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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快速机动化背景下，城市的发展与城市交通的发展已经密不可分。
国内大多数城市的经验表明，目前城市交通的发展还难以起到引导城市健康、协调发展的作用，这也
暴露出很多城市在交通建设上“只重道路、不重交通”的现实。
从城市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的全过程来看，城市规划师和交通工程师都负有相应的专业职责。
前者对城市的各项建设负有统筹、协调的职责，后者在解决城市交通问题、加强交通设施建设等方面
起着重要作用。
当前国内很多城市规划工作者对城市交通的认识较多地停留在城市道路设施建设的层面上，对城市交
通的诸多现实矛盾、产生原因、解决思路等方面认识不足，对新交通方式的系统组织、运行模式不了
解，导致其所掌握的相关知识只能满足交通矛盾相对较小地区的相关规划和管理实践，而这些一般化
的规划方法显然难以适应大中城市交通结构日趋复杂化的特点，其结果会在城市规划和管理的不同阶
段埋下很多交通隐患。
待城市建设发展至一定时期，当一系列交通问题出现时，解决这些问题的任务又不可避免地落到了交
通工程师的肩上。
大量事实证明，仅仅依靠“交通技术”是难以从根本上解决交通问题的。
因此，从源头人手，提高城市规划在交通层面的科学性与合理性是促进城市与交通协调发展的重要基
础，这实际上对城市规划交通学的知识结构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由于自身专业背景的限制，使得城市规划师对城市交通知识的理解大多仅仅停留在城市道路规划
的层面，而对城市交通问题的产生、发展及解决之道知之甚少，这一缺陷反映在城市规划的不同层面
并人为地造成了很多交通问题。
要促进城市规划的科学合理化，必须使广大的城市规划工作者在自身的专业基础上能够较为全面和清
晰地理解城市交通不同层面的问题、对策和措施，这就是本书的主要目的。
　　不同于一般化的城市交通类的教材教参，本书的主要对象是城市规划专业的学生或从业人员。
因此，在本书编写的过程中，希望通过更多的实例分析来解说一些交通规划设计的理念和过程，而对
一些在交通规划中非常重要的模型和公式则采取了弱化的方法，使其更加容易被理解。
对于城市规划专业工作者来说，重要的不是全面掌握这些交通知识，而在于有差别的对不同的内容加
以掌握和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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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试图从一个城市规划专业人士的角度来看待城市交通问题，在讲述城市交通的主要内容时尽量与
相应的城市规划层次以及我国城市交通发展的现实相结合，并以较为翔实的实例来说明一些交通规划
的思想如何在城市规划的过程中加以体现，希望以此能强化城市规划专业人士对城市交通问题产生的
渊源、特征和解决方法的认识和理解。
    本书可作为城市规划、建筑学等专业的教材，也可作为交通工程、交通规划等领域管理者和专业技
术人员学习和实践工作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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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 综述　　交通是人类生产、生活的重要需求之一，凡是有人的活动就离不开交通。
就其定义来说，交通就是“人和物的运输和流通”，它既包括各种现代的和传统的交通运输方式，也
包括各种交通运输方式的运行规律、组织方式和管理政策。
长期以来，城市的发展和扩张促进了交通工具的发展，并使城市交通日益成为城市发展必不可少的支
撑。
伴随着交通工具的演变，城市交通的相关理论与方法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1.1 城市交通的相关概念与目标　　1.1.1 城市交通的概念　　广义的城市交通是指城市（区）范
围以内的交通，或称为城市各种用地之间人和物的流动。
这些流动都是以一定的城市用地为出发点，以一定的城市用地为终点，经过一定的城市用地而进行的
。
　　城市交通既包括城市道路交通，也包括轨道交通和水运交通。
通常意义上的城市交通主要指城市道路上的交通，又可分为客运交通和货运交通两大部分。
城市道路交通是城市交通的主体，城市客运交通是城市交通研究的重点。
　　1.1.2 城市交通的意义　　交通的根本目的是“实现人和物的自由流动”。
　　最初城市的发展是为防御和商品流通的需要而产生的。
随着城市的发展，防御功能已消失，而其各类经济要素的流动以及人们参与各类经济、社会、文化、
娱乐等活动的趋势在逐渐加强。
与此同时，城市规模、空间的扩张以及人们对于出行时间的容允度等也促进了交通工具的更新和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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