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迈向绿色交通的德国城市交通规划演进半
TOWARDS GREEN TRANSPORT：THE EVOLUTION OF URBAN TRANSPORT

PLANNlNG IN GERMANY

刘涟涟陆伟
LIU Lianlian；LU Wei

【摘要】德国通过建立“轨道交通一自行车一步

行”一体化的绿色交通系统，使得城市摆脱了依

赖于汽车的城市交通发展模式。本文在梳理和

回顾德国城市交通策略由便于汽车的城市交通规

划，到轨道交通可达的城市公共交通系统，再到

实现一体化绿色交通系统的发展历程，从中分析

并总结了德国城市中心在不同时代的交通规划策

略和特点。最后研究揭示出，城市如果要实现低

碳可持续发展，城市交通必须依赖于节约能源，

没有污染的绿色交通模式。

【关键词】绿色交通系统；城市交通规划；轨道

交通；德国

ABS l。RAC 1：Nowadays．German cities have

escaped from the car—city mode by establishing the

“rail·cycling—walking”green transport system．This

paper provides an overview for the development of

urban transport planning in Germany,from the car—

city to the rail—centred public transport，until to the

green transport system，and then analyzes planning

strategies and characters of the German urban

transport in different phases．It is suggests that city

traffic should be dominated by energy—efficient and

non—polluting traffic modes if the cities themselves

are to realize the sustainable and lOW—carbon

development．

KEYWORDS：green transport system；urban

transport planning；rail transport；Germany

德国是绿色交通的领先者， “轨道交通一

自行车一步行”一体化绿色交通系统已经取代过

去由汽车主导的出行交通．减少和降低了汽车交

通带来的负面影响，保障了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德国城市交通规划逐步实现绿色交通的发展经验

表明，建立环保的城市交通系统必须作为城市交

通规划的一个基本策略，这是节约资源、减少污

染、改善城市环境、提高生活品质的开端。

1 “便于汽车”的城市交通规划(1 945—

1 959)

“我们怀着巨大的忧虑面对着汽车的飞速发

展。美国城市清晰地展现给我们是私人汽车无约

束的蔓延，尽管所有的城市交通规划和措施都倾

向汽车交通，采用2至3层的立交桥，难以想象的

高费用．高消耗支出．城市交通仍旧没有改善，

特别是它的内城在交通上使人窒息。在高峰时

间，机动车的速度下降到步行者的速度。核心区

域已经遗失了许多原有的意义和用途。””1德国

城市交通专家对于这一时期德国仿效美国城市的

规划发出了以上的感叹。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恢复重建的艰难期间．

德国的城市规划者为发端于20世纪20年代的早期

城市规划概念所支配(图1)。理想的城市被认为

是广阔的、叶状的并带有清晰的内部结构”。．倾

向于美国的发展模式(美国郊区发展和小汽车交

通模式)所代表的通行自由概念。同时．许多德

国城市在二战的轰炸中被彻底破坏，为其重建道

路和街道网络提供了独一无二的可能性。庆幸的

是．在战后重建的许多案例中，多数城市坚持对

毁坏的历史老城的建筑以及街道网络的重建和修

复，致力于改善新旧部分的连接．而不是建设完

全的城市高速公路。二战中被破坏的有轨电车系

统．作为当时主要的基础设施得以恢复．并继续

承担着城市的客运交通。

20世纪50年代德国经济开始迅速恢复，私

人汽车交通的迅猛增长进～步推动了“便于私人

汽车交通“的城市规划城市高速公路和停车场

被最大限度扩张建设。这～时期，公共交通的重

要性下降。德国虽然没有像英国和法国那样几乎

完全清除了城市中的有轨电车网络，以公共汽车

完全取代之．而是继续保留维持当时的有轨电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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络但是却忽视7其现代化的进步有限的《输能

力维持着与私人汽车交通的搬弱竞争力一

如*￡∞年代汽车交通规模的增长压力E

经完全挤压7城市中，u的空间并T断地抢占更

多的城市空问储备 。与=战前相比大城市的

机动汽车数量E经增长5—6倍．这种发展速度对

于德国城市中。普遍秧窄的街道和广场E得更加

拥挤C即使战后规划B经适当拓宽了城市的交通空

间)■没有空间供停车和流动交通C目2P

便于汽车目选的城市规划造成7严重的后

果首先市中心地E由f交通堵塞而瘫痪第

=私人汽车交通堵塞妨碍7公共交通．园为它

使用着和私人汽车同样的道路空间影响7公共

交通的速度准时性因此降低7它的吸引力

第=受影响的城市E域也目此使步行者和许多

功能活动T可用市中。显i7负面发展的趋势

现象和零售m销售额T掣聊．

这一时期步行Ⅸ作为重要的现代城市设计

要素开始规划和实簏．最初主要在商业街尝试

将步行交通和汽车交通分离消减汽车交通对步

行者的胁实现商业街的步行化

2 “轨道交通可选。的城市公共交通发展
(I 960一I 979)

IⅡ化所引起的城市快速发展结果是城市

±地利月在空间±的分离”功能分离”’20世

纪5。年代德国城市规划理念在’绿色草地’±

f“I d日。一Weise。)建Ⅲ星城和新城使
得城市变得松散化20rE纪6。年代初^们开始反

g功能分离城市规划理念城市化和密度成为城

市规划讨论的热门话题与此同时汽车变通的

发展加速7居住和I作地点的分离人们从使用

公共交通转向私^交通为城市建设创造新的机

会同时也对城市造成7Pi损害。因此发

展新型公共变通I具建女密集的*#交通网

重新吸引人们目归公共变通被作为复兴城市i

问的主要策略．

早在20世纪50年代末在面对轮胎。还

是。轨道‘的城市公共交通方式的选择中德国

的城市交№专隶B经认识到公#汽车不能解决

市中。的交通目难．在城市中。交通方式T

是轨道或街道非此即镀而是轨道和街道并行

}悖在大城市没有轨道交通是行T通的根

据城市的规模私人机动车交通量和城市设计

的条件与规划意目来考虑轨道交通的空间*

置方式如有轨电车(st—er岫n I．am)地铁

(U-B札)高架轻轨fHochbahn}爱地T有轨电车
fu—s恤s曲加)等。．⋯1。

20世纪60年代中期德国政府着力＆对城市

”，19．器二勰嚣黑鬻豫淼需艘。：
*#t*-www b～edu．

急剧增长的交通拥堵I955年 (联邦德国的地

方交通问题)＆版．返本由德国城市和交通规划

专家所犏著的研究报告成为德国地方和中央政府

的城市交通指导原则它的主要思想和概念!今

依口适月．该报告认为简单地为帆动汽车制造

越来越多的空间是没有月的相反应该急需促

进公共盘通．在主要的大城市建议7 3种促m

方法：{1)鉴于私人汽车的增长需求调整城市

公路髓络C 2}促进。共交通系统．f 3)改兽交通

秩序和管理

私^汽车和公共交通系统之间的冲突中公#

交通《输的主要目难是有轨电车．因为汽车和有轨

电车使用同十道路必然有冲突这势B会影响

到公共文通的主要优势与特点目口速度守时

有规律和可靠性因此在这时期主要的目的

就是促使通勤者放弃自E的汽车改乖公共交

通t意味着必须提升公共《输技术和经济效

率．酴T总体改善2外——根据城市和％济的

结构不同的城市需求采取T同的文通方式．超

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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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3。i目民^口的城市应该拥有有轨电车并

H此作为范倒{市中o＆该将有轨电车部分地

转^地T． 些超过50月月民的城市首先应该

考虑建造轻轨系统其后逐步转变成快速轨道系

统对于郁B利用o#汽车是最台适的有轨

电车应该有自B的线路与其他变通方式分*9_．

1 962年11个城市{如科隆埃森杜塞

尔多夫法兰克福多特孽谁斯图加特汉

诺威不莱梅杜伊斯怕格等)决定建女轻轨※

统并考席随后被升缎☆地铁系统．它们的轻轨

系统都是由有轨电车系统转变i来首先是实现

轨道交通的市中心地T运行f圈3) 963年慕月

黑市决定制定个完整曲交通规划即建i包括

城郊抉轨列车CS-Bahn)地铁(U—Bahn}和有轨

电车(Tr种)的系统并在1 965年*始建设．

此后几个主要城市《如杜塞尔多夫慕尼

黑法兰克福斯目加特和曼海姆等)虢续*始

规划《设城郁快轨系统．幕月黑为7迎接奥林Ⅱ

克运动会的开幕城郊快轨在I972年n始旅客运

输．I 971年城郊1女轨系统开始在斯图加特火车站

建设1978年1 0月首次开通*!克镕的城*快

轨列车最早在1 978年开违多数t行在法兰克袒

的周围郊E．作为轨道交通的领先考慕尼g到

20世纪80年代初整个城市公共交通系统B经拥

有轨道543km⋯1目多数城市轻轨系统一样几

乎所有城市的城邦快轨系统都是在市中一。地f行

驶在市E之卦为地面行驶．

20世纪70年代期问许耋德国大城市B经引

雾7 ．中。．霉 I么

≯鞠．。__’
。一．，，乃，

魁
“8 3裟蕊1盘，誉：器盛：；黜。唑：!i：；
，*嚣等裟拳。

进7新的m代化轨道系统公共交通和私人汽车

的分离通过麓道或是自B单独的轨道．0#轨道

变通系统独i于道路交通m更目靠准时快

速总体±更具有吸引力自此o#变通的使

月量迅速1跃结果是降低T路上的汽车数量

ii出新公共变通系统相比私^汽车使用E经获

得了公盘广泛的认同⋯
德国公共交通作为太城市重要的功雏要幕蜡

终目E域规划和城市中。规划相结台．“快速轨

道交通为主导的公甚交遭系统的发展提高了城

市中心的目达性也为步行B在城市中心的大规

模扩张创造7B夏的条件在这时期德国城

m中。的步行化趁势a渐明显

3 快速轨道交通飞速发展期和有轨电车的

停运风波(1 980—1 999)

1 973 I 974年的石油危机使得德国经济＆

现停滞经济活力T降而能源价格±涨引起7城

市规划与建设的重大变化I 980年代需自用太

片±地的劳动密集型m务Ⅱ的增长期结束■新

技术的发展使得服务业更加依桢于其地理位i的

交通高度便利”1德国这十通过电缆连接的国

家””“商自城市更新新目住Ⅱ建设城市

生态化发展等一系列新问题．

20世纪80年代2后的20年间德国各个城市

不断扩建延伸轻孰和快轨的线路和胜务范目

逐步完善其交通目络在此期间慕月黑增建4

条地铁线路延伸线路长选75km．法!克福轻

轨系统第=和第=条线路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和

80年代中期*通．斯图加特i 981年*蜡扩建火车

站北部的城部快轨线路并继续完善市中。的地

T隧道轨道建设．在1 993年*通了到、机场的

城郊快轨2号线同时继续其轻轨系统的地T

隧道建设从1 987—2005年共建设II座隧道地

下轨道总长达到24km．

这一期间为了避免T女济的多种轨道变№

并，0状况快速轨道空遭的每班进步都催促着有

轨电车的停止运营．在地铁或轻轨不能Ⅲ盖的日

域更多的城市考虑月更方便快捷的*共汽车

取代有轨电车1980年代十期对于有轨电车是

舌有。要继续在城市中存在的争论达到7高潮

I 985年斯目加特月标准的轻轨系统完全替换7

老式有轨电车该市前最后一个有轨线路U．5}

2007年1 2月被轻轨列车取代．在i万^口“上的

Ⅲ堡"柏林随着快速轨道交通的建设拆除7

有轨电车．慕尼黑城市快速轨道变通运行后{

久有轨电车线路就逐步被俘《或是转变为旅*

线路在1 975—1 983年间共停tT7条有轨电车

线路的遘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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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90年1 0,9 3日东西德统．这E大

变革iI来7对城市规划未来的新展望20世纪

90年代的城市被重新定义为 文明 紧凑绿

色“推动建i种具有欧洲城市文化‘的

生态日持续发展模式这一时期柏韩重新规划

新的有轨电车线路并进行了升级改造这一

时期镕!克程政府拒绝7对’老城有轨电车线

路的废止法兰克福也最终保留7有轨电车

并决定在城市变通规划政策中将着手把有轨电车

作为连接城市轻轨的辅助交通方式这保护性

政策最终导致7城市公共交通政策的转变然

■由十党派政治的争论和对法兰克％变通联合

会的反对有差有轨电车发展的计划被全部推迟

到20世纪90年代束．慕尼黑政府则在20世纪80年

代末才*始重新认识到有轨电车的优点在20

世纪90年代初采用7新型的有轨电车从提建

和降噪等方面对其m行了全面技术更新．

在此期间伴随着快速轨道交通系统的进

步德国城市中心的步行E数量和规模增长迅

速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德国所有城市和几乎

全部超过5i^口的中等规模城镇都建立7中心

步行E哆

4一体化城市绿色交通体系(2000年以后

进A2I世纪之际德国许多城市在对未来

10一如年的长远期城市交通规划中继续促进和

加强步行一自行车一公共变通一体化绿色交

通系统的建设；解决鲋H除战后便于汽车交通的
城市建设所造成的问题与T利影响并提出了新

的城市交通理念德国B经转向符台城市±态

化人性化的城市变通策略．

⋯一体化的绿色交通系统

绿色变通CG reen Transgort}是种变通政

策新理念也被称为目持续交道f suminabI e

t|粕oorl】该理念U更节能节省空间体聪
康生活方式的交通系统取代长期以来以私人机

动车为主导的城市蛮通系统．这$语泛指对环

境影响小的各种交通方式”’．德国学者认为城市

交№可持续发展的原Ⅲ4是通过步行一自行车一

o#交通取代机动化的私^交№”“．德目。共

交通系统是以轨道交通为主导目此这里将

轨道变通一自行车步行称为体化绿色交

№系统

经过20世2的城市文通方式变革德国城市

以轨道变通为主体的公共变通和城市中心步行化

E经获得7E著的成}．相比之T自行车撖为

绿色交№系统的中间力量自行车交通的可达性

仍需要推进与加强扩建穿越市B的自行车交通

目络地方政府同国家铁路部门共同*展的租借

”2％-”车和“““””“
F镕4 GC琳olo。gn啪e印nw⋯rⅥ“I““g‘”1吨。¨“
f#}*．*}**f2009}。

自行车计划以殛骑自开车措载列车等一系列措

施E经在德国城市积极展开．2000自"2后自7

进步完善一体化绿色交通系统各个城市推行

了各种交通新举措：

是减少汽车变通对步行者和自行车交通的

阻碍．例如斯图加特新规划中对直H来的协

请机动化变通政策提出意Ⅲ将连渐减少取消

市中心的地面停车将停车限制在环城路2外

消除机动车主干道对步行和自行车穿越变通的阻

碍

=是提高。菇变通的i障碍服务品质促进

有轨电车发展斯目加特B经开蛄对城市轨道变

通车站进行改造更新将现存障碍的车站全面升

级为￡障碍车站．法兰克福决定继续延伸有轨电

车线路加强完善市B内的有轨电车系统建A．

三是蛤予公共变通自行车和步行交通以汽

车交通目等的重视程度．斯图加特和法兰克福*

始在市中心规划新的自行车道路网络在北威州

韵许多城市波恩科隆杜塞尔多夫等步行

和自行车道路网络和轨道交通的协同发展々^瞩

目它们B女获得7和汽车变通平等的道路使月

权f图4)同步行者和汽车分离的独立自行车道

路规划成为当前德国城市交通规划的重点

随着体化绿色交通系统的《步完善德

国城$公路±的私人汽车数量明显减少．§拣

20。8年德国是全世界汽车拥有■最高的国家私

人汽车拥有量C^w—DmteI达到7千人499辆。

但是调查显示在德国太城市I作日到城市中

心的通勤空通以公共交通系统为主．在慕月黑

人们去市中。的出行方式更倾向f轨道交通一自

行车一步行的一体化绿色变通方式＆例高达

B0％以上在中小城镇绿色交通方式的使月率

比例超过60掰“．仅在周末和节假日小汽车使

∞五辩钋引引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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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置略有增m通过体化的绿色交通系统德

国城市交通E经§本摆脱7对汽车变通的依鞍

i 2j解决汽车目迭城市文通规划的遗留

问题

首先20世纪50 60年代在市中心建设的城

市高集i交桥宽阔机动车十道和十字路口对城

市历史女化建筑鬻观环境祁步行者造成E大舳

影响成为城市±态化^性化发展的障碍为

此德国各城市E经着手制定新的规划荒暗U减

少消除这些障碍．

斯目加特在2006年的城市规划战略研究中

发现目前囤g市十。的城市环路4I作日高峰

期所澎成的交通负担在对市÷n的影响非常明

显同时对于步行者和骑自行车的^也造成7极

太影响此外在十宇路口形成沉重负担的轴线

交通被引导i地T导致多层交通结构的产生。

对此斯囤加特2006#,最新规划提＆从城市设计

t解决城市*路问题：将地i道路改诰*城市林

荫太道R挹隧道作为汽车道道m克服由于多弯

道多差车道的交通建筑造成的分离和障碍E

著改善交通耳境更适十步行者或自行车者穿越

”“2008年杜寒尔多夫的城市规划强调适f步

行者通行的城市改谴对詹威廉广场Ⅱ{Jan

Wel—Plat z)的太规模改造Ⅸ步拆除71 962

年建成的城市高架桥(图5}机动车改为地T隧

道通行原机动车干道将改造为适宜步行的Ⅸ

”嚣#2*缵”‰翟：麓”Lcm-pl“alz“b。pla“nne”d to+b。。

“8 5盅畿川ll cm6-P2““’ 2poed【e1⋯⋯m“”U
rban卵⋯””⋯

*#^*：}}￡“4 f*^4 www⋯"f de

器，鬈挈：愁。⋯。 黑。￡裂嚣璧z”oBe：翼：黧!!患，rlg⋯”0T⋯sDKc⋯c ¨E⋯⋯∞cc ⋯⋯⋯awf#^＆-舢眦qce Eu f#$*．www洲阱e eu

域R通行轻轨列车d2011年a里将m现一

十新的城市空间和广场实现交通噪音低空#

*染少易穿越的街道使^们获得一个适宜步

行的高品质空间(目6)EI5I,

(3)街道成为共享空间

传统的交通日惯和模式E目ii＆￡们的局

限性共享空间作为实现街道共享的一种新交通

理念自2004年到2008年在欧洲5个国家。的城市

实施E经引起全*界的#意

#辜i闻f Share Space Zone}在德§中§

共目使用的空间Cg日m—ns扪日enutzter R＆n)的意

思(目7) 它是在^性化活动整台的基础±建

i了系，4公共空间设计管理和目持续发展的

新原则这g没有传统的奎通杯识路标障碍

和人行道汽车驾驶者在共享窑问中成∞城市衬

会生活文化和历史的都分其行为f速度)如

目闰暇居民与步行者骑自行车者等变通参与者

#受到日常行为的约束”⋯

德目博姆特小镇(Bohmte)。做为先驱者首

先采纳这个共享空间理念2008年5月在十交

通繁忙的街E进行试验性尝试C圈8)．报据共享

i间的设计理念交通参与者在返个完尘没有交

№标m的B域内*须对自a和其他交通参与害

承担责任这个公#空问＆当对所有的交通参与

者Ⅱ放并促使汽车驾驶者在缓慢地行驶中。须

顾Ⅱ到步行者和骑自行车者．由此提高7这4

公#i间的停留品质也使得交通安全性得吼提
刊11

自该共享空问升放后一年对这一措施的效

果和影。自进行的评估调查Ⅱ示75％酌月民商

户和交通参与者对改造后的Ⅱ域表}满意不仅

减少7汽车噪音和i气日染该街B内的事故数

量明RT降增强7街B的停目质Ⅲ和目达性

§然这些地方实施共享空间至夸时间尚短目

都是小城镇对此的调±数据还T完全充分但

共享空间代表7城市交通规划的一种新趋势”“

各种交通方式在街道空间能够和}共处和

谐发展将是未来城市变№的理想目标．现在B

经有7十良好的*端．茹享空间也被认为是早

期变通安宁措施。的高级阶段

5结论与启示

目厩德国城市走向绿色交通系统的60多年口

史演变展m7城市规划策略与镕济社会发展相

适应的3个阶段演进历《德国在IⅡ化发达阶

段功能分离的城市规划m念倡导便十汽车交

a的城市文通策略为导向．步A后IⅡ社会

以轨道交通为主体的公共交遭系统得H迅速发

展．进^可持续发展时代城市经济与生态≈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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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衡发展的城市新理念．促进城市迈向一体化绿

色交通系统的新阶段。同时．德国城市交通规划

策略的演变，反过来又彻底改善了城市中心和整

个城市的环境，摆脱了美国式的以汽车交通为主

导的城市发展模式，使得德国城市展现出独特的

现代与历史相结合的城市风貌。德国城市交通规

划曲折发展的历史经验，归结起来就是：既不是

限制私人汽车的自由选择．也不是一味满足私人

交通而扩张地面道路与多层立交道路系统，而是

通过建立”轨道交通一白行车一步行“ 体化城

市绿色交通系统，提供多样化的交通方式选择，

从而遏制对汽车交通方式的单一依赖。

德国城市绿色交通系统的发展历程，对中

国城市交通规划策略转变提供了重要的启示。目

前中国正处于高速工业化，城市化发展阶段，以

私人汽车交通为主导的发展模式已经对城市环境

和人们生活造成严重的影响。同时，中国尚处于

轨道交通建设的初级阶段，借鉴德国城市交通规

划的历史经验．不仅可以确认现阶段实现由汽车

交通向轨道交通转变是促进公共交通可达性的首

要条件．而且有助于我国少走弯路，搭乘绿色的

“公共交通一自行车一步行“系统，顺利到达城

市交通可持续发展的高级阶段。

注释(Notes)

① “私人汽车交通对城市交通结构产生深刻影响，

机动化的私人交通与城市发展中面积的变化关系

被描述为‘交通螺旋线’，后来被冠以‘汽车恶

梦’达到顶峰”。参见Durth，Wemer：Entwjcklu唱s¨n『en

in Architektur und Staedtbau．BMBAU(3)：I 1-42．

②括号内字母系德国对若干轨道交通类型的缩写与

标识，下同。

③中国消费者拯救世界汽车工业，参考消息，2009-

ll一11：1 5

④比利时：奥斯坦德(Ostende)；丹麦：艾比(目by)；德

国：博姆特(Bohmte)；英格兰：萨福克(Suffolk)；

荷兰：埃门、弗里斯兰、哈伦(Emmen，Friesland，

Haren)。

⑤博姆特是德国下萨克森州奥斯纳布吕克地区的一

个市镇。

⑥德国的交通安宁措施主要是：限速5 0公里区

(Tempo 50-Zonen)和交通安宁区(Verkehrsberuhigte r

Bereic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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