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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慢行交通在我国的发展特征

1.1短距离出行首选

慢行交通以人为空间移动的动力, 平均出行速度低,步

行速度分布在 0.5-2.5m/s 之间 , 自行车出行速度一般在

10km/h；短距离出行采用慢行交通方式无需换乘,受道路条

件限制小,可以自由选择路径,在许多条件下慢行交通出行

更省时。

1.2为公交接驳

慢行交通是城市公共交通系统的主要接驳方式, 是机

动出行开始端和结束端的延伸。在欧洲等地,自行车驻车换

乘已成为公交发展的战略的重要构成。完善的慢行交通系

统在方便了非机动化交通出行的同时也提高了公共交通系

统的可达性,慢行交通系统与公交系统的结合,对于我国的

交通出行十分有利。现在我国一些城市已经在实行“公交 +

慢行”的出行模式了。

1.3节能环保

慢行交通不产生废气,噪音较机动车低,这非常适宜我

国的发展策略,也适合于全球的发展趋势。在能源日益紧缺

的今天,推行慢行交通是节能型交通发展模式的首选。

1.4适应老龄社会

我国老龄化人口众多,增长迅速,已经成为不可忽视的

社会问题。老龄人口在慢行交通使用者中占有很高的比例,

安全舒适的慢行环境是老龄人口日常生活的重要场所。

2慢行交通发展优势

2.1对使用者而言它是一种健康的出行方式

有研究表明, 慢行交通出行比例与肥胖比例有着很强

的相关性,根据欧美多国的数据分析显示,高慢行交通出行

比例的国家肥胖比例低。同时,慢行交通中,步行出行费用为

零,自行车除了很低的初始投入外增量投入几乎为零；此外,

慢行交通路线灵活,通勤率高,无拥堵成本。当然,由于慢行

交通依靠体力,容易受外界环境的影响,恶劣天气和路况等

都会影响到慢行出行。

2.2对社会而言它是绿色环保的出行方式

由于主要依靠人力(少量助动)进行城市空间交通转移,

与其他交通方式相比, 慢行交通基本不产生直接原油能源

消耗和二氧化碳排放；同时,由于它是一种独立的短距离出

行方式, 在中长距离出行中衔接机动化出行方式非常便利,

与公共交通间存在较强互补性、合作关系；当然,由于慢行

交通数量众多、分布广泛,增加了管理的难度。

3慢行交通发展意义

3.1步行对于人类自身和城市交通的重大意义

对于人类自身而言,步行区别了人和动物,解放了人的

双手,进而让双手的使用促进了人类大脑的进化,使人类的

文明成为可能。在现代化、机动化的时代,对于人们的日常

活动,步行的作用有所降低,但它仍然是几乎所有人与生俱

来的能力和成本最低、最环保和最现实可得的交通方式和

健身休闲方式。

放眼当今世界, 即使是一些高度机动化的国家和地区,

例如美国,尽管人们大部分的出行可以以车代步,但人们在

走出私人小汽车或者走向私人小汽车时, 也依然要依赖于

步行。在人们非通勤的出行中,例如商场购物、休闲、工作午

餐的出行,步行曾经是,现在是,将来也继续是最主要的交通

方式。在影响城市品质方面,按照简·雅各布斯的说法,人们

尤其是青少年们自由、安全和快乐地在街道上,而不单单是

在公园里行走、骑自行车、社交和嬉戏,是城市给他们的最

好礼物之一。我们也可以用城市里是否有这样的“礼物”作

为一个重要的指标,来衡量城市环境的品质。

3.2自行车对慢行交通以及公共交通的意义

自行车的出现, 改变了千百年来慢行等于步行的人类

历史,丰富了慢行交通的内容,有效地扩大了慢行交通的出

行半径。在各国各地区,自行车也成为仅次于步行的成本最

低、最环保和最现实的交通方式和健身休闲方式。在丹麦、

德国和荷兰等国, 我们甚至看到了和公共交通相互衔接配

合的自行车交通,完全可以适应现代城市形态,也能满足居

民在城市内部的绝大部分的出行需求。

3.3对于我们城市环境品质和尺度的影响与控制

今天,无论我们是在意大利的塞亚纳小城徜徉,还是在

中国的丽江古城、平遥古城漫步,我们都会感觉到这些城镇

的街道设计和城市尺度, 完全是以行人作为主要的考虑对

象。这样的城镇,让我们感到舒服和惬意。相反的,那些继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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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慢行交通系统”指的是把步行和自行车等慢速出行方式作为城市交通的主体,而除其对于交通带来的影响之外,

慢行这一理念对于城市公共生活、空间环境质量也有了更高程度的要求。因此,我们要正确深入地理解慢行交通,首先要理

清一些相关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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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纳、丽江、平遥之后,按照满足汽车交通的需求建立起来

的城市,例如休斯敦、巴西利亚、洛杉矶、达拉斯、堪培拉,让

我们离开小汽车就寸步难行, 也让我们经常想立即钻进车

子里。从纯粹满足交通需求的角度讲,这些城市也许是高效

的,但却很难让人感受到宜人、舒服和惬意。

现在,我们看到即使是洛杉矶这样的城市,也在“亡羊补

牢”,计划重新修建数千公里的慢行交通设施,来重新打造自

己的综合交通系统,来重新塑造自己城市的形象和品质。在

美国,从 1991年开始,一个包含慢行交通的有竞争力的综合

交通体系,也成为了联邦政府交通授权法,也就是该国的联

邦交通资金分配法里的最重要目标之一。纽约、波特兰、西

雅图、旧金山、波士顿……一个个美国城市也正在前所未有

地重新重视慢行交通,强化其环境品质。自行车、步行交通

从业人员学会、美洲自行车人联盟、国家促进自行车与步行

交通中心等,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成立的。

3.4减少交通拥堵、改善空气质量、降低人类对不可再

生的石油资源依赖

伦敦、纽约这两个长期处于世界顶端的城市,最近若干

年在力推的事情之一, 就是增强自行车和步行交通对市民

的吸引力,打造友好、安全和舒适的慢行交通之城。对它们

而言,这些举措不仅有减少城市交通拥堵、改善城市空气质

量的现实意义, 也对其树立一个担负社会责任的世界级大

城市的形象,有公关宣传和政治上的意义。对于这些城市的

普通市民、访客而言,他们也会因为更多地采用慢行交通方

式出行,从而促进身体健康并更加喜爱这些城市。哥伦比亚

波哥大前市长恩里克·帕纳洛沙在走遍世界许多城市之后,

也发出了感概：一个城市的交通系统是否先进、完善的标

准,是其能否让使用慢行交通的儿童安全、舒适地从城市的

任一点到另外一点。以伦敦、纽约等为代表的城市,或许正

在打造这样的先进、完善的交通系统。

4慢行交通体系的实施策略

4.1确定城市慢行交通体系的战略规划

政府要有发展慢行交通的意识, 确立慢行交通系统的

规划在整个城市规划中的重要地位。根据城市的未来发展

进行定位, 分析城市现行的空间网络布局及交通网络情况,

寻求多方面城市专家的建议,制定因地制宜的、科学的慢行

交通体系战略,为发展慢行交通作指导。

4.2对现行的自行车道和步行道等慢行交通体系进行

整修

一方面,要制定规范自行车道适用的规则,明确禁止机

动车在自行车道及步行道上行驶, 充分保证慢行交通的安

全环境,保护交通弱势群体的利益。同时要对自行车道和步

行道进行修复工程,这方面可以采用国外的作法,用明亮的

颜色充分标识,突出自行车道在城市交通中的作用。当然要

充分考虑慢行交通的开放和社交性的特点, 要注意景观的

设计。为自行车和步行爱好者提供舒适、令人愉快的环境。

4.3加强慢行交通与公交、地铁体系的衔接

慢行交通只是一种短距离的交通方式, 对于长距离则

需要依赖其他交通的帮助,如公交和地铁。因此要发展好慢

行交通系统,使之有效、可持续地发展,要建设和完善“自行

车 +公交”“自行车 +地铁”“步行 +公交”“步行 +地铁”整

个系统环节的有效连接。

4.4完善慢行交通的基础设施建设

如增加公交站点及枢纽、地铁、公园等公共场所自行车

停放点,改善自行车的停放条件,改善管理水平。公共自行车

租赁系统也要积极发展, 鼓励越来越多的人们参与到慢行

交通当中。

4.5加强环保节能观念的教育、宣传

通过上面的客观因素满足的同时, 要在整个社会提倡

自行车、步行的慢行交通方式。加强人们保护环境的意识,

树立生态、低碳的生活方式。将环境友好、节约能源塑造成

社会的主要价值观,让自行车和步行成为一种时尚,一种追

求。可以相仿国外政府官员和名人带头表率作用,从政府官

员阶层中开始流行,引领普通百姓参与。

5结语

慢行交通,就是把步行、自行车、公交车等慢速出行方

式作为城市交通的主体,有效解决快慢交通冲突、慢行主体

行路难等问题, 引导居民采用“步行 +公交”“自行车 +公

交”的出行方式来缓解交通拥堵现状,减少汽车尾气污染,从

而营造舒适、安全、便捷、清洁、宁静的城市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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