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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国都市综合运输系统》是以都市型特大城市为研究对象，打破以往的分割，将城市交通、城
市对外交通作为整体进行研究和系统构建。
　　以往由于体制原因，我国城市交通（主要指市区交通）和市区外部交通一直由不同的部门分别管
理、规划、建设，存在着发展不协调、衔接不畅、责任不清、整体性差等诸多问题，而且进行整体研
究也很少。
实施大部制改革后，虽然管理体制在形式上实现了统一，但要进行统一管理，处理好各部分之间的关
系，真正做到整体规划与一体化发展，还需要很多的理论研究和具体实践。
当前亟需改变以往都市内外交通分别研究的方式，对整个大系统进行统一的系统性研究，为决策提供
理论支持和依据。
　　都市交通问题非常复杂，涉及城市发展的规划思想、空间布局调整、路网结构、轨道交通发展、
公共交通与私人交通的关系处理、对外交通基础设施的布局规划和运输系统建设、城市内外交通的衔
接等，需要有结构层次清晰的方法进行系统分析和研究。
本书从都市不同圈层交通出行的特点和对交通运输功能的不同要求出发，突破以往按运输方式划分的
“条”式研究方法，对都市交通运输系统进行了更切合实际的以“块”为主，加“条”式的结构划分
，在对存在的问题和面临的挑战进行深入分析的基础上，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根据综合运输体系理
论，对都市交通运输发展的目标要求、主要的战略思想、各子系统的构建要求和未来发展方向等进行
了深入的系统性研究，从理论和共性层面提出了方向性的发展思路和建议。
　　本书根据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宏观经济研究院《我国都市综合运输系统研究》课题的研究成果
编写而成，课题组长罗仁坚为总执笔人，书中第一章由程世东编写，第四章主要由祝昭编写，第七章
第一节和附录由谢雨蓉编写。
郭小碚所长对课题总体设计和研究思路以及本书的编写提供了很多宝贵意见。
　　由于该项研究具有理论开创性，可借鉴的成果少，书中肯定有诸多不足，恳请行业内外各界专家
和领导予以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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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以都市型特大城市为研究对象，打破以往的分割，将城市交通、城市对外交通作为整体进行研
究和系统构建。
从都市不同圈层交通出行的特点和对交通运输功能的不同要求出发，突破以往按运输方式划分的“条
”式研究方法，对都市交通运输系统进行了更切合实际的以“块”为主，加“条”式的结构划分，对
都市交通运输发展的目标要求、主要的战略思想、各子系统的构建要求和未来发展等进行了深入的系
统性研究，从理论和共性层面提出了方向性的发展思路和建议。
    本书适合于交通运输相关专业的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的学生、科研人员以及从事交通领域工作的管
理人员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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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罗仁坚，1963年生，1983年毕业于西安公路学院，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综合运输研究所研究员，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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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报》、《人民日报内部参阅》上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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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都市空间结构和交通运输特征分析　　第一节　都市空问结构及人口分布　　二、都市
的人口和社会经济分布特征　　都市人口和就业岗位分布主要集中于市区，由里向外呈明显递减趋势
，中心城人口一般都占全部人口的50％以上，工业化、城市化水平越高，新城（卫星城）越发达，市
域人口分布的相对集中度就越大。
中心城是都市的起源地，人口和产业首先在这个区域集中，然后以各种形式向外围扩展。
都市的吸引力主要归功于其强大的市中心，伦敦、巴黎、纽约、东京、莫斯科、北京、上海等都市的
中心城早已聚集了大量的公共活动，具有强烈的向心吸引力。
目前，都市都以中心城为结构核心，公共活动随着核心距离的增大而衰减。
人口、就业岗位的分布是公共活动强度的重要体现，其密度在都市中心城区最高，逐步向外降低。
2006年，上海市内环线以内的常住人口密度为3.39万人／km2，内中环之间为1.75万人／km2，中外环
之问为0.70万人／km2，外环线以外为0.14万人／km2。
2006年，北京市中心城四个区的平均人口密度为22394人／km2，近郊区平均人口密度为6312人／km2
，远郊区县平均人口密度只有413人／km2，如图1-3所示。
就业岗位也呈现类似的分布状况，北京市城区就业岗位密度超过2万个／km2，是近郊区的10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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