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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上海“公共交通+自行车+步行”出行比例将达8成以上 “公交优先、慢行改善”将作为一个根本性规则

慢行道路设施总量“只增不减”因地制宜建高品质慢行网络

记者看到，根据《上海交通发展白皮
书》，上海将重点围绕轨道交通站点，推进
建筑物之间的人行连廊和通道建设，构筑
立体步行系统。不难想象，增加更多遮阳
避雨的人行通道，自然会吸引更多人步行
去搭车。

据上海城市综合交通规划研究所政
策研究室有关负责人介绍，对于如何改善
本市1000多万存量自行车的出行环境，上
海也已经有了详尽规划，重点包括：第一，
商业、办公、居住、交通、旅游等建筑物应
严格按照标准配置自行车停车设施，鼓励
自行车换乘公共交通，改善停车换乘便利
度，并研究出台换乘停车优惠政策；第二，
有序发展公共租赁自行车，研究出台公共
租赁自行车系统的制式标准和服务；第
三，鼓励各区县围绕公园、绿地、林荫道路
和旅游景点，因地制宜地建设方便市民健
身和休闲出行的自行车道路。

陈小鸿表示，慢行网络主要是指步行
网络、自行车网络。“一定要把传统概念上
的车行道路网络扩大，延伸得更广泛。对
自行车道、行人网络，都逐渐建立起一个
专门的通道，接驳性的通道、休闲性的活
动空间，根据不同的地区建立不同的网
络，而这些网络和我们居住和人的活动又
能紧密衔接在一起。”

比如在滨江形成以自行车和行人专
用，结合休闲、健身的专用网络，也就是高
品质的慢行交通环境，包括自行车的停
车、和轨道交通相衔接的共享的自行车系

统等等。“甚至将来我们还能像小陆家嘴
地区一样，形成一个高架的连续的步行，
甚至是一些自行车通道。”

这样的设想已经在逐步实现中。就
在国庆前夕，9月30日，市规土局正式发布
了“黄浦江两岸公共空间贯通开放概念方
案”，在杨浦大桥至徐浦大桥区域长约45
公里的岸线，就将修建起连续贯通的滨江
岸线空间，在岸线和腹地之间建设慢行优
先的复合垂江通廊，串联滨江岸线空间与
腹地活动中心、轨道站点、有轨电车站点、
轮渡码头，为前往滨江的自行车和行人提
供良好的环境。一条慢行休闲绿道将让
滨江真正成为人们休闲游憩的去处，打通
腹地与滨江的慢行联系。

“我们还要通过交通的联系，把自然
还给更多人。”陈小鸿提到，这轮上海2040
城市总规划里很重要的，就是提出要建设
2000公里以上的绿道系统。这些绿道系
统，要真正能融入城市人的生活中，要和
交通系统紧密衔接，甚至要叠合在一起，
以此来提升慢行交通的品质。

同样，结合已经发布的15分钟社区和
生活圈规划，上海还将进一步优化生活圈的
慢行交通组织，在城市中心、副中心、社区活
动中心，都会有效管理机动车的通行和使
用，在建立的公共活动中心里，建立以轨道
交通为核心、慢行交通优先通行的交通环
境。“也就是说，在城市里通过这样一些网
络，能把人和生态空间、工作空间和生活空
间很好地融合在一起。”陈小鸿表示。

根据不同地区因地制宜提升慢行品质 上海2040年总体规划编制中，《上海
市慢行交通发展规划》是其中的专项规划
之一。市交通委表示，这一规划将“从宏
观配置角度提出慢行交通系统设施规模、
体系结构、网络布局及相应的技术标准
和保障机制，并为下层次规划编制提供
宏观战略指引”。在综合交通“十三五”
规划中，本市将结合2040总体规划中对
慢行交通发展要求各区县和相关部门进
一步细化相关行动计划，切实推进各项
具体工作。其他关于慢行交通建议，也
会统筹考虑。

《上海市慢行交通发展规划》的编制，
陈小鸿也是参与者之一。据透露，根据规
划，上海的目标是在2020年成为慢行交通
高品质的城市，到2040年能够成为全球慢
行交通的标杆城市，这个标杆城市是四个
一流：一流的设施品质、一流的法制意识、
一流的管理水平、一流的人文关怀。规划
中提出，整个慢行系统里的专门设施或者
空间的占有率要达到70%以上，也就是说
需要有隔离的自行车道达到70%以上，这
样才能保证在这个城市里面使用这个系
统的人满意度在90%以上。

上海城市综合交通规划研究所政策
研究室有关负责人则表示，“公交优先”、

“多层次网络”、“精细化管理”、“慢行交
通”这些关键词，将构成未来十年上海城
市交通发展的主基调。

据悉，在上海市民使用的交通出行方
式构成中，步行的比例大约在28%，而自行
车等非机动车出行的比例大约在27%。数
据显示，中心城范围的慢行交通出行比重

虽然逐年缓降，但 2013 年仍达到 41%。
在郊区新城，慢行交通出行仍是主体，根
据上海第四次交通大调查，7个远郊新城
的内部交通出行方式结构中，70%为慢行
交通。

2013年，本市时隔十年再度公布《上
海交通发展白皮书》，其中提出未来10年
的目标是让公共交通+自行车+步行的“绿
色出行”比例能够达到80%以上。据悉，在
20年前，汽车还未走入更多家庭的时候，
上海的这一比例超过90%，十年前，这一比
例则在82%左右，直到2010年开始，数字
才跌破80%。

而本市倡导步行及自行车出行的目
标和原则十分明确，一是保障步行和自行
车交通的基本路权；二是充分发挥步行和
自行车在中短距离公共交通接驳换乘中
的主体作用。

事实上，上海从2000年之后就开始重
视如何在整个城市“留住”自行车。2005
年，上海曾经做了一个相对来讲比较完善
的慢行交通规范，分成自行车和步行两
个方面。当时就完成了上海市三级非机
动车道网络的规划，规划了25条自行车
廊道，在 25 条自行车廊道里面，最重要
的就是基础设施的保障、通行空间的保
障。但后来发现，即使做了这样的努力，
自行车的分担率在这个城市里面仍然不
断下降。

“我们要做到什么样的情形，才能让
大家愿意使用慢行交通，而且不放弃这种
方式？”陈小鸿说，在此次编制慢行规划
前，这是大家始终在思考的问题。

都市青年热爱骑行。 本版摄影 青年报记者 吴恺

摩拜单车成为都市骑行者的新宠。

“绿色出行”比例达到80%以上

慢行步道未来将越来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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