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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滨江路交通问题及改善研究 

张 序 

（重庆市市政设计研究院，重庆 400020 ) 

【摘 要】：滨江路作为兼具交通和旅游功能的特殊性道路，其交通状况越来越引起关注。结合城市滨江路的特点，

以重庆市南滨路作为案例穿插其中，分析总结了当前滨江路存在的交通问题，并提出常见改善思路与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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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城市滨江路既承担着城市道路交通功能，又兼具旅游观光休闲娱乐服务功能，是城市形象的名片。然而随着机动车拥有量

的不断增加，旅游休闲业的不断发达，城市滨江路交通压力与日俱增，交通拥堵问题严重影响了滨江路多重功能的实现，如何

改善滨江路交通状况是当前值得探讨的话题。  

2 城市滨江路交通特征及问题 

城市滨江路通常具有明显的交通特点，本文将以重庆市南滨路为例进行探讨分析。南滨路位于重庆市南岸区，北至洋人街，

南至巴滨路，西侧滨江，东侧与南岸区腹地多条道路相交，具有连接南坪片区与弹子石片区，同时服务于沿线商业、居住、文

化、旅游的多重功能。南滨路交通压力突出，交通改善成为急需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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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交通特征  

( 1 ）商业、居住、旅游等用地决定复合型交通需求旺盛，整体交通压力大。  

( 2 ）旅游休闲娱乐业发达地段交通压力突显，交通运行状况呈现局部特征。  

( 3 ）工作日与节假日交通状况存在明显区别，呈现节假日严重拥堵现象。  

2.2 问题分析  

2.2.1 滨江路自身综合交通系统不够完善 

道路能力、停车、公交、人行、配套等优化提档不够，影响滨江路多重服务功能发挥。例如，南滨路需求旺盛段通行能力

不满足、公交形式单一、轨道衔接不足，停车供给不足、周边步道环境条件落后等，均是自身综合交通存在的问题。  

2.2.2 滨江路缺乏平行分流通道 

内侧腹地缺乏有效平行分流通道也是滨江路交通拥堵难以疏散的重要原因之一。例如，南滨路交通主要通过承担多重交通

功能的涂山路-海棠溪新街一线进行分流，对旅游休闲业发达地段的交通压力分流有限。  

2.2.3 滨江路与内侧腹地横向联系不足 

与内侧腹地联系不足容易导致部分联系通道和节点压力集中，且存在较大绕行。例如，现状南滨路与内侧腹地相交通道多

为次支道路，加之部分通道通行能力较差，导致对内转换压力集中在四海大道、晓月路、宏声路等相交节点。  

2.2.4 滨江路对外联系缺乏便捷性 

滨江路通常通过跨江桥梁与外联系，而与桥梁的衔接不足或桥梁拥堵，削弱了滨江路的对外联系便捷性。例如，现状南滨

路除与石板坡长江大桥有直接衔接外，其他对外通道均缺乏便捷衔接。  

3 城市滨江路改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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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扩能改善 

通常可以通过拓宽、下穿、上跨等方式对滨江路进行扩能，尤其是下穿方式，既可以分流地面交通弱化地面交通，同时可

以满足地面层休闲观景的空间要求。  

3.2 腹地联系通道及分流通道改善 

对相交道路中条件较差的道路进行改造提升，便于滨江路与腹地联系，减轻部分条件较好的转换节点的集中压力。内侧腹

地增设或改善平行分流通道，增强有效分流，可减轻局部路段的交通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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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完善配套 

通常可以从公交、停车、人行等多方面进行综合改善，提升服务功能。  

3.4 对外联系通道改善 

充分利用现有跨江桥梁增强滨江路与大桥的便捷衔接，例如增设滨江路与大桥衔接匝道或电梯等。  

4 结语 

滨江路作为特殊的一类城市道路，其交通运行状况关乎城市形象，直接影响其多重功能的发挥。本文结合重庆市南滨路交

通改善实例，总结归纳了滨江路常见的交通问题，并提出了相应的改善策略。未来城市滨江路如何弱化交通突显旅游名片功能

值得进一步探讨。 

 

参考文献  

[1] 翟长旭．改善重庆市滨江路规划设计模式的探讨[J]．城市道桥与防洪， 2009 , ( 9 ) : 33-35. 

[2] 罗杰．对重庆主城区四代滨江路建设的探讨[J]．重庆建筑， 2014 , ( 1 ) : 9-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