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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随着城市经济和社会的持续快速发展，城市规模和

数量不断扩大，机动化水平迅速提高。在给人们带来现

代城市文明和灿烂富饶的城市生活的同时，越来越多的

城市疾病也相继出现并且日趋严重。交通运输是经济增

长和就业机会的重要来源，为各个行业和产业链的发展提

供坚实的基础。根据国家能源署（IEA）研究表明，运输

所消耗的能源占据了全球能源消耗的19%，在过去一个世

纪中，全球能源消耗以平均每年约3%的速度持续增长 [1]。

伴随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加快中，国内能源生产已经

不能满足本国的能源需求 [2]。交通的快速发展也给环境

带来了极大的威胁。有关数据显示，全球约 20% 的碳排

放量由交通运输产生，并且还会持续增加，交通运输不

仅增加了能源消耗，造成了环境污染，也降低了社会效

率，对经济发展带来了更多负面影响 [3]。因此如何考虑

使资源与环境容量约束条件的同时最大限度满足社会经

济发展和人们对交通出行的需求，需要重新定义交通系

统的发展模式。

可持续发展是当今全球社会的共同目标，交通作为

现代城市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其可持续发展对城市

的发展至关重要。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和城市化的加快，

交通拥堵、环境污染等难题逐渐显露，因此，构建可持

续的交通系统刻不容缓。本文将简述中国可持续交通发

展历程，分析早期发展阶段存在的问题以及目前的发展

现状，对未来可持续交通发展方向与策略提供可靠建议，

以期对相关研究者和决策者有所启发，推动中国可持续

交通事业实现更大的进展。

一、国内外可持续交通的发展历程

1. 国外可持续交通发展历程

1992 年，在里约热内卢举办的联合国地球峰会上初

次确认了交通在可持续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并绘制了可

持续发展的发展蓝图 [4]。1987 年，由世界环境与发展委

员会（WCED）出版的《我们共同的未来》中初次定义

了可持续发展的含义，即实现一个对于未来的人们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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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我们目前同等健康环境的权利。这项研究成果详细勾

勒出了可持续发展的模式，以及可持续发展的基本概念

和准则 [5]。2001 年，Piet 通过数据调查，分析了发达国家

主要城市在 1950 到 1995 年五年间的居民使用机动车和非

机动车的出行比例，得出了非机动车的出行比例仍然占

据了较高的的比例的结论。2002 年的世界可持续发展峰

会上强化突出了交通在可持续发展中的意义与地位，其

成果文件《约翰内斯堡执行计划》在公共交通系统、基

础设施、货物运输网络、交通的效率、便利性和可负担

性，以及减少污染物排放、改善城市空气质量等多方面

为可持续交通提供了立足点。2016 年第一届联合国全球

可持续交通大会是联合国首次就可持续交通举办的全球性

会议，此次会议主要针对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和怎样推动

可持续发展方面可持续交通的重要作用进行了讨论 [6]。

近些年，西方国家对“可持续交通”的研究逐步走

向成熟，致力于公共交通系统的开发，积极提倡自行车、

公共汽车、地铁等低碳移动模式，有效减少了城市污染

和交通压力，体现了可持续交通在环境保护、能源节约

和出行成本等方面的积极作用，在这些方面，发达国家

在可持续交通领域已经取得一定的进展。

2. 国内可持续交通发展历程

1994 年，中国政府颁布《中国 21 世纪议程》，成为

第一个根据本国国情制定并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国家，

中国十四届五中全会《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中纳入了可持续

发展战略，力争不断丰富具有中国特色的可持续发展理论

体系 [7]。在2005年，北京第一次提出了建设“宜居城市”

的发展理念，目的是为了缓解彼时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对

生活化解的巨大冲击 [8]。2007年，中国开始在全国100多

个城市开展首个城市公共交通周和零车日活动，敦促居民

选择公共汽车、地铁、自行车等环保出行模式。

2016 年，我国通过了“十三五”规划纲要，将中国

中长期发展规划与可持续发展议程进行了紧密结合 [9]。

我国还通过发布《中国落实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国别

方案》，对当前国内推进可持续发展的指导思想、总体

原则及实施路径进行了阐述，并详细说明了中国未来实

施 169 个具体目标和 17 项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落实方案 [10]。

2017 年 10 月，中国共产党第 19 届全国大会的报告书中指

出了建设“交通强国”。在新战略规划的指导下，可持续

运输建设也迎来了一片新天地。2021 年 10 月，在北京举

办了第二届联合国全球可持续交通大会，此次会议主题

为“可持续交通，可持续发展”，出台了成果文件《北京

宣言》，宣言强调加快实现可持续交通转型是推动建设人

类命运共同体的关键路径。

二、我国可持续交通的发展现状

1. 我国可持续发展交通发展成效

（1）以公共交通为主的城市交通形态初步形成，绿

色出行理念得到推广

近年来，我国政府积极倡导绿色出行理念，推广新

能源汽车、公共自行车等绿色交通工具，鼓励市民步行、

骑行、共享出行等绿色出行方式，鼓励企业研发和生产

绿色交通产品。我国城市公共交通站点和线路逐渐完善，

城市交通公共服务日益完备，网络化、智能化、现代化

交通运营系统不断推出，形成了以公共交通为主的城市

交通形态。同时，出租车、网约车等出行方式也得到发

展和规范，为市民提供了更为便捷、优质的服务，对传

统交通方式的排放标准也加强了限制，环保意识不断提

高，形成了全民绿色出行的良好氛围。

（2）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加快，交通智能化水平不断

提高

我国交通智能化水平不断提高、城市交通基础设施

建设加快，智能交通、智慧停车、交通导航等技术不断

创新，高速公路、城市轨道交通、公路客运站、机场等

基础设施建设全面展开，构建了更为完善的交通网络，

推动了城市交通服务体系现代化和智能化，交通管理效

率和用户服务水平均有提升，为城市可持续交通的发展

提供了有力支持。

（3）交通运输服务水平整体提升，切实改善了民生

问题，增加了人民福祉

以现今与人们最密切相关的物流服务为例，对于以

往物流交通不畅通、过程费用高等问题最为凸显，国家

近期出台一系列针对交通降本提质的实施方案，各种扶

持、优惠、奖励政策逐步落实 [11]。切实让人们享受到了

政策红利。

综上所述，我国可持续交通的发展形势良好，但与

此同时也存在一些问题和挑战，如大型城市公共交通饱

和、智能交通技术应用和管理制度落实不尽如人意，这

些问题需要积极应对。

2. 我国可持续发展交通发展面临的问题

（1）绿色交通发展缓慢

虽然我国国家政府制定了大力发展绿色交通的政策，

但是绿色交通的发展缓慢。如我国新能源汽车发展基础

较薄弱、电动车续航里程短、充电站建设不足、价格过

高、共享单车管理等方面仍存在问题。

（2）交通管理和规范还需不断提升

交通管理制度、交通秩序不规范和治理不力紧紧围

绕着我国可持续交通发展。如非机动车乱穿、机动车乱

停、酒后驾驶等交通问题需要进一步加强治理，缓解城

市交通压力。

（3）现代化交通设施领域需加强，城市交通建设后

续追跑需加速

我国现代化交通设施发展如机场基础设施、城市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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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交通、长距离铁路换乘设施等方面仍存在空隙，同时，

交通信息化建设较为滞后，信息技术的集成应用不成熟，

无法实现全流程信息化、智能化和自动化。虽然我国城

市交通建设一直处于飞速发展，但在城市规模和使用人

口快速增长的背景下，需要更多投资和规划设计等来保

持发展的高速，但对于这些方面的建设，我国还处于后

续追赶阶段。

（4）新旧动能转换需要加速

当前，我国仍有大量旧动能交通工具如私人车辆和

燃油车存在，新动能交通工具如新能源汽车、共享单车

和智能出行作为可持续交通方式需要进一步发展。但需要

面对的问题很多，如新动能交通工具的价格高、电池寿命

和充电基础设施等，限制了新动能交通工具发展速度。

三、推动可持续交通发展的相关建议

伴随我国城镇化的转型发展，城市交通系统面临着

重大机遇和挑战，“可持续交通”成为城市交通可持续发

展的重要途径。基于人居环境视角，从自然环境、经济

环境、社会环境和等维度理解可持续交通的内涵，是实

现其“以人为本”的重要基础。面对当前我国可持续交

通系统存在的形势缺乏整合、层级扁平化、需求管理薄

弱及与土地利用错位发展等核心问题，不能盲目照搬国

外经验，需要识别国内外城市发展背景和空间结构的差

异，构建适合我国城镇化发展阶段和交通需求特点的可

持续交通系统。由此，提出以下建议：

1. 加快绿色交通发展步伐，推动“双碳”目标实现

要提高轻型车辆使用超高效率内燃机、氢燃料和电

力的比例，通过推动高效能源的使用，实现交通能源消

耗的减少。其次，需优化陆上电力供应与港口停靠，通

过优化供应链等方式来降低港口环保压力。第三，需进

一步尝试航空替代燃料，加强对航空燃料的研究和开发，

以推动民用航空的环保可持续发展。此外，还需深化多

式联运与智能交通系统的发展，推动不同交通方式之间

的信息互通和智能协同。最后，应加强交通枢纽场站的

充电基础设施建设，推动不同区域充分发展，落实可持

续交通发展的各项举措。

2. 推动差异化交通发展以应对人口结构复杂局面

我国未来人口发展可能面临人口老龄化问题加剧、

人口数量减少和人口跨区域流动性下降等挑战。因此，

应该积极推进便利化公共交通的发展，为老年乘客提供

更舒适、安全、方便的出行环境；根据农村与城市的实

际情况，做好差异化交通资源供给，农村地区做好保证

基本和服务乡村振兴的基本供给，出行需求旺盛的城市区

域进一步发展集约型综合性交通运输体系；在人口流动性

强的地域要注重通过交通改善，恢复和增加城市活力。

3. 加快提升交通技术自主能力

加快行业技术自主及创新体系建设，在诸如长寿命

基础设施、智慧交通发展等关键领域形成自主可控的完

整创新链；依托行业重大技术应用，推动交通运输领域

高新技术产业加快形成市场规模，强化全球市场的竞争

能力。同时要加强交通运输与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

技术等为代表的战略性新兴技术以及传统技术的融合发

展，以交通运输行业的广阔市场空间为国家高新技术及

相关产业发展提供舞台。

4. 为提供更高质量更精准的交通供给打下坚实的基础

一是要对未来的交通需求有更深刻、更精准、更全

面的理解；二是对现有交通基础设施的能力和短板要有

准确认识，能找到重点；三是要对各种新技术、新模式

有精准的预见能力，能更有效利用资源、更好发挥市场

主体作用、更准确保护好公众利益；四是要对我国发展

的区域特点、经济社会差异、城乡差异、用户需求差异

等方面进行更深入的调查和研究从而制定更精准的支持

政策，实现更高质量的供给、更精准的服务，来满足现

代化国家建设新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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