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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活动交通组织规划理论与方法》

前言

　　随着我国在政治、经济、体育等方面的国际地位逐年提高，城市功能不断完善，越来越多的国际
性大型活动选择在中国的大城市举行，如上海APEC会议、北京中非论坛、北京奥运会、上海世博会
、广州亚运会等。虽然这些大型活动的举办能够提升城市的影响力、促进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丰富市
民的生活，但是，活动举办期间所引发的短时期内的集中出行往往给原本就十分紧张的城市交通系统
带来了巨大的压力。为确保大型活动举办期间城市交通系统的安全与畅通，并尽量最大限度地减少大
型活动对城市正常生产生活的影响，有必要针对大型活动的交通组织规划理论与方法进行深人的研究
，为大型活动筹办和举办的交通发展和交通组织管理工作提供科学的依据。　　大型活动的举办给城
市政府提出了一系列独特的、富于变化的挑战。大型活动的成功需要交通部门以及其他相关部门的通
力合作，以客户服务为中心，按照客户群体的不同类别和服务标准进行系统、科学的交通组织规划，
为活动的参与者（包括官员、VIP、媒体、工作人员、志愿者和观众等）提供安全、准时、可靠的交
通服务。本书介绍了国内外大型活动交通保障的经验与教训，从大型活动交通需求预测、交通战略规
划、交通运行计划和场馆交通运行计划、交通规划评价及仿真测试等方面进行了系统的理论研究，并
以北京奥运会为例进行了大型活动交通组织规划的实践探讨。　　尽管大型活动交通组织规划研究还
不够成熟，本书也不乏纰漏之处，但希望本书能抛砖引玉，吸引更多的交通科研人员致力于该领域的
研究，以促进大型活动交通规划与组织管理理论和方法体系的建立与发展。　　在本书的撰写过程中
，史建港、许炎、罗铭、安志强、张广厚、赵光华、韩伟、李金山、解建华、王振报等参与了第2章
到第8章的撰写，郭继孚、王江燕、于雷、尹宝才、边扬、李春艳、陈金川、龚晓岚、史建港、孙胜
阳、李呖等参与了第9章的撰写，吴德仓、谭晓琳、蓝晓琴、刘帅、赖见辉、于跃等参与了图表制作
及校稿工作，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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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大型活动交通组织规划理论与方法》内容简介：大型活动交通规划与组织是现代大城市发展中面临
的一个重要课题，是我国交通学科急需研究和解决的带有很强实践性的理论和方法问题。大型活动交
通工作同样也是对现代化大城市交通基础设施承载能力和城市运行者管理水平的一个检验。《大型活
动交通组织规划理论与方法》以大规模的大型活动为研究对象，重点研究了活动时间集中的体育比赛
等大型活动的交通特性、交通规划理论与组织方法；分析研究了近几届奥运会及国内大型活动的交通
规划、组织和管理的成功经验和教训；从可达性、应变性、公平性、绿色可持续性的目标出发，阐述
了大型活动交通战略规划目标内涵、策略及评价方法；从大型活动的交通生成影响因素、集散规律、
行人构成及行为特性等方面研究了大型活动交通需求特点，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大型活动交通需求预
测框架及其各环节的预测技术；进而从大型活动所在地点及其影响区域、大型活动专用道系统和城市
交通系统三个层次探讨了交通运行组织规划方法及评价技术、仿真技术；最后，以北京奥运交通规划
为例，介绍了奥运交通战略规划、需求管理政策制定、专用道规划、场馆机动车与行人交通组织方法
、奥运仿真系统构建及对各层次规划方案的测试评价。
《大型活动交通组织规划理论与方法》可作为从事城市规划、交通工程、土木工程、系统优化等专业
的技术人员、管理人员、科研工作者以及就读相关专业的高年级本科生、研究生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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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杨忠振等设计了“需求分析－方案制定－方案验证－方案实施－数据收集－方案回顾”的大型活
动交通组织与管理流程，利用微观交通仿真模型PARAM－ICS以实景再现的方式验证了事先设置的数
套方案。　　陈建军从减少交通总需求、协调交通方式、调整交通流时空分布和发布交通信息四个角
度构建了大型活动下交通管理措施的框架体系，对大型活动期间的站场规划、公交规划、VIP交通组
织、安全应急措施规划和活动场所内部规划进行了论述，英根据活动场馆所处的位置以及周围的交通
设施状况，对行人交通需求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分布进行预测，确定对行人交通进行重点组织与管理的
关键时间段和关键地点，并根据举办活动的特性不同、场馆的特点不同，分别对在固定场馆重复举办
的短时的大型活动和持续时间较长的博览会性质的大型活动的行人交通组织与管理方法进行了研究。
　　杨霞指出，虽然大型活动日益增多，由于参与人数众多、场地条件复杂、活动形式内容庞杂等原
因，活动期间安全事故的压力也逐步增大，但是通过审批的核准、活动前的隐患排查、制定科学的管
理方案和预案，大型活动中的许多事故完全可以避免。有效的管理方案、严格的执行过程，将降低大
型活动的安全风险。谢振华等也针对大型活动密集人群进行了风险分析和管理方法研究，指出人群密
度、人群状态、人群构成三个相关因素对大型活动的影响，提出人群管理的主要程序和办法。　　范
明认为大型活动具有场所公开、人员众多、规模宏大、财务集中、媒体关注、影响深远等特点，在我
国大型活动管理中，不同部门具有原则上的分歧，应通过规范化管理，弥补理论研究、法制建设相对
滞后的现状。为了避免以及降低恐怖袭击事件、群体性治安事件、挤压伤亡事故及相关治安案件，提
出谁主办谁负责、统一指挥配合协调、全面布控确保重点、严格管理安全第一、内紧外松刚柔相济、
点面结合以面保点等原则。　　香港警方针对大型活动期间可能出现的各类行人交通、群体性安全事
件，分析了人群心理，指出相关的管理理念、控制战术和风险评估，指出在各类型关键地点应采取相
应的管理、控制措施，以提高参加大型活动行人的安全，并降低由于拥挤引发的各类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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