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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以人为本理念的市政道路设计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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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人为本的市政道路设计是以满足市民出行需求和提高市民出行体验为出发点的设计理念。该设计理念的核心是优先考虑行人和

非机动车的出行需求，同时注重公共交通、交通安全和绿色出行等方面的设计。基于以人为本的市政道路设计，可以采取一系列措施，如

建设和完善人行道、自行车道、公共交通设施、道路交通安全设施等，提高市民出行的舒适性和安全性，同时加强市民参与式设计，实现

市政道路设计的公正、公平、透明。以人为本的市政道路设计是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方向之一，其目的是为市民提供更加舒适、安全、

便捷、美观的出行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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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政道路是城市交通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城市发展的重要载

体。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市政道路的数量和规模不断增加，

交通流量和交通压力也不断增大，交通安全和通行效率问题日益凸

显。因此，如何进行科学合理的市政道路设计，满足市民的出行需

求，提高道路的通行效率和安全性，促进城市可持续发展，已成为

当前交通规划和设计领域的研究热点之一。总体来看，市政道路设

计应该以“以人为本”的理念为基础，充分考虑市民的出行需求和

利益，创造更加舒适、安全、便捷的出行环境。 

一、以人为本理念在市政道路设计中的体现 

1、改善行人环境 

行人是城市交通的重要组成部分，城市道路的设计应该更加注

重行人出行的需求和安全[1]。在市政道路设计中，应该增加人行道

的宽度，保证行人的安全出行。同时，还应该增加步行街和休闲公

园等公共空间，为市民提供更加舒适的出行环境。 

2、优化公共交通 

公共交通是城市交通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市政道路设计应该更

加注重公共交通的发展。在市政道路设计中，应该增加公交专用道

和公交站台，提高公共交通的运行速度和舒适度。同时，还应该合

理规划地铁和轻轨等城市轨道交通，为市民提供更加便捷的出行选

择。 

3、减少机动车对环境的影响 

机动车对环境的影响已成为城市交通发展面临的重要问题之

一。市政道路设计应该更加注重减少机动车对环境的影响，优化机

动车的出行路线和停车方式。在市政道路设计中，应该增加自行车

道，鼓励市民骑行，减少机动车使用量。同时，还应该建设更多的

停车场和停车位，提高停车的效率和便捷度，避免机动车停放对环

境的影响。 

4、保障道路交通安全 

道路交通安全是市政道路设计的重要目标之一。市政道路设计

应该更加注重保障道路交通的安全。在市政道路设计中，应该合理

规划交通信号灯、标线标志等设施，提高交通的可视性和可控性。

同时，还应该加强对道路交通违法行为的打击力度，严格执法，为

市民出行保驾护航。 

二、基于以人为本的市政道路设计原则 

1、安全优先原则 

“安全优先”是市政道路设计的基本原则之一，是保障市民出

行安全的关键。在市政道路设计中，应该优先考虑行人和非机动车

的安全，为他们提供安全可靠的通行环境[2]。为了落实“安全优先”

原则，市政道路设计需要合理设置行人、非机动车道，控制机动车

行驶速度，增加安全设施和交通标识等。只有通过这些措施，才能

有效降低交通事故的发生率，保障市民的出行安全。 

2、通行效率原则 

“通行效率”是市政道路设计的另一个重要原则，是为市民提

供便捷出行服务的重要保障。在市政道路设计中，应该考虑市民出

行的时间成本和通行效率，优化道路交通流量和通行速度。为了落

实“通行效率”原则，市政道路设计需要合理规划机动车道、公共

交通设施和交通管理措施等，优化道路交通流量，提高市民出行的

效率。 

3、可持续发展原则 

“可持续发展”是市政道路设计的重要目标之一，是为了满足

市民出行需求的同时，保护环境，实现可持续发展。在市政道路设

计中，应该充分考虑环境保护和资源利用等方面的问题，采用低碳

环保、节能减排等策略，推动城市交通的可持续发展。为了落实“可

持续发展”原则，市政道路设计需要采用新能源汽车、鼓励非机动

出行等方式，减少机动车对环境的影响，实现城市交通的绿色发展。 

4、以人为本原则 

“以人为本”是市政道路设计的核心理念，是为了满足市民出

行需求和提高市民出行的质量而制定的。在市政道路设计中，应该

从人的角度出发，注重市民出行的体验和感受，提高市民出行的便

捷度和舒适度。为了落实“以人为本”原则，市政道路设计需要注

重人性化设计，优化公共交通服务和出行环境，加强道路安全和交

通管理等，为市民提供更好的出行服务。 

5、公众参与原则 

“公众参与”是市政道路设计的重要原则之一，是为了听取市

民的意见和建议，提高市民的满意度和参与度。在市政道路设计中，

应该开展公众参与活动，鼓励市民参与市政道路的设计和规划，了

解市民对道路出行的需求和意见，制定更加贴近市民实际需求的规

划方案[3]。为了落实“公众参与”原则，市政道路设计需要通过多

种形式开展公众参与活动，包括公开论坛、调查问卷、社区座谈会、

在线问答等方式，提高市民对道路出行的参与度和满意度。 

6、智能化原则 

“智能化”是市政道路设计的新趋势之一，是为了提高道路出

行的智能化水平和科技含量，提高市民出行的便捷度和舒适度。在

市政道路设计中，应该注重智能化技术的应用，包括智能交通信号

控制系统、智能停车系统、智能车辆管理系统等，提高市民出行的

智能化水平和科技含量。为了落实“智能化”原则，市政道路设计

需要结合新一代信息技术、大数据技术、人工智能技术等，打造智

慧城市交通系统，提高市民出行的便捷度和舒适度。 

7、绿色出行原则 

“绿色出行”是市政道路设计的新趋势之一，是为了减少机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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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对环境的影响，推动城市交通的可持续发展。在市政道路设计中，

应该注重绿色出行的推广和应用，包括非机动出行、公共交通出行、

新能源汽车出行等方式，减少机动车对环境的影响。为了落实“绿

色出行”原则，市政道路设计需要采用一系列的政策措施，包括绿

色出行倡导、公共交通优先、非机动出行鼓励、新能源汽车推广等，

推动城市交通的绿色发展。 

三、基于以人为本的市政道路设计方法 

1、人性化道路设计 

人性化道路设计是以人为本的市政道路设计的核心理念之一，

其目的是为市民提供更加舒适、安全、便捷、美观的出行环境[4]。

具体来说，人性化道路设计应该注重以下几个方面：首先，需要根

据市民的出行需求和习惯，设计出符合市民需求的交通设施，如通

行方便的人行道、非机动车道等。此外，还需要根据市民的视觉和

感官需求，通过设置道路绿化、景观等，营造更加宜人的城市环境。

比如，在道路两侧设置树木、花草，可以有效缓解城市的热岛效应，

同时提高市民的幸福感。其次，人性化道路设计应该注重市民的文

化需求，如保留和弘扬城市的历史文化特点，以及文化景观的设置

等。比如，在历史悠久的城市中，可以通过保留古建筑、文物等方

式，将城市的历史文化特点融入到市政道路设计中，为市民提供更

加丰富的文化体验。 

2、行人和非机动车优先 

行人和非机动车是城市道路交通中 脆弱的交通参与者，其出

行安全和便捷性应该得到重视。在以人为本的市政道路设计中，应

该优先考虑行人和非机动车的出行需求，为他们提供更加人性化的

交通环境。具体来说，可以采取以下措施：首先，需要建设并完善

行人和非机动车的交通设施，如行人专用道、非机动车道等，保障

行人和非机动车的交通安全和便捷性。比如，在城市中心区域的主

要街道，可以设置宽敞的人行道和非机动车道，以便行人和非机动

车通行[5]。其次，应该设置减速带、交通信号灯、道路标志等交通

安全设施，提高道路交通的安全性。比如，在学校、商业中心等区

域，可以设置减速带、行人专用过街设施等，以保障行人和非机动

车的安全。 

3、公共交通优先 

公共交通是城市交通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以人为本的市

政道路设计中，应该优先考虑公共交通的出行需求。具体来说，可

以采取以下措施：首先，需要建设和完善公共交通设施，如公交车

站、轨道交通站等，提高公共交通服务的质量和便捷性。比如，在

公交车站设置遮阳棚、座椅等设施，提供便捷的换乘服务，同时提

高公共交通的使用舒适性。其次，可以设置公共交通专用道、公共

交通信号灯等交通设施，优先保障公共交通的通行效率。比如，在

公共交通车道上设置公交车优先信号灯，使公共交通能够优先通

行，从而提高公共交通的服务质量和便捷性。 

4、交通安全保障 

在以人为本的市政道路设计中，交通安全是一项重要的指标[6]。

交通安全保障应该是市政道路设计的一个重要目标，需要采取一系

列措施，提高道路交通的安全性。具体来说，可以采取以下措施：

首先，需要建设和完善道路交通安全设施，如交通信号灯、减速带、

行人过街设施等，保障道路交通的安全性。比如，在学校、商业中

心等区域设置减速带、行人专用道等设施，提高道路交通的安全性。

其次，需要强化交通执法和监管力度，对违规行为进行严格处罚，

提高市民遵守交通法规的意识。此外，还需要加强交通事故统计和

分析工作，及时发现交通安全隐患并采取有效措施加以解决。 

5、智慧交通系统 

智慧交通系统是以信息技术为基础的交通管理系统，可以提高

城市交通的智能化水平和科技含量。在以人为本的市政道路设计

中，智慧交通系统的建设和应用应该是一个重要内容。具体措施可

以包括：首先，建设智能交通信号控制系统，通过实时监测和调控

交通信号，提高道路交通的效率和安全性。其次，建设智能停车系

统，提高停车管理的效率和便捷性。此外，还可以建设智能车辆管

理系统、交通信息共享平台等，实现城市交通信息化管理和智能化

控制[7]。 

6、绿色出行 

绿色出行是城市交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方向，在以人为本的市

政道路设计中，绿色出行的推广和应用应该是一个重要内容[8]。具

体措施可以包括：首先，建设和完善自行车道、步行道等交通设施，

提高市民绿色出行的便捷性和安全性。比如，在城市中心区域设置

自行车道，为市民提供绿色出行的便捷选择。其次，鼓励绿色交通

方式，如鼓励市民步行、骑行、乘坐公共交通等，减少私家车的使

用。比如，可以推出步行、骑行、公共交通优惠等政策，吸引市民

采用绿色出行方式。 后，建设和完善城市绿化系统，营造绿色、

环保、健康的城市交通环境。比如，在城市中心区域增加绿地和景

观，促进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提高市民出行的幸福感和生活质量。 

7、参与式设计 

参与式设计是一种以市民参与为核心的设计方式，其目的是通

过市民的参与，实现市政道路设计的公平、公正、透明。在以人为

本的市政道路设计中，参与式设计应该得到重视[9]。具体措施可以

包括：首先，开展市民意见调查和参与式设计活动，听取市民的意

见和建议，以市民需求为出发点，实现市政道路设计的民主化和公

正化。其次，加强市民教育和宣传，提高市民对市政道路设计的认

识和参与度。比如，在设计阶段开展市民教育和宣传活动，提高市

民对市政道路设计的理解和参与度。 后，建立和完善市民参与式

设计的机制和体系，实现市民参与式设计的常态化和制度化。通过

建立市民参与式设计的机制和体系，保障市民参与的权利和利益，

实现市政道路设计的公平、公正、透明。 

结语 

以人为本的市政道路设计是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方向之一，

其目的是为市民提供更加舒适、安全、便捷、美观的出行环境。在

市政道路设计中，应该优先考虑行人和非机动车的出行需求，同时

重视公共交通、交通安全和绿色出行等方面的设计。此外，参与式

设计也是一种重要的设计方式，应该得到重视和推广。通过不断完

善市政道路设计，实现城市交通的可持续发展和城市品质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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