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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国城市及其交通发展是一个正在开发建设中的组织化的大规模复杂动态系统问题，由人流、物
流（含废物流）、信息流、价值流等汇聚而成。
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城市及其交通发展应以社会、经济、环境的协调发展为重点，通过知识及观
念更新和机制创新，从实际出发，以人为本，实现跨越式、可持续、绿色化发展。
为此，我国城市及其交通发展应确立现代城市绿色物流及其系统化发展的基本战略，其基本内涵及要
求有：　　1．以协调、可持续发展及社会全面进步为最高目标。
　　2．以城市产业结构优化调整及城市交通系统总体优化为核心，涉及城市区位及发展战略，人口
及其消费结构，能源构成及其趋势，政府、市民、企业的价值观及目标要求，交通工具及其结构变化
，城际交通状况，城市规划，基础设施建设等内外部因素。
　　3．以发展清洁燃料和新型动力汽车为战略重点之一，有效解决城市社会进步、经济发展、环境
保护三者之间的矛盾。
　　4．以城市交通及其工具、设施等总体优化为核心和重点的城市绿色物流属现代社会物流问题，
需要政府主导和社会各界的广泛参与，也需要充分发挥企业和市场的积极作用。
　　5．我国城市绿色交通物流战略的实施会遇到各种新的复杂问题，需要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和
系统的思想与方法来认真对待、有效解决，并注意着重建立起良好的运营与管理机制。
　　在过去的20多年里，天然气、石油液化气等替代传统的煤炭等燃料，为解决我国大中城市的空气
污染问题发挥了关键作用。
近10多年来，随着整个国家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及交通条件的改善，燃油汽车已成为大中城市空气污
染的重要因素之一。
国家发改委和科技部等政府部门对此非常重视，在《当前优先发展的高技术产业化重点领域指南》中
把清洁燃料（压缩天然气（CNG）、液化石油气（LPG）等）汽车规模化发展列为重点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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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燃气汽车与加气站互动发展属于现代城市绿色交通物流系统问题，符合科学发展观的要求。
2003年至2005年，我们承担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与美国通用汽车(GM)公司联合资助项目——加气站
与燃气汽车规模化发展互动过程研究 （G0222208），该书集中了这一项目的主要研究成果。
　　书中首先对城市绿色交通物流系统问题的背景及意义、概念体系、理论基础、系统特征等进行分
析与界定，对研究的方法论（系统分析原理、模型化与模型体系多重比较管理研究等）进行归纳说明
，对燃气汽车与加气站互动发展过程这一典型的城市绿色交通物流系统进行初步系统分析；在此基础
上，采用系统动力学方法进行燃气汽车与加气站互动发展过程的宏观动力学特性分析，运用遗传算法
与神经网络等对城市加气站规划方法进行研究，通过博弈模型进行城市绿色交通物流系统相关主体行
为特征分析；最后，围绕推动燃气汽车与加气站规模化发展，对实现城市交通物流绿色化政策进行模
拟及综合分析，提出了有关具体建议。
　　衷心感谢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和美国通用汽车（GM）公司为本研究及《城市绿色交通物流系统
分析》出版所提供的联合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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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城市绿色交通物流系统作为一个复合系统，系统内部相关主体众多、影响因素层次性较强、主体
及因素间作用关系机理不明确，整体呈现出系统结构复杂，具有多层次性。
具体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从对其管理和控制的主体看，可分为社会决策层、企业管理层
和作业管理层等三个层次的物流活动，或者是宏观层、中观层和微观层。
其中社会决策层的主要职能是通过政策、法规的手段传播城市可持续发展理论、城市交通物流理论、
绿色物流理论等与系统有关的理论和理念；企业管理层的职能是从战略高度与供应链上的其他企业协
同，共同规划和控制企业的物流活动和物流系统，在城市范围内建立有利于资源再利用的循环物流系
统；作业管理层主要是指在城市物流活动的作业环节中各项物流活动与城市交通、城市可持续发展思
路的具体结合，涉及到具体实施过程中的细节问题，如：交通运输的绿色化、产品包装的绿色化、流
通加工的绿色化等。
　　（2）从系统的观点来看，城市绿色交通物流系统是由多个单元（或子系统）构成的，如运输子
系统、仓储子系统、产品包装子系统等。
这些子系统又可以按照空间或时间特性划分成更低层次的子系统，每个子系统都具有层次结构，不同
层次的物流子系统通过相互作用，在城市范围内构成一个有机整体，从而实现系统的整体目标。
　　（3）城市绿色交通物流系统还是一个更大系统的子系统，这就是本系统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外部
环境，包括法律法规、政治及文化环境、资源条件、环境资源政策、城市化发展规划等，它们对城市
绿色交通物流系统的实施将起到约束或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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