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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发展与交通规划》

前言

　　21世纪以来，中国的城镇化进程对全世界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中国数亿人口在20～30年内进入
城镇，带来了土地资源、环境、能源、人口等方面的巨大挑战，而城市交通又首当其冲。城市交通能
否支撑城市的可持续发展、能否引导城市形态的合理布局和调整、能否保障城市经济与社会活动的正
常运行，成为了政府，乃至公众共同面对的严峻课题。　　回顾我国的发展历程，在经济与社会快速
发展的背景下取得了许多巨大成绩，也留下了很多深刻的教训，这都促使我们在城市交通发展理念、
具体分析技术、建设推进方法等诸多方面进行深入的反思，以更好地面对未来、迎接挑战。　　我们
今天所面临的交通问题与20世纪80年代所面临的问题有非常大的变化。20世纪80年代主要是供给不足
，多渠道筹集资金投入城市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很快就会产生效果；而目前面临的主要问题是资源不足
，需要在满足交通需求与保障人居环境之间进行协调。因此，城市交通当前所面临的挑战远比一般想
象的要复杂，城市交通对策需要的智慧必须集成工程技术与社会科学。正因为如此，城市交通规划理
论面临变革的巨大压力，处理好机动化与人居环境之间的矛盾，将交通规划有机地融入城市规划法规
体系，切实有效地推进公交优先，加大信息化技术对城市交通系统的贡献，将交通规划从目标控制转
向过程调控，在交通拥堵成为常态的背景下，保障经济与社会活动正常运行等问题，均需要采用新理
念、新技术、新方法来加以解决。

Page 2



《城市发展与交通规划》

内容概要

《城市发展与交通规划:新时期大城市综合交通规划理论与实践》分5篇，共21章。第一篇，绪论，内
容包括交通发展的背景和阶段性；第二篇，我国城市交通发展阶段回顾；第三篇，新时期城市综合交
通发展特征与形势；第四篇，新时期交通规划理论与方法；第五篇，新时期城市交通规划实践。
《城市发展与交通规划:新时期大城市综合交通规划理论与实践》作者根据自己多年来参与城市交通规
划的实践，深入总结与思考，形成了可以共享的宝贵经验，并在充分借鉴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
上，提出和构建了具有自身特点的观点和理论体系。
《城市发展与交通规划:新时期大城市综合交通规划理论与实践》可供交通规划与管理人员阅读使用，
也可供高等院校交通工程专业本科生及交通运输规划与管理专业研究生学习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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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1篇　绪论　1　交通发展的背景　　1.1　城市与交通发展进入新时期　　1.2　新时期城市交通发展
与运行呈现新特征　　1.3　城市和交通协调发展是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1.4　交通规划方法和理
念迫切需要更新　2　交通发展的阶段性　　2.1　交通发展的阶段性　　2.2　不同交通发展时期的目
标与关注点　　2.3　交通规划阶段与规划理论第2篇　我国城市与交通发展阶段回顾（改革开放初期
至20世纪末期）　3　我国城市与交通的发展过程回顾　　3.1　非机动交通时代的城市与交通发展　
　3.2　机动化初期的城市与交通发展　4　20世纪城市交通规划发展过程回顾第3篇　新时期城市综合
交通发展特征与形势　5　新时期大城市空间与土地利用发展特征　　5.1　机动化快速发展时期，大
城市用地扩张　　5.2　大城市空间结构调整　　5.3　大城市土地利用开发模式变化　　5.4　大城市
人口规模与构成　　5.5　城镇密集地区城镇发展　6　新时期我国大城市交通发展特征　　6.1　交通
机动化发展　　6.2　城市交通设施发展特征　　6.3　新时期交通需求特征　　6.4　大城市交通运行
特征　　6.5　城镇密集地区联系交通特征　7　新时期大城市公共交通发展　　7.1　新时期公共交通
发展成就　　7.2　新时期公共交通发展的问题　　7.3　公共交通优先发展政策　　7.4　公共交通网
络结构调整　8　新时期国家交通系统发展特征　　8.1　高速交通发展与运输组织模式转变　　8.2　
综合交通网络布局结构转变　　8.3　交通运输结构调整　9　当前中国大城市交通问题与关注点　
　9.1　当前影响大城市交通发展的主要问题　　9.2　新时期大城市综合交通规划的关注点第4篇　新
时期交通规划理论与方法　10　我国城市交通规划反思　　10.1　城市交通规划体系反思　　10.2　城
市交通规划理论与方法反思　　10.3　规划目标反思　　10.4　规划理念反思　　10.5　规划方法反思
　11　新时期大城市交通规划方法转变与规划体系　　11.1　新时期的规划目标与方法　　11.2　交通
与城市规划编制体系调整　　11.3　基于活动的城市发展与交通规划融合　12　交通与城市发展的相
关概念　　12.1　城市交通机动性与可达性　　12.2　地租理论　　12.3　公共交通导向的土地开发
（TOD）　　12.4　轴辐交通组织理论　13　交通引导城市空间、土地利用发展　　13.1　交通机动性
发展对城市空间与土地利用发展的影响　　13.2　交通可达性与城市中心布局结构　　13.3　城市空间
结构调整与城市交通系统结构调整　⋯⋯第5篇　新时期城市交通规划实践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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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 交通发展的背景　　1.1 城市与交通发展进入新时期　　经过近30年的改革开放，我国大城市的
城市空间、土地利用和交通都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时期。城市正在摆脱蔓延式空间生长，逐渐步入
空间结构调整阶段。交通的内涵、功能、影响、发展制约因素和发展策略都在随着城市发展环境的变
化进行调整。　　在城市发展的国家政策和外部环境上，资源短缺正成为城市和交通发展的主要制约
因素。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国家加强了对城市发展中节能、减排、节约资源的要求，节约土地、
集约发展、生态环保正逐渐成为城市发展的核心政策。交通方面，加大了优先发展公共交通和交通节
能减排政策的实施力度。而随着城镇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城市和交通发展也呈现新的特征，区
域交通和重大对外交通基础设施对城市空间和交通的影响日益增加。　　在城市形态上，空间结构成
为大城市发展的核心问题。绝大多数的大城市在2000年后开始在规划中调整城市发展的空间结构，多
中心、组团、新城、跨界都市区、区域空间协调等成为城市空间结构调整的关键词；在发展的内涵上
，以“集约”和“节约”为主题的发展模式转变正在影响着大城市的建设方式与面貌；在开发模式上
，开发区、工业区、新区、园区等各种各样不同功能与发展模式的地区在城市的新开发地区出现，城
市职能分布和组织、城市活动的特征和组织也随之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在城市化形式上，随着大量
的外来人口进人大城市，城市的人口结构、就业结构、文化结构、收入结构等呈现新的格局。这些变
化无一不对城市和交通发展的理念、规划、建设、管理、组织以及运营等各个方面产生直接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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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如题，拿到手里就觉得特别像办公室出的报告，没有书的感觉。内容嘛，也就一般，反正没感觉
，非要说什么，就是太贵了
2、规划方面的知识更新吧
3、适合规划院的人员参考。
4、大考当前，临阵抱佛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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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城市发展与交通规划》的笔记-第172页

        服务层次的划分与系统层级的叠加，使交通衔接需要从两个方面考虑，即在不同系统层级之间的
衔接中考虑同层次人群交通服务的衔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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