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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规划视角的城市低碳交通建设路径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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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于规划视角的城市低碳交通建设，要通过低碳交通理念引导交通规划思路，构建低碳交通空间结构，发挥综合运
输体系的优势互补；通过低碳交通路网结构，建设合理的道路网密度、道路等级结构、分区优化公共交通系统，减少交通出

行；通过低碳交通道路设计建设绿色出行环境，发展碳汇林业。最终实现低碳交通的可持续、生态化发展，体现“以人为本”

的低碳交通理念。

［关键词］规划视角；低碳交通；建设路径

［中图分类号］ＴＵ９８４．１１５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４－１１７Ｘ（２０１３）０１－０００７－０５

ＯｎＰａｔｈｏｆＵｒｂａｎＬｏｗ－Ｃａｒｂｏｎ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ＢａｓｅｄｏｎｔｈｅＰｌａｎｎｉｎｇ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ＹＡＮＧＹｉｎｇ１，ＬＵＰｅｎｇ２

（１．Ｓｃｈｏｏｌｏｆ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ａｎｄＵｒｂａｎ＆ＲｕｒａｌＰｌａｎｎｉｎｇ，Ｈｕｎ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Ｚｈｕｚｈｏｕ，Ｈｕｎａｎ４１２００７，Ｃｈｉｎａ；
２．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ＣｅｎｔｅｒｏｆＧｌｏｂａｌＬｏｗ－ＣａｒｂｏｎＣｉｔｉｅｓ，Ｈｕｎ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Ｈｕｎａｎ，Ｚｈｕｚｈｏｕ４１２００７）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Ｉｎｏｒｄｅｒｔｏｒｅａｌｉｚｅａ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ａｎｄ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ｌｏｗ－ｃａｒｂｏｎ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ａｎｄｅｖｅｎｔｕａｌｌｙｒｅ
ｆｌｅｃｔｓｔｈｅ“ｐｅｏｐｌｅ－ｏｒｉｅｎｔｅｄ”ｃｏｎｃｅｐｔｏｆｌｏｗｃａｒｂｏｎ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ｓｏｍｅｍｅａｓｕｒｅｓｓｈｏｕｌｄｔａｋｅｉｎｔｏ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ａｔｉｏｎ，
ｓｕｃｈａｓ：ｅｘｐｌｏｒｉｎｇｔｈｅｂａｓｉｓｗａｙｓｏｆｌｏｗ－ｃａｒｂｏｎ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ｏｆｕｒｂａｎ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ｆｒｏｍｔｈｅ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ｏｆｔｒａｎｓｐｏｒ
ｔａｔｉｏｎｐｌａｎｎｉｎｇ；ｇｕｉｄｉｎｇ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ａｔｉｏｎｐｌａｎｎｉｎｇｉｄｅａｓｔｈｒｏｕｇｈｔｈｅｌｏｗ－ｃａｒｂｏｎ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ｃｏｎｃｅｐｔ；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ｓｐａｔｉａｌ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ｆｌｏｗｃａｒｂｏｎ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ｐｌａｙｉｎｇａｃｏ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ｒｙ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ｓｏｆａｎ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ｓｙｓｔｅｍ；ｃｏｎｓｔｒｕｃ
ｔｉｎｇｔｈｅｒｅａｓｏｎａｂｌｅｒｏａｄｎｅｔｗｏｒｋｄｅｎｓｉｔｙｒｏａｄｇｒａｄ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ａｎｄｐａｒｔｉｔｉｏｎｔｏｏｐｔｉｍｉｚｅｔｈｅｐｕｂｌｉｃ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ｓｙｓｔｅｍ
ａｎｄｔｏｒｅｄｕｃｅｔｒａｆｆｉｃｔｒｉｐｓｔｈｒｏｕｇｈｔｈｅｌｏｗｃａｒｂｏｎｒｏａｄｎｅｔｗｏｒｋ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ａｓｗｅｌｌａｓ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ｎｇｇｒｅｅｎｔｒａｖｅｌｅｎｖｉ
ｒｏｎｍｅｎｔｔｏｄｅｖｅｌｏｐｔｈｅｆｏｒｅｓｔｒｙｃａｒｂｏｎｓｉｎｋｓｔｈｒｏｕｇｈｔｈｅｌｏｗｃａｒｂｏｎ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ｒｏａｄｄｅｓｉｇｎ．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ｌｏｗ－ｃａｒｂｏｎ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ａｔｉｏｎｐｌａｎｎｉｎｇ，ｃｉｔｙｒｏａｄ，ｐａｔｈ

　　城市交通不仅能源消耗大，而且产生的ＣＯ２占
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３０％以上。因此，发展低碳交
通对于建设交通可持续发展尤为重要。我国人多地

少的国情不容许走粗放式发展道路，依靠加宽道路、

架设立体交通解决交通问题。学术界有关交通规划

方面的研究主要有道路交通体系［１］、道路交通与空

间［２－３］、道路交通与土地［４－５］道路交通布局［６］、道路

交通路网［７－８］、道路交通等级［９］、道路交通设计［１０］、

绿色交通［１１－１２］、交通措施制度［１３－１４］等。然而，从低

碳视角研究交通规划，从整体对低碳交通规划进行

系统论述的研究还存在缺失。本文立足于低碳交通

规划，从“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见图１）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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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低碳交通的重要因素进行系统地论述，旨在从

交通规划的层面寻求建设低碳交通的基础路径，推

动低碳交通、低碳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图１　城市道路低碳交通规划基础路径结构图

　　一　低碳交通规划理念

（一）交通规划思路

低碳交通规划的总体思路是：城市总体规划应

与交通规划同时进行，规划设计和管理审批部门之

间必须相互联系，建立协调合作的互动关系，在城

市总体规划编制中同步进行交通方案的规划和测

试，及时获取关于城市未来社会经济发展、城市用

地和交通规划等方面的基础资料；城市规划中的交

通体系规划必须根据城市的现状、条件、特点、定

位、发展目标、功能分区、产业布局等要素，从宏观

上分析社会经济与交通系统、城市规划与交通规

划、土地利用与交通道路的相互关系，使其在发展

规模、发展目标、发展战略等方面保持一致性、协调

性，实现自然资源与社会资源使用的合理性、高效

性；明确城市交通发展战略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

拟定交通基本政策、法令及实施建设路径和交通管

理体制，城市主要路网结构（纵、横、环、径）及对外

交通干道与快速干道的综合体系，制定主要交通用

地、交通走廊发展规划、主要交通方式；进而预测城

市近远期发展规模、水平、结构，特别是城市的经济

水平、产业结构、人口规模、就业岗位等，估算规划

期城市客货运输需求总数量、质量及主要流量分

布，交通规划体现区域差异性，在满足现有交通能

力的情况下必须考虑城市长远发展的需求。以低

碳交通理念引导交通规划，强化交通系统对城市空

间发展的影响和引导作用，建立系统、全面、详细的

交通规划思路，指导交通体系规划发展。

（二）土地空间结构

人口居住密度越高，公共交通服务效果越好，

出行碳排放越少，分散式、低密度的开发会使小汽

车增多。土地利用密度每增加１０％，家庭私车出行
将减少０．７％，土地混合利用以及步行导向的规划
会减少出行率和出行距离，显著增加公交出行比

例，［１５］因此，要实现土地资源的集约化利用，减少

出行率，降低交通带来的碳排放，就必须将土地空

间结构与道路交通规划结合起来综合考虑。

采用ＴＯＤ模式，以多中心、高密度进行土地开
发和空间布局，以高效率、大容量的公共交通运输

为主，使土地规划、空间规划与交通规划协调发展、

良性循环，引导城市空间结构紧凑而有序地发展，

创建集约型城市空间。首先，规划保证城市土地利

用适度混合，将居住用地与工作、休闲娱乐、公共服

务设施用地等混合布局，使居住、工作、学习、娱乐、

商业等行程距离平衡，可以实现在较短的通勤距离

内提供较多的方便性，以降低交通需求，减小出行

给交通带来的负荷及能源消耗，从根本上为低碳交

通、低碳社会打好坚强的基础。其次，利用道路将

城市空间结构划分为单中心、多中心、网络型等不

同类型，小城市可采用单中心和多中心结合的空间

布局形式；中型城市可采用多中心和网络型的空间

布局形式；大城市城市可采用以平衡居住与就业关

系的多中心网络型空间布局，根据需要进行交叉混

合，避免单一空间结构造成城市中心区交通拥挤。

再次，以公共交通走廊引导城市空间布局，如以“点

状”、“带状”、“环状”或其组合的交通走廊形成多

样的城市空间格局和空间形态，在合理利用土地的

基础上配合较高强度的土地开发，优先发展城市公

共交通。同时结合城市的交通现状，分析地区通道

容量，通过定性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研究城市

瓶颈地区交通需求和规模，为交通用地规划预留一

定的发展空间。最终通过交通规划提高土地利用

效益，构建能使交通需求均衡分布的紧凑型、网络

化城市空间形态，从源头上降低交通需求和交通出

行总量，减少碳排放。

（三）综合运输体系

优化交通运输规划体系，改善交通运输用能结

构，提高交通运输能源效率，大力推进综合运输枢

纽建设，积极发展多种联运方式，充分发挥一体化

运输的综合效率。从大的方面来看需要综合考虑

水路、公路、铁路、民航和管道等运输方式，建设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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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合理、分工协作、取长补短、有机结合、联结贯通

的综合交通体系，各种运输方式相互衔接、发挥组

合效率和整体优势。根据交通分区规划，针对不同

的交通分区，因地制宜采用不同交通运输方式、差

别化交通发展策略及相应规划指引，以提高交通规

划和管理工作的可操作性。从基础设施系统规划、

建设、维护、运营出发，从技术、管理、消费引导等方

面入手，充分发挥各种运输方式的技术经济特点，

从运输服务的提供方式和运输服务的消费模式等

全过程考虑，使土地占用最少、能源消耗最低、环境

污染最小，坚持统筹规划，合理布局，建设资源节约

型综合交通运输体系，［１６］构筑高效低耗、畅通便捷

的现代化城市综合交通体系，系统性地实现低碳

交通。

　　二　低碳交通路网结构

城市道路网是由时间和空间形成的一种资源，

任何交通个体的出行都会占用、消耗一定的时空资

源，不同交通个体（人或车）所消耗的时空资源不

同，根据道路网络时空资源总量及各种交通个体时

空资源消耗量推算路网总体容量，优化交通路网密

度、道路等级结构、交通路网划分、交通布局方式

等，实现土地资源与交通资源、经济效益和社会效

益最大化、最优化，从而实现低碳交通。

（一）道路网络密度

根据产业结构、人口规模、功能分区、交通流

量、交通模式等，结合城市地形地貌、气候特点，综

合考虑道路网密度、布局、功能划分，进行公交线

网、轨道交通线网、自行车通道、人行通道等的布局

规划。协调道路网布局与用地布局、道路网规模与

交通运输要求的关系，道路网络布局要与上位规

划、城市规划相适应，与城市规模、性质相结合，与

城市形态、地形地貌相协调。道路网密度过稀或过

密都会造成资源浪费、能耗过高、通达性降低等问

题。我国现行的《城市道路交通规划设计规范》

（ＧＢ５０２２０－９５）中规定：大、中城市道路网密度为
５．０～６．０ｋｍ／ｋｍ２，城市道路用地面积应占城市建
设用地面积的８％～１５％（人口在２００万以上的大
城市为 １５％ ～２０％），人均占有道路用地面积为
７～１５ｍ２。与国外发达城市相比较国内城市路网密
度严重不足，中国道路密度不到发达国家的４０％，

人均道路长度不足发达国家的５０％，中国千人汽车
保有量还不到发达国家最低水平的１０％［１７］，如伦

敦城市道路占总建设用地比例为２３．０％，纽约为
２４．１％，人均道路面积各为２６．９ｍ２和２８ｍ２。根据
各个城市特点，适当提高路网密度，合理选用路网

布置线位资源，少占或不占好地，确定合理的路线

走廊带和主要控制点，根据整体协同、交通分流、优

先服务等多项准则进行划分，优先选择能够最大限

度节约土地、集约型布局、保护耕地的方案，有效利

用土地资源，合理规划路网，充分发挥道路使用性

能，减少单位距离出行时间，在满足各类交通出行

需求的同时降低交通能耗。

（二）道路等级结构

城市道路网规划成“快速干道—主干道—次干

道—支路”合理的等级结构体系，其交叉口间距分

别宜为１５００－２５００ｍ、７００－１２００ｍ、３５０－５００ｍ、
１５０－２５０ｍ，同时要考虑城市中心区、市区、边缘区
之间的差别，中心区交通量大，道路网密度应较大，

市区中部较小，市区外围最小，从而保障城市道路

交通流由高一级道路向低一级道路有序疏散，或从

低一级道路向高一级道路有序汇集，使交通汇聚点

与干路系统形成过渡性连接；通过交通规划实现机

动车与非机动车、快速交通与慢速交通分流，使不

同出行距离交通相互分离，以疏解城市主干道交通

流量，增强城市次干道通行能力，提高城市道路通

达性，避免城市交通高度集中在主干道上而造成的

交通拥堵、一堵全堵；在满足各种功能交通要求的

同时形成快速与常速、交通性与生活性、机动车与

非机动车、车行与人行等不同的道路等级结构系

统，解决交通拥堵、等待所造成的能源浪费，实现节

能减碳。

（三）道路功能分区

利用交通规划进行城市功能分区，打破传统理

念上的绝对功能分区，树立相对功能分区理念，在

保证大功能分区合理的情况下将居住、办公、购物、

娱乐等日常生产、生活需求集中布局，避免城市规

模过度扩张及分区功能单一造成的交通流量过大。

通过公共交通走廊引导居住、产业、工作、商业等用

地的综合规划，公交站点与住宅区中心点之间的距

离控制在步行范围之内，通过紧凑开发，提高土地

以及基础设施的使用效率，平衡沿线各种建设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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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以公共交通枢纽引导居住区功能分区及布

局，促进公交网络与居住用地的相互适应、协调发

展，同时可以创造良好的交流、沟通环境场所，创造

多样化、充满活力的城市生活。城市公共活动空间

与公共设施布局在公交站点步行距离范围内，通过

适宜的城市步行空间设计，减少对小汽车的依赖。

强调混合型社区开发，提供多种类型、不同价格住

宅，邻里街坊内布置商店、服务业、中小学、公园、活

动中心，支持步行和公交主导的生活方式，引导社

区建设从外延式向内涵式转变，进一步减少小汽车

使用。

　　三　低碳交通道路设计

（一）道路分类设计

根据交通性、生活性、商业性、景观性等道路属

性考虑不同的交通设计方案，实现资源利用与交通

减碳的最优组合。车流量多、机动车道路宽、区域

间长距离的交通性道路，应采用自行车道和人行道

要求相对较低的两幅路。人车同优、车人较多的上

下班生活性道路，必须做到人车并重、人车分离、机

非分离、安全舒适、环境优美，宜采用人行道、自行

车道、机动车道分离的三幅路。以购物、娱乐、餐饮

和行人为主导、机动车为辅助的商业性道路，宜采

用以公交和人行为主的两幅路或三幅路，设置港湾

式公交车站。以休闲、休憩、娱乐、游玩为主的景观

性道路宜采用以人行为主、自行车和公交为辅的两

幅路或四幅路，强调沿线景观环境（见图２）。
（二）绿色交通方式

道路设计应该尽可能创造以步行、自行车、公

共交通为主的绿色低碳交通空间，发展低能耗、低

排放、可持续的低碳出行方式，提高绿色交通方式

在城市交通系统中的比重。

步行和自行车是零能耗、最低碳、最绿色的出

行方式，步行距离控制在１．５ｋｍ内，自行车在４～６
ｋｍ的出行范围内，尽量使居民出行距离处于步行、
自行车范围内，鼓励非机动车出行以降低城市交通

能耗和碳排放。道路设计首先要重视步行及自行

车交通方式道路资源配置，加强便民步道、自行车

道建设，结合道路、广场、水系、绿化等开放空间形

成富有人性化的步行和自行车专用车道，通过道路

铺装、小品塑造及绿化装点改善城市慢行空间，提

供良好的步行环境；在设计细节方面要考虑人行

道、人行横道、天桥、地道、步行街区、步行广场等步

行系统的“人性化”设计，创造人车分离、机非分离、

安全便捷、舒适健康的绿色交通空间，引导人的出

行方式向低碳化转变。

图２　两幅路、三幅路、四幅路横断面

图３　２０００～２０１０年中国与世界汽车产量

积极发展城市公共交通体系建设。在城市交

通系统中，不同的交通工具其能源单耗不同。以公

共汽车为基准，自行车、快速公交有轨电车、轻轨、

地铁、无轨电车、摩托车、小汽车的能源单耗分别为

０、０．３、０．４、０．５、０．８、５．６、８．１。［１８］可见小汽车能耗
最大，公共交通能耗最小，而中国民用汽车拥有量

２０００～２０１０年增加了３．８５倍，年均增长２１．８２％（见
图３）。因此优先发展公共交通，构建多层次、一体
化公共交通系统是缓解城市交通拥堵、能源集约化

利用、实现低碳交通的有效方式之一。大城市建立

以大容量公交（轨道交通和快速公交系统）为骨架、

常规公交及其他公交模式为补充的多层次公共交

通体系；中等城市以快速公交和常规公交为主，在

部分客流较大的走廊实施公交专用道；大中城市支

路及小城市，完善步行条件，改善自行车专用设施，

建立以人为本的出行环境。［１９］调高、调优公共交通

资源结构，设置灵活方便的公交路线，提高公交覆

盖、服务面积，通过多种交通换乘方式提高公共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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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站点服务半径，实现多种交通方式零距离换乘，

提高公共交通整体运营效益和便捷性，引导公众向

绿色交通方式转变。

（三）交通碳汇林业

道路绿化不仅是美化环境的重要手段，而且具

有吸收二氧化碳、有害物质及净化空气、防减噪声、

调节气候、遮阳降温等多种功能。综合分析道路绿

地植物群落结构配置，在垂直结构上形成多层次绿

化景观，发挥乔木、灌木、花卉、地被植物及攀援植

物等的复层绿化，使绿化在平面和竖向两个坐标更

加丰富，通过绿化设计发挥植物群落的生态功

能。［２０］优化植物群落结构，主干道选择枝叶繁茂的

乔木植物以滞尘、减噪，次干道可选择乔木、灌木、

花卉多种植物；结合道路绿化带、水系景观绿化廊、

城市公共绿地、附属绿地等构建绿色空间网络和慢

行系统生态廊道；充分利用分车绿带、路侧绿带、交

通岛和立交桥绿地、广场绿地、停车场绿地、以及道

路用地范围内边角绿化；有效利用土地资源的同时

适当加宽绿化带，采用双行、多行植物复合式配置

的混交模式，发展片林种植，建立能够改善城市小

气候的植物群落，通过发展交通碳汇林业有效改善

城市环境，提高生活质量。

总而言之，科学合理、因地制宜、因境而变、与

时俱进的交通规划是低碳交通的前提和基础，因此

必须树立低碳交通规划理念，从宏观层面上引导交

通规划走向低碳，通过中观层面合理的道路网密

度、道路等级结构、道路功能分区规划，在微观层面

进行道路分类设计，创建绿色交通通道，发展交通

碳汇林业，建立以公共交通、自行车、步行为主的交

通导向，通畅便捷、高效低耗、集约发展的交通能

力，综合科学技术与艺术设计的优势，使交通规划

为城市低碳交通发展奠定良好、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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