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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模式城市交通体系与

方式间的转换

潘海啸

提 要 分析 了城市的 交通方式与城市

发展的 关 系 ， 指 出建立 多模式交通 系统在

实现交通 出行和空间聚集效率的提高的 同

时 ， 有利 于减 少城市的环境问题和对小汽

车 的依赖 。 根据对轨道 交通的 的 分

析 ， 对 自 行车在换乘 中的重要 分析及对

高铁枢纽建设模式的分析 ， 指 出 交通换乘

和交通枢纽的建设必须从 网络效率的改善

出发 ，
从空 间协调 ， 运行时刻协调 ， 票制

协调 ， 信息协调和城市发展的要求 出发进

行规划设计 。 同 时 ， 交通 网络的节 点人流 ，

高度聚集 ， 也必须成为一个具有高度法力

的城市街区 。

关键词 多 模式 交通体 系 ；
交通 枢纽 ；

换乘 ；
公交优先

城市发展和交通方式

快速 业化阶段期间 ， 农业人 口外流使城市人 口增加 ， 在随后 的大都市化阶

段 ， 大量的活动集中在几个最大的城市中 ， 最终导致城市突破其 自 身的地理限制而

扩展 。 人们的活动范围也在扩大 ， 由此 ， 所有这些大城市及其周边地区成人们的主

要生活空间 （ 弗朗兹 巴朋 ， 。 正是由于城市交通条件的改变使城市不论是功

文献标识码 能的转变 ， 或空间 的扩展成为可能 。 如果从城市的发 程来 ， 不包括从仅仅

文 章 编 号 依赖步彳了的状态 向多种交通 力式的发展 ， 如 所小 。

步行城市

从第一批城市的出现开始到 业革命 ， 步行是这些城市中的主要出行方式 。 在

这种情况下 ， 城市的规模被保持在 方圆大约 的范围 内 。 在 年 ， 北京曾是世

界 ：最大的城市 ， 拥有 万人 ， 人们可以使用车辆 （ 大车 ， 小船 ， 但主要用于

运输货物 ， 或作为少数特权阶层的出行 具 。 方式间转换的概念仅仅涉及到货物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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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交通发展与城市形态的演变 图 某城市轨道交通长度与客流强度的关系

来源 ： 潘海味 ，

步行占整个行程的比例是 。 道交通 。 法闻 巴黎在对小汽车交通 新

发达 家现在这种完令步行的城市 认识之后 ， 迅速幵发 以城 市快速铁路和 伴随荇以 高速公路 快速路为先导的

几乎 已经消失 ， 从 世纪 丨 半叶 ， 其它 地铁 为 主的快速轨道公共交通 ， 将市 屮 大规模道路的建设 ， 城市向郊区或远郊

家从 世纪下半叶幵始转向步行和其 心 和近郊就业 、 生活区及远郊 个 单 发展大大地加快 人们普遍 出行速度的

它机动化交通方式并存的年代 ， 但在城 城直接联 系起来 ， 形成多中心的城市结 增加使大家 电 意以时间换取空间 ， 人

市中心区 ， 步行交通依然非常发达 。 在 构 换 乘 的 口分布 日 益分散 过度分散的都市发展

发达闻家 ， 耶些像威尼斯一样犹如步行 问题在欧洲和 本一些城市就 显得特别 投式导致人们居住和地区活动中心的

天堂的城市 作为旅游扶点存在 。 但随 重要。
益分散 ， 同时伴随着城市中心衰落和沿

着出行距离的增加 ， 步行的比例迅速下 着高等级道路的郊区中心 ， 交通流向 由

降 汽车城市 传统的以 向市中心主导型 ， 转向 以郊区

年代以来在美 作随 祸特 至郊区的 出行为 主导 加 出行 的的

公共交通 咽 系列车的诞生 ， 汽车变成出 彳 丨的主 多样性 ， 难以形成适应于公共交通特别

多年前正是 由 于铁路 、 公共交 导交通 「具 ， 这种汽车摔及的现象出现 是轨道交迪的大客流 圾的通走廊 这反

通 的 出 现城市 的 面貌随之改 变 ， 在 年代的 欧 ， 丨％ 年代的 丨 丨 水 ，

过来 乂使人们吏加依靠小汽车 ：

一个高

年 ， 英闻铁路客运服 务的开通 使在大 年代 的拉 美 ， 丨 年代 的 东欧 ，

度汽车化的 会 ， 必然以大 的能源消

城 市 郊 区 的这种 客 运 服 务 成 为 可 能 年代的东南 亚 年以后从刺激 耗为代价 ， 美闰的小汽车文化消耗 了全

年伦敦 建设 了 世 界 第一条地铁 经济发展的 所 度出 发 ， 我 —些城 巾也 界 近 丨 的 能 源 （

线 伦敦的地铁及 年起在洛杉矶的 迅速进人汽车城市的时代 许多城巾按

轻轨使得房地产业蓬勃发展 那时轨道 照美㈤模式进行建设 、 总体来苻汽车的 这样一来城 市的蔓延就不可避免

交通是唯一舒适 、 快速和大众化的交通 普及改变了城市化进程 ， 在资源和空问 这种城 市扩展带来的恶性循环使其它任

二具 年代是世 界轨道交通 不受很大约束的情况下 ， 汽车的发展大 何交通 工具都史加难以胜任 ， 人们不可

的黄金时代 ， 尽管
、

时美 拥有小汽车 大提高 了人们的方便性 、 即便是在这些 避免地会陷 人城市机动性 的危机 同

已近 万辆 ， 似 的通勤交通是依 地区 ， 也不可避免地发生局部地区的严 时 ， 也会带来 益严重的全球和城 市环

棋有轨夂通 （弗朗兹 巴朋 ， 这种 重拥挤 ， 而且必然会对令球的气候产生 境问题 所以 ， 人们必须要考虑多模式

交通 方式使 人们的活动范围大大扩张 ，

一定的影响 这样必须为所有建筑物提 交通体系的建 、 和交通 力
■

式间的转换

这时不同线路之间需要换乘 同时 ， 欧 供大 《停车位 。 严格 的城 市功能 分

洲 丨

《 家和 本的城市土地资源 卜较为缺 （ 业 ， 商 、 居住 ， 第 ：产业 ， 娱乐 ） 多模式交通体系

乏 ， 地价较高 ， 私人企业的财力有限 ， 并 及屮叫 彳 快速路 连接的交通 系统 ， 加

且在 丨 年代以来史加重视公共交通特 剧了人们对小汽牟的依赖 随 荇我 经济的迅速发展 ， 城市化

别是轨道交通的 发展 ， 因而城市布局还 事实 丨 如果一味鼓励道路的畅通 水 平 益提高 ， 大城市机动车迅 猛发

可保持传统的形式 伦敦近乎 地 和汽 午的速度 ， 而缺乏多模式交通体 系 展 ， 城 市交通耑求剧增 ， 交通供笛 矛侨

铁和 的郊 铁路 ， 对保持伦敦成 ！￡ 、

’

的规划 ， 只冇汽车能够成为唯 有 突出 ， 交通拥挤 、 乘车难 经成 为大城

为强 大 世 界 屮 心城市起到 质 要 的作用 效的 交通 其它交通 丨 ：只 都会 断 市 遍存在的问题 ， 传统的道路夂通方

潘海啸 ， 在 峰小时期问 近 地被边缘化 ； 除非专门去乘飞机和城市 式 经不能适应不断增 的居民出行要

的进人市中心地区的 出行是通过轨 间的火车 ， 人们较少考虑方式间转换 求 ， 人们 遍认识到 大 力 发展城市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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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丨让 界 丨 ： ， 交通规划 设中 对汽
“

乍的偏 经带 来严歌的问题 ： 交通和

二 ； ；

“

停车空叫的制约 ， 夂通附窀 进路安令

二 二

“

二 题 ， 社会隔离和杯埯危宵等 许多城
“

：

“ “’

山七经幵始采収措施 ， 拧制小汽 个：的使

用 在美 对空气质 战的忧虑 导致

年的 洁净
‘

个：气法 （

““ 二
“

和 丨 丨 年的 ？ 的 丨延 在 尙 兰

年由 意识到汽 年在空问 紧张的地

图 广州市中山大道 系统示意图 方难以 发挥其作川 ， 闪 而鼓励使用 丨 行

來 中 《 城节科学研尤会 个： 在 ？去 丨 年代以 束前就幵始优

先发展公共交通运输 系统 特别是巴黎

；通 等城 … 公共夂通体 系坫解决城 山 轨迫 交迪的服 方水 作城 丨 屮心通过 大 的地 丨 快线 让设铁路的 丨

、

夂讪训堵打效的办法 和出路 吋能够 觇投加 轨进网络的密度来改 卉轨逍 财政投 人 ， 及对迮接低密度地 给

为城 …发展带来综介的收益 ， 以地铁 和 夂通的服 务质 的难度 丨 丨 常 大 人 丨 丨过 十 活 夯以敁 大乂活性的 处求 ， 导致公

轻轨 为 主的城帘快速轨逍交讪 系统逐渐 度强调城 夂迪的一种 导 交通投式 ， 儿夂通服 务 上 为多祥化 ： 城 市屮的新 咽

成 为汴多大城 山
‘

解决交通 题的 处选 将会使城 丨 夂通 系统变 丨 常脆札 或 好轨 ， 好轨 火 接城 屮 外 丨 和 屮心

抒 〖 多城 轨道 交通 网络的规投 丨 丨 益 片耑 迆 丨 大的投 人以维持城巾 殳讪 系统 尤轨 出 柑 个：
， 电动 乍和公并

扩张 适度的冗余度 随 我 大城巾轨 〗 交 彳 车及电动共赛汽 乍等层 出 不穷 。 关

轨道交通的速 丨 、 准时忡 、 舒适性 讪网络规模的增加 ， 轨逍 夂通的乘各规 铀坫能够使人们能够通过换乘 ， 利川

现代感大大地改变 人们对公共交通 模 也在小断提升 ， 但人们 符到 个 枰 同夂通 式的优点 ， 他快速地到达出

的观念 地铁的速耽使人们的 出 行吋 遍 的现象 ， 就是随打城 山
’

轨 袼 丨 的地

大 人减 少 同 吋 由 于轨逍 交通 的 引 长庞的增 加 ， 轨逍网的客流强度 遍 夂通椒纽 ： 公 丨 速度 力 交

人 既缓解常规公交的拥挤 乂给 带來 降 所以 、 多校式的城 〗 交迪 通钤换的 点 ， 夂迪 的使川优

鮮 促使其努 力提商 丨 丨 身的服 沐 系 （潘海 势 毋求 各种速度 交迪 力式进行转换 随

务水 从而促进悄 个公共夂通 系统服 快速公 汽 乍 系统 （ 年前 符城 丨十沾 丨 砬 多样化 ， 城 丨 居 出行

务的水平的改善 起源于巴 西的库里蒂巴 。此同时 丨
丨
： 力式也 在越来越 多种模式选栉

如 使 大城市 民分布 作公众介 界 丨 丨
丨 多城 屮通过仿效冲 甩蒂巴 山 的经 。科加的现象 ， 不 彳 的 交通 力 式必须在

丨 ！少 内 耍求轨迫 夂迪线网 验 ， 汗发改 以让设 厂 〈
丨 炎 咽的快速公 特记的场介 小能发挥 〗 ；优势 ， 这 记

密度 为 山 大 交 系统 系统在炎： 咽 、 界 丨 和 现 夂通 式的速度特 丨 丨 所决定的 夂通枢

射想 娃 由干以地铁为主体的 形式 卜的多样性 反映出它在运代方 纽提供 同速度 夂通方式进行转换的

轨逍 夂通 设的高成本和高投资风险 ， 广阔的发展空间以及 大运 丨 公 夂 系统的 》点

该 络密度较难达到 ， 郊 地 的高密 灵活性 既诂用于 个初 几 丨 灯 城 巾屮叫 内的 丨 卩 丨 ：込忡 要求 同

度轨道 络叫迮设则 史加 难 边 人 门 的屮 等城市 ， 也适 丨 丨 于特 人 吧 向的 交通能进行转换 山 于各种夂通

轨道 系统一方面风险高 随着城市轨 的 高强度走廊 起到培 合客流或大 方式服 务的范 打限 不论城市内部交

夂 线的 设 ， 经出现城 市外 丨
丨
；
丨 规投捉 城 品 质公 几夂讪 拟 的 通还 域 夂通 郎存 达的

地 坫些站点客流严重不足的现象 另 作用 这是 丨 丨 前通过城市轨道交通建设 特性 椒纽 又娃 坷以用来进行不同方向

力 山 丨在城市中心区 ， 由于缺乏其它 对 所难以实现的 前 ， 我 丨

《 吖近 个 的交通转换的 打点

以依赖的只布 丨靠性保证 ， 义活便捷的 城 丨
丨 汗 讪 新 咽 快速 公 共 汽 系 统 交 迪 枢纽 坫对 交通 丨

《
丨 络符观 的 丨

交通 具 ， 人们不得不拥挤在地铁里 值得注意的是 年 月 交通 系统由 网络与节点构成 交通

、时断 客流商达 万 人 在城 丨 丨 式儿通的广州新咽快速公 系 枢纽是 系统中 的 点 ， 对 夂迪 络的 准

屮屮心严重的客流拥挤 也严重影响到 统 （ 丨川 可 以承扣 丨 均 万 人次的各 扣管 作 川 交通枢纽对 夂通 络的管

乘各的 出行体验 ， 再一 方面也会带来 似这一 系统对小汽 乍出行的吸引 刊 ！堪于联 系在交通枢纽节点 丨 的 各种 交

加严 取的安全隐患 在城 订边缘 ， 人 丨门 作用还是有限的 （ 图 通 方式的线路 ， 交通枢纽的规划 钽 疔

不可能通过加大网络密度的办法来改善 先考虑它所管 的 交通网络对象 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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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出 丨 扑离 《通效中变化 作 丨的比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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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晷
车 卜时掘

图 不同交通工具换乘的效率比较 图 高铁车内时间与车外时间占总时间的比例关系
—

资枓来游 ： 笔者 自给

资枓来源 ： 者 自 绘

多 力式的交通 系统服务 还 如逐渐边设 人批小咽的遍 〖安个性和 ： 要走的路线

从夂通柩纽的职能 芩虑 城 山卞运 丨 在地 丨 内所冇轨逍 交通站点附近的冷 被叫 地桁出 定位 不芯

夂通 椒纽一 般 分 为 对 外客运综合枢纽 个：场 ， 实 丨 这种抬施史加饤效 人 赀沐 ⑴ ， 并成 丨 丨 ： 人偷快地使用 和观

！ 括公共交通换乘部分 ） 和公共交通换 在我 为 了改善轨道交通的最后 赏

即对外门 广 喂夂通枳纽 。内 部 问题 ， 作 多城 丨 多幵讪 接驳轨逍

诮散咽 交通枢纽 对外门 丨

‘

咽交通枢纽 交通站点的社 公交 接驳公交 然 而 时间的协调

一般 城市 对外交迪 设施结合 起列联 山 于接驳公夂的发 乍间距过 民 ， 丨 达性 协调经过同 轨道 交通站点的多种

系城市的对外 内 部夂通的作川 丨 文 差 及 高峰 和 平峰吋叫 的客 流严 不 平 夂通 的时刻 （ 心很 多 条线路的怙

提到的 交通 纽城 就足以 丨户 咽 夂通 衡 ， 许多城 巾 也
■

如何改进城 丨 夂 况 这点的实现釘 丨 丨 的难度 ）

扑：纽为坫础的 ； 内部集散 甩交通枢纽一 讪的 的问题 就夂讪的时问效

般为城市内部主要的公交节点 同时起 率而言 的范围内 行车具有 票价的制订

到 了转换 勺到达的作用 ， 此类 节点 般 很强的 迕卞 力 所以在我 鼓励 丨 丨 机动 协调 价 和实 彳 丨 个联 制 ， 使同

与周边用地高强度 汗发结合 此外 城 个力轨逍 交迪或 线公夂的换乘 々利于 〈 丨 ；所打经过该站戍该地冈的公片

市客运 交通枢纽也 了以按照等级进行分 人们交通效申的 大大提卨 阁 夂通公 】均 “
！接受

类 般取决于其管《的 交通网络的等 恰
“

彳地鼓励小汽车与轨逍交通

级 丨 经验 炎明 ， 交通樹 和 夂通 訂 换乘也就
■

能会导致短途小汽车 交通信息

式间的矜换 根掘 不同城巿的状况进 ； 比例的增加和郊区交通对小汽车的 先在出 发之前 ， 解 何

行不断的调整 以寻求 冇效的措施 依赖性增加 所以在瑞士 如果住在轨 交通 可乘和如何选样使用最佳的交

以 巴 黎 大 区 的 乍换乘 的 边 设 为 交迪站 点较近 ， 采取停 乍换乘 （ 通 纟 式 ； 次 作旅行 期间 ， 要

例 ， 巴 黎大区共有有 个轨道交通站 ， 也会受到一定的限制 避免 换 彳 过枵屮的迷路 为旅客指示

其中 个在巴黎市区以外 （ 出 于行政 我闻也有一些城市进行 大规模交 行 十的时间 或 故的怙况下 ， 及

边 界的限制 ） 在这 丨 个 今：站中 ， 吖 通枢纽的迚 设 ， 山 于这牌 夂通拟 纟 的让 吋讪 告旅各以利 丨义改变路线

个 ： 丫 。 长途汽 今： 站 抝结 介 ， ： 议过 十强调雑 丨他筑 ， 缺少 多校：式 夂迪
丨树 ， 城 山 的 交通 网络节点正在成

勺柃 个：换乘 丨
乂 结介 （ 个或 体 系的让设 缺少讨人们 夂讪换朵 力 他 为 扨活跃的城 丨场所 以欧洲 和 日 本的

几个 ） 总共打 个 个换乘 件的基木分析 结果 丨 ！想 作：北 很多交迪换乘枢纽为例 人们 已经不再

位 巴 椟 人 忾经的政策 坫这咚 ！
’

：从 ’

！ 路 侧到 处 知 名 的 夂迪 丨 丨换 ￡ 求 父讪的实川性而是要营造出感觉

换乘的 域离 汗城 丨 屮心 很近 ， 朵 丨 丨 迆 少行 少 为 保 乘各能按 良 好的 打场所感的交通空间 不再

此 的停车换乘的政策并 成功 照我们的 设想 顺利换乘 城市交通换 将交通网络节点 换乘枢纽 车站与城市

后 来 通过研究 发现 ， 人们 为 朵 要 满 足 卜 丨 的 岬 堪 本 耍 求 分离 ， 而是希望把这些地区建成
“

天

间 件 ：郊 的人 史
‘

到离他们住所 的活 力地区 在欧洲的许多城市都

近的轨进交通站点乘 滑越 是通过以下的措施并结合城市发展 冃标

轨进交通的优越忭越叫 坫 ， 別 〗： 在设计上 和城市规划来实现 ： ①消除交通枢纽对

公路 接近饱 和的怙况 卜 此 ， 。 作 设 丨
丨侧纸 丨 ： ， 规膽 换 城 市的别裂 ， 创造 乍站从两方向面向城

其在 中 心 区外建几个大 咽 停 车换乘设 然后是 等候个：间 这牌 丨
丨 吋 市接近的可能性 为枢纽周围的商业



潘海晡 多模式城市交通体 系与 方式间 的转换

和经济活动带来活力 ； ③重整车站周边 用十分有限 。 城市交通网络节点 ， 交通

的公共空间建设 ； ④改善到达和停车的 枢纽是人流高度聚集的地区 ， 也应该是 丨 丨
洛海免 上海世博 交通规划概念研究——

条件 ’ 并给予公共交通 ， 行人 ， 骑车人 个具有高度城市活 力 和城市性 的地

以优先 ； ⑤增加车站周 围街区的可识别 区 。 在多模式交通体系和交通方式间转
（

性 。 换的建设方面 ， 国 内 已有许多建设的实

年以来 ， 我国高铁建设快速发 践和经验 ， 在其基础 借鉴国际 卜 已有

展 ， 快速的高铁建设和轨道交通建设 ， 的研究 （ 而不是几张表现 图 ） 总结前

对于我国区域及城市的发展必然会带来 进 ， 就非常有必要 。 正是由于城市本身
丨 丨

漆 海 城 市轨道 交通 与 可持续发展⑴

影响 。 高铁网络的建立 ， 可 以大大缩短 是一个复杂的系统 ， 国际 丨 的发展经验 城市交通 叫 ；

区域内城市之间的交通时间 。 以长 三角 告诉人们 ， 城市交通没有一套放置四海 （

地区的高铁网络为例 ， 在未开通沪宁城 皆准的指标 、 答案或策略 ， 人们必须总
—

’

际 前 ， 海 至 无锡 特快 歹 〗 车 需 运 行 结和探讨适合特定城市 自 身特点并切实
世 海低破城市的 交通与 土

至南京需运行 而沪宁 有利于城市可持续发展未来的途径 。 地使 用 模式 上 海城 市规 划
，

城 际 开 通 运 行后 ，
上 海至 无锡需 要 （ 》

至南京只需 。 同时 ， 由于 参考文献 （

士 ■ 、 ，

高铁站场用地规模较大 ， 对站场周边用

地影响也较 为复杂 ， 新髙铁站场的 建 丨
丨

巴黎 大 区 交通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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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 ， 往往位于城市的边缘 ， 这样虽然随 输和方式 间 转换 的挑战
丨

潘海喷 杜
丨 丨

弗 朗兹 巴朋 城市机动性的展望
丨

潘

着铁路的提速 ， 旅客在车 上所花时间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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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 人 六 人 丨 丨 加
学 出版社 ’

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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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占整 交通 丨仃 寸间 勺较小 比例 ，

（

这样一■个在城市边缘的大型综合枢纽的
丨

建设和铁路速度的提高对整个出行效率

提高的作用非常有限 ’ 相反改善已有位
丁 叩 丨

于市中心的交通枢 丑 ， 或多 丨 分散型的
丨 】

中 国城市科学研究会 咖年城市交通规

交通枢纽对提高交通运输的效率会起到 划年报
丨

史大的作用 。 （

【

结语

我 的快速城市化伴随着工业化 ， 丨

产业结构优化调整 ， 同时我们又面临环

境和资源的严重制约 。 多模式交通体系
，。 苏 亚历 山 大 鲁德涅娃 城市快速轨道 交

的建立有利于抑制在有限空间条件下小 通
丨

中 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交通所 ，

汽车的过度使用 ， 从而避免恶化城市的 中 国 城 市 规 划 设 计 研 究 院 情 报 所 ，

生活环境和造成城市蔓延 的恶性发展 。
译

如何建立包括步行和 自行车在内有效的
（

“

—

多模式交通体系 ’ 必须利用已娜交

通的发展条件 。 大型交通枢纽的建设在
丨

某些情况下有其合理性 ， 但需要从城市

发展的整体角度来研究 ， 如果与多模式
。

丨
潘海嘯 大都市地 区的快速 交通和城蜞发

交通嶋的建设脱节 ’ 与必不可或
展

丨 】
同济大学 出版社

机制协调脱节 ， 与枢纽的运行和维护脱
（

。
收稿 ：

节 ， 其对改善城市绿色交通竞争力的作 丨 修回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