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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视角新视角

一些步行者、骑行者经历过类似遭
遇：在路上步行或者骑车，一会上人行
道，一会进入机动车道，一会路断了要过
天桥，要是碰到雨雪天气，还得随时小心
过往车辆溅起的泥水；久而久之，影响了
人们选择步行、骑行等方式出行的积极性。

造成这个问题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步
行者、骑行者的路权不足。路权是什么？
我们可以看一个场景：在一条城市道路
上，车辆、行人往来不断。作为交通参与
主体，行人、机动车司机、非机动车驾驶
人等，都拥有使用与其需求相对应的部分
公共道路交通资源的权利，这就是路权。
这些权利受道路交通安全法规保护。

问题在于，如果一些交通参与主体伸
张路权不合理、不正确，就容易引发矛
盾。例如，机动车驶入非机动车道，或者
人行道、非机动车道突然变窄甚至消失或

塞满停放的汽车，都会影响步行和骑行安
全。这其中既有汽车迅速增加、公共设施
建设滞后等客观原因，更折射出用路人路
权伸张不合理、路权意识不足。

化解路权之争，需要科学合理建设新
的公共设施，特别是加强慢行交通系统建
设。近年来，许多地方加速构建慢行交通
出行系统。越来越多城市管理者意识到，
慢行交通不仅是一种健康低碳的出行方
式，也是高品质、人性化公共空间的组成
部分。下一步，要科学规划，优化各类交
通资源配置。比如，慢行系统和城市主干

道如何紧密结合；城市绿道、医院、学
校、地铁等重点区域的慢行片区如何科学
划定；老城区、狭窄路段的慢行系统如何
破解空间不足难题；如何增设安全设施，
为骑行者、步行者保驾护航……回答这些
问题，需要各地着眼自身实际，在交通系
统的“存量”改革和“增量”发展上做好
平衡，切实增强慢行系统的环境友好性及
对人们的吸引力。

提升参与交通主体的路权意识。路权
是公民权利平等、公平正义的体现和延
伸，应当切实维护。比如，根据道路交通

安全法，用路人在参与道路交通时应遵循
“分道行驶”的原则；机动车通过交叉路口
时应当减速慢行，并让行人和优先通行的
车辆先行……然而在现实中，一些用路人
对进入汽车社会后的路权意识、安全意识
和规则意识模糊且缺失，由此引发出不知
道正确伸张自身合理路权或滥用路权的
现象。

尊重慢行、慢行优先，要从强化用路
人路权意识做起。近年来，浙江杭州、陕
西西安等城市大力开展“车让人”的文明
推广；北京对斑马线前不避让行人的司机

进行处罚；很多地方提倡行人、非机动车
驾驶人养成文明用路习惯，“中国式过马
路”大为减少……这些实践启示我们，提
升路权意识需要综合家庭教育、学校教
育、政府部门引导和执法等多方面的教育引
导，确保用路人了解交通法规，养成路权意
识，并将其上升为普遍共识和行为自觉。

对一座城市来说，拥有一个舒适的慢
行系统，让步行愉悦、骑行安全，不仅环
保，也使沿街店铺有了人气。这道让人慢
慢踱步、顺畅骑行的风景线，需要你我以
正确的路权意识和法治观念共同守护。

提升交通参与者的路权意识
彭训文

提升交通参与者的路权意识
彭训文

市民慢出行意愿持续提升

在北京通州，市民高先生“晒”出自己最钟爱的骑
行路线：从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出发，经漕运码头，一路
尽享大运河畔自然风光。

骑行已成为高先生生活中的一部分，每次打卡照
片都获得好友连连点赞。“在市区骑行能感受城市的
发展变化，在郊区可以领略美景。”通过骑车，他
收获满满：锻炼了身体，放松了心情，结识了很多

“骑友”。
和高先生一样，清华大学交通研究所副所长杨新苗

也是一名骑行爱好者。他注意到，北京这两年道路上自
行车道标识多了，非机动车道不断改造拓宽，骑行安全
更有保障。

从回龙观至上地，自行车专用路有效提升通勤出行
效率；在东黄城根大街，能明显看到“自行车优先”标
识。在按照自行车先行设计的道路上，骑行者享有先行
权；在平安大街西城段，公交站设在机非隔离带，公交
车进站不再影响骑车……杨新苗表示，通过骑行环境的
改善，更多人跨上自行车，感受骑行魅力。

伴随绿色出行观念深入人心，骑行之外，步行也成
为许多人出行的选择。家住福建厦门的陈女士以往通勤
都是自驾或打车，自从公司门口的健身步道修好后，她
选择了“地铁+步行”上班。不仅规避了堵车，沿途还
能赏景怡情。

作为城市公共交通的延伸和补充，步道在缓解交通
拥堵的同时，还结合了厦门山、海、湖等天然生态景
观，让人更接近自然。公司旁还有一条环湖步道，工作
之余，陈女士经常来这里散步，“饭后休闲、娱乐健
身，慢行步道已经融入了我的生活。”

慢行交通是相对于快速机动化交通方式而言的，也
称为非机动交通、步行和自行车交通。它既包括自行车
等非机动交通工具与停车设施、人行道、非机动车道、
信号标识，也包括与轨道、公交等相衔接的换乘设施及
配套管理服务。

近年来，各大城市纷纷加快建设慢行交通系统。
“十四五”期间，北京将五环以内路面宽度 12米及以上
道路全部施划自行车道，打造约 400公里的滨水慢行系
统；深圳计划每年建成不少于 300 公里的非机动车道；
重庆提出“山城步道总里程2200公里、自行车道450公
里”的目标……

市民慢出行意愿持续提升。2021年，北京全市共享
单车年骑行量达 9.5 亿人次，中心城区慢行交通出行比
例达47.8%，创近10年来新高；深圳慢出行比也由2016
年的58％提升至62％；部分中小城市慢出行比高达70%
以上。

“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步行和自行车在保障居民
基本生活、维持城市正常运转方面发挥着基础性作
用。”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城市交通研究分院副总
工程师周乐表示，在城市交通的规划、建设和管理中，
重视保障慢行交通路权日益成为共识。

中国发展慢行交通优势足

为啥慢出行受欢迎？首要因素是便捷。杨新苗说，
在较短距离内骑行比乘汽车出行所需时间差不了多少。
在交通拥堵的情况下，骑行、走路甚至更快，可谓慢行
不“慢”。

同时，慢行交通环境的改善大大优化了人们慢出行
体验。上班族小王的住所距离单位约 3公里，他经常骑
车或步行上班。“以前很多道路机非混行，很不安全。
骑车时，容易和后面疾驰而来的汽车碰撞、剐蹭。有时
汽车突然一声鸣笛，让人措手不及。”小王调侃说，没

有机非隔离带，也没有护栏，两边都是车，自己成了
“肉夹馍”。

小王继续讲述自己的经历：有次骑车，停靠在路边
的汽车车主猛地打开车门，幸亏反应及时，要不就直接
冲上去了。“好在今天，身边越来越多的道路设置了机
非隔离带，将自行车和汽车分流，有的地方还鼓励削减
路边机动车停车位，这都提升了骑行的安全感。”

还有交通信号及标志标线的改进保障着交通系统安
全有序运转。长期以来，相较于机动车交通系统，非机

动车交通信号、标志标线缺失或不规范问题普遍存在。
“北京马甸立交桥形似苜蓿叶，好多次转着转着就‘找
不着北’了。”想起之前骑车通过马甸桥去北土城公园
健身的情景，市民李先生不由感慨。现在，北京公安交
管部门在马甸桥试点非机动车三级指路系统，“路标清
晰、明确，一看就知道往哪儿骑。”

除了方便，慢行也能放松身心，提升生活品质。各
大城市把慢行系统从最初的交通功能，向“交通+休
闲”转换。在骑行和步行中，亲近一草一木、感受鸟语

花香，不少网友在社交平台分享自己在城里“郊游”的
愉悦，感叹“出行原来也能这么浪漫！”

“中国已宣布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出行方式的转变
有助于实现‘双碳’目标。”杨新苗介绍，步行、骑车
都是绿色出行方式。以骑行为例，若一名汽车使用者转
为骑车出行，一年就能减少1吨碳排量。

骑行、步行受欢迎，推广慢出行有了良好群众基
础。那么，中国发展慢行交通还有哪些优势？周乐表
示，城市道路中预留非机动车道是中国大多数城市市政
道路规划设计与建设的“标配”，这为国内城市提供了
国外城市所不具备的慢行交通基础网络条件。

“中国城市人口密度高、土地利用混合，意味着城
市居民的出行大多不需要太远距离，就能满足日常生
活需要。”周乐说，这是慢行交通在中国城市中的天然
优势。

从“有道可行”到“有道好行”

家住北方一座城市的刘先生喜欢骑车闲逛。一天，
他正骑着，突然发现前方竟没“道”了。于是，刘先生
只能在最外侧的机动车道上骑行。还有几次，越往前
走，非机动车道越窄。

“骑行的连续性有时也很差，比如一辆汽车在前面
堵着路，我要停下。有时路边有家单位，进入的车在门
口排着长队，我又得停下等。”刘先生无奈地说。

周乐指出，现有部分城市道路上，步行和骑行不连
续、“断头路”等问题突出，影响了人们慢出行感受。
在解决慢行系统“有道可行”的基础上，还要进一步提
升设施的人性化、精细化，使得“有道好行”。

“这就迫切需要从规划设计的源头入手。”周乐说，
一方面，要写好空间保障“大文章”。高效整合利用空
间资源，充分保障步行和自行车的通行与停驻空间。另
一方面，也要搞好“小设计”。比如面对汽车进出的干
扰，路边单位的大门闸口可以采取往里移等方法，减少
车辆排队对外面自行车与行人的影响；建设慢行道路，
同时做好遮阴绿化、照明、休憩等配套设施建设，营造
宜人环境等。

杨新苗提出，针对路边停车突然开门情形，实践
中，有城市使用了“四边形线”。该线划定的区域为汽
车车主开门、下车预留空间，能有效保护骑行者及汽车
使用者的安全。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早高峰时，有的司机为了更快
通过，选择驶入非机动车道。即便区分了机非车道，现
实中，机动车抢占路权的现象频发。治理此乱象，还须

“软硬”兼施。
“硬”的方面，周乐建议，要运用包括大数据在内

的多种方式综合调查研判、科学评估，梳理慢出行需求
量大的区域、路段，明确慢行交通优先通行权，重点对
机动车违法占道行驶、违停等加大监管执法力度。

“软”的方面，杨新苗指出，应加强市民道路交通
安全教育，通过宣讲交通安全常识、曝光交通事故典型
案例等形式，进一步增强司机文明驾驶与行人安全出行
意识。

如果说城市主干道与公共交通是“主动脉”，那么
慢行交通就是“毛细血管”。畅通城市交通大循环，需
要二者高效接驳。而慢行系统的薄弱环节，往往是“最
后一公里”的接驳。正如部分市民反映的，步行、骑行
有时是为了坐地铁、乘公交，慢行系统建设今后要在如
何更好地解决步行、骑行与公共交通的接驳问题上多下
功夫。

慢行系统不只是建设路网，在北大国土空间规划设
计研究院副院长李沂璠看来，它跟各种公共设施、生活
圈以及停车管理设施等的衔接，是一个系统工程。只有
将城市各区域内的慢行系统串联起来，才会形成一个更
好更大的服务网络。

多地加快建设慢行系统，市民慢出行意愿上升——

慢慢行系统行系统让让出行更便利出行更便利
本报记者 史志鹏

一段时期以来，非机动车道被路边停车位挤占，
汽车与自行车、行人“抢道”，线杆、箱体等占压设施
设置无序……种种困扰，为自行车和步行出行带来安
全隐患，也会影响群众的出行体验。

近年来，各大城市加快建设集通勤、健身、休闲
功能于一体的慢行交通系统，为骑行、步行提供良好
环境，慢出行成为社会新风尚。在传统观念中，城市
代表着速度、快节奏，为何众多城市如今想方设法打
造“慢行系统”？慢出行缘何受欢迎？慢行真的“慢”
吗？本报记者对此进行了采访。

福建省福州市金鸡山公园揽城栈道。 谢贵明摄 （人民视觉）

▲骑行爱好者在湖南省张家界市武陵源区插园公路上骑行。
吴勇兵摄(人民视觉）

▲在甘肃省张掖奥林匹克森林公园，骑行爱
好者在湖畔绿道上运动。 杨永伟摄 （人民视觉）

▼在浙江省宁波市象山县松兰山沿海岛礁上，
滨海慢行步道蜿蜒曲折。 郑凯侠摄 （人民视觉）

▲在四川省巴中市通江县高明湖湿地公园，彩色步道、生态
水系与景观树木相映成趣。 程 聪摄 （人民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