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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部分

城市交通需求管理政策叠加效应与基于出

行链的对策解析———以北京市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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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引  言

1.1 研 究 背 景

随着城市人口不断增加,经济快速发展,北京市国际大都市化进程迅速加快,

由此引发的交通拥堵和空气污染问题日趋严重。有限的交通供给使得城市交通供

需矛盾日益突出,出现了严重的交通拥堵现象———大量机动车出行给人们带来的

不是舒适、快捷和方便,而是“乘车难、出行难、停车难”的困扰。

在城市发展中,交通作为生产生活的基础,一直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如何

通过交通管理缓解城市道路交通拥挤等问题,保障城市道路交通畅通,已经成为中

国所有城市发展的共同课题。2006—2014年,北京市推出了一系列交通需求管理

政策来改善城市交通问题。交通需求管理政策旨在通过影响出行者的行为,达到

减少或重新分配出行对空间和时间需求的目的。当前,对于各项政策实施后的城

市出行效应,大多只有单项政策效应分析,尚未研究交通需求管理政策的实际叠

加效果。本部分将从全局角度,系统研究交通需求管理政策的实际叠加效果,并

将政策效果基于出行链理论进行对策分析,为城市交通政策的制定和调整提供

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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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前,城市交通拥堵已经成为影响北京城市发展和公共日常出行的主要问题,

北京市采取的交通需求管理政策是否具有明显效果一直是公众、学者和相关管理

部门关注的焦点。

城市交通管理是一个含有诸多变量,包括具体政策、多种出行者、多种交通方式,

以及不同时间段、不同空间等的大系统。本部分研究内容从北京市现有的交通政策

入手,分析多种交通政策产生的综合影响,对北京市交通关联制度理念的不断完善、

交通发展政策系统的持续协同,进而创造有利于首都经济发展的社会环境至关重要。

1.2 研 究 综 述

国内外针对北京市交通需求管理政策的效应分析十分广泛。基于大量基础数

据,结合调查数据,利用模型法和数量研究法等方法,学者们对于不同时期交通政

策的出行效应分析也很多。

2007年陈莎[1]等利用Logit模型对城市交通拥挤收费进行了研究,认为拥挤

收费可以使城市中心区的交通总流量下降,提升中心区车辆的运行速度。

2007年高峰[2]以私人小汽车使用者为研究对象,研究探索有效的出行行为分

析方法,挖掘私人小汽车出行属性规律,为制定有效的私人小汽车管理措施,缓解

城市交通拥挤提供重要的参考依据。

2009年何建伟[3]等研究了2006—2009年各项交通需求管理策略的目的和实

施细节,选取四环和五环之间东西方向的一条联络线作为数据实际采集地点,详细

对比了重大活动交通需求管理执行前后交通状态的变化,整个路网的车辆平均行

驶速度的提升。但针对的是三年期间所有交通政策,并不是针对某项具体政策实

施效应的分析。

2010年王超、徐文勇[4]研究了北京与其他国际大都市公交客运的票制票价,

总结归纳了纽约、东京、新加坡、香港、上海、北京等地方的公共交通票制票价,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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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交客运票制票价对比分析及建议。

2011年谢旭轩[5]等研究了北京交通限行政策带来的社会成本,借鉴美国得州

交通局“个人·小时”损失量的概念来衡量拥堵所导致的时间总损失,在此基础上

核算时间延误、燃油消耗量和污染物增排的社会成本,得出北京市2008年交通拥

堵导致不可忽视的社会外部性损失。其中,时间延误损失约45.4亿~239.2亿元,

油耗增加损失约为4亿~16亿元,两项总和约占北京市2008年GDP的0.5%~

2.5%;并导致HC、CO等大气污染物排放的大量增加。

2012年钟函杉[6]回顾了北京市已经采取的交通需求管理政策,运用北京市交

通运行数据,对2008年7月北京市出台的交通需求管理政策(主要为尾号限行和

错时上下班政策)效果进行定性和定量分析,结合VAR模型的结果和相应分析,

得出在短期内该政策可以提高公共交通出行率,但是对交通运行和公共交通出行

率并不能长期保持正效应。

2013年李昌建[7]等研究了北京市摇号购车政策对治理交通拥堵的影响,研究

基于灰色关联理论的实证分析,选取北京市道路拥堵指数全年均值作为北京市交

通拥堵状况的衡量指标,结果表明北京市摇号购车政策在带来了机动车保有量增

速下降的同时,交通拥堵缓解的效果关联度不强。

2013年杨阳[8]等以北京市为例,构建了城市交通系统动力学模型,研究不同

交通政策情境下城市的交通出行情况,通过实证分析,对小轿车摇号政策和限行政

策进行了情景模拟。

2013年孙颢文[9]等研究了北京公交补贴政策对交通拥堵的改善效果,虽然北

京市公共交通补贴政策对于缓解交通拥堵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这些政策仍然面

临许多问题。总体说来,有补贴对象模糊、补贴方式单一、补贴金额难以计算、政策

性补贴考核指标缺乏以及补贴效果不尽如人意等问题。

2014年张岄[10]研究了购车摇号政策对北京机动车保有量的影响,综述了北京购

车摇号政策的现状,运用灰色模型对北京市机动车保有量进行预测,得出2011年和

2012年机动车的保有量确实得到了抑制,但是该政策具有短期有效性的结论。

2014年徐甜友[11]建立了北京市交通政策影响的系统动力学模型,利用建立的

模型对北京市交通的发展趋势进行预测,并对北京市交通政策(投资政策、环境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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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限行政策、限号政策、拥挤收费政策)进行了仿真,在对仿真结果分析的基础上,

给出了北京市交通发展的政策建议。

在城市交通需求管理政策的实施过程中,各项具体政策将对城市居民的出行

产生综合性影响。从现有的文献来看,国内关于交通需求管理的文献主要集中在

用经济学原理来分析其必要性以及如何进行交通需求管理这两个方面,而关于交

通需求管理政策有效性的研究目前仍处于探索阶段,针对政策叠加效应的研究仍

然极为鲜见。

从研究的关注点来看,国内少数关于城市交通需求管理政策的研究主要集中

在对机动车尾号限行政策、摇号政策、公共交通补贴政策的效果预测方面,研究方

法多使用实证方法,但仅限于预测分析,而非政策实施效果评估。

综上所述,城市交通需求管理政策效果亟待从全面系统的视角进行科学评估。

1.3 研究内容及意义

交通需求管理政策研究是国内外城市交通管理领域研究的热点问题。相对于

其他公共政策,交通需求管理政策涉及利益人群种类多,影响范围广。关于城市交

通需求管理政策效应的研究目前还十分有限。

现行的交通需求管理政策既有抑制类措施,如“车牌摇号”“尾号限行”,又有促

进类措施,如“降低公共交通出行费用”。多种交通需求管理政策措施并行实施必

然产生效应协同,目前的交通需求管理政策的评估只关注了某一类措施的实施结

果,而忽视了措施之间的相互影响和协同作用机理。

本部分研究内容是对北京交通需求管理政策综合效应研究的一次探索性分

析。从实际应用来看,能够通过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科学评估方法进一步完善北

京市交通需求管理政策的实施过程,从而充分发挥交通需求管理政策在解决城市

交通拥堵问题中的积极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