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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城市道路交通规划是现代城市建设和发展的重要内容,也是城市公共基础设施完善的必要手段。城市道路的通达性对于城市交通的畅

通性和通行效率有着严重的影响,合理的规划城市快速路、主干路、支路是建设城市交道路网络的基础,有助于提升城市交通的通行效率,优化

居民交通出行的路线。本文就来探讨城市道路交通规划相关的内容,为我国城市交通的规划建设提供一点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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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城市交通规划内涵 

城市道路交通规划是指政府根据城市发展的需求和人流的动态方向

尽可能合理的规划的道路,以供人们日常出现的方便。一般,城市人流密集

处城市道路交通网络较为发达,畅通性较好,而偏远或人流较少的地区道

路交通稀少。因此,城市道路交通规划是根据城市的建设发展需求以及城

市的土地资源而设计的。此外,政府的资金、执政人员的行政能力也会影

响城市道路交通的规划。 

2 城市道路交通规划建设措施 

2.1与城市改建相互协调 

虽然城市道路交通规划建设针对的是道路,但也不能将其孤立,要立

足城市发展情况,和城市改建建立密切联系,基于城市整体建设发展规划

制定道路交通规划。换言之,在规划城市道路交通时应按照城市的改造建

设方案进行统筹考虑,在满足城市改建需求的同时适应道路交通需要,促

进两者的协调,提升道路交通规划建设的有效性。例如在城市道路网络规

划中开辟新的道路时应考虑线型走向和沿线景观,尽可能避开已经建成的

半永久性、永久性建筑,有效保护宗教建筑、文化古迹等；充分考虑旧城

道路的现状,充分利用、合理改造,既有远见又不盲目扩建,促使新建区域

和扩建区域的道路交通网络很好地衔接旧城区现有的道路；想办法破解旧

城区一些道路交通网络的瓶颈,在改建环节反映城市的历史与文化传统,

兼顾展现民族风貌,保护好有保存价值的街道、建筑等。 

2.2渗透可持续发展理念 

随着城市人口压力越来越大,土地资源紧缺问题日益普遍,很多城市

的自然环境资源和道路交通规划建设出现大大小小的矛盾,应尽量使用现

有土地资源,采取修缮、增加支路、拓宽干道等方式缓解交通拥堵。所以

在制定城市道路交通规划时不能为了短期利益一味选择近期规划,要站在

历史高度看问题,注重城市的可持续发展。例如在城市道路交通规划建设

中务必要体现战略的稳定性、远期性,考虑土地利用和道路交通的适应性,

通过大容量公交或轨道交通支撑城市扩展空间,发展外围中心,弱化道路

交通建设的盲目性,减小冗余度；加强常规公交的发展,提升其广度和深度,

全力支持公交系统的建设与发展,形成一体化、立体化的城市交通枢纽,

对机动车拥有量、使用量等进行合理控制；注重设计交通系统,挖掘城市

道路网络的容量,把城市交通管理、公交管理、交通控制、出行信息服务、

营运车辆管理等系统综合起来进行规划建设。 

2.3完善各类型道路建设 

在进行城市道路交通规划建设时应在统筹考虑和可持续发展的基础

上完善各类道路,建立有效的、完整的交通体系,提升城市道路的通达性。

大城市和特大城市、城市用地窄长(长度大于30km)的带状城市一般可以建

设快速路,并和其他干路构成系统,便捷联系城市对外公路。例如原则上快

速路的断面不规划非机动车道,禁止非机动车通行；在对外交通量较大

的路段可在双向车道中间规划隔离带,尽可能减少和其他道路的交汇,

保证行车安全；不应在快速路两侧规划大型公共建筑,如不可避免,应将

其设置在次干路上,如果快速路穿过人流集中地段,还要规划人行地道

或天桥。 

3 城市道路交通规划设计 

3.1道路交通规划 

(1)规划程序。城市道路交通规划程序依次为规划调查、规划分析、

预测与规划、交通通达性、经济性评价等。调查的内容包括交通通行需求、

运输设施、土地利用情况、环境、经济情况等,再根据调查的现状分析政

策及需求,预测道路规划分布、经济活动、路网规划等,最后整体分析规划

的可行性。 

(2)土地利用、调查与规划。土地利用、交通活动、运输条件是交通

规划的三大要素,为了保证交通规划的合理性,必须要调查土地利用的基

本情况,包括交通发生、交通分布、可达性、地区功能、建筑类型、吸引

分布、交通与土地利用之间的矛盾情况等。 

3.2道路交通设计 

城市道路交通规划设计主要包括城市交通枢纽、窄马路、密路网、城

市道路景观、商业步行街及景观等几大设计部分。绿色交通的理念指出城

市道路交通规划设计要体现综合交通体系的设计,重点在与打通断头路,

新增窄路,建设通达性良好的密路网络,提升交通快速通道、主干道、支路

之间的转换效率,为居民出现提供方便。为此,城市大陆交通规划设计要注

重各个功能区的衔接与支路的连接,合理的设计支路级道路网,将城市所

有的交通网络整体连接在一起,使其形成一套能够满足各类出行需求的功

能完整的交通密网。 

4 结语 

城市道路交通规划新理念指出道路规划发展绿色交通,倡导绿色出行

方式。这就要求城市道路交通规划时注重路网综合设计与规划,在原有交

通主干路的基础上增加快速路、窄马路,构建完善的城市道路交网路,提升

城市道路交通的通达性,为自行车出行、步行等绿色出行方式创造良好的

出现条件,鼓励人们积极参与绿色出行,合理利用城市道路交通资源,保证

主干路城市血液大动脉的畅通,促进城市秩序发展。 

[参考文献] 

[1]王永鹏.城市道路规划设计发展趋势探讨[J].工程建设与设

计,2018,(15):109-112. 

[2]吴华,刘宏刚.试论城市道路交通规划设计存在的问题[J].技术与市

场,2017,24(06):350. 

[3]黄德军.城市道路规划设计发展趋势探讨[J].中华建设,2019,(6):94-9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