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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期中国可持续交通发展战略与政策选择
周　伟

(交通部 科学研究院 ,北京　100029)

摘　要:新时期中国可持续交通发展挑战与机遇并存 ,如何实现交通的可持续性发展成为当前的热

点问题。从经济可持续 、社会可持续 、环境可持续三个方面 ,对当前中国可持续交通进行了深入研

究 ,综合探讨了当前中国可持续性交通发展的紧迫性 ,充分借鉴国际可持续交通发展的经验 ,提出

了可持续性交通发展的战略和政策选择的建议:分阶段完善综合交通管理体制;利用经济手段促进

可持续交通的发展;提倡节约型和环保型交通 ,使交通与自然和谐统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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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 strategy and policy choices of sustainable

transportation in China in the new period

ZHOU Wei

(Institute of Scientific Resear ch , Ministry of Communications , Beijing 100029 , China)

Abstract:In new period , our country is developing the sustainable t ranspor tation , bo th challenge

and oppo rtuni ty coexists. A t present how to realize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t ranspo rtation

has become a ho t question. From three respects:economic sustainability , social sustainabi li ty ,

environment sustainabili ty , the paper carries out further investigation on China's present

sustainable t ranspor tation , and synthetically probes into the urgency of the present t raf fic

development in China , The paper , w ith the help of the international experience , propose s the

st rategies for sustainable t ranspo rtat ion and suggestions fo r the policy cho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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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近十余年来 ,中国的交通运输获得了惊人的发

展 ,有力地保障和支撑了中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 ,

但其存在的突出问题也引起了社会各方的广泛关

注。经过中外专家近两年的共同努力 ,我们从经济

可持续 、社会可持续 、环境可持续 3个方面 ,对中国

交通可持续发展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 ,借鉴国际可

持续交通发展经验 ,吸取发达国家的教训 ,提出了

“新时期中国可持续交通发展战略与政策选择”的建

议 ,主要内容可概括为:“实现一个目标 ,应对四大挑

战 ,实施六项政策” 。

1　中国实施可持续交通发展的紧迫性

中国正处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 ,工

业化 、城市化 、机动化快速发展所产生的巨大需求给

交通运输发展带来了难得的机遇;资源环境压力和

公平 、安全问题凸显 ,也使交通发展面临严峻的挑

战 。图 1的微笑曲线表明 ,随着机动性的提高 ,交通

发展的可持续性通常会有所下降 ,当达到一定规模



时 ,就会进入一个关键时期 。我们的任务就是要找

到一个新的途径 ,在不断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多层

次 、多样化运输需求的同时 ,实现交通发展与资源环

境的和谐统一。因此 ,切实转变运输增长方式和交

通发展模式 ,走可持续发展道路 ,是中国交通发展的

必然选择 。当前中国交通运输的进一步发展有赖于

妥善地应对以下 4个方面的挑战。

图 1　交通运输发展的关系模型

1. 1　提高交通运输服务品质 ,满足多样化运输需求

交通运输服务要切实体现以人为本 ,以全方位 、

多层次 、高质量的服务满足旅客 、货主的需求 。这就

意味着 ,要满足全体民众多层次的出行需求 ,为他们

提供便捷 、舒适 、零换乘 、合理价格等服务;要建立起

无缝衔接的综合运输体系 ,为货主提供有市场竞争

力价格的快捷 、可靠 、高效 、门对门的服务。

1. 2　体现交通公平 ,使交通发展惠及全体民众

交通发展的成果要惠及全体民众 ,就要从解决

车辆的交通问题转变为如何改善“人”的出行环境和

货物的有效流通 ,促进经济 、社会的全面发展 。这就

需要体现公平 ,优先满足大多数人的交通需求 ,发展

大众化的交通方式 ,关注弱势群体的交通需求 ,改善

广大农村和贫困地区的交通状况。

1. 3　提高资源利用效率 ,发展资源节约型交通

中国的石油资源十分短缺 。交通部门石油消耗

量在终端产品消耗中所占的比例不断增加 ,燃油经

济性水平低的问题十分突出;中国人均耕地远远低

于世界平均水平 ,岸线资源有限 ,能源和国土资源[ 1]

的供需矛盾已成为制约可持续交通发展的重要因

素。这些迫切需要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 ,发展节约

型交通[ 2] 。

1. 4　减少交通污染 ,实现交通与环境的和谐

中国城市的大气污染正由煤烟型向汽车尾气型

转化 ,城市交通噪声超标严重;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对

沿线生态环境的破坏倍受关注 ,特别是湿地和自然

保护区的破坏以及由此产生的水土流失问题突出;

交通发展带来的温室气体排放量逐年增加 ,已经从

单纯的环境污染问题转变为一个社会问题。因此 ,

必须切实采取有效措施解决这些问题 ,才能实现交

通与环境的和谐发展。

2　发展可持续交通的国际经验

20世纪 80年代以后 ,随着社会经济发展以及

资源环境问题约束的加剧 ,发达国家认识到发展交

通运输的主要问题已不是缓解运力不足的供需矛

盾 ,而是在解决人和物的移动时如何处理好运输能

力增长与资源 、环境的关系 ,交通运输发展的焦点开

始转向可持续发展 。根据可持续发展的要求 ,从经

济可持续 、社会可持续 、环境可持续方面重新审视并

调整交通发展战略 ,采取经济 、法规和技术等综合措

施 ,保证各种运输方式之间健康平衡发展 ,促进交通

运输一体化;以城市交通的可持续发展为重点 ,推进

城市乃至全社会的健康协调发展;以机动车节能 、替

代能源和减少污染为手段 ,实现交通与环境的和谐。

国外关于可持续交通发展问题的经验与实践以为中

国可持续交通发展提供了有益启示。

2. 1　根据可持续交通的目标 ,调整交通发展战略

美国 、欧盟 、日本 、加拿大等发达国家在满足国

民经济发展需要的交通运输体系基本形成后 ,调整

了国家或区域的交通运输发展战略 ,交通运输发展

的焦点开始转向可持续发展。其主要体现在:提高

交通运输的机动性和通达性 ,尤其要注重满足特殊

群体和弱势群体的交通需求;促进国民经济的增长

和对外贸易的发展;保障客货运输安全 ,支持国家安

全战略;减少交通事故伤亡人数和财产损失;减轻交

通发展对生态的破坏和对环境的污染;降低交通发

展对外部资源的占用与消耗 ,减轻交通运输对外来

燃料的依赖程度。

2. 2　“大交通”的管理格局成为交通行业管理的普

遍模式

为了适应各种交通运输方式在发展规划 、行业

管理 、资源利用 、环境保护 、安全监督等方面协调的

需要 ,发达国家都普遍从各种运输方式分部门管理

发展到全部运输方式的统一管理 ,部分国家还涵盖

到对国土 、安全 、环保 、旅游等部门的综合管理 ,逐步

形成了“大交通”的管理格局 ,建立了综合运输管理

体制。

2. 3　多种手段协调城市发展与交通发展的关系

(1)实现城市土地利用规划与交通规划的一体

化 。巴西库里蒂巴在鼓励土地高密度使用的居住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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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和商业用地附近 ,使用公交专用道路和绞接公共

汽车提高公交系统的运送能力 ,满足小区居民的出

行需求。美国纽约大都市区建成多个城市分中心 ,

减少通勤者的往返路程 ,降低通勤交通的紧张程度 ,

缓解公共交通系统的压力 。

(2)确立以公共交通为主体的城市综合交通系

统。法国巴黎 、美国纽约和日本东京等发达国家的

特大城市形成了以轨道交通为主 、设置公交专用车

道为辅的公共交通体系 ,为乘客提供了便利的出行

条件 。南美波哥大 、库里蒂巴等城市采用快速公交

系统 ,形成了容量大 、造价低 、周期短 、灵活性好 、速

度快 、可靠性高 、环境友好 、服务质量高的骨架公共

交通网 ,为发展中国家解决城市交通问题提供了一

个新的模式。

(3)实施拥挤收费等需求管理手段 ,缓解交通拥

堵。新加坡 、英国伦敦等城市实施拥挤收费政策 ,采

用电子收费系统 ,配以公共交通系统 、人行道 、停车

系统的合理配置 ,有效缓解了城市交通拥堵问题 ,同

时所收取的费用为交通设施的改善 、公交服务质量

的提高等提供了重要资金来源 。

2. 4　制定相关政策与法规 ,提高燃油经济性 ,鼓励

替代能源发展

(1)推动燃料经济性法规的制定和实施。燃料

经济性法规被认为是政府控制机动车排放最有效的

手段之一 。例如 ,依据燃料经济性标准 ,美国 2001

年就节约了1. 9亿吨原油和 920 亿美元的费用。日

本政府对汽油和柴油的轻型客货车制定了一套燃油

经济性标准。根据这套标准 ,到 2010 年 ,汽油客车

的燃油经济性将达到15. 1 km /L ,比 1995 年提高

22. 8%。

(2)利用财税政策推动高能效车辆的生产和销

售。美国 、日本等国通过征收燃油税和其他车辆税

费 ,如销售税 、增值税 、拥有费 、登记税和其他消费税

等 ,将这些税费收入专门用于道路建设和汽车运输

的环境治理中 ,鼓励高能效汽车的生产和使用 ,切实

提高交通能源的利用效率和减少不可再生性能源的

消耗 。

(3)发达国家通过立法和制定专项替代燃料发

展政策 、发展计划 ,明确要求大力发展天然气汽车等

替代燃料汽车 、电动汽车和燃料电池汽车等各种能

源的清洁汽车 ,促进了替代燃料发展和汽车新技术

开发 。

2. 5　严格排放标准 ,加强政府 、企业和公众的参与

(1)不断严格机动车排放标准 ,推动车辆环保技

术发展 。在过去 40年内 ,发达国家均采用了非常严

厉的新车标准来应对因机动车快速发展带来的污染

问题。美国在过去 40 年内要求单车排放的污染物

平均降低 95%以上;欧洲从 1991 年实施欧洲 1号

标准到 2008年即将实行的欧洲 5号标准 ,也将污染

物的排放水平降低了 95%;奥地利 、荷兰 、德国等国

家采取经济措施 ,控制机动车尾气污染;加拿大 、澳

大利亚等国家则采取强制性措施 ,要求人们购买低

排放车辆。

发达国家的经验证明 ,只有辅之以不断严格的

排放控制法规和严格的机动车污染控制管理体系 ,

才能确保机动车排放控制技术的有效实行 ,才能使

单车排放不断降低 。

(2)加强地方政府 、企业和公众的参与。美国 、

日本等国的地方政府在交通环境政策的制定过程中

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地方政府和企业都以很积极

的态度介入到交通环境政策的制定过程中 ,双方建

立经常性的联系机制 ,使政策制定具有公开性 ,政府

可以获得更多的关于环境等方面的公共信息 ,提高

计划的可行性。另外 ,公众和社区参与在交通环境

管理中起着重要作用 ,非政府组织能够清楚地表达

社区和公众的要求 。

2. 6　体现交通运输使用成本的外部影响内部化

交通运输外部影响内部化是指将交通运输的外

部影响纳入市场过程 ,其目的是使资源能够得到更

有效的利用 ,减少市场失灵 ,保护生态环境 。随着交

通运输业的发展及其给人类社会负外部性日益严

重 ,发达国家逐渐认识到采用经济手段治理交通运

输的外部影响 ,可以使运输消费者支付真实成本 ,因

而从总体上提高运输产品的成本或价格 ,以达到降

低运输需求的目的;又可以鼓励一部分消费者从小

汽车转向公共汽车 、地铁等运输方式 。

欧盟对各种运输方式基础设施的使用成本既包

括了维护与运营成本 ,又包括了外部成本 ,这些外部

成本包括噪声 、空气污染 、气候变化 、交通事故和拥

堵成本 。

3　新时期中国可持续交通发展战略

3. 1　战略目标

新时期中国可持续交通发展战略目标应该是[ 3]

建立与社会经济发展要求相适应的便捷 、高效 、经

济 、安全 、公平 、绿色的综合运输系统
[ 4]
。这个系统

必须满足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 、出行公平性和多样

化的需求 、交通发展与自然和谐的要求[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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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　战略思路

(1)构建与可持续交通发展相适应的综合管理

体制 。按照构建现代综合交通体系的要求 ,实现管

理制度 、管理方法 、管理手段的创新 ,提高总体决策

能力 、网络规划能力和运输管理能力 ,使政府管理体

制适应可持续交通发展。

(2)建设高通达 、高覆盖率的交通运输网络
[ 6]
。

加强统筹规划 ,优化网络结构 ,加快国际运输通道 、

国内运输大通道 、农村公路网和城市公共交通网建

设 ,形成高通达 、高覆盖率的综合交通网络。

(3)建设高品质 、高效率的交通运输服务系统 。

货运和物流系统应该整合 ,形成无缝衔接的多式联

运供应链体系 ,达到节省能源 、提高绩效的目的。交

通站点和枢纽设施应该得到很好的规划和布局 ,以

达到无缝衔接和统筹管理的目的;整合客运及其基

础设施方面 ,真正实现乘客和公交运营者的零换乘

和一站式服务 ,使人们在任何出行的时候都能选择

到最有效率的交通模式。

(4)发展“五低”的交通运输方式及装备 。“五

低”是指低能耗 、低污染 、低资源占用 、低事故率和低

财政负担 。提倡低能耗的运输方式 ,使用节能型运

输工具 ,发展替代能源 ,倡导自行车等节能环保型出

行方式;使用低环境污染的交通工具和运输方式 ,建

立环境友好型的交通运输体系;发展低资源占用的

交通方式 ,尽可能减少资源消耗 ,尤其是不可再生资

源的消耗;加强安全管理 ,提高应急反应能力 ,降低

事故率 、伤亡率以及事故损失;建设低财政负担的交

通项目 ,扶持低出行费用的交通方式;给水运 、铁路 、

城市公共交通 、自行车 、步行等符合“五低”要求的交

通运输方式予更大的优先权。

3. 3　战略重点

(1)加快运输通道建设 ,优化运输网络结构。运

输大通道建设已成为解决运输能力问题的核心和提

高综合运输能力的重要手段。由于中国运输能力紧

张问题集中体现在运输大通道的数量与能力问题

上 ,要加快运输大通道建设 ,加强以水运 、铁路和高

速公路为主体的国际运输通道建设 ,尽快形成以铁

路 、高速公路为主骨架的国内综合运输网络。

农村公路建设是改善农村交通状况 ,繁荣农村

经济 ,推进城镇化和工业化进程 ,缩小城乡差距 ,提

高农民生活质量 ,帮助贫困地区农民脱贫致富 ,促进

农村社会进步的有效手段 。为此 ,要加快农村公路

建设 ,提高全国交通网络的覆盖度和通达率。

内河航运是最具可持续发展潜力的运输方式 。

为此 ,要扶植内河航运建设 ,使内河航运资源得到合

理开发和充分利用 ,尤其要注重“长江黄金水道”的

开发利用。

(2)加强综合运输枢纽建设 ,实现一体化运输。

建设对全国交通乃至国际交通有重大影响的特大城

市 、大城市 、大型海港城市的综合交通枢纽 ,实现货

物运输无缝衔接与协调发展 。客运综合枢纽向立体

化方向发展 ,提高中转换乘效率 ,实现零距离换乘。

建设综合交通运输服务信息系统 ,实现“一站式”综

合运输服务 。

(3)建立以公共交通为导向的城市与城市交通

发展模式。优先发展城市公共交通 ,构建以公共交

通为主体的城市综合交通系统 ,实现交通规划与土

地利用规划相协调 ,优化城市发展形态;在有条件的

地区加快快速公交系统 、轨道交通等公共交通方式

的发展 ,全面实现以公共交通为导向的城市与城市

交通发展模式。从交通供给和交通需求方面合理组

织交通流 ,实施有效的交通需求管理 ,达到交通系统

的供需平衡 。

(4)以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为重点 ,实现节约型交

通 。以大幅度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为核心 ,以转变交

通增长方式 、调整运输结构 、加快交通技术进步为途

径 ,发展交通循环经济 , 实现交通发展对资源的少

用 、用好 、循环用。少用 ,就是采用符合减量化原则 ,

在满足公众交通需求的前提下 ,减少对交通资源的

使用;用好 ,就是要发展低能耗 、低资源占用 、低财政

负担的运输方式 ,尽量减少对资源的占用和能源的

消耗。循环用 ,就是采用符合再循环原则的技术手

段和管理方式 ,实现交通资源的再生利用 ,最大限度

地发挥资源效能。

(5)控制污染物和温室气体排放 ,提高公众环保

意识。加强废气 、噪声 、污水和温室气体排放控制 ,

避免交通排放造成严重的区域性影响和二次污染;

增强领导者 、决策者 、设计人员和公众的环保意识 ,

实现最小程度的生态破坏和最大程度的生态恢复。

(6)建立完善的交通安全保障体系 ,形成整体有

效的交通安全管理机制 。建立完善的交通安全保障

体系 ,实现国家交通安全的动态 、科学管理 ,逐步减

少交通事故 ,提高交通安全水平;形成整体有效的交

通安全管理机制 ,增强应急处理能力 ,减少交通对生

命和健康所带来的危害 。

(7)重点扶持绿色交通工具和智能交通技术 ,打

造中国交通科技产业。加快交通运输的智能化 、节

能化 、绿色化 、高效化 、安全化 ,催生三大产业的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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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一是知识密集型产业 , 包括数字化视听技术 、

GPS 、车用多媒体通讯平台等;二是系统集成新兴产

业 ,包括电子收费 、先进的出行信息系统 、先进公交

系统等;三是知识密集型服务产业 ,主要是交通信息

服务和应急反应等。

4　中国可持续交通发展的建议

4. 1　分阶段完善综合交通管理体制

在第一阶段 ,仍然保持各种运输方式分别管理

的总体格局 ,设立国家综合交通协调委员会 ,强化各

种运输方式在发展战略 、发展规划 、产业政策和资金

管理方面的协调统一;对建议成立的国家交通委员

会进行准备 ,推进可持续交通发展[ 7] 。

在第二阶段 ,成立国家交通委员会 ,实现对全国

铁路 、公路 、水运 、航空 、管道 、城市交通 、交通安全与

环保等的统一管理 ,达到建设现代化高效综合交通

运输体系的目标 。

4. 2　利用经济手段 ,促进可持续交通的发展

(1)尽快征收燃油税。征收燃油税体现使用者

收费原则 ,它对交通发展实施宏观调控 ,鼓励可持续

交通运输方式及装备的发展 ,抑制汽车的“过度消

费” ,鼓励发展替代能源 ,开发新型车辆 ,保证交通发

展资金来源有促进作用。国家已经决定征收燃油

税 ,当前要尽快实施 ,并将燃油税收入的全部用作交

通维护资金和宏观调控资金
[ 8]
。

(2)设立“国家交通基金” 。“国家交通基金”是

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建议由国家综合交通协调委员

会(或由国家发改委和财政部牵头)研究提出具体实

施办法 ,经中央政府批准后组织实施。“国家交通基

金”由现有的交通税费 、即将出台的燃油税的全部和

建议增加的土地增值税的部分共同构成;由本文建

议成立的国家综合交通协调委员会进行统一协调和

资金分配 ,并对资金的使用进行监管。国家综合交

通协调委员会应该每年公开基金的使用预算和确立

专项的理由 ,并对在建项目和已完成项目提供评估

意见 ,确保管理透明化和落实责任制;对急需扶持和

资助的可持续交通发展的运输方式和相关计划 ,重

点予以支持 ,例如城市公共交通建设 、农村公路建设

和养护管理 、可持续交通科技发展 、弱势群体交通 、

保障自行车和行人安全等 。

(3)运输使用成本应该体现外部影响内部化 。

对外部成本低的铁路 、水运 、城市公共交通等运输方

式给予适当补贴或政策优惠。这些外部成本 ,根据

“外部成本内部化”的原则 ,通过成本核算和价格管

理的方式落实到不同的交通模式上。通过交通价格

改革 ,使价格真实反映成本 ,促使个人和企业选择可

持续的交通方式 。另外 ,对外部成本高的小汽车运

输等征收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成本 、资源占用成本 、环

境污染成本 、交通拥堵成本 、交通事故损失等费用。

4. 3　统筹规划 ,优化结构 ,充分发挥各种运输方式

的优势

(1)编制综合运输发展规划[ 9] 。为了充分体现

政府统筹发展各种运输方式的思路和重点 ,合理利

用交通运输的“通道资源” ,强化综合枢纽的规划和

建设以及各种运输方式彼此的协调发展 ,编制综合

运输发展规划。

(2)制定新的交通运输产业技术政策 。落实科

学发展观 ,体现循环经济 、绿色经济的理念和依靠科

技进步 ,促进可持续交通发展。

(3)以铁路分类建设为突破口 ,加快铁路运输发

展 。对于收益率高的经营性铁路 ,采用市场化运作;

对于公益性铁路 ,采用以政府投资为主体的多元化

融资模式。完善铁路法规体系 ,抓紧修改《铁路法》,

明确国家职能与铁路商业运作的关系 ,为铁路发展

提供法律依据 。进一步推进铁路投融资体制改革 ,

加快铁路投资市场化步伐;采用多种投融资渠道 ,加

快高速铁路客运专线 、城际铁路和能源运输大通道

的建设 。保留铁路建设基金 ,通过征收旅客和货运

服务费 ,保持持续 、稳定的铁路建设资金基本来源。

加大中央财政对铁路建设的投入 ,明确政府对具有

国防 、扶贫或国土开发性质的铁路项目建设和运营

的财政补贴 ,对西部地区 、煤运通道等项目给予更多

的国债和财政预算内资金支持。

(4)扶植内河航运发展 。建立中央 、地方两级内

河航运建设专项资金 ,保证稳定的内河航运建设资

金来源;在《航道管理条例》的基础上 ,加快《航道法》

立法进程 ,为航道建设和内河航运发展提供法律依

据;加强协调 ,妥善处理与水利 、水电等部门有关问

题 ,实现水资源综合利用。

4. 4　重视交通公平与交通安全的实现

(1)加强宣传教育 ,增强全民节约型交通消费观

念和交通安全意识 。开展可持续交通和交通安全方

面的宣传教育活动 ,形成全民可持续交通和交通安

全教育体系;开展可持续交通和以遵章守法意识为

主要内容的教育活动 ,倡导全社会的节约型交通消

费理念 ,形成自觉遵守交通法规的行为方式。

(2)创造条件 ,增强公众监督和对交通规划决策

过程的参与。扩大公众对交通规划决策过程的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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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 ,有关可持续交通发展立法中要吸收社会各界的

意见;在执法过程中 ,要创造条件保障公众和社会组

织的参与与监督;实现交通信息公开化 ,把执法检查

与新闻舆论监督结合起来 ,及时准确报道执法检查

情况 ,促进公众关注和参与 ,强化监督效果。

(3)为弱势群体出行提供便利 。由国家提供条

件 ,为所有公民享用交通设施提供便利 ,特别是加强

农村和落后地区的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从建议设立

的“国家交通基金”的弱势群体专项资金中提取一部

分用于如下补助:农民工凭证实行每年一次的返乡

交通优惠 ,乘坐交通工具不加价;残疾人 、60岁以上

的老人凭证优惠乘坐公共交通;提供农村客运交通

发展的补助。

4. 5　优先发展公共交通 ,实施交通需求管理 ,促进

城市交通健康发展

(1)交通与土地利用协调发展 。提倡现代城市

出行管理理念 ,统筹土地利用和一体化交通发展的

综合规划与管理 ,制定新城区规划和现有城区发展

指南 ,同步制定城市总体规划和城市综合交通规划;

城市建设重点实施战略转移 ,避免城市中心区的超

强度开发;强化交通影响评价制度 ,制定收取交通影

响补偿费的机制;构建多种交通方式兼容的复合型

交通走廊 ,实施以公共交通引导城市土地的开发 ,制

定收取土地增值税用于反馈公共交通建设的机制;

道路规划和设计时 ,首先考虑公共交通和非机动车

的需求和功能 ,保证公共交通和非机动交通方式拥

有足够的城市道路资源;建立对大型城市基础设施

项目和交通项目的公众听证制度。

(2)切实落实优先发展公共交通政策。改善公

共交通 ,使其和城市未来远景目标有机结合起来 ,改

进公共交通基础设施 ,包括公共交通专用道 、站点 、

枢纽和信息设施等 ,以发展效率高 、服务好的公共交

通体系 ,将提高公共交通的出行比例作为考核城市

主要领导者业绩的指标;在轨道交通沿线地区 ,采取

特许经营的管理政策 ,以促进特大城市和城市群地

区轨道交通的发展;重视快速公共交通系统的发展 ,

在有条件的地区鼓励发展快速公共交通系统;应用

智能交通和其他技术 ,提高常规公交系统的效率和

服务质量 。

(3)通过平衡交通供给与需求 ,有效管理出行方

式 ,避免交通拥堵。鼓励人们尽量使用公共交通或

非机动车的出行方式 ,为小汽车使用者提供其他可

靠的出行选择方式 ,以尽量减少小汽车出行;在交通

拥挤的城市中使用小汽车 ,必须通过支付停车费 、拥

挤费和其他的道路使用费用等负担真实的成本;对

交通时间结构进行管理和控制 ,实行灵活上下班时

间制度 ,以便错开交通高峰期;用先进的交通管理方

法和智能交通技术 ,及时便捷地将最新的交通信息

传输给需要出行的居民 ,以方便他们出行前或出行

中能够选择最佳路线 ,并在最短的时间到达目的地

而不至于增加拥挤程度 。

(4)建立城市公共交通专项基金[ 10] 。其资金来

源包括不同税种和收费 ,例如城市土地租用费用 、交

通影响补偿费 、消费税 、固定资产税 、车购税(对大型

的豪华轿车追加 2%～ 5%的征税)、拥挤费 、停车费

以及对违反交通法规人员的罚款等;确保基金管理

的透明性和责任制的落实 ,必须编制年度报表 ,以说

明受到资助的项目和以前受到资助的项目的情况。

4. 6　提倡节约型和环保型交通发展模式 ,使交通与

自然和谐

(1)完善交通环境保护体系 ,提高监督管理能

力 。对政策 、计划 、规划实施战略环境评价 ,在决策

过程中尽可能早地考虑到对环境的影响 ,促进低成

本 、高效益 、可持续的交通系统的形成;尽快制定综

合运输规划的环境影响评价实施大纲 ,在编制国家

综合运输规划和各地区综合运输规划时 ,要同步实

施环境影响评价;加强各级交通管理部门环境保护

职责 ,建立责任追究制度;强化公众参与 ,促进发展

环境保护非政府组织 ,建立环境污染损害赔偿法 、完

善环境纠纷处理办法 ,采取环境信息公开制和环境

影响的听证制度。

(2)减缓能源 ,尤其是石油资源消耗的增长速

度 。尽快完善机动车的燃油耗标准体系 ,在 2008年

之前完成全部新车辆燃油耗标准;贯彻落实《乘用车

燃料消耗限值》,到 2015年 ,新车辆百公里油耗水平

应比目前平均降低 40%～ 50%;制定清洁替代能源

研发 、推广及使用的政策 ,对于特定车辆 ,如公共汽

车 、公务用车等 ,由政府率先实现清洁替代燃料化;

完善先进车辆技术发展的技术途径并制定相应政

策 ,当前把鼓励混合动力车辆技术的引进 、开发及产

业化作为重点。

(3)节约土地资源 ,提高土地利用效率 。科学确

定技术标准 ,按照全寿命成本和环境保护原则 ,根据

不同区域交通运输的差异性 ,采取灵活的交通基础

设施建设与维护的技术标准;缩短标准的修订周期 ,

确保技术标准的实用性 、及时性与权威性相结合;实

行更严格的自然资源利用 、赔偿 、恢复制度 ,即修改

交通用地赔偿制度 ,对自然保护区和湿地实施就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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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异地超额补偿;在交通建设项目用地指标中 ,增加

临时占用地控制指标[ 11] 。

(4)减少交通大气污染 ,改善城市空气质量。尽

快实施机动车排放国标 3 、国标 4 ,引导中国企业达

到国际汽车污染控制技术水平;加快加严机动车燃

料油品质量标准的建立及执行以促进新车排放标准

的实施 ,即在全国范围 2007年开始供应含硫量分别

小于150 ppm(汽油)和350 ppm(柴油)的油品 ,2010

年开始供应含硫量小于50 ppm的汽柴油 ,随后实现

供应含硫量低于10 ppm的超低硫油品;因地制宜 ,

协调交通发展与空气质量改善 ,协调制定各城市污

染物达标执行计划 ,限定城市各项污染物空气达标

的期限 ,以满足城市对空气质量的总体要求。

5　结　语

只有深刻认识当前中国可持续交通发展的紧迫

性 ,充分借鉴国际先进经验 ,从战略的高度建立满足

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 ,满足出行公平性和多样化的

需求 ,满足交通发展与自然和谐的要求的便捷 、高

效 、经济 、安全 、公平 、绿色的综合运输系统 ,充分把

握可持续交通发展战略的重点 ,中国可持续交通战

略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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