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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交通拥堵收费案例分析

1.国内案例

（1）新加坡

交通拥堵政策最早起源于新加坡，于1975年正式开

始实施。在1960年至1970年间，新加坡的私人机动车拥

有量增加了超过一倍，交通基础设施的建设无法满足机

动车的快速增长。为了缓解交通压力，新加坡政府采取

了一系列的措施来提高拥车成本，其中一项措施就是交

通拥堵收费。

执行阶段，交通拥堵收费的区域从6.2平方公里扩

展到7平方公里，收费时间也由最初的周一到周六早高

峰为主，延长到工作日的早上七点半到晚上七点，节假

日早上七点半到下午一点半。新加坡收费对象涵括较广，

私家车和一般的公共交通都需收费，仅紧急车辆可以豁

免。

（2）伦敦

伦敦也是交通拥堵收费实施比较成功的城市。虽然

伦敦是2003年才正式开始实施拥堵收费政策，但是早在

上个世纪60年代中期就对区域通行制度进行了研究。伦

敦从研究拥堵收费到正式实施，历时将近40年，并通过

这十几年的实践积累，对交通拥堵收费政策的运行和管

理有了更加深刻的体会。

伦敦拥堵收费开始于2003年，刚开始执行时面积约

为21平方公里，后来扩展到了约40平方公里，而后又取

消了扩展区域。伦敦虽然限制面积比新加坡大，但是限

制车辆类型较少，私家车和货车为主要限制车辆，其区

域内的居民拥有的私家车和进入限制区域的低排放车辆

都有一定的减免，并且伦敦非工作日不征收拥堵费用。

2.国外案例

在中国，目前还没有正式实施交通拥堵收费政策的

城市。在21世纪初，中国几个发达的城市比如北京、上

海等提出过拥堵收费的建议；但是由于反对声音过大，

中国的交通拥堵收费策略一直没有实现。

3.成功实施拥堵收费的区域共同点

对比实施成功的城市，可以看出这些城市实施策略

上有一些共同点。

（1）实施区域面积不宜过大；新加坡、伦敦等城市

实施管控的区域面积均在四十平方公里以内，且配合低

排放区域设置。

（2）分层次进行收费。对于不同车型、不同路段、

不同时段收费标准不同；一般私家车管控最为严格，早

晚高峰时期收费价格适当提高。

（3）完善的路网结构；可以看出实施拥堵收费区域

附近的道路网基本完全成型，过境车辆可以不用行驶进

入限制区域也可通行。

（4）发达的公交系统。新加坡、伦敦摩等城市均拥

有完善的公交系统高峰时期公交分担率达到70%左右。

表1　各地公共交通使用情况

大运量交通里程

（km）

高峰公交分担率

（%）

新加坡 149 44

伦敦 402 38

二、交通拥堵收费的优缺点

1.交通拥挤收费的优点

交通拥堵收费能够被多个地区运用并在新加坡实施

长达四十几年，说明这个政策的某些优势十分明显，具

体如下。

（1）提高交通运行效率。交通拥堵收费最大的优点

就是能够提从改变居民出行方式、居民出行时间等方面

提高交通运行效率。在实施交通拥堵收费政策后，实施

区域内的小汽车使用率明显降低，公共交通和非机动车

出行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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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鼓励绿色出行，减少交通污染。许多实施交通

拥堵收费的地区同时也是低排放区。在限制区域，政府

鼓励公交出行、绿色出行，通过分层次的收费标准控制

私家车尤其是高污染私家车的出行。

（3）利用经济手段对交通量进行宏观调控。交通拥

堵收费本就是通过收费来调节出行需求，除了能够防止

交通拥堵，还能控制出行人数和出行方式。

2.交通拥挤收费的缺点

虽然交通拥堵收费有以上几个优点，但是交通拥堵

收费也存在着很多让人诟病的地方，也正是这些缺点使

这项政策迟迟未在中国推广的原因。

（1）交通拥堵向外转移。私家车为了减低通行费用，

选择不进入管控区域，行驶一定的绕行距离。虽然内部

区域交通得意缓建，但是这样可能会导致外部道路交通

增加，加重外围交通负担。

（2）交通量反弹。虽然区域内的交通量大幅减少，

但是交通拥堵延误水平有所反复。

（3）不利于管控区域内经济发展。新加坡政府做过

相应的调查，未显示拥堵收费会对办公产业产生冲击，

但是管控区域内的零售业会受到影响。

（4）拥堵收费对汽车产业造成影响。增收拥堵费用，

将导致车辆购买力的降低，不仅是汽车行业，还对钢铁

等重工业产生一定的影响。

（5）民众普遍持反对意见。有观点认为，交通拥堵

收费对高收入人群损害不大，中收入人群却不得不放弃

私家车选择公共交通，但是现在国内很多城市公交并不

能够满足这么多居民的出行。

三、重庆交通拥堵收费策略

1.现阶段提出的重庆拥堵收费策略

（1）渝中区概况

渝中区三面环水，是重庆的行政、金融、商贸中

心，其陆地面积约23.24平方公里，常住人口超过66

万。由于渝中区政治经济上的优越性和地理位置上的特

殊性，导致渝中区成为重庆最拥堵的区域。根据高德地

图提供的数据，渝中区高峰时期拥堵指数达2.39。从前

面的总结来看，一般限制区域的面积不宜过大，且都是

公交系统比较发达的城市核心区，渝中区刚好满足这些

条件。

（2）跨组团桥梁实施拥堵收费

桥梁是路网的瓶颈路段，根据高德地图提供的数据，

重庆主城区中最拥堵的路段中，红石路、渝澳大道、渝

航大道、石坪桥正街均靠近跨江大桥。

我国桥梁收费的政策由来已久，在引入BOT模式

后，我国部分桥梁开始对采用收费模式。但是我国桥梁

收费的目的主要是回收资金，维护运营成本，与拥堵收

费存在本质上的区别。

2.重庆实施拥堵收费的难点

近年来，重庆交通的拥堵程度一直排在我国前列。

我国很多大中型城市为了缓解交通压力，选择限行限购

的方式控制交通增长，但是重庆一直未采取其他措施。

宏观上来讲交通拥堵收费也是限行的一种。重庆对交通

管控如此慎重的原因主要如下。

（1）汽车产业是重庆的支柱产业之一。重庆的汽车

保有量在全国排名第3，超过460万辆车。同时，重庆也

是全国重要的汽车产地。不论是对车辆限行限购还是实

行交通拥堵收费，对汽车产业都会产生冲击。

（2）重庆公交系统不完善。重庆公交存在着常规公

共交通换乘次数多、轨道交通与地面交通换乘不方便、

轨道交通覆盖率不高等问题。如果实施拥堵收费将增加

公共交通的负担，降低公交整体舒适度。

（3）居民反映强烈。中国汽车税收普遍偏高，居民

认为汽车税收已经包含了上路的各种费用；且民众认为

政府无法保证税收能够被合理的利用。

3.重庆实施拥堵收费可采取的措施

（1）宏观层面

①在产业上，扩大第三产业比重，加快第三产业的

发展，减少对单一工业的依靠，完成产业结构转变。

②交通上，加快对公共交通的建设，降低公交出

行换乘次数，提高公交舒适度，大力发展轨道交通，在

2035年建成“29线1环”的轨道线网。并且需要完善道

路路网，构建组团之间多通道。

③在政策上，不仅需要在经济措施对交通进行管控，

还需要采取其他措施在协调作用下限制车辆的增长速度。

④收费采取循序渐进的方式，防止群众反应过激。

（2）具体措施

①收费区域

结合国外的成功经验和重庆的交通拥堵情况，收

费区域可设置为渝中区除过境通道（石黄隧道、八一隧

道-四新路、南北大道）之外的区域。

渝中区是重庆最为拥堵的区域，也是重庆的核心区，

渝中区以第三产业为主，主要发展金融业、商贸业、旅

游业等。渝中区的公共交通比较发达，现状1、2、3、6

号轨道线均在渝中区设置站点。同时南北东面均环水，

设置收费关口比较容易。



3

现代交通技术研究3卷3期: 2021年3卷3期
ISSN:2661-3697(Prin); 2661-3700(Online)

②收费时机

到2035年，渝中区将再建成一条普线12号线，2条

快线27号线和28号线，远景规划一条普线18号线。到

2035年，渝中区轨道交通基本建成，公共交通战机动车

出行量70%以上，能够满足居民基本公交出行。

同时，随着重庆产业结构的升级，以汽车制造业为

主的重庆工业需逐渐向新兴产业转变，但是这个转变是

缓慢的。不仅如此，近年来重庆第三产业发展迅速，现

在增加值和增速均超过第二产业。

考虑到公交承载力和重庆产业两个因素，如果要在

重庆实施交通拥堵收费，建议在2035年轨道交通基本建

成之后。

四、结语

拥堵收费存在一定的优点，但是它的缺点也是无可

避免的。如果重庆要实施拥堵收费，不能够照搬其他地

方的政策，应当因地制宜制定相应的方案，并且拥挤收

费的实施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它涉及收费技术、公

众的认可程度、社会公平性的保证，以及收费收入的使

用等方方面面问题。在重庆实施拥堵收费还有很长的路

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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