可伸缩的车

门自动踏板，使行动不便的老人、病人，推

婴儿车和携带行李的乘客可以方便地进入

车厢，此后，这一举措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见图5)。

此外，各个候车站点的电子信息预告

系统也逐渐得以广泛运用．人们在RER和

大多数公交汽车候车站可以通过电子显示

屏了解下一班车的经过时间、车次的间隔

及首末班车停靠本站的时间(见图6)。道

路上安装了越来越多的路段交通电子监测

装置，尤其是在近郊的快速道路上，它不仅

有效地预告尚未进入拥堵路段的车辆改变

图7法兰西大道上的自行车专用

行车路线．并有利于尽快疏解过于拥挤道

路上的车辆容量，对于改善交通条件和提

高交通效率效果显著。

20世纪90年代后期，一项更加雄心勃

勃的”健康交通”一一自行车交通推进计

划提上议事日程。鉴于自行车交通有助于

减少对空气的污染、节约能源的消耗、并

且节约交通空间．这一计划的推行得到社

会舆论的热烈响应。2000年以来．巴黎许

多主要道路都在人行道或车行道旁边上开

辟了自行车专用道．2002年建成的位于左

岸的法兰西大道上．自行车道线路被赋予

相当重要的地位(见图7)。

毫无疑问．2000的交通状况与1960年

的交通条件相比有了天壤之别。人们追求

的在交通空间里达到公正、经济的原则似

乎已经成为现实，但提高交通安全保障、道

路通顺、旅途愉快、节约能源和城市空间等

仍是需要不断追求的课题。

注释

[1]由巴黎大区执政官Jean-Pien℃Duport和时任

地区议会主席Jean—Paul Hucbon联合签署。

[2]数据来源：大巴黎规划院。

[3]前两名分别为纽约和伦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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