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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城市道路交通拥堵的机理及优化策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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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三联学院交通工程学院 230601) 

 

摘要：现代城市化建设进程的深入推进，使得城市的规模越来越庞大、结构越来越复杂，人口密集度也越来越高，这虽然很

好的满足了社会生活、生产对城市的空间功能需求，但同时也给城市道路交通带来了非常大的压力，让城市交通运输吃紧，

拥堵显现越来越普遍、越来越严重，这给人们的生活、生产带来了非常大的不便，降低了城市的整体运转效率，增加了污染

排放。为此，我们需要对城市道路交通拥堵的机理进行客观分析，并采取相应的优化策略，以提高城市道路交通运输质量，

减少拥堵显现、缩短拥堵时间，保证城市的正常、高效运转。本文首先简单阐述了解决城市道路交通拥堵问题的必要性，然

后分析了城市道路交通拥堵的机理，最后主要就如何优化城市交通提出了部分探讨性建议，以期能为相关的工作实践提供参

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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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前的城市化建设进程背景下，我们应当将城市道路

交通拥堵问题作为一个关键课题，积极加强研究、探讨与实

践，一方面是要客观、深入认识到解决城市道路交通拥堵问

题的必要性，以及城市道路交通拥堵的机理，另一方面更要

采取科学、合理的道路交通优化策略，切实解决交通拥堵难

题，缓解城市交通运输压力，保证城市的正常、高效运转。 

一、解决城市道路交通拥堵问题的必要性 

城市，是现代社会生活、生产以及经济建设的主要载体，

各个国家的城市建设力度都非常大。但随着城市化建设进程

的深入推进，虽然城市的规模越来越庞大、结构越来越复杂，

可容纳人口数量越来越多，城市的空间功能也越来越健全，

不过其道路交通压力也越来越大，拥堵显现越来越普遍、越

来越严重，不论是一线城市，还是二、三线城市的情况均是

如此[1]。表 1 为我国 2020 年第 2 季度全国百城交通拥堵情况。 

表 1 2020 年第 2 季度全国百城交通拥堵情况 

2020Q2 排名 排名同比去年

升降 

城市 2020Q2 通勤⽐

峰拥堵指数 

拥堵指数环⽐

2020Q1 

拥堵指数同⽐

2019Q2 

2020Q2 通勤⽐

峰实际速度

（km/h） 

1 - 重庆 2.617 ↑65.34% ↑12.41% 20.04 

2 ↑7 西安 2.348 ↑48.92% ↑30.13% 22.29 

3 - 贵阳 2.269 ↑52.94% ↑10.74% 23.79 

4 ↓2 北京 2.216 ↑44.55% ↑2.85% 25.42 

5 ↑5 上海 2.111 ↑38.89% ↑17.64% 22.82 

6 - 广州 2.089 ↑39.62% ↑13.69% 27.10 

7 ↑20 深圳 2.028 ↑44.79% ↑20.66% 28.22 

8 ↑20 昆明 2.011 ↑42.44% ↑19.65% 26.10 

9 ↑6 南京 1.997 ↑30.72% ↑14.16% 24.81 

10 ↑19 成都 1.940 ↑30.74% ↑16.49% 29.95 

由城市道路交通拥堵所引发的弊端是多重的，首先这会

浪费城市居民的出行时间，造成时间延误，使居民的生活、

工作、学习受到影响，降低居民的生活质量，甚至影响城市

的建设、发展，如作为诺贝尔奖获得者的研究人员加里·贝

克尔，在其研究中便证明，全世界因为交通拥堵问题，可能

造成 2.5%的 GDP 损失[2]；城市道路交通拥堵问题可能引起

更多的交通事故，如在拥堵的情况下，一来路况会变得非常

差，二来人的心理也会受到影响，变得急躁、烦闷，影响驾

驶，进而增加交通事故的发生率，危害交通安全；并且城市

道路交通拥堵还会增加城市污染，这主要是由于汽车的频

繁、长时间怠速所引起的，对于城市和区域生态来说，危害

极大。面对上面的一系列问题和弊端，我们不得不重视并切

实解决城市道路交通拥堵问题，这样才能保障社会的正常生

活、生产，促进城市经济建设，减少交通安全事故及交通环

境污染。 

二、城市道路交通拥堵的机理 

（一）城市道路交通运输需求角度 

关于城市道路交通拥堵的机理，我们是应当从多个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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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进行客观分析和认识的。从运输需求的角度来分析，城市

居民个体会因为通勤、社交、购物、学习等等一系列活动，

形成对交通的需求，进而产生交通位（交通位是某个个体或

群体出行行为的特定的时间与空间分布）。其中社交、购物

的交通位弹性相对较大，刚性较高，居民可以根据自身情况

选择错峰出行，但通勤的交通位弹性则非常有限，刚性非常

高，城市就业人员的上下班时间集中，由此众多的居民个体，

就形成了巨大的交通流，越大的城市人口密集度越高，上下

班时间段的交通流也就越大，这种交通位的重叠，正是当前

引起城市道路交通拥堵的主要机制，不过其背后还有诸多的

机制在交错影响[3]。 

第一是城市道路交通运输需求增长过于快速和集中。为

了快速的发展经济、提高民生，我国的城市建设进程相当之

快，城市的人口数量也在短时间内据量增加，与此同时同步

增加的还有城市道路交通运输需求，相当的快速和集中，而

城市道路交通运输服务及基础设施的发展，又跟不上需求，

由此在交通位集中的情况下，便会导致交通运输负荷过载，

发生拥堵。 

第二是私家机动车数量增长过快。城市化的发展，确实

带来了经济上的快速提升，城市居民的经济收入显著增加，

生活品质追求也变得更高，很多人将拥有“私家车”作为了

一种生活追求，但依赖于私家机动车出行的交通位增多之

后，则使得城市道路交通压力不堪重负，交通拥堵问题越来

越严重。 

第三是初期的城市规划不合理。在我国很多城市的早期

建设规划中，缺少科学性、长远性的考虑，没有将未来城市

规模的扩大、人口的增多以及车辆的增多的因素纳入推敲体

系，只重视满足当前的城市建设需求[4]。但城市发展到了后

期，其规模、结构、功能已经与最初有了很大的差别，早期

规划所造成的交通限制，使得如今的交通需求难以得到满

足，使交通拥堵成为了难以避免的问题。表 2 为我国不同类

型城市发生交通拥堵的主要道路系统。 

表 2 我国不同类型城市发生交通拥堵的主要道路系统 

特大城市 重要主干道、次干道、支路，重要高速路及快速路的路段、交织分流 区，快速路上的辅路及与之相

交的次干路，快速路节点 

大城市 重要主干道、次干道、支路，交织分流区，交通枢纽处等瓶颈路段 

大中城市 重要主干道、次干道，交织路口，瓶颈路段 

中小城市 重要主干道，交织路口，过境交通道路 

第四是对交通需求的管理方法较为落后。对交通需求的

管理，已经成为了一门独立的学科，并且在一些发达国家当

中已经得到了广泛的推广和应用。归根结底来说，对交通需

求的管理，其实就是对交通位的管理，如其可以通过价格杠

杆等措施，来调整交通位的出行时间，从而优化城市道路交

通需求的时间结构、空间结构，增强交通供需的平衡性，达

到缓解交通压力的目的。但就我国当前的实际情况来看的

话，在交通需求管理方面的方法应用还较为落后，或者说不

够全面，难以起到有效的城市道路交通需求时间结构、空间

结构优化效果。 

（二）城市道路交通运输供给角度 

再从城市道路交通运输供给角度来进行分析，各种交通

运输方式，形成了城市道路交通运输供给主体，作为城市居

民来说，不论其出行目的为何，选择了不同的交通方式，也

就产生了不同的交通位，进而由以下原因引起了城市道路交

通拥堵。 

第一是城市道路交通运输供给有限。由于城市空间的有

限性，交通的时空局限性以及交通基础设施供给的有限性，

导致了交通位的有限性，原有的仅靠扩大基础设施的思路无

法解决当前的城市拥堵问题。需要认识到，供给的有限性是

刚性约束条件，是在交通拥堵治理时需考虑的因素。 

第二是城市道路交通运输供给结构不合理。从城市居民

个体出行考虑，有购买能力的城市居民通常会选择私家车出

行，因为私家车便捷、舒适。而绝大部分城市居民一般选择

城市公交，因为城市公交选用大型车，便宜实惠。在城市道

路供给既定的情况下，发展城市公交是减少交通需求量以平

衡供求的最佳选择[5]。虽然城市管理部门已认识到优先发展

公共交通的重要性，但总体上看公共交通供给在交通结构中

仍存在较大的发展空间。 

第三是城市道路交通运输供给衔接不畅通。由于不同交

通方式如高铁、地铁、轻轨、公共汽车、出租车等隶属于不

同部门管理，导致不同交通方式的衔接不通畅，给乘客出行

来了极大不便。因而，出现了出行主体仍以机动车为主的局

面。 

第四是城市道路交通运输供给管理水平较低。在城市交

通系统的细节设计方面，如交通标志和信号灯的设置，交通

诱导信息的及时发布，交叉路口道路的设计，高速通道进出

口的设计和分布等，均是影响交通的因素，在我国这些方面

尚有待进一步完善和提升[6]。通过制定交通运行评价指标体

系和拥堵分级标准，建立热点及重点片区道路交通状况实时

监测机制。通过手机、广播、交通信息屏等手段向社会发布

路况信息和交通拥堵指数，引导公众合理选择出行方式和出

行线路。针对不同交通拥堵等级，组织制定交通拥堵应急处

置预案，制定治理措施并组织实施。 

（三）城市道路交通主体角度 

城市道路交通主体不仅仅包括了公共交通供给主体，同

时还包括了其他的个人交通位，尤其是驾驶、乘坐私人交通

出行的交通位。部分的交通主体欠缺秩序意识、规范意识、

道德意识甚至是交通法律意识，本来可以正常通行的道路交

通，由于其个人利己的、不顾他人的交通操作，便非常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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扰乱整体的交通秩序，造成交通堵塞如插队、占道甚至还有

逆行的情况等等。 

三、城市道路交通的优化策略 

（一）丰富城市道路交通的可选择性和灵活性 

当前，优化城市道路交通的首要策略，应当是尽快丰富

城市道路交通的可选择性和灵活性，分散交通位集中需求所

造成的交通压力，减少、缩短交通拥堵。如作为政府方面，

需要对城市的综合交通、综合布局等进行总体规划，以此引

导居民交通位的产生与正常流动。重点是要考虑到城市的功

能分区，如工业区、商业区、办公区与居住区之间的地理关

系，从宏观层面上，合理布局城市交通流向。 

第二是要大力完善城市道路交通运输基础设施建设及

服务。一方面是要引导现代城市各类公共交通并行发展，如

公交、地铁、轻轨以及其他各种形式的共享交通，从真正意

义上丰富居民出行的交通方式选择多样性、灵活性，控制和

减少私家车出行。另一方面，在城市道路交通的基础设施建

设上，要以满足公共交通需求为先，优化公共交通设备、设

施的技术条件，开辟优先的公共交通运输路线，引导大众优

选公共交通出行。为了进一步增强公共交通对居民出行的便

捷性，在交通基础设施的建设过程当中，还需要注意一个非

常关键的问题，那就是不同公共交通之间的换乘，不仅要做

到同一类的公共交通持续衔接，同时还要做到不同类型公共

交通的持续衔接，减少居民公共交通出行的麻烦，提高公共

交通效率。 

（二）加强城市道路交通管理、合理引导交通位 

从本质上来讲，作为居民可以选择自己所需要的任何方

式出行，这一点政府是不能进行强制管控的，不过政府却可

以通过其他的交通管理措施，来柔性的调节居民出行方式，

合理引导城市交通位的产生，缓解城市道路交通压力，避免

交通拥堵[7]。 

如除了上述丰富城市道路交通的可选择性和灵活性之

外，还可以通过交通需求管理，利用车辆税、车辆定额配给、

道路拥挤收费、停车收费和车牌限制通行、鼓励合乘车和错

峰上下班等一系列的举措，降低特定时间段内的交通压力。

同时还需要动态的做好车流、人流的组织调配，对交通进行

监控、指挥、引导与疏散，以改善交通秩序，提高交通运行

质量。 

当前，已经有越来越多的现代化科学技术被应用到了交

通管理中来，如大数据技术、人工智能技术、物联网技术等，

通过这些现代化的科学技术，来辅助交通管理可以大大提升

交通管理的效率和质量，能帮助我们更好的协调城市交通，

优化城市道路交通运行，防止交通拥堵。 

（三）对城市道路交通进行时空分流 

减少交通位存在的交叉和重叠现象，是规避城市道路交

通拥堵的一个重要方法，为此应通过对城市道路交通进行时

空分流，该缓解城市交通高峰时段交通位过于集中的矛盾和

问题。在时间方面，在上下班高峰期，按不同的行政区域适

当错开上下班时间安排，从而避免上下班交通拥堵的问题。 

此外，政府还可以通过改变机关、事业、学校等部门的

作息时间，实行不同的上下班时间。工商企业则根据错时上

下班原则，结合自身生产的实际情况来合理确定上下班时

间。在空间方面，由于大城市交通拥堵严重的一般是位于市

中心繁荣地带的老城区居多，而老城区的交通基础设施改造

或扩容的难度很大，因此，可以通过在郊区建立卫星城，增

加多个城市分中心的办法来缓解原有市中心的交通压力。时

空分流的实行依赖于信息化、智能化的交通管理技术的应

用，应大力推广物联网技术在城市交通领域的不断应用。 

（四）加强社会交通文化宣传、教育 

整个城市道路交通的运行，是由若干的主体组成的，他

们共同决定着城市道路交通的效率。通过一些政策措施、管

理措施以及技术措施，固然能优化城市道路交通，缓解城市

道路交通压力，但是这还并不能从根本上消除拥堵的问题。

如果交通主体自身的交通意识、秩序意识、法律意识等较低，

即使交通规划再合理，交通基础设施与服务再完善，也是有

可能会导致交通拥堵的。 

为此，必须要加强社会交通文化宣传、教育，培养大众

良好的交通意识、秩序意识、法律意识，不但要严格遵守各

项交通规则，同时还要具有交通道德素质，礼让行人、不争

不抢、按秩序通过。在上述各项策略、措施的共同作用下，

城市道路交通便可得到显著的优化，交通拥堵的频率、时间

便可大大缩减。 

四、结语 

在现代城市的建设过程当中，我们必须要高度重视道路

交通问题，要采取各项策略、措施，优化城市道路交通条件，

缓解城市道路交通压力，减少交通拥堵，这样才能对城市生

活、生产起到进一步的保障作用，促进城市经济建设，同时

减少潜在的交通安全事故及交通环境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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