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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碳视角下南京市板桥新城交通规划建设 

彭俊蒋伶 严铮 朱娅娅 

【摘要】我国正处于城市化快速发展阶段，新城不断涌现，能源安全和生态环境以及主城与新城之间的交通面临着巨大的

挑战。本文以南京市板桥新城为例，结合南京市城市发展由“以老城为重点”向“城乡统筹发展”转型的政策及新城发展现状，

从低碳角度出发，提出板桥新城低碳交通模式，引导新城综合交通规划与实施，并给出进一步建议，以达到主城和新城之间、

新城与新城之间的协调发展。 

【关键词】低碳，新城，交通规划，板桥新城1  

1 研究背景 

1.1 南京市新城建设背景 

新城指位于大城市周围一定距离内， 主要功能为居住， 但也存在其他职能， 和主城有联系， 但又保持一定独立性的新

建的城市。南京围绕“国家重要的区域中心城市”的城市性质， 城市化重点将由“数量增长”逐渐转向“质量提升”， 城市

发展由“以城为重点” 向“城乡统筹发展” 转型， 城镇规模结构形成“中心城—新城—新市镇” 三级城镇体系， 由此形成

南京未来“ 一主、三副、8 新城、34 新市镇” 的城镇规模结构。新城建设是大都市发展到一定阶段在空间上的必然延伸， 是

大都市发展后续力量的重要载体。 

1.2 低碳城市与低碳交通 

低碳概念是在应对全球气候变暖、提倡节能减排的背景下提出的。英国在其2003年《能源白皮书》中首次正式提出“低碳

经济” 的概念。各国也紧随其后开始致力于低碳经济、低碳城市的建设。我国新城作为主城产业、职能的转移， 建设进程明

显加快，随之交通机动化进程加速， 交通能耗急剧上升。目前， 我国交通能耗占全社会总能耗的20%， 如不加以控制， 将很

快达到总能耗的30%， 超过工业能耗。因此， 从新城交通规划的层面减少碳排放， 是实现低碳城市的重要途径。 

2 板桥新城低碳交通发展综述 

2.1 发展现状 

2.1.1 城市概况 

板桥新城是距离南京主城最近的新城，位于雨花台区南部， 紧邻河西奥体中心， 下辖梅山街道、板桥街道、板桥新城街

道、雨花经济开发区、部分江宁区用地等， 总面积63.08km2， 现状人口12.9 万人。《南京城市总体规划（2007—2020）》将

板桥新城定位为： 南京沿江综合性工业新城， 主要以宁马路以西的雨花经济技术开发区和梅山钢铁为主体进行建设。板桥新

城作为承担主城工业的职能与河西的功能配套区域， 钟摆交通的碳排放量明显高于其他新城。 

2.1.2 经济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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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年， 板桥新城实现地区生产总值50.88 亿元。第一产业增加值为4000 万， 占到地区生产总值的0.8%； 第二产业增

加值完成34.73 亿元， 占到地区生产总值的68.2%；第三产业增加值完成15.75 亿元， 占到地区生产总值的31% 。三次产业结

构比例为0.79： 68.26： 30.96， 总体进入工业化中后期阶段。 

2.1.3 低碳交通发展现状 

低碳发展是未来板桥新城规划建设的要求和趋势之一。2005 年以来， 板桥新城机动车总量的年增长率为18%， 私人汽车

的平均增长率达30%①， 处于小汽车高增长与道路扩容空间日趋缩小的矛盾激化期， 部分地段面临较大的交通压力， 出现了

行车难、停车难、出行难问题。目前， 新城已经积极开展低碳城市建设， 在低碳交通建设方面采取了一些措施， 如道路花镜

规划、板桥河两侧慢行交通系统的塑造提升、区域交通的管制等，但总体来说， 低碳交通实施效果还不尽人意。 

现状道路广场用地283.5ha， 人均21.98㎡ ， 占总建设用地的10.29%。现状对外交通用地134.7ha， 人均10.45㎡ ， 占

总建设用地的4.89%。现状城市道路： 主干道5 条、次干道10 条、公路5 条； 现状对外公路为宁芜公路、三桥连接线、宁马

高速公路、宁桥北路、小河北路； 现状铁路为宁芜铁路、梅山铁路专用线、京沪高铁； 现状港口用地为铁心桥码头、西善桥

码头、梅山专用码头、南京红太阳板桥码头、三山水泥码头、三山船厂砂厂、板桥汽渡等。如果按照世界平均标准的汽车拥有

率（每8 人拥有一辆车） 和目前的汽车能耗、尾气排放水平发展下去， 城市的空间资源和环境将不堪重负， 城市交通拥堵有

继续加剧趋势， 将成为制约城市承载力提高的瓶颈。 

2.2 存在问题 

2.2.1 城市总体结构与低碳交通发展不协调 

目前板桥新城的建设主要集中于省级开发区： 雨花经济技术开发区。新城的发展重心基本上集中于产业发展， 这就导致

了新城的居住配套设施不够健全。作为产业新城就业岗位高度集中， 城市活动、交通通勤出现钟摆式现象， 造成了主城和新

城之间的交通量加剧， 通往主城的交通需求不断提高， 交通供需不平衡， 极易造成城市交通拥挤现象。 

2.2.2 交通规划建设滞后于社会经济的发展 

从道路建设上看， 其增长速度远远低于机动车的增长速度， 造成道路面积的增长滞后于交通需求的增长。内部交通不成

体系，对外交通联系不便利： 特别是在与主城联系的道路较少， 仅宁芜公路， 宁马高速两条；内部道路系统由于宁芜铁路的

阻隔， 东西向的通行极其不便， 仅振兴路、小河北路两条。从对行人和自行车交通的道路建设来看， 为满足机动车增加的不

断扩容， 近年来板桥新城的非机动车交通行驶空间受到较大的挤压，这对于鼓励市民骑自行车、电动车低碳出行发展不利。 

2.2.3 公共交通发展滞后 

板桥新城的公共交通主要为公交车， 尚无地铁线路， 市民也主要依托公交出行。新城现状公交系统发展滞后， 民众对现

行公交的运营满意度较低， 认为线路设置不合理，数十万人的新城只有几条公交线路， 满足不了市民出行的需求。新城现状

公交覆盖率低，线路设置单一， 路线盲点多， 同时还存在公交车运行时间不准时、站点间隔较大、不方便换乘等诸多问题。

现有的公共交通运输体系给市民的低碳出行造成了严重的不便， 服务质量和水平仍远远不能满足群众出行的需要， 致使部分

民众选择乘私家车或黑车出行。 

3 板桥新城低碳交通建设纲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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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低碳交通目标 

构建与板桥新城作为沿江综合性产业新城相适应的， 为发展电子信息业、软件业、文化创意产业提供的高效、智能、安全、

公平的交通系统， 实现新城交通以公共交通为主导， 多元交通方式功能互补、动态满足社会各阶层交通需求的“绿色” 交通

体系， 促进区域交通和新城交通的协调发展。 

3.2 交通规划原则 

3.2.1 交通出行最短、最少原则 

缩短交通距离并不是简单的道路建设，更不是简单的功能混合。只有在功能混合的基础上， 加强均衡配置优质教育和医疗

等社会资源才能真正将促成人群的城市迁徙行为的推拉效应减弱， 缩短交通量减少能源消耗和碳排放。 

3.2.3 交通与土地开发相协调的原则 

通过对地块开发量的预测， 来分析和预测交通出行量， 从而指导板桥新城交通的建设。对于交通承载力较小的地段， 开

发建设量需控制， 各组团内的用地开发须满足交通承载力要求。 

3.2.3 绿色交通、低碳出行原则 

交通的建设需坚持节能、绿色、环保的原则， 通过交通规划、政策的引导为低碳交通的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 鼓励市民

选择低碳的交通出行方式。 

4 板桥新城低碳交通模式 

4.1 依托公交为导向的模式 

要树立“公共交通＋慢行交通” 为主体的城市交通方式结构目标， 发展轨道交通和快速公交， 适度发展小汽车交通。充

分利用板桥新城作为新兴科技新城、滨江宜居新城等优势，加快公共交通的建设， 以TOD 导向、“P+R” 模式引导城市集约开

发,而不是以小汽车为导向蔓延发展模式。引导城镇空间集聚， 促进交通节能减排， 轨道交通站点地区核心圈层以公共广场、

商业和服务设施等形成站区中心， 将集中大量人流的城市功能集中在步行距离以及外围支线公交服务范围之内。 

4.2 立体化的交通模式 

建设网络化低碳的道路系统， 通过合理选用区域交通线位资源、集约复合利用交通空间、充分发挥地下和立体空间资源等

方式实现交通的立体化， 重点加强新城内东西向交通的联系， 特别是区内主要道路穿过宁芜铁路、宁马高速等过境交通立体

化的改造。立体化的交通模式不仅能缓解重要交通节点地区拥挤的现象， 还能创造集约复合的城市空间， 如利用地铁周边地

下空间的综合开发、利用高架桥的空间进行新城绿地和广场的建设， 通过绿化的建设来实现新城的低碳发展。 

4.3 “精明增长” 的集约发展模式 

二战后,伴随着小汽车的普及和公路的大规模建设,美国率先步入了郊区城市化加速阶段， 加剧了就业问题和居住的低密度

扩散,出现了所谓的“城市蔓延”， 针对城市蔓延带来的诸多问题, “精明增长” 应运而生。“精明增长” 的核心思想是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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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对交通的引导来控制城市的空间增长边界， 从而达到遏制城市无序化蔓延的趋势。板桥新城土地资源有限， 快速城市化进

程下出现了城市无序扩张的趋势， 特别是板桥与河西之间的绿化隔离廊道不断受到侵蚀， 导致城市空间分割严重， 缺乏新城

级的公共中心。板桥新城应该借鉴“精明增长” 的相关经验， 根据不同时期的规划目标划定城市增长区， 走集约化的发展道

路。 

5 板桥新城低碳交通的实施细则 

5.1 低碳的公共交通 

5.1.1 细则 

提倡大众的公共出行， 规划布局以轨道交通站点为组织核心； 

加大轨道交通和公共交通的覆盖面积；步行和景观系统与交通系统良好接驳，建造吸引市民步行的城市环境。 

5.1.2 目标： 加大公交设施的投入， 用有效的大运量公交减少碳排放 

5.1.3 规划中的体现 

在板桥新城内规划有3 条轨道交通线路通过， 分别为7 号线、8 号线、12 号线， 规划轨道交通车站9 处， 线网总里程

约22.25km。800m 半径轨道交通服务覆盖率35% （见图1）， 且主要沿南京都市发展轴线方向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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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交线网密度3.12km/km2， 300m 半径公交服务覆盖率46% （见图2）， 公交车辆规模300———450 标台。公交线路覆盖

所有居住组团并且纵深进入三大工作区块， 解决市民的工作出行问题。 

 

在用地布局上， 轨道交通主要串联组织了区内新城级别以及社区级别的居住组团和公共设施用地。既是各个组团与板块间

相互联系的最有效交通方式， 也是板桥新城与南京主城、南京南部新城等区块的主要联系方式。 

公交线网作为轨道交通系统的延伸与补充， 主要作用是为各居住社区级别的公共设施以及居住与工作地提供短途运送， 而

公交站点与步行交通的联系进一步促进低碳的绿色交通系统的完善。 

5.2 有利于步行和非机动车的慢行交通系统 

5.2.1 细则 

出行优先考虑步行和非机动车， 并注重其安全舒适性和空间环境景观； 

居住区和核心工作区域内部， 道路不宜过宽； 

鼓励步行和自行车出行， 减少机动车行驶带来的碳排放。 

5.2.2 目标： 塑造适合开展低碳生活方式的城市慢行交通系统， 提供环境友好的非机动车网络 

5.2.3 规划中的体现（见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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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行系统覆盖所有居住组团与核心区。对于步行交通， 应当平衡产居关系， 控制出行距离， 强化中心区步行系统， 结

合公交站点建设步行网络， 人行过街设施， 创造园林化步行交通环境。对于自行车， 应当通过优化用地布局控制出行距离， 

保障自行车的平等路权， 建设必要的下穿式过街通道， 创造园林化自行车通行环境。 

在道路的断面设计中： 人行、非机动车交通放在同一平面内， 采用不同的铺装形式。 

主要人行交通走廊上的主干道人行道宽度每侧在6m 以上， 次干道人行道宽度每侧在4.5m 以上。人行道按照规范要求布置

无障碍设施。 

5.3 完善的低碳交通管理制度 

5.3.1 细则 

实施低碳交通的碳预算与能耗预算制度；创造高质量、有吸引力的内部交通换乘节点， 辅以全天候舒适候车空间；使用低

碳公共换乘工具， 比如混合动力公交车、自行车； （图4、图5）制定分类车辆限行制度， 对柴油机未达标的车辆采取低碳交

通区限行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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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2 目标： 通过交通管理， 完善低碳制度 

5.3.3 规划中体现 

不同的片区应制定不同的低碳交通发展政策， 根据实际情况， 保证低碳交通的可实施性。 

5.4 港口航运的低碳转型 

 

 

5.4.1 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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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治规模效益较差的小型码头， 引导仓储物流向园区集中发展；打通重要景观节点地区， 显山露水；开展港口重点用能

企业节能评估， 努力挖掘节能减排潜力；加快沿江港口企业节能减排技术创新与推广。 

5.4.2 目标： 南京沿江低碳航运中心 

5.4.3 规划中体现 

板桥新城沿江岸线长度9.6km， 目前以工业码头为主， 主要布局有梅山专用码头、南京红太阳板桥码头、三山水泥码头等。

规划通过对沿江码头进行空间整合与产业引导， 对效益较差的码头、堆场进行功能置换， 增加生态景观岸线、生活岸线， 为

市民创造低碳的滨江生活空间。对于现状规模效益较大的码头， 以优化港口布局为主线， 完善港航公共基础设施， 引导大型

码头向专业化发展， 通过产业规模效益实现节能减排（见图6）。 

6 总结与进一步建议 

当前， 板桥新城交通结构滞后于低碳交通的发展， 交通工具的能源消费与碳排放的迅速增长制约了新城低碳交通转型。

在节能减排的新形势下， 我们必须坚持低碳交通发展的策略， 加强低碳城市交通规划， 加大公共交通的投入， 优化交通结

构， 达到主城与新城之间、新城与新城之间的协调发展。 

【注释】 

①资料出处：南京市雨花台区交通运输局网：ht t p: / / nj yh. nj . gov. cn/ show/ i ndex. j sp.dwbh=AI 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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