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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国民经济的快速增长与人民生活水平的迅速提高,人们对便利出行的需求也随之不断增加,对城市的快捷交通需求则更为明显。

交通拥堵已经成为了制约我国城市发展的瓶颈。鉴于此,文章就城市交通拥堵治理进行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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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交通拥堵的危害性 

交通,是城市的引擎、骨架,是一座城市的血脉。畅通出入中心城区的

交通通道,事关千家万户,事关民生改善,事关经济社会的发展。但是,随着

内江城市化水平提高,城区车流和人流量大幅增长,而道路交通资源供给

却严重不足,城市交通供需关系打破了既有的平衡,出现了交通拥堵严重,

交通秩序混乱等情况。交通拥堵不仅引发了城市环境质量的持续恶化,还

影响了城市形象,造成城市正常的社会生活秩序紊乱,进而制约了社会经

济、政治与文化等的发展。 

2 城市道路交通拥堵原因分析 

2.1城市居民出行机动化率提高 

近年来,我国城市公共交通运营车数和运营线路网的长度呈现出同步

增长的态势。这一变化尽管提高了居民出行的机动化率,但随着公交运营

车辆增多,公交运营速度不断下降,反而抵消新增运力的营运效率。由于公

共交通受到冲击,转移出来的乘客要寻找其他出行方式,特别是私家车的

大量使用。城市居民出行机动化率提高,使得主城区尤其是中心城区道路

不堪重负,交通拥堵日益严重。 

2.2城市化带来的交通供需不平衡 

自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农村人口不断地涌入城

市,人口跨地区流动也随之越来越频繁,城市化进程也随之加快。随之而来

的是城市交通需求不断增加,但交通的供给却赶不上需求的步伐,且随着

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这种供需不平衡也可能会进一步拉大。政府部门

为了使城市交通供需尽可能地恢复到平衡,就不断地进行城市道路的修

建、改建、扩建。但这只缓解了一时的拥堵,甚至形成了一种“拥堵-治理

-缓解-拥堵-再治理”的恶性循环。这种治标不治本的方法只能让城市交

通越治越拥堵。 

2.3交通管理水平有待提高 

随着信息时代的不断发展,智能交通已经成为交通发展的必然趋势,

尽管我国有些城市已经开始采取一些智能化的交通管理技术,但其深度和

广度还远远不够,从整体性和系统性上来讲,都与建立一个智能的交通系

统(ITS)有着较大的差距。N市结合“天网”系统,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了交

通次序,规范了人们的行为,但这还远远不够,本就有限的交通道路资源受

到管理贺岁平的限制尚未得到高效合理的利用。N市曾多次开展道路“缓

堵保畅”工作,但每次收效甚微且怨声载道。 

3 有效治理交通拥堵的对策建议 

3.1增设交通信号灯、优化信号灯配时 

设置交通信号灯是管理部门均衡路网交通负荷的重要手段。首先是要

在流量和事故达到有关标准的路口路段增设信号灯,如将城市圆盘改为红

绿灯信号灯；另外要优化交通信号配时,按不同日期、时段制定多时段配

时方案,尽可能采取多相位控制,为了提高路口的通行能力,应依据交通的

流量流向的特性,设置早断或迟启。 

3.2不断完善交通供给 

长期以来,我国城市政府把治理交通拥堵的重点放在道路建设上。但

是,道路建设很难追上汽车的增长速度,使城市道路容量日趋饱和,且随着

城市业态的变化,拥堵点也为之改变。国际上一些城市已经意识到仅仅依

靠道路供给增长已经不能解决交通拥堵问题,交通供给的策略已经由道路

的增加转变为发展智能交通来改善交通运行环境。可以使出行者在出行过

程中随时可以通过互联网、电话、短信、广播等方式获取路况、停车场、

换乘等信息,提高出行效率和减少无效出行,为缓解城市交通拥堵做出了

巨大贡献。 

3.3引导交通位的合理产生 

居民有权自由选择自己的出行方式,政府应通过引导和调节保障每个

人出行权利的实现。政府在提供多种方式和更多数量的公共交通基础设

施、公共交通装备基础上,应采用多种方式积极引导和调节居民的交通位

的选择。交通管理部门在现有既定布局的基础上做好车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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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通过价格、时间和舒适度等对比确定自己的出行方式,政府通

过价格杠杆调节出行比例,城市交通在合理引导和调节过程中健康发展。

政府可通过提高行车成本,推行机动车限行措施,降低公车的保有量,限制

私家车的使用,积极提倡市民绿色出行。 

3.4城市交通规划进行加强 

城市交通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就是城市轨道的建设,城市化经济的不断

发展,人口流动量不断加大,车辆也逐渐增多,例如：北京、上海等经济发

达的大城市,车辆拥堵的现象是最为严重。所以,有很多经济发展加较快的

城市建设了地铁这项交通工具,它的建设对缓解交通拥堵有着巨大的作用,

也是一个城市经济发展的象征,更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象征,

因此,地铁的建设是十分重要的,尤其是城市人口较为密集的地方,它的作

用是尤为重要的,它的发展也是城市经济发展的必要趋势。 

4 结语 

只有认清形势,有的放矢,对症下药,采取科学的对策,才能有效缓解

拥堵现状,创造出和谐有序的交通环境,从根本上改善人们的出行环境,提

高市民的幸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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