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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始于1978年的改革开放使中国社会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经济的持续高
增长使我国综合国力增强；城市化水平大幅度上升；社会福利保障基本实现了全覆盖；思想解放和体
制变革使社会更加民主、开放。
经过30年的发展，我国已经从一个传统的农业大国蜕变为一个以信息科学为引导的工业化国家。
这一重大的历史发展机遇为城市发展和建筑设计搭建了一个巨大的舞台，全社会的共同关注和专业人
士的不懈努力使城市这一物质载体基本满足了社会和经济发展的需要，适应了产业和人口转移的要求
。
　　城市的发展是一个伴随着社会、经济发展的动态过程，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成为城市发展的强大
动力，推动了产业结构的升级换代和人口的大规模转移，使我国走出了一条有别于发达国家发展轨迹
、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
30年作为中国发展的重要节点，我们欣喜地看到了所取得的成就和国家的成长，也应该理智地认识“
摸着石头过河”所包含的对未知的探索精神和对未来的谨慎态度。
也许是我们对“快速发展”的准备不充分、对“快速发展”应对策略的不完备，所以，我们在取得巨
大成就的同时又面临新的困境：发展需求与生态压力、资源短缺之间的矛盾；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
、全球化的冲突；城市快速扩张与城市运行效率下降的问题⋯⋯。
就城市建设而言，如何实现由“城市制作”向“城市创造”的提升成为横亘在我们面前的新挑战，回
应这样的挑战，需要我们在新的发展时期从多层面、多视角去研究中国城市规划和建筑学科的理论与
技术，通过学术研究和理论突破，创造具有“中国特色”的城市规划与建筑的学术体系，指导中国城
市的健康、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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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我国特大城市交通发展的空间战略研究》从上海存在的城市交通问题出发，分析了传统的交通
供给和交通需求政策对于缓解交通拥堵的效用，并从上海自身实际、世界大都市的交通发展经验和国
内特大城市交通发展策略比较三个方面，阐述空间结构优化对于疏解特大城市交通拥堵的必要性。
在理论研究和国内外文献分析的基础上，主要以上海为例进行了一系列实证研究和计量分析，检验城
市空间结构对于城市交通的作用机制，重点从多中心城市空间结构和就业-居住均衡的角度探讨了与城
市交通之间的关系，总结挖掘相关规律。
最终提出我国特大城市交通疏解的空间模式、战略取向以及上海城市交通发展的空间策略。
　　《我国特大城市交通发展的空间战略研究》主要供城市规划、城市地理和城市交通领域的科研、
教学和规划设计人员阅读，也可供城市规划和城市交通管理机构和城市发展决策人员参考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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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城发展创造条件参考文献专业术语中英对照索引附录：上海市通勤交通调查问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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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　上海城市交通现状与空间政策的现实必要性　　2.1　上海城市交通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当
前上海市交通拥堵状况严重，主要呈现为两大特征：在空间上，交通拥堵主要集中于中心城区，尤其
是外环以内的浦西地区；而在时间上主要集中于早晚的通勤高峰时段。
　　据2005年上海市第三次综合交通调查显示，中心城平均行程车速降低。
中心城道路交通拥挤点主要集中于中心区大部分主干道、高架和外围区放射性干道上，南北高架高峰
时段每小时车速只有43 km。
在“三纵三横”交通走廊相交的区域，拥堵更为严重，早高峰拥挤方向行程车速低于18 km/h。
而中心区道路平均行程车速为14-16 km/h（浦西）和20-22 km/h（浦东）。
同时，交通高峰时段呈现延长的趋势，早高峰集中在1 h内，而晚高峰集中在2 h内；公共交通平均出行
时耗增加，平均出行时间为58 min，距离8.4 km；全市人员平均出行距离延长，由1995年的4.5 km/次延
长到2004年的6.9 km/次；中心城通勤平均出行时耗增加，为33.5 min（上班）和31.0 rain（上学）。
　　可见，当前上海市交通系统已经处于饱和状态，交通问题日渐突出，急需解决。
由于产生交通问题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既有由于道路供给量不足、交通需求增长迅猛所导致的供需矛
盾的存在，也有由于城市功能布局不合理导致的空间层面的矛盾的存在。
因而交通问题解决不仅需要有短期内缓解交通拥堵的针对性策略，更需要有保持城市交通畅通的远景
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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