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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我国城市交通节能减排政策的现状

“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

和，前后相随”，任何事物都是在矛盾双方相互依赖的过程

中不断发展，城市交通亦然。21 世纪是城市化浪潮汹涌的

时代，但与此同时，生态污染、交通堵塞等问题日益显现，

城市交通如何做到既快速发展，又节能减排，就亟需寻找

矛盾的平衡点，实现城市交通更快、更稳地发展[1]。
我国城市交通的特点：

1.1 交通拥堵严重

随着汽车保有量的增多，城市病拥堵日趋严重。根据

交通运输部科学研究院、清华大学等权威机构披露的

《2016 年度中国主要城市交通分析报告》，2016 年，我国济
南、哈尔滨、北京为全国最为拥堵的三座城市，其高峰拥堵
延时指数分别为 2.173，2.116，2.061，平均时速仅为 19.
853，21.477，23.144km/h。以江苏南京为例，在 2014 年第一
季度，南京的拥堵延时指数为 2.29，平均延迟时间、平均速
度分别为 21.74 分钟、24.18km/h。同年二季度，南京已退出
前 10 名，至第三季度，南京在 39 个参与排名的城市中已
退至第 21 位，拥堵情况大为改善。在 2016 年，南京的拥堵
排名进一步下降，已降至第 27 位，全天平均拥堵延时指数
为 1.771。

1.2 环境污染加重
交通环境污染物主要为汽车尾气、颗粒物、声污染等。

根据环境保护部发布的《2016 年中国机动车环境管理年
报》，我国已连续七年成为世界机动车产销第一大国，2015
年，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到 2.79 亿辆。随着机动车保有量
快速增加，我国部分大城市空气污染呈现复合污染格局，
如监控的北京、上海等 9 座城市的移动排放源对 PM2.5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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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交通节能减排。

根据工期绩效指数预测的竣工日期为：
ECD=OPD/SPI=12/0.864=13.89 月
对考察节点后的工作，假设其仍按照原施工进度计划

速度进行，在第 8 个项目月计划完成 103 万元，而实际完
成挣值为 89 万元。根据原施工进度计划，第 7 个项目月末
就应该完成挣值 90 万元，此时项目实际进度比原计划已
延期约 1 个月，所以最终竣工工期 ECD 为：ECD=OPD+1=
12+1=13 月。

图 3 项目成本—进度挣值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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挣值法将费用和工期结合起来考虑的方法，仅仅对某
一项子项目因成本超支而导致整个项目的超支进行控制，
不能考虑更深层次的原因，例如资源单价的变化[5]，但仍然
是一种行之有效的管理方法。挣值法在公路 EPC 建设工
程成本控制上的应用，有利于加强项目管理，减少风险，提
高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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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我国城市交通现状为例，总结我国城市交通特点，分析城市交通发展存在的问题，提出城市交通节能减排政策协同、创新

驱动，为我国城市交通节能减排提供软实力支撑。
Abstract: Current situation of urban traffic situation was introduced to summarize its characteristics, and analyze problem existing in

the development of urban traffic. Therefore, policy coordination and innovation in traffic were put forward to provide soft power support for
energy saving and emission reduction in urban transpor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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贡献范围为 15%-52.1%。2015 年，全国机动车排放污染物
如图 1 所示，其中 NOx 排放高达 76.37%。而汽车排放的污
染物在机动车排放污染物的比例均超过八成。

图 1 2015 年全国机动车排放污染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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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2016 年中国机动车环境管理年报.

1.3 交通事故增多
随着我国进入汽车化社会进程的加快，道路交通事故

频发。图 2 显示 2007-2012 年我国道路交通事故以及死亡
人数，2012 年发生道路交通事故 204196 起，共计有 59997
人死亡，平均每天死亡 59997 人，预计随着我国进入汽车
社会，城市规模的增加，在今后相当长时间内，交通事故发
生次数和死亡人数将进一步上升。

图 2 道路交通事故与死亡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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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我国城市交通节能减排政策

“十三五”时期，我国社会、经济社会发展进入一个新
的历史阶段，交通运输也将进入新的发展时期，依据国务
院发布的《“十三五”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发展规划的
通知》， 交通运输是基础性、先导性、战略性产业，是把
握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国
家重大战略实施，支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客观要素。交
通运输，节能先行。作为国家节能减排和应对气候变化的
重点领域之一，交通运输要真正成为发展的先行官，必须
大力发展绿色交通，这是全面落实“四个全面”战略布局、
加快建设生态文明的客观要求，是交通运输业主动适应
经济新常态、加快转变发展方式、推动行业转型升级提质
增效的必然选择，也是建设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的必
然途径。
“节能减排”源自 2006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

一个五年规划纲要》，2007 年，国务院发布《关于印发节能
减排综合性工作方案的通知》再次将“节能”、“环保”的重
要性提到了崭新高度，城市交通节能减排的思想应运而
生。2011 年，交通运输部印发“十二五”公路养护管理发展

纲要，明确十二五期间研究推广符合资源节约、节能减排
的绿色养护技术，如沥青路面再生和温拌、水泥路面就地
利用、废旧轮胎橡胶利用等循环利用技术。同年 10 月，交
通运输部印发“道路运输业“十二五”发展规划纲要的通
知”，提出今后需强化节能减排制度，加强节能减排政策引
导，加快应对气候变化能力建设，推广节能管理经验来大
力发展绿色道路运输，实现城市交通运输行业节能减排。
2012 年，国务院发布“关于城市优先发展公共交通的指导
意见”，明确发展公共交通，建设综合交通枢纽，优化换乘
中心，提升公交分担的总目标。2016 年，国家发改委发布
《关于切实做好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启动重点工作的通
知》专项支持碳排放权交易相关工作。

3 政策建议

为了能够实现最大程度的城市交通节能减排，同时又
能够合理地调整交通结构，提高城市交通的运行效率，减
少拥堵和环境污染，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解决：

3.1 坚持生态本位
子钓而不纲，弋不射宿。城市道路交通不仅是一个功

能性的空间载体，更是一种安全、舒适、宜行的环境，同时，
城市交通发展必须充分考虑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的承载
力，尊尚自然发展规律，使得交通发展被生态环境承载所
制约。毋庸置疑，交通发展肯定会向周遭环境排放一定量
污染物，但不能突破环境容量，必须与环境承载力相平衡，
减少索取，节约资源[2]。

3.2 推进公交优先
优先发展公共交通是当今世界的共识，通过加大城市

公共交通运力，加强城市轨道交通、有轨电车建设，同时通
过“城市交通政策与城市交通战略、公共政策体系的衔
接”，引导广大居民理性选择公交出行，提高公共交通服务
质量，增强公共交通分担率，从而保障政策的前瞻性[3]。

3.3 深化科技创新
2017 年是实施“十三五”规划的重要一年，是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的深化之年，也是推进交通运输改革发展的
重要一年。根据政府工作报告，交通运输在稳增长、促改
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方面继续承担先行官作用。如
何加快综合交通，提升智慧交通，打造绿色交通，构建平
安交通，实现面向世界和面向未来的交通运输，政策驱
动、科技创新是主攻方向，这就需要加强重大关键技术研
发和推广应用，大力推进“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物
联网等现代信息技术在交通运输领域的应用，促进智慧
交通与绿色交通的深度融合；加强绿色交通科研基础能
力建设，健全技术创新和服务体系，全面提升科研水平；
组织实施绿色交通科技专项行动，充分发挥政府的引导
作用和企业的主体作用，建立绿色交通科技投入稳定增
长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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