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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重庆可持续发展型畅通城市 

谭云峰1 焦海贤 刘 伟 

(重庆交通大学交通运输学院中国重庆 400074) 

【摘 要】着眼于重庆市区的交通现状，结合未来几年内重庆的交通规划建设，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理念下畅通城

市的内涵为推动“畅通重庆”的建设与发展，对目前重庆市城市交通供求特征、现状进行了分析评价，准确把握当

前城市交通的主要问题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根据构建和谐社会、节约型社会等各个方面要求，提出合理的交通

发展策略，通过对机场、水运、铁路、公路规划方案的实施，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城市交通系统.确定交通设施和交

通管理规划，以达到畅通城市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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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自从重庆市全面启动“畅通重庆”建设以来，提出了以解决主城拥堵为重点，以构建骨干交通网络为基础，陆运、水运、

空运并举，规划、建设、管理并重，努力把重庆建设成全国最畅通的城市之一未来几年，在市委、市政府的高度重视下，“畅通

重庆”建设将会取得可喜成绩，内河航运和高速公路的优势非常突出，机场、铁路发展势头迅猛，门类齐全、四通八达的对外

交通运输网络将会形成，西部地区和长江上游的交通枢纽得到确立同时，作为重庆交通枢纽核心载体的主城交通将会得到长足

发展，道路网骨架能够形成，交通设施逐步完善，公共交通稳步发展，交通管理水平不断提高，交通环境将会逐步改善
[1]
 

1 畅通城市的内涵 

1.1适应现代化的要求 

在战略上要能够充分预见各种可能的交通发展需求，保障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对城市现代化发展的支撑和引导，高瞻远瞩，

保证城市交通体系的畅通和效率，为城市的现代化未来留下充足的发展空间 

1.2体现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 

建设畅通城市的发展战略要坚持从大多数市民的交通需求出发解决好大众交通问题，为大多数市民服务，按照市民合理的

交通需求科学合理地发挥各种交通方式的优势，努力创造良好的、人性化的交通环境 

1.3贯彻科学发展观的思想 

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思想，引导城市可持续发展是新世纪城市发展的主题，在这一理论的指导下建设畅通城市，必须明确

城市交通作为支持和服务于城市功能的重要基础设施，与城市的发展建设具有极为密切的相互作用关系，城市交通发展战略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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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也必须遵循可持续发展的指导思想，引导城市交通系统向高效、节能、环保方向发展
[2]
. 

2 构建重庆畅通城市的理念和目标 

2.1重庆市区的交通现状 

“十一五”期间，“重庆市畅通工程”和“畅通重庆”建设得到有力推进，是重庆历史上城建发展速度最快的时期全市交通

建设投资从 2005年的 153亿元发展到 2009年的 389亿元，年均增长 31%在高投入的情祝下，主城区的城市建设发生巨大变化，

城市道路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步入快车道，一批结构性道路和大型越江通道项目建成通车，有力带动城市东西部片区和北部新区

的发展，促进了中心城区旧城更新。 

但是，随着交通需求的迅速增加，供需出现矛盾，加之道路网中缺乏诸如人行过街通道、公共停车场、公交停车港等相应

道路设施，影响了道路通行能力的正常发挥道路系统有待进一步完善，结构不尽合理以及路网在数量、质量上存在缺陷，交通

管理的意识和技术手段还有待加强 

2.2畅通重庆的战略理念 

与城市发展目标相适应的理念:重庆市未来的发展目标需要现代化畅通的交通体系作为支撑;协调的理念:与城市的空间发

展相协调与土地利用布局相协调，与机动化发展相协调，各种交通方式相协调;紧凑型核心的高效理念:重庆市强中心、就业密

集、要求交通体系高效率、低费用，确保良好的大众出行服务质量;弹性的理念:交通系统要适应城市空间布局调整的可能变化，

适应城市发展时序的多种选择，对城市交通系统规划建设起指导作用 

2.3畅通重庆的战略目标 

建立与重庆市现代化发展方向相适应的畅通、高效率、可持续发展的交通运输体系，完善道路交通设施，调整交通结构的

不合理性，优先发展公共交通，形成与城市布局结构和城市土地利用相协调的交通运输体系，保障畅通城市可持续发展的目标

到 2015 年实现“半小时主城、一小时郊县、四小时重庆、八小时出海”具体如下:公共交通承担全日出行量的 45%;高峰小时小

汽车城市干道平均车速不低于 30 千米/小时;主城区内 85%的通勤出行时耗不超过 30 分钟;周边区县到达主城区内环以内地区的

出行时间不超过 1小时;市域内边远区县到达内环以内地区不超过 4小时;重庆出境和出海的陆路运输行程时耗不超过 8小时 

3 建设重庆畅通城市的具体措施 

3.1建设与用地布局协调发展的交通体系 

3.1.1以交通走廊引导城市整体发展 

交通走廊是穿越城市客货流密集地带，由快速路或相互平行多条干道以及相配套的公交优先系统构成，支撑和引导城市整

体发展的交通主骨架，根据重庆市用地布局及交通流分布特征，规划提出:以快速道路为骨架，构筑城市机动车交通走廊客流走

廊与车流走廊在平面上或立面上分开布置，减少人流与车流相互冲突和干扰，保持城市交通与土地利用相互协调 

3.1.2以公交优先支持中心区发展 

中心城区的道路交通系统必须保证中心区本身具有良好的可达性水平，要优先为中心区的出行者提供便捷、舒适、畅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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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效的出行方式和良好的出行环境，促进中心区商贸繁荣与环境改善，优先发展公共交通以避免大量机动车穿越中心商业区 

3.1.3以规划引导和法制建设保持土地利用与城市交通协调发展 

保持土地利用与城市交通协调发展，首先以规划引导为主，法制作为后盾，确保土地的合理、正确利用城市交通的发展必

然要占用一定的土地，作为寸土寸金的城市土地要最大效益的把它利用在城市交通建设上，使两者得到协调发展
[3]
 

3.2以可持续理论指导建设交通基础设施 

3.2.1加快对外交通设施建设 

1)机场的规划和建设 

进一步提高江北国际机场的年吞吐能力提升江北国际机场门户枢纽机场地位，同时强化机场与城市交通的衔接，提高机场

集散能力，满足 2015年 3000万人次旅客吞吐量规模。 

2)港口的规划和建设 

主城港区是重庆港的核心港区，以发展集装箱、汽车滚装、大宗散货、化危品等物资中转、储存为主，并积极发展件杂货

等物资运输，同时为临港工业发展创造条件。 

3)铁路的规划和建设 

重庆铁路线网将形成“一枢纽十七干线十区域”的基本格局，铁路线路总长 5250 千米，线网密度 637 千米/万平方千米主

城铁路枢纽呈“一环线、‘四主一辅’客运系统、‘1+9’货运系统”的运输格局 

4)建立完善的高速公路骨架系统 

在重庆市域内，高速公路网布局由 2条环线、11条放射线、7联线组成，简称“两环十一射多联线”，总规模约 3600千米 

3.2.2加大城市交通规划建设 

l)将快速交通放在优先建设发展的位置上，积极推进快速道路网的建设 

“十二五期”间，在规划“六横、七纵、一环、多联络”快速路网结构中，除六横、四纵、六纵、十联络、十一联络等部

分路段未开工建设外，其余快速路均建成或在建，完成 850.1千米规划快速路的 613.1千米 

2)加大对越江大桥和穿山隧道的投入 

重庆市嘉陵江与长江交汇于此，是各区道路相连的天然屏障，在“十二五：”期间规划建设十三座跨江大桥，其中有四座续

建;此外加上山地城市的特征，重庆市规划新建四条穿山隧道，在建的有三条 

3)推动轨道交通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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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公共交通的一种，轻轨属中运量交通工具，单向小时客运能力 1-4 万人敷设方式上有较大弹性，空中、地面、地下均

可根据需要灵活布置，市区多采用高架轻轨造价相对较低、工期短，在国内外有着广泛的成功经验 

3.2.3完善停车政策及设施规划 

推行停车设施民营化、产业化，推动停车场的市场化建设在近期内逐步形成以配建停车为主，路内停车为补充的城市停车

结构，同时建立停车换乘系统，引导个体交通向公交系统转移
[4]
 

3.4加强城市交通综合管理 

3.4.1开展交通需求管理 

科学合理地引导小汽车发展，必须长期坚持推行交通需求管理根据道路设施容量，对小汽车发展和使用进行合理调控正确

对待摩托车的发展，保持摩托车的合理比例既是现实需要，又对城市整体发展有利对城市核心区停车作适当限制，对城市中心

区停车不作鼓励 

3.4.2建立良好的交通发展体制 

建立交通影响分析制度和交通环境评价体系对建筑设施和大型建设项目实行交通影响分析和交通环境影响评价分析，并将

其制度化从而判断是否需要采取必要的措施和对策，这样可以有效避免城市建设发展过程中的人为失误，避免对城市交通和城

市环境的损害和破坏这是交通综合管理的重要战略举措
[5] 

3.4.3加强交通系统管理 

运用交通工程学原理，建立合理的交通组织体系;开发智能交通系统，建立先进的交通指挥控制体系;预防为主，监控结合，

建立严密的交通安全体系;健全交通法规，加强宣传教育，建立完善的交通管理保障体系结语近期内，重庆市在对外交通建设和

城市交通建设上投入了巨额资在机动车快速增加的情况下确保重庆主城区主要干道平均车速不下降，实现“半小时主城”目标(即

内环线以内区域重要节点间半小时通达)以及“一小时处环”目标(即外环高速以内任意组团或主要节点之间一小时通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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