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居民出行方式变迁与交通治堵困局破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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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近年来，家用汽车从无到有、从少到多，给居民生活带来便捷和舒适；但由于增长过快，交通供需矛

盾迅速突显，正常出行反受其困。为治理交通拥堵，政府下大力气推出一系列举措，开始之初收效明显；但随着汽

车保有量不断攀升，拥堵又呈加剧态势。本文以台州为例，从居民出行方式变迁、道路基础设施改善等方面入手，

查找交通拥堵的原因所在，并提出了增加交通供给、加强交通管理、大力发展公共交通、加强交通治堵宣传教育等

治堵的对策建议，以期为相关部门决策提供参考。 

居民出行方式变迁 

台州地处浙江东南沿海，改革开放以后抢抓机遇，大力发展民营经济，快速实现了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城乡居

民生活水平大幅提高，交通工具不断升级换代。 

（一）上世纪八十年代“自行车唱主角” 

自行车是人类最成功的一种人力机械发明，它翻开了人类机械出行的历史篇章。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我国自行车还需凭

票供应，那时拥有一辆自行车所带来的满足感，完全不亚于现在拥有一辆汽车。后来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居民收入水平的提

高，自行车迅速实现了普及。1990 年末，每百户台州城乡居民家庭分别拥有约 220辆和 100辆自行车。 

（二）上世纪九十年代“摩托车受青睐” 

世界上第一台摩托车于 1885 年诞生，外形漂亮的摩托车引领一代又一代的时尚潮流，特别深受年轻人的青睐。台州居民摩

托车消费始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1995 年末台州城镇居民每百户拥有 6 辆摩托车，2000 年末增加至 19 辆，年均增长 25.9%。

农村居民的摩托车消费步伐比城镇稍晚几年，但增长速度很快，2000年末每百户约 20辆。 

（三）新世纪“助力车异军突起” 

助力车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就已面世，由于速度不快、外形像自行车，所以发展缓慢。进入新世纪，助力车外形向摩托车

靠拢，速度也越来越快，快的已达 50公里/小时，续航里程最长已超百公里。经过这一系列改变，助力车拥有量迅速攀升，2016

年末每百户台州城乡常住居民家庭分别拥有 78辆和 100辆助力车。如今，助力车已取代了摩托车和自行车，成为了居民出行最

主要的代步工具。 

（四）近十多年“家用汽车迅猛增长” 

台州居民的家用汽车消费从 2002年开始正式起步，当年末每百户城镇居民家庭拥有 1辆家用汽车，2005年末增加至 11辆，

2010 年末增加至 30 辆，2016 年末已达 54 辆（2013 年以后按常住地调查，数据与之前年份不可同比）。相比较，农村居民的家

用汽车消费步伐约晚了五年，2016 年末每百户拥有 34辆。从近年来的增长情况看，城镇增速已有所放缓，农村还有几年的快速

增长期。家用汽车的到来，给居民生活带来了很大的变化，人们的生活半径成倍扩大，几十公里往来已成平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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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最近五年“公共交通倍受重视” 

2013 年初，浙江省发布了“五年治堵，誓约畅行”的治堵令，将交通治堵列为省委省政府十大为民办实事之首，给各市政

府都下达了具体的考核目标，要求台州的公交分担率每年都比上一年提高 2个百分点，公交车辆和公交线路的总量每年增加 7%。

为了响应省委省政府的治堵号召，台州加大了公共交通建设，不断增加公交车辆和公交线路，并大力发展公共自行车解决公交

出行的“最后一公里”问题,公共自行车数量目前仅次于杭州居全省第二。2016 年台州市区的公交分担率为 15.6%，比 2013 年

治堵之初的 5.5%提高了 10.1个百分点。 

交通基础设施显著改善 

台州地形水系复杂，造路成本高、难度大，一直以来交通条件都比较差。改革开放以后，交通供给不足的短板因素制约了

台州经济社会的发展，“要想富、先修路”成了共识。 

（一）路面改造大幅提升道路通行能力 

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前，台州公路基本上都是砂石土路，并且路面很窄，大部分仅供两辆会车而行，通行能力很差，特别是

盘山公路，车辆稍多或发生交通事故就会堵车。八十年代后期，为了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台州开始加大公路改造，开山

架桥、拓宽道路、硬化路面，大幅度提升了道路通行能力，行车舒适性大大提高，摆脱了“汽车跳、台州到”和“晴天一身土、

雨天一身泥”的尴尬场景。 

（二）城镇化带来了城市交通大建设 

实行市场经济体制后，农民纷纷“洗脚离田”奔赴城市谋生，推动了城镇规模的不断扩大，1998 年我国房地产开始走市场

化道路，这又进一步加快了城镇化步伐。1997 年，包含城市和县城在内的台州建成区面积仅为 75.6 平方公里，2000 年扩大至

133.55 平方公里，2016 年再翻一番，扩大至 289.72 平方公里。城市规模的扩大，需要通过城市道路建设作为框架向外延伸，

从而也带来了城市交通的发展。老城区道路不断改造，新城区道路纵横交错，信号灯和绿化分隔带等交通设施日益完善。 

（三）“村村通公路”建成覆盖城乡公路网 

2006 年浙江省开始实施“村村通公路”政策，目标是让每一个村庄都有公路相联，这一政策的出台，拉开了农村公路建设

的序幕。没过几年，覆盖台州城乡的公路网络就已建成，村口屋前的水泥公路，给农村居民生活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道路

条件的改善为农村居民家用汽车消费创造了条件，也为城镇居民休闲旅游增添了去处，这些都是家用汽车发展的重要拉动因素。 

当前交通拥堵的主要状况 

交通拥堵是世界性难题，尤其是大城市。与大城市的交通拥堵状况有所不同，台州是一个组合式的城市，单个城区的面积

不大，平峰时段道路还比较通畅，但高峰时段拥堵程度则比较严重。 

（一）早晚高峰路口堵 

“上班路上要花费多少时间？”这一问题，现在越来越难回答，即使回答，也要加个前置条件“在不堵车的情况下”。以前

堵车主要是交通事故所致，现在堵车则不需要理由，每一个路口都是潜在的堵点，即使有红绿灯也一样。早晚高峰期，车流量

迅速飙升，平峰时段还能应付的城区主要路口，马上就排起了长龙，等待两三个批次红灯已成常态。 



（二）上学放学校门堵 

校门口堵车是时下家长们最能共鸣的话题，每到上学、放学时间，大量接送车辆涌入，城区各中小学校门口都拥挤不堪。

特别是地处老城区的中小学，校门口道路窄，往往被堵的水泄不通，学生家长和周边市民都苦不堪言。为了治理拥堵，校方和

交通管理部门采取了不少措施，但由于接送车辆太多，收效并不明显。 

（三）下场大雨全城堵 

开过车的人都知道“天黑不可怕、下雨最烦恼”，特别是晚高峰时段最容易堵车，并且一堵就是一长串。造成雨天容易堵车

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视线不好，司机必然放慢车速，降低了道路的通行效率，从而加剧了交通的供需矛盾。譬如：一次绿

灯本来能通过 20 辆车，雨天要减少至 15 辆以下，那么在红灯前等待的车辆就会越积越多，最后造成堵车。二是雨天路况差容

易出事故，一出事故哪怕是小事故，也会因车道减少造成拥堵，并且还容易引起连环反应，从点到线、从线到面，成片被堵死。 

交通拥堵的原因分析 

（一）交通需求量大幅增长 

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人们工作地和居住地之间越来越远，通勤出行距离相应拉长。同时，随着生活水平提高，人们外出

文化娱乐等活动越来越多，非通勤出行的交通需求增长迅猛。还有，家用汽车的使用，增加道路的空间占用，进一步加剧了交

通供需矛盾。2016 年末，台州全市拥有 132.78 万辆汽车，是 2000 年 5.24 万辆的 25.3 倍，年均增长 22.4%，平均不到 5 人就

拥有 1辆汽车。其中：载客汽车和载货汽车分别为 115.35 万辆、17.11万辆，比 2000年分别增长 61.4倍和 4.13倍，年均分别

增长 29.5%和 10.8%，载客汽车增速的大幅领先，主要受家用汽车的带动。 

（二）道路建设相对滞后 

尽管道路基础设施已有了较大改善，但其建设步伐与汽车发展速度相比，则要逊色得多。在城区道路建设方面，如按建成

区面积增速近似代替城市道路面积增长增速，2000年至 2016 年，年均约增长 5%，与汽车拥有量 22.4%的增速相比差距很大，所

以造成了“满大街都是汽车”。在公路建设方面，2016年末全市通车总里程为 12578公里，剔除村道（6717公里）后为 5861公

里，比 2000 年的 3766 公里增长 56%，年均增长 2.8%，落后汽车拥有量增速近二十个百分点，公路上“车流滚滚”自然不可避

免。 

（三）交通管理不够科学 

为了行车规范有序，近年来台州对城区道路进行大面积的改造，主干道实行了硬隔离，许多支路的交叉路口也增设了红绿

灯。应该说，经过这一系列改造，整个交通更加规范有序，平峰时段的行车速度也提升不少。但是，在高峰时段却是拥堵情况

如旧，有些甚至更加严重。究其原因，主要有三方面，一是硬隔离增加了调头车辆的行驶距离，加大了路口的交通压力，并且

调头车辆如不能及时进入调头车道，就阻碍其他车道的正常通行。二是信号灯管理方面不够智能化，大部分路口没有根据高峰

和平峰、白天和晚上的车流量变化调整信号灯的放行时长，如有些路口的左转弯车道放行时间过短，每逢高峰时段都会堵车，

影响了路口的通行效率。三是路口渠化不够合理（渠化是指通过导流岛与路面标线相结合的方式，以分隔或控制冲突的车流，

使之进入一定的路线，从而满足平面交叉的基本要求），渠化时对车流量估计不足，车道数量偏少，降低了路口的通行能力。 

（四）公共交通不够发达 



台州的公共交通网络现已初步建成，但与群众的出行需求相比，还有很大差距。2016 年末全市拥有 2048 辆公共汽车，比

2010 年末的 1477 辆增长 38.7%，年均增长 5.6%，增长速度明显落后于家用汽车。每辆公共汽车要服务的常住人口数，台州约

3000 人/辆，在国内来说还不算低，但与公共交通发达的国家相比，差距非常大，他们一般不到 1000 人就拥有一辆。在公交线

路布局方面，还存在着绕行距离远、间隔时间长、换乘不方便等问题。 

（五）交通意识比较淡薄 

去过发达国家和地区的人，往往有这样一个感觉：为什么他们车辆很多，道路不宽；但能开快，并且不堵。这其中一个重

要原因，就是他们能遵守交通规则。现在，我国的交通规则也非常齐全，但缺少的是“遵守”，交通秩序混乱就是造成拥堵的重

要原因。我国是一步踏入汽车时代，大部分人都还没有现代的交通意识，很多违章可以说是下意识的出现。当然，对交通违章

处罚不到位，也是造成遵章率低的主要因素，机动车“加塞”、非机动车走机动车道、车辆随意停放是造成交通拥堵的三大主要

因素。 

治理交通拥堵的对策建议 

（一）正视家用汽车发展现实 

家用汽车的发展有其必然性，原因主要有两方面，一是缩短出行时间并增加预见性，使人们的工作和生活变得更有效率。

二是汽车工业能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汽车工业的发达与否，是衡量一个国家工业化水平和科技水准高低的重要标志之一，推动

了现代城市产业结构升级，也带动了汽车服务业、金融业、保险业等产业的发展。“小汽车会让人上瘾，一旦享受到就很难摆脱”

这是一位日本交通专家的话。与公共交通相比，家用汽车具有天然的优势，门到门、全天候、可携带重物、方便舒适还有私密

性。早十几年前购买家用汽车，是经济实力和社会地位的象征，现在这一象征意义已经淡化，向着“生活必需品”转变，但这

更加快了普及步伐。只有正视家用汽车的发展现实，才能在城市规划方面做得更具前瞻性，更能符合社会发展潮流。 

（二）增加交通供给 

一是加快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增加有效交通供给。要注重干线、次干线与支线合理配置，使主干道、次干道、支路的密度

保持一个合理的水平。要大力发展立体交通，多建人行天桥、过街隧道、高架桥等，减少路口提高车辆通行速度。二是改善道

路断面配置，优化路权分配。科学合理渠化路口，发挥道路的最大效用，在能保证行人和非机动车正常通行的前提下，尽量增

加路口的机动车行驶车道，在大货车限行的路口，应收窄车道宽度以增加车道数量。三是采取一定数量的禁左、单行、绕行调

流举措，均衡交通流，使主干道、次干道和支路利用率同步提高，在条件允许的路段，实行“潮汐车道”方式（潮汐车道是指

根据早晚交通流量不同，调整车道数量，提高车道的使用效率）。四是行人过街繁忙路段的斑马线要设立灯控装置，减少“礼让

斑马线”所造成的交通拥堵，并可消除事故隐患。五是加大停车设施的建设力度，减少因车位不足致使车辆乱停放所造成的交

通拥堵。 

（三）加强交通管理 

一是智能化管理信号灯，根据车流量变化适时调整放行时长，平峰时段放行时间可短些，高峰时段放行时间要延长，放行

时间越碎片化，路口的通行效率就会越低，也就越容易造成拥堵。二是非中心区主干道尽可能按“绿波带”设置信号灯，这样

可大量减少等待时间。三是重点加强对学校等特殊区域的交通管理，学校最好错时上下学，尽量增加校门口数量，条件允许的

学校可在校内划出特定区域，与校外道路形成单向循环；在上下学时，交通管理部门应增派警力执勤，路面较窄的校门口要实

行单向行驶管制。 



（四）大力发展公共交通 

通过发展公共交通治理拥堵，国际上已有很多成功例子。上世纪二十年代，随着汽车工业快速发展，纽约进入到小汽车快

速增长期，从 1900 年到 1920 年，纽约市小汽车由 1396 辆增加到 25 万辆，原有道路无法承载迅速增加的通行需求，交通变得

拥堵不堪。从四十年代到六十年代，纽约开始提倡发展公共交通，城市公共交通逐渐成为城市交通的主体，约占总运量的 75%

左右（其中轨道交通占 50%以上）。自八十年代开始，纽约开始强调各种运输方式的协调发展，其宗旨是促使各种交通方式经济

上有效、环境方面友好、能源利用高效。台州的情况当然与纽约有较大不同，但其治堵的先进经验值得借鉴。台州发展公共交

通，一是要重视综合型交通枢纽和城市公交枢纽的建设，“停车—换乘”模式已在欧洲取得成功，在城市主要入口建设与公交站

点良好衔接的大型停车设施，引导城市外围地区居民进入城区前进行交通方式转换，可以大量减轻中心城区的交通压力。二是

要合理配置公共交通资源，特别在运力不足的情况下，要集中力量保证重点区域的公交出行，城区之间要开通一站式到达的快

速公交，人流量大的线路要减少绕行、加密班次，住宅集中区域要开通专门应对通勤的定制公交。三是要加快推进轨道交通建

设，台州目前已开工建设市域铁路 S1 线一期工程，预计 4 年内能完工，途经椒江、路桥和温岭三个区（市），这是台州人口最

为集中的区域，它的建成能有效缓解台州南部区域的交通压力，但对于城区内的交通分流来说作用还是有限，所以要加快 S1线

二期、S2线和有轨电车的建设步伐。 

（五）加强交通治堵宣传教育 

一要培养公众主动参与交通治堵的意识，治理交通拥堵实质上是一项人的行为工程，只有公众的主动参与，才能在源头上

真正解决道路交通的有序问题。二要加强交通法律法规教育，提高公众的文明交通素养，快速养成自觉遵章守法的习惯。三要

积极倡导绿色出行，减少小汽车的出行需求，缓解交通供需矛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