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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绿色交通系统的德国城市环保交通管理策略

刘涟涟 陆 伟 蔡 军 (大连理工大学建筑与艺术学院，辽宁大连，116024)

【擒要】以绿色交通为主导的城市环保变通管理是德国城市得以可持续发展的一十重要策略。环保变通管理包括：优先发展

公共变通，区域化交通安宁，促进自行丰发展，汽车停车管理等一系列措施。研究揭示出环保变通管理对于德国城市拯脱汽

车变通依般的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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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已经无法忍受

由于汽车增长带来的交通拥挤，及其所造成的其他

负面影响：安全事故、热岛效应、空气和噪音污染。

他们将这些负面影响归咎于对汽车交通模式的长

期依赖，导致资源的不可持续。今天的德国，过去

由汽车承担的交通出行已经逐步被步行、白行车和

轨道交通一体化的绿色交通所代替。德国通过一

系列城市环保交通管理策略促进了绿色交通方式

的使用，达到有效减少私人机动车使用率，降低碳

排放，控制私人汽车交通蔓延的目的。从而保障了

城市、经济、环境的可持续发展，使得德国城市展现

出人性化、生态化的面貌。

l 德国城市绿色交通系统结构

绿色交通(Green Transport)是一种交通政策新

理念，也被称为可持续交通(Sustainable transport)。

该理念是通过更节能、节省空间、体现健康生活方

式的交通方式取代长期以来私人机动车为主导的

城市交通系统。这一术语泛指对环境影响小的各

种交通模式。w

从空间使用效率来看，汽车比其他交通方式需

要更多的土地面积。汽车需要面积是步行的30倍，

是自行车的10倍，是轨道交通的25—30倍(图

1)。”1从运载容量来看，同样时间和道路，私人汽车

可搭载的客运人数仅有2000人，相比使用轨道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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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步行和白行车的客流量有巨大差距(图2)⋯。

显然。以私人汽车为主导的城市和交通规划是以牺

牲其他城市公共空间(绿地、文化、娱乐等)为代价，

是不可持续和非常危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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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交通要实现环境保护的目的，必须转向低

碳的绿色交通模式：轨道交通、公共汽车、自行车和

步行。轨道交通系统是德国公共交通系统的核心，

德国也被称为“通过电缆连接的国家”。2007年，德

国铁路部门调查研究显示，轨道交通是唯一降低

CO，排放的交通方式(图3)。”1根据服务范围和功

效，德国轨道交通系统结构如下：城际间的长途客

运轨道交通系统是由高速列车(ICE)和区间列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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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gionalbahn)构成，短途客运轨道交通由城郊快 轨、地铁、轻轨和有轨电车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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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德国乌珀塔尔气候、环境、能源研究所

(Wuppertal Institut fiir Klima，Umwelt，Energie)预

测，通过鼓励轨道和公共汽车系统，汽车交通将能

够减少一半”·。降低汽车使用，减少汽车占领的空

间，解决汽车交通环境危机，是城市可持续发展的

根本。因此。德国城市绿色交通系统，是将“步行一

自行车一轨道交通”作为更节能、节省空间、体现健

康生活方式的一体化可持续交通系统。

2环保交通管理理念与措施

20世纪80年代，德国联邦城镇规划、交通和环

境部3个部门共同实施一项联合计划，即大范围的

推行环境保护交通管理(Environmental Traffic

Management)策略。这一策略的目的是将交通和地

区规划结合，促进改善交通安全；不依赖私人汽车

出行；保障安全的近距离日常生活；地区环境保护。

该计划要求对交通安全与出行需求、城市发展以及

环境保护等方面给予同等发展权利。”1并强调将步

行、自行车和公共交通联合发展，进一步优化绿色

交通系统的可达性。以此取代汽车交通。因此，德

国的环境交通管理策略是以促进一体化绿色交通

系统发展为主导，实现摆脱对机动车交通依赖与危

害的城市交通可持续发展．促进城市迈向人性化、

生态化城市的重要策略。

基于以上理念，德国制定了一系列有利于环境

保护的交通管理策略(表1)。这些策略与措施主要

是针对某一种交通方式，但制定的原则体现了共同

合作与相互协助。

裹I 蕾目城市环保查通策略与措施

环保交通策略 主要措施

优先发屉轨道交通为主的公 可达性；准时、便利与舒适性；无

共变通系统 障碍设计

促进自行车与公共交通系统 B+R方式；自行车搭乘公交：电

的结合 话租借自行车

城市中心的步行化

优化汽车交通使用

城市中心步行区；区域化的交通

安宁区；共享空间

P+R方式；停车系统导向；汽车
共享：低排放环保区：

2．1 优先发展轨道交通为主的公共史通系统

优先发展轨道交通主导的公共交道策略。必须

在管理措施上使公共交通系统服务比私人汽车交

通更为便捷、舒适和准时，才对市民更具有吸引力。

这主要体现在城市公共短途客运交通网络系统规

划，站点规划，车站与车辆设计、票务管理与交通运

行管理等方面。

——德国城市公共短途客运交通系统规划，其总

体概念建立在轨道交通系统和公共汽车线路整体网

络结合之上。首先城市轨道交通系统是与其区域化

城市发展模式相匹配的。大城市区域内部市镇相互

联系主要依靠城郊快轨(S-Bahn)。城郊快轨以主要

城市为核心，向城市郊区和其他市镇区域放射状延

伸，建立核心城市区域与周边郊区市镇的便捷联系。

市区内部公共交通联系主要通过地铁或轻轨、有轨电

车交通网络实现。其中，城郊快轨同长途区域列车

(RE)均归属德国国家铁路统一管理，而其他的短途

轨道系统，地铁(U—bahn)、轻轨(Stadtbahn)和有轨电

车(Tram)同公共汽车一样归属城市地方交通联盟管

理。公共汽车线路，首先提供远于市中心的不同轨道

交通之间的切线连接(辅助的功能)，再次是服务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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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郊快轨、地铁或轻轨终点站的郊区联系(起到分发

和供给作用)。在郊区，公共汽车交通相比使用轻轨

和有轨电车更经济和有效。

——在站点规划方面，德国公共短途客运交通

系统(城郊快轨、地铁或轻轨，公共汽车)核心转换

站集中在城市中心(火车总站及老城中心)，以提高

城市中心的可达性。并建立多种交通方式之间便

捷的转换。不同轨道线路、不同轨道交通方式，轨

道交通方式同公共汽车、自行车、步行等其他交通

方式相互之间要考虑近便的转换路径和方式”1。

通过将公共交通站、停车场、自行车存放区统一规

划和设置，促进相互之问的方便换乘，提高了公共

交通的使用率。

——在车站车辆设计方面，德国建立了无障碍

的公共交通规划指导方针，将车辆与车站的无障碍

设计作为德国城市交通规划的重要目标。例如，联

系轨道交通车站的天桥或地道．通常配备自动扶

梯、电梯和坡道等车站无障碍设计的必要辅助设

施。站台高度要求同轨道交通车辆出入口踏板高

度一致，以保证车辆和站台之间无高差。公共汽车

则可倾斜角度，接近地面，便于行动不便的乘客上

下。在弗赖堡市90％的车站为无障碍车站。德国

还具有一套统一、简洁而高效的公共短途交通标识

规范系统，将城郊快轨(S)、地铁和轻轨(U)。有轨

电车和公共汽车(H)，以三个鲜明的字母标识标明，

设置在车站或地下通道口，便于乘客识别和搭乘。

——在车票系统方面，采取了多种公共短途客

运交通方式的票务统一规划。城市根据不同的区

域范围、时间，以及人群种类制定了一整套完善而

便利的票务系统。地铁、轻轨以及有轨电车、公共

汽车采用共同的电子票务系统。一张票可以乘坐

不同的交通工具，方便了市民在不同交通方式之间

的换乘。并通过天票、周票和周末票等优惠票务措

施，实现了德国境内跨区域的公共交通合作，使得

人们在城市之间活动，使用公共交通更加便捷，促

进了人们使用公共交通出行。

——在交通运行管理方面，德国城市短途公共

交通系统同长途交通一样，具有准确的运行时刻

表。通过城市交通网站，可以查询到从出发地到目

的地的预计出发(抵达)时间内可选择车次、路线和

抵达(出发)时间。看表出门乘车是德国人独具的

出行习惯。交通系统的准时性也反映了城市交通

的畅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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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自行车与公共交通的结合

自20世纪70年代后期，随着环保理念的兴起，

自行车在德国重新得到重视。20世纪80年代中后

期，德国联邦政府将自行车作为公共交通和步行的

联系工具，实现步行、自行车和公共交通整合发展。

其中，自行车和公共交通的结合发展成为主要目

标。经过长期的实践。自行车和公共交通组合方式

有以下三种”J：

(1)“骑自行车转乘公共交通”(B+R：Bike．

and-ride)。骑自行车到达公共交通站，将自行车留

在原地，搭乘公共交通工具到达最终目的地。重点

在于自行车的停放地点及安全性。自行车停车设

施应靠近车站，便于人们转乘公共交通(图4)。

圈4 B+R方式．皇行车停车设施‘近轻轨／快孰

车站．斯田加特l资辩来蠢：作者拍摄l

(2)电话租借自行车(Call a Bike“fix”)。。乘客

步行或开车到达第一个车站。离开车站，想使用自

行车抵达最后的目的地。租借系统一般设置在火

车站和公共交通终站点附近。

(3)自行车搭乘列车(mit dem Fahrrad in

Bahn)。使用自行车到达和离开公共交通站。目

前，除高速列车(ICE)之外，其他城市轨道交通方

式：包括城市区域间的短途火车(RE)，地铁、轻轨和

有轨电车及公共汽车都可以搭载自行车。在长途

列车和城郊列车设置有专门的搭载车厢，但是在工

作日高峰期间和夏季休假期间对自行车搭载有相

应的限制(图5)。

自行车交通的复兴，对提高公共交通的吸引

力．对降低汽车的使用率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2．3城市的步行化

(1)城市中心步行区

步行区作为德国城市规划的重要策略，在城市

中心广泛实施。通过步行区规划，实现城市步行者

。交通可达的市中心”；步行作为“城市生活方式”，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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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s 市民报鬻自行车秉坐区域列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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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作为城市规划摆脱汽车导向趋势的结果，从而

实现“城市的再发现””1。1976年10月，联邦交通

部颁布通过了德国各城市的街道交通法规(SNO：

Strassenverkehrsordnung)，确立了步行区的标识和规

定“⋯。今天，德国几乎每个城市中心和副中心都拥

有步行区，步行区网络范围包括城市街道、广场、庭

院、通道、河岸等，部分步行区长度达到8一lOkm。

步行区为城市中心提供了新的发展机会，改善了居

民逗留和居住的环境，为城市生活的多功能混合

(购物、文化、娱乐和居住)创造了条件。

(2)区域化交通安宁

德国的交通安宁区措施始于20世纪60年代城

市中心的步行化发展，1988年开始在德国各城市推

广。交通安宁措施的基本原则是优先考虑步行者

的通行，通过控制机动车速度，保证步行者的安全，

由此降低机动车所引起的噪音和空气污染对人和

环境的影响。

同荷兰的庭园式道路(Woonerven)模式相比，德

国在实践中简化了交通安宁措施，主要直接通过限速

和交通标识牌。以标明交通安宁区。德国的交通安宁

措施有两种方式：限速30公里区(Tempo-30．Zonen)

和交通安宁区(Verkehrsberuhigter Bereiche)。交通安

宁措施为解决市民和汽车使用者之间的冲突。最初应

用在住宅区，后逐渐在城市中心的商业区实施。

在德国住宅区，交通安宁区(Z 325／326 StVO)标

识街道又被称为“游戏街道(SpielstraBe)”(图6)，在

此区域，包括步行者、自行车和汽车所有的交通参与

者在这里拥有同等的交通权利。但是汽车驾驶者要

照顾步行者、自行车者以及玩耍的儿童。须以步行速

度行驶。在弗莱堡。90％居民都生活在交通安宁区。

目前，在一些小城镇推行的共享空间(Share．Space．

Zone)被视为交通安宁措施的高级阶段。””

2．4优化汽车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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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宁区(瓷料来曩：City of胁m“*J

(1)城市环路、停车楼与P+R方式

20世纪60年代，德国城市普遍采取的手段是

围绕老城建立了城市环路，设置停车设施，采取“停

车搭乘公共交通的方式(P+R)”，以限制并减少汽

车穿越城市中心。在当时，这些举措对降低城市中

心的机动车交通压力，改善城市环境起到了积极作

用。今天，随着绿色交通系统的进步，进出市中心

的私人汽车量的减少，现存的城市环路、停车场、高

架立交桥、宽阔机动车干道与十字路口对城市历史

文化建筑、景观环境和步行者形成了阻碍。为此，

许多城市开始拆除高架桥，减少汽车的道路使用面

积，使得道路更适于步行者或自行车者穿越。。停

车转乘公共交通”正由“自行车转乘公共交通(B+

R)”这种更环保的方式取代。

(2)停车管理系统

对于减少不必要的私人汽车交通在市中心最有

效的促进方式是停车的管理。在城市停车位供给部

门的合作下，德国城市建立了先进的停车导航系统，

对于来访者停车的需求，通过城市公共服务网站的实

时停车信息和城市中心道路上的停车电子显示牌，提

供停车设施处的停车位数据。街边停车，则利用自动

停车服务系统根据停车时间长短进行收费。通过交

通安宁措施，以及适当的停车管理，城市街道可以使

步行者和汽车获得平等的空间使用权。

(3)汽车共享(Car Sharing)

汽车共享作为机动车交通的公共组织方式，是

一种更具成本效益、灵活、方便、环保的汽车使用方

式，也是对绿色交通系统的一个补充。“23汽车共享

该措施为那些在需要时才使用私人汽车的人提供

了适当的选择。该措施实施十年间，德国共享汽车

和使用者的数量都增长了1倍多。汽车共享在提供

机动运输需要的同时，也尽可能地减少对环境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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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其显著效果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成本效益：平均而言．一辆汽车大约有23个小

时是空置的，相当于将城市宝贵的土地封锁空置一

天。因此。汽车共享即通过一个组织，可以让更多

人使用l辆汽车。人们支付费用只需使用汽车，汽

车共享提供车辆、维修、保险、燃油等全套服务。汽

车共享者共同分摊了这些固定费用。

灵活：根据使用目的，选择所需要的车型。汽

车共享通常位于居住区附近，通过电话或互联网预

订，在预订地点取车，并预留车位，回来时不必浪费

时间寻找车位。

方便：汽车共享供应商提供了维修、清洁、保

险、维修，甚至停车场，使用者只需使用。

环保：一辆共享汽车能够替代4一10辆私人汽

车。作为降低碳排放的有效措施，根据瑞士的研究

评估，每个汽车共享使用者相比假设情况下的非汽

车共享使用者，少释放209kg的cO：。““

(4)低排放环境保护区(Umweltzone)

为了保持城市空气的洁净和控制空气污染，德

国率先提出了低排放环境保护区策略。即划定一

定区域。首先是在市区范围内。，限制高污染、尾气排

放不达标的私人汽车和货车通行。保护区共设定

了4个环保标准。政策实施初期阶段，允许红色第

2级别以上的车辆在德国所有环保区通行。2008年

起．德国有30多个城市建立了低排放环保区。。对

柏林市的环保区调查显示。在第2级别环保区实施

一年后，柴油发动机煤烟排放已经下降24％。CO：

排放下降大约14％。每年的空气中将减少大约63t

的柴油煤烟颗粒，960t的CO：。“”2010年，柏林市中

心区实现高标准排放限制的绿色环保区。此外，德

国联邦交通、建设与住宅部制定了汽车税收奖励体

系，对购买有利于环保的低排放、高燃效汽车的用

户提供政策鼓励。““

3城市环保交通策略的作用

3．1 私人汽车使用率与拥有量减少

在舒适、便利、快捷和准时的德国公共交通体系

支持下，城市中心步行区和密集的自行车交通网络，

为德国的城市中心创造了良好可达性，使得出行者逐

步减少对私人汽车的使用。20世纪80年代以来，德

国城市公路上的私人汽车数量明显减少。1983年德

国有超过65％的家庭拥有一辆汽车，但是一天只有

少于三分之一的成员使用汽车⋯1。20世纪90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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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德国的私人轿车拥有量依旧上升，西南部富裕

的巴登-符腾堡州(Baden-Wttrttember)私人汽车拥有

量(Pkw—Dichte)。达到了638辆／每1000成人．但是

该州的三个城市，斯图加特(529 ti／l000成人)、海德

堡(4ll辆／1000成人)“”和弗莱堡(408 ti／looo成

人)””的私人汽车拥有量均低于该州私人汽车拥有

量的平均水平。原因在于。这三个城市拥有大范围的

步行区和高效的公共交通系统，其中海德堡和弗莱堡

市的自行车交通网络发达。

3．2居民出行交通方式的改变

随着“步行一自行车一公共交通”一体化绿色

交通系统的成熟，德国市民减少了对于私人汽车交

通出行方式的依赖。根据蒙海姆教授在2003年对

6个案例城市。的调查显示⋯(图7)，公共交通、步
行和自行车交通已经成为德国市民出行的主要交

通方式。公共交通成为进出市中心的首要出行选

择。特别是在那些公共交通系统发达的大城市，如

慕尼黑，70％居民出行使用公共交通，仅18％选择

开车，绿色交通使用综合比例超过80％。在中小城

市．步行比例要远高于大城市，其中，吕贝克市步行

交通比例超过了30％，绿色交通使用比例总和也超

过了60％一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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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7■目6鹰城市居民刭市中心的

交通方式【赉料寨谭：●考立■20)

3．3城市交通碳排放量的减少

自1990年开始，德国的碳排放量逐年递减。道

路交通的碳排放量占整个交通排放的85％。其中私

人汽车占到了60％。【2”因此私人汽车对于降低碳

排放具有重要的意义。由于国内汽车消费量下降，

以及燃油价格和经济等因素的综合影响，1999年，

来自交通的碳排放量达到最高的21％，到2007年，

下降到18．1％【2”。

4结论

德国城市环保交通策略的成功经验表明，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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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不可能依赖于单一的交通模式，它倡导的是多

种交通方式相协调、整合式的交通合作发展模式。

其中以一体化绿色交通系统为基础，通过区域化交

通安宁区，自行车同公共交通结合使用，以及汽车

共享等先进理念对城市交通可持续发展产生了深

远影响，德国走出了一条独特的绿色环保城市交通

发展模式。德国的环保交通管理策略虽然产生于

其城市交通发展的实践中，但对于各国城市交通建

设具有普适价值，是当代城市交通规划的新方向、

新理念、新内容。其内容与特点主要是：

——它强调以轨道交通作为公共交通系统的主

导，并把自行车交通、个人步行方式纳入城市交通系

统之中，促进在城市交通规划与建设实践中实现“公

共交通一自行车一步行”一体化绿色交通模式。

——它强调以人为本，倡导有助于人们健康生活

的绿色交通的主导作用，但同时尊重每个人出行方式

的自由选择，并不排斥人们使用私人汽车出行，因此

是一种建立在社会公众自觉自愿基础上的人性化交

通管理策略。

——它强调城市交通系统的可持续性，由于轨道

交通、自行车和步行一体化的交通构成，其节约能源、

减少污染当为绿色交通系统应有之义，因而是一种适

应步行化、生态化城市发展的生态化交通管理。

交通环境日渐恶化的中国大城市，要改善城市环

境，实现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当务之急是摆脱汽车交通

的束缚，大量减少汽车的数量，才有可能实现一个具有

更好的可达性、适宜环境和充满活力的城市。环保的

绿色交通系统，低交通量和高生活品质的人性化城市

发展模式必将取代高消耗、高费用的汽车城市。△

【注释】

①详情见http：llwww．callabike—interaktiv．de．

②巴登符腾堡州(Baden-Wueterburg)的多数城市，北威州

(Nordrbein—Wesffalen)大部分城市均设定了低碳环保区。

③Pkw-Dichte：德国每1000成年居民的人均拥有机动车数量。信息

详见http：／／statistik．baden·wuerttemberg．de．

④6个城市的居民数量(以调查时间为准)：奥格斯堡(Augsburg)

275．000，雷根斯堡(Regensburg)142．000，吕贝克(Lflbeck)

217．000，不来梅(Bremen)540．000。纽伦堡(NUmbers)490．000。

慕尼黑(Milnchen)：12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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