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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机动化和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机动

车总数处于一个陕速增长的水平。机动化带来的城市

交通安全问题显著，交通事故率居高不下，交通事故

和交通死亡人数仍然处于一个比较高的水平，交通安

全问题十分严峻。

近年来，国内学者在交通安全规划领域已经开展

了一些初步的研究，王岩和杨晓光提出了“主动道路

交通安全规划”概念，通过分析现有规划设计流程的

不足，提出在城市规划和备专项规划中考虑交通安全

的必要性|ll。唐玉琳对城市总体规划和土地规划中影

响交通安全的因素进行了探讨，得出了现阶段的城市

规划更侧重于城市物质空间规划，较多考虑城市社会、

经济及人们心理等方面，而未把安全作为考察要素。

在这种从属和被动的情况下，交通安全工作往往只能

建立在管理层面和事后补救上。因此，把安全的思想

渗透到各级规划中去是很有必要的控l。国内交通安全

规划理论和分析模型技术研究处于初级阶段，目前为

止，还未能建立一套系统完善的在城市综合交通规划

层次开展城市交通安全规划的理论体系。

针对国内城市日益严峻的交通安全形势，在城市

规划层面，备城市需要结合城市综合交通规划，提出

交通安全发展战略，制定具体的交通安全发展目标和

衡量指标体系，改善现阶段交通安全目标流于形式的

发展局面；其次，开展专项交通安全规划，制订城市

年度交通安全分析报告等，从人、车、路、环境四大

方面，提出交通安全改善项目，制定交通安全改善实

施计划；第三，建立科学高效的交通安全改善项目评

价机制，协调考虑安全改善与城市土地利用、机动性

1 14

改善等发展目标之间的关系，合理分配交通发展资

金。结合国内交通安全发展现状和美国交通安全规

划发展经验，国内城市需要从以下五个方面开展交

通安全规划。

一、主动交通安全规划

开展交通安全规划的一个重要环节是树立交通安

全规划意识，规划决策人员需要重视交通安全规划在

整个综合交通规划中的地位，开展主动交通安全规划。

主动安全是指在事故发生之前考虑事故预防和事故回

避，防止事故发生。主动交通安全规划是指在城市规

划及备专项规划的过程中，将交通安全作为主要的规

划目标和评价指标。规划分析决策人员在主动交通安

全原则的指导下，需要从机动性、交通方式、土地利用、

道路网络等方面综合考虑对交通安全的影响，从源头

上实现对交通事故的提前预防。美国、加拿大【31、瑞

典141等国家的主动交通安全规划研究起始于2000年

左右，国内的交通安全研究主要侧重于“主动交通安

全设计”，在交通规划过程中需要加大交通安全规划

意识的培养，提高开展交通安全规划在整个交通规划

中的地位。

二、完善交通安全数据库信息管理

美国联邦政府从上个世纪70年代开始系统的进

行道路交通事故数据采集标准制定，编制了系统完整

的事故信息采集标准，保证了事故信息采集的规范、

全面15’。部分州开发了相应的事故信息采集系统，利

用先进的信息采集技术，保证了事故信息采集的快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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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我国现有的事故信息采集标准在广度和深度上

存在不足，采集事故信息侧重事故处理，忽略了较多

对道路交通安全研究重要的事故信息，现有的一些事

故信息存在编码不合理现象。需要借鉴美国相关经验

并结合国内实际对事故信息采集项目表做出改善。在

事故信息标准化水平提高的基础上，结合公安部“道

路交通事故处理信息系统”，如制定电子事故信息采

集表、GPS定位技术、芯片／条形码阅读器等，不断

深入事故信息采集优化工作。

三、面向应用的交通安全分析方法

面向应用的交通安全分析方法主要体现在三个方

面：首先提出适合城市现状和发展特征的安全分析建

模策略和宏观分析小区划分原则。利用先进的建模技

术分析区域路网特征、区域交通特征和区域其它影响

因素与交通安全之间的关系；进一步建立基于道路网

络规划指标的交通安全预测模型，用于评价道路交通

分类 安全规划具体内容

机动车驾驶员、乘客安全

行人

人非机动车

摩托车

上学线路安全

老龄人、残疾人ll：：lJ L童

车 增强车辆安全性能

道路 道路基础设施的更新维护

交通信息系统完善

环境 萋量霎鬈蓁誓
交通安全管理政策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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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方案的安全性。国内研究现阶段提出了开展主动

交通规划的理念，初步探讨了宏观层面影响城市交通

安全的因素，未来需要重点探讨建立可靠的城市交通

安全规划方案预测模型，为定量化的交通安全规划目

标制定提供依据，实现交通安全规划的有效开展。

四、完善多元化交通安全改善措施

交通安全规划需要从人、车、路与环境四个方面

系统开展，涉及到交通信息系统完善，道路基础设施

的更新维护，交通参与人员的安全改善，紧急医疗救

援，交通宣传教育，交通安全管理政策完善等多项内

容。安全规划需要针对每一项具体内容采取切合可行

的安全改善措施。表1列举了前文美国S个大都市区

进行交通安全规划提出的具体措施，随着我国机动化

的加快，汽车数量陕速增长，安全规划决策需要重点

增强驾驶员的交通安全意识，减少危险驾驶行为，优

化道路基础设施的规划设计，加大紧急医疗服务系统

表1交通安全改善措施

交通安全改善措施

减少危险驾驶行为(酒驾、超速、服用药物后驾驶、过激驾驶、疲劳驾驶等)；延长
驾照学习时间；提高安全带的使用率

共享道路需要设置人行道、人行横道保障行人安全，关键路段实行机动车限速：
重点解决行人事故多发易发路段安全

设置非机车道：颁布非机动车通行法令法规

提高头盔佩戴率；确定摩托车事故高危路段并采取改善措施；限制摩托车超速行驶：
为新手和有经验者开展摩托车综合教育项目；道路设计过程中考虑摩托车出行需求

设计安全的校车行走路线；保障人行横道安全；拓宽人行道；设置自行车道：

增强非机动车出行的可达性，保障老龄人可达区域内的交通安全；完善公共交通设计，
方便残疾人安全出行

冲突自动报警技术研究；安全气囊的普及

优化道路交叉口设计；改善铁路一道路交汇处安全；优化交通安全标志表现设计：开
展道路安全审计，定期审查基础设施安全运营状况；改善路口控制设备和运营状况，
包括信号灯是否醒目，提高标志可见度等；改善照明距离；设置机非分离设施

提供实时的交通拥堵信息提醒驾驶员采取限速等措施

开展紧急医疗救援服务培训I；建立电子化的伤员救援信息系统

通过教育和法律条例引导人们遵守行人、自行车优先通行权

出台执行交通安全法规法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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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建设，最大化降低机动睦提高带来的交通安全形势

日益严峻的挑战。

五、注重多部门的协调合作

我国交通安全管理主要依靠公安交管部门，涉

及到交通事故管理、车辆管理、驾驶员管理、信息

化系统的建设和运营等；城市交通规划主要由城乡

规划局等部门开展，包括城市土地利用、产业布局、

交通路网结构布局和道路线形标志标线设计等；道

路的保养和维护由专门的路政部门来实施；同时，

在交通安全事故处理的过程中还需要医疗机构和保

险单位的参与。

开展交通安全规划，需要整合备个部门的资源。

美国纽约州交通厅2010年联合了36家机构共同制订

出了“战略道路安全计划”，有超过150名来自州主

要道路安全机构代表参与了该报告的制订过程。国内

城市亟需成立专门的交通安全规划研究机构，协调公

安交警、城市规划设计、路政、教育和医疗服务等备

部门之间的关系，消除行政壁垒导致的信息难以共享

问题，完成城市交通安全工作的分析研究，制订城市

年度交通安全分析报告，提出交通安全改善建议。另

外，需要加大公众的参与力度，鼓励成立专门的交通

安全规划研究组织，开展年度交通安全研讨论坛，分

享城市交通安全规划的先进技术和经验，不断提高交

通安全规划水平。

开展城市交通安全规划是国内城市未来开展交通

规划的一个重要趋势，是改善城市居民生活质量，促

进社会经济高效平稳发展的重要保障。城市规划决策

人员和交通规划分析人员应该逐步提高开展交通安全

规划的意识水平，提前做好交通安全基础数据信息的

采集编制工作，完善交通安全规划基础数据信息的分

析理论，不断改善交通参与者的交通出行安全水平。

目前城市规划和交通规划对于交通问题更多考虑

的是如何缓解供需矛盾，消除交通拥挤，提高城市畅

通水平，对于交通安全仍然缺乏必要的重视。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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