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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北京作为中国首都，与其他优秀的世界城市相比，北京市交通基础设施在总量和结构上仍存在较大差距。

本文借鉴纽约和东京等优秀城市案例，深度解构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经验和借鉴作用，对北京交通系

统发展现状展开调研，从多个层面对问题进行剖析，并对交通系统发展新形势与战略进行思考，进而给

出北京市交通系统提升的策略。通过策略研究可以解决北京市交通系统的存在的痛点以及未来发展可能

产生的交通问题，并且对城市交通品质具有较大的提升，研究结果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及实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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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the capital of China, Transport in Beijing still has a large gap in the total volume and structure 
of its transportation infrastructure compared with other cities in the world. This paper draws on 
the experience and reference of excellent cities such as New York and Tokyo to deeply deconstruct 
the construction of transportation infrastructure, conducts research on the development status of 
Transport in Beijing’s transportation system, analyzes problems from multiple levels, and thinks 
about the new situation and strategy of transportation system development, and then gives strat-
egies for improving Beijing’s transportation system. The strategy research can solve the exis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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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in points of Transport in Beijing’s traffic system and the traffic problems that may arise in the 
future development, and can greatly improve the urban traffic quality. The research results have 
certain reference significance and practical 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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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城市基础设施是城市正常运行和健康发展的物质基础，对于改善人居环境、增强城市综合承载能力、

提高城市运行效率、稳步推进新型城镇化具有重要的作用 [1]。北京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是全国的

政治中心、文化中心，是世界著名古都和现代国际城市。与其他世界城市相比，北京市交通基础设施在

总量和结构上仍然存在较大差距，本文通过研究分析国际一流城市基础设施的建设运营管理及最新发展

趋势，从中借鉴成功的经验，为北京向国际一流城市和世界城市的发展在提升城市交通基础设施建设质

量方面提出有针对性的对策和建议。 

2. 国内外发展规律分析 

北京从国家中心城市逐步跨进区域性国际都市门槛，北京市正进入全新的发展阶段，但还有很多不

足。纽约、东京等世界城市交通在发展过程中均经历了大规模的城市建设，在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具

有丰富的经验和借鉴作用。通过对纽约、东京等世界城市的分析，得出以下规律。 
1) 城市交通需求与城市规模、形态、密度相关，交通系统要与城市土地利用协调发展 
东京借助发达的轨道交通体系形成东京郊区，以东京区部为中心，沿着辐射状的区域轨道交通发展，

并在轨道交通的终点站产生城市次中心，如图 1。东京建成区建筑容积率在轨道形成的交通走廊上最高，

东京站、新宿站等重要综合交通枢纽周边建筑容积率都超过 10，且融合商业、办公、休闲娱乐等多种功

能，满足多样化出行需求 [2]。如图 2。 
 

 
Figure 1. Schematic diagram of Tokyo Metropolitan Circle layer 
图 1. 东京都市圈圈层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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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2. Schematic diagram of the distribution of rail hubs and 
urban sub-centers 
图 2. 轨道枢纽与城市副中心的分布示意图 

 

2) 优先发展公共交通与小汽车需求调控是特大城市高密度区域必然选择 
世界城市在调控小汽车供需矛盾方面，主要采取了两种管理措施，一是发展和完善多层级的公共交

通，如因地制宜施划公交专用道，多层次公交服务，吸引小汽车向公共交通转移；二是严格调控小汽车

出行需求，如从保有和使用环节调控小汽车的交通需求等 [3]。 
3) 停车管理是调控人车关系的重要手段 
首先是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是治标手段，调节需求才是治本之策。其次是差别化停车规划、建设和管

理是调节供需矛盾的关键。最后是灵活多样的投融资政策和财税制度是停车设施有序建设的有力保障。 
4) 绿色出行的回归 
国际大城市的自行车出行正在悄然复兴。以东京为例，东京的主要做法包括：政府积极推行自行车

环境改造计划、倡导 B + R、自行车规划与实施责任落实到地方政府。 
5) 基础设施投融资体制改革是保障交通系统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 
国外大城市在基础设施建设的过程中，建立了市区政府共同投资、社会资本参与、土地收益保障、

增强盈利能力和低成本融资相结合的基础设施建设资金筹措机制，是非常值得国内城市借鉴的。 

3. 交通基础设施评估模型 

从基础设施质量的内涵来看，是对设施规划水平、建设水平、管理水平的综合考量，强调系统性、

集约性、协调性；也是对其承载能力、运行效率、安全保障能力等综合水平的高度概括，并最终体现为

用户的满意程度，强调便捷性、安全性和舒适性。 
从基础设施质量的外延来看，应紧密结合北京被赋予的特殊历史使命和城市功能定位，充分发挥基

础设施在区域协同、科技创新、产业带动和市场化方面的引领作用。提升北京城市基础设施质量的关键

在于系统性、便捷性、安全性和舒适性的全面提高，同时强化基础设施的区域协同、科技创新、产业带

动和市场化功能。 
交通基础设施评估涉及“道路网络”、“轨道交通”、“地面公交”、“停车系统”、“慢行交通”

等多个方面，评估较为复杂；评估指标较多，多数指标难以进行定量分析；本文主要是将北京与国外优

秀城市进行比较，借鉴国外优秀城市案例经验，提出北京交通设施提升策略。“层次分析法”作为系统

的研究方法，计算简单实用、所需定量数据信息较少，可以较好用于交通基础设施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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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采用“层次分析法”，以“交通系统综合评估”为评价目标层，以“道路网络”、“轨道交通”、

“地面公交”、“停车系统”、“慢行交通”等为各分项准则层。选取“道路网密度”、“道路面积率”、

“次干路及以下道路所占比例”等为作为道路网络的评价指标 [4]；选取“城市轨道线网密度”、“市郊

铁路长度”、“换乘站点占站点总数的比例”、“三线以上交汇站点占站点总数比例”、“CBD 区域岗

位密度与轨道线路比值”等作为轨道交通的评价指标；选取“公交线网密度”、“公交专用道长度占快

主道路长度比例”、“公交正点率”、“地面公交换乘便捷性”等作为地面公交的评价指标 [5]；选取“城

市停车泊位供需比”、“公共停车位与基本停车位比值”、“停车位周转率”等作为停车系统的评价指

标 [6]。如图 3。 
 

 
Figure 3. Frame diagram of traffic integrated platform model 
图 3. 交通综合平台模型框架图 

 

将北京与国外优秀大城市进行两两比较，确定各个指标的权重。若某个指标数值两两相差不大，则

取 1；若某个指标数值某个城市远大于其他城市，则取 9；若某个指标数值某个城市远小于其他城市，则

取 1/9。具体指标权重确定如表 1，表 2： 
 

Table 1. Indicator weight table 
表 1. 指标权重表 

标度 含义 

1 某个指标数值两两相差不大 

3 某个指标数值某个城市略大于其他城市 

5 某个指标数值某个城市显著大于其他城市 

7 某个指标数值某个城市强烈大于其他城市 

9 某个指标数值某个城市极端大于其他城市 

倒数 A 和 B 相比如果标度为 3，那么 B 和 A 相比就是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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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2. Indicators of Beijing and other major foreign cities 
表 2. 北京及其他国外大城市的各个指标情况 

 北京 纽约 东京 

道路网密度(公里/平方公里) 4.6 17.01 18.74 

道路面积率 7.02% 23.00% 15.90% 

次干路及以下道路占比 71.70% —— 94.50% 

城市轨道线网密度(公里/平方公里) 0.67 1.26 1.31 

市郊铁路长度(公里) 77.07 1600 3100 

换乘站点占站点总数比例 18% —— 22% 

三线以上交汇站点占站点总数比例 0.70% —— 8% 

CBD 岗位密度与轨道线路数比值 1.25 1.6 1.07 

公交线网密度(公里/平方公里) 3.3 3.8 1.7 

公交专用道占快主道路长度比例 14% —— 20% 

公交正点率 77% 90% 93% 

地面公交换乘便捷性 便捷 很便捷 很便捷 

城市停车泊位供需比(供给/需求) 0.46 3 —— 

公共停车位与基本停车位比值 1:13 —— 1:06 

停车位周转率(辆次/泊位) 1.3 —— 2.3 

 

将北京与其他国外大城市进行两两比较，确定各个指标的权重(表 3)。各个分项里的各个指标权重取

值一样，进而计算出“道路交通”、“轨道交通”、“公共交通”、“慢行交通”等各个分项与其他城

市相比的权重分数。 
 
Table 3. Traffic evaluation weights of Beijing compared with other major foreign cities 
表 3. 北京与其他国外大城市相比各交通分项评估权重 

交通分项 评价指标 北京  

道路网络 

道路网密度(公里/平方公里) 1/9 

0.17 道路面积率 1/5 

次干路及以下道路占比 1/5 

轨道交通 

城市轨道线网密度(公里/平方公里) 1/7 

0.34 

市郊铁路长度(公里) 1/9 

换乘站点占站点总数比例 1/3 

三线以上交汇站点占站点总数比例 1/9 

CBD 岗位密度与轨道线路数比值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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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地面公交 

公交线网密度(公里/平方公里) 1 

0.43 
公交专用道占快主道路长度比例 1/3 

公交正点率 1/5 

地面公交换乘便捷性 1/5 

停车系统 

城市停车泊位供需比(供给/需求) 1/9 

0.17 公共停车位与基本停车位比值 1/5 

停车位周转率(辆次/泊位) 1/5 

 
通过“道路交通”、“轨道交通”、“公共交通”、“慢行交通”等各个分项与其他城市相比的权

重，发现北京与其他国际城市相比，道路网络、停车系统较为薄弱，其次为轨道交通，最后为地面公交

系统。下面对造成北京交通系统薄弱的原因进行分析。 

4. 北京交通系统发展问题分析 

自改革开放以来，北京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在中心城区构建了以城市快速路、主干

路和次干路构成的道路网系统，形成了环路加放射线的快速路路网格局，并以道路路网为依托形成了四

通八达的公共交通系统，但与世界级城市相比，也存在较多的问题。 

4.1. 道路路网系统 

1) 传统大院文化的影响，导致路网连通性较差，路网密度较低。 
北京几乎所有单位都有围墙，对于各个单位和小区来说都禁止其它车辆穿行，这种传统的封闭大院

格局严重破坏了城市交通微循环系统，使得路网连通性差，断头路多，低等级道路严重匮乏，车辆绕行

严重，亦增加了干道的交通负荷。 
2) 过多强调快速路和主干道的建设，导致道路网络结构失衡。 
道路交通“微循环”功能缺失，过多的强调快速路和主干道的建设，忽视了次干路和支路在道路路

网系统中的重要性，使得次干路、支路密度明显不足，道路系统资源不能得到充分发挥，降低了系统的

整体运行效率，这对疏通道路，缓解交通压力，加强道路微循环是非常不利的。 

4.2. 轨道交通 

主要问题有：建设规模不足，重点功能区与轨道网络的运力不匹配；线网层次单一，区域内部集散

系统缺乏，北京轨道交通基本为服务于中心城地铁运输系统一个层次，缺乏满足长距离出行的市郊铁路

系统；缺乏换乘枢纽，降低轨道系统的整体效率，北京规划的线网可以看出，规划中的北京换乘点大都

是两线之间的换乘，选择单一，仅西直门和东直门站有三条线路经过，各条线路之间相对独立，几乎不

存在支线或者并线，直线和环线之间的联系只能通过交叉点的换乘完成，增加了换乘次数；工程建设成

本较高，投资压力较大。 

4.3. 地面公交 

主要问题有：现状公交场站总量不足，场站驻车拥挤；路边停车现象严重，由于用于公交车停放的

场站设施严重不足，公交车占路停车的现象较为普遍；缺少换乘设施，换乘不便；保修场站少，保修能

力不足；临时场站多，设施简陋，稳定性差；公交线路布局不合理；配套的规划公交场站难以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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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停车系统 

城市中心城区的公共空间资源有限，公共停车位的建设不足，特别是重点地区停车需求无法得到满

足，在一些功能区(如总部基地)，为解决停车问题，采用占路施划停车位，不仅侵占了道路空间，而且还

破坏了城市道路景观和环境，严重降低了功能区的品质。另外，快速增长的机动车保有量进一步给城市

停车带来了巨大问题。此外，还存在机动车使用强度较高、停车配建指标过低、停车收费较其他国外大

城市较低、管理机制存在漏等问题。 

5. 交通系统建设质量提升相关对策 

根据北京交通系统评估结果以及存在的问题，借鉴国外优秀大城市的经验，提出北京交通系统建设

质量提升的对策。 

5.1. 进一步完善北京市道路路网系统 

北京市路网功能层次中的问题严重影响路网功能的发挥，导致了诸多的交通问题。针对北京市路网

中出现的问题，提出以下建议。 
1) 加大次支路建设，提高道路系统整体效率 
改善道路网结构，大力推进次干道和支路的规划、改造与建设。 
2) 打通“断头路”，增强可达性 
消除“断头路”，路段上车辆可避开主干道上的交通拥挤路段或交叉口，从而在缓解了主要道路交

通压力。 
3) 梳理次支路网，促进微循环 
将部分丁字街打通成为十字路，构建起“纵横含交错”的交通路网格局。 
4) 开发和连通小区内部路网，挖潜道路资源 
打通大院围墙以改善城市道路微循环系统，打通道路微循环系统，确保主要道路上交通流得到有效

分流。 
5) 结合道路条件与需求，合理进行交通组织管理。 
在北京旧城内利用部分支路和胡同路设置单行线，构建内城畅通的微循环系统不仅具有很强的现实

性而且具有可实施性。 

5.2. 加强北京市公共交通系统建设与管理 

打造公共交通为主体的交通出行模式，据此完善相应的公共交通体系，提升公共交通的服务质量，

吸引更多的公交客流，减少机动车辆的出行比例，缓解北京市的交通压力。 
1) 加强轨道交通系统建设。合理规划和布局，构建多层次的轨道交通体系，加强线网联系的多样性，

避免单一线路和站点的强负荷，进一步完善建设与运营体制，优化投融资模式，实施融资方式的多样化。 
2) 构建地面公交快速通勤系统。在公交需求量大、拥堵严重的走廊和路段，施划公交专用道。在城

市快速路、主干路等客流集中的通道，规划并构建地面公交快速通勤走廊。 
3) 加快公共交通枢纽及场站建设。做好地面公交与轨道衔接的工作，构建地面公交快速通勤系统，

加快公共交通枢纽及场站建设，拓展多样化地面公交服务，加强对公共交通发展的管理，以及政策支持。 
4) 提高重点功能区的公共交通服务质量。解决北京市重点功能区交通问题不能单纯依靠地面道路建

设，而是要结合北京市城市发展以公交为引导，完善重点功能区公共交通系统，特别是加强轨道交通系

统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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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供”“控”结合以停车系统为手段调控城市 

首先是要调整配建指标，整体提高配建指标；第二是大力推进居住区停车设施立体化，建设一批机

械式、简易自走式立体停车设施，以静制动；第三是加快 P + R 停车设施建设，围绕四环外地铁站点加

快建设 P + R 停车设施，对于新建轨道交通线路四环以外段，随项目配建 P + R 停车设施；第四是充分挖

掘占道停车资源，实施夜间错时停车，以规范老旧小区夜间停车问题；第五是推动错时停车，由政府统

筹，将一定区域内单位和居住区建立合作机制，实现错时停车；第六是制定合理的停车收费标准和停车

限制时间，对于不同区域、地点的停车场要分别对待，制定出与之相适应的收费标准和停车时间限制，

改变现行的统一收费的不合理的收费标准及停车时间限制。 
此外，提升交通系统质量与城市需求发展相结合，发挥交通系统对城市空间结构的引导作用，促进

交通系统要与城市土地利用协调发展。主要有如下方面： 
第一，提升交通系统质量需紧密结合城市需求和发展。 
1) 结合京津冀协调发展做好人口疏解 
要做好京津冀协同发展首先要统筹好京津冀区域整体规划，打破地域管理界限，以京津冀和环渤海

经济带视角做好空间战略规划和产业布局，结合北京市产业疏解，以首都优质资源带动京津冀更好发展，

形成具有活力的环首都城市群，以期达到疏解北京城市人口的目的。 
2) 优化城市空间结构减少交通中、长出行总量 
以北京市产业调整和人口疏解为契机，以优化调整北京市城市空间布局为手段，减少北京市城市中

心区中、长距离(依靠快速路出行)交通生成量。 
以大兴区为例，大兴区疏解整治促提升，疏解中心区非首都功能，不断优化公共服务和生活环境品

质，大幅改善人居环境，促进产城融合发展，减少北京市城市中心区中、长距离(依靠快速路出行)交通生

成量。 
第二，发挥交通系统对城市空间结构的引导作用。 
城市交通系统为城市服务，城市的规模和空间布局决定了与之匹配的交通系统，城市交通方式的选

择决定了城市化的方向。在北京市下一步城市疏解中可以采用适当的交通方式和布置来调整城市的发展

方向和空间开发强度。 

6. 结论 

根据北京市总体规划和中央对北京市的相关指示精神，京津冀协同发展是今后发展的重要方向，结

合北京市产业疏解带动北京市人口疏散，从人口总量上减轻对城市交通的压力。进一步优化北京市城市

空间布局，采取多项政策调控中心城区长距离交通总量生成。其次要加强北京市重点功能区交通研究工

作，保证重点功能区交通需求。最后是加密城市中心区轨道交通网络(特别是重点功能区和铁路场站)，加

大轨道交通的覆盖范围；对北京市停车体系从法规、政策、管理和运营等方面进行梳理，确立统一规范

的停车管理体制，提高停车系统对城市交通调控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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