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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概述

（一）TOD模式

TOD模式指一种规划和城市设计策略。它聚焦于创造可以促

进公共交通，步行及非机动车交通工具使用的城市发展模式。上

述的交通模式在 TOD中起着主导作用，以此支撑有活力，多样

化，并且宜居的社区。TOD模式是以公共交通导向的开发模式，

使公共交通的使用最大化的一种非汽车化的规划设计方式，由彼

得·卡尔索尔普于20世纪90年代提出。

（二）交通共享空间

共享空间理念起源于1963年巴奇纳所写的报告《城镇交通》，

并在1970年代以后在欧洲、以色列和日本迅速推广，早已在国外

得到了推荐与应用，而在国内乃是起步状态。“共享街道”的理念

是让我们在街道空间中行人和车辆的平衡和互助，让街道空间成

为包容性的城市公共场所，既可以让机动车顺利通行，又可以让

行人安全的在街道上进行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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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交通空间的现有问题

交通空间是城市交通系统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直接关

系到城市的交通效率、交通流畅度和居民出行质量。然而，目前

存在着一些问题影响着交通空间的合理发展和利用，包括交通空

间路网连通不清晰、交通空间的指挥调度不足、交通空间的功能

界定单一以及城市交通流量的负荷过大。

（一）交通空间路网联通不清晰

目前，路网不合理，连通不清晰，交通管理水平低下。我国

现有城市路网一般都是密度低、干道间距过大、支路短缺、功能

混乱，属于低速的交通系统，难以适应现代汽车交通的需要，交

通控制管理和交通安全管理的现代化设施不能满足现实的需求。

（二）交通空间的指挥调度不足

现状的道路设计大多基于汽车优先的思路，设计较宽的机动

车道而较窄的人行车道和非机动车道。在当前的城市交通空间

中，指挥调度系统的建设和应用还存在着不足。指挥调度系统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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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通过数据的采集、分析和处理，实现交通流量的动态管理和优

化调度，提高交通运输效率。

（三）交通空间的功能界定单一

传统的城市交通空间功能多以交通流动为主，只被用作车辆

和行人的通行空间，功能界定比较单一，缺乏对其他功能的充分

考虑。许多路段未形成的合理的路网结构，道路设计较为狭窄。

然而，城市交通空间的利用潜力应该进一步挖掘和扩展，以满足

人们多元化的需求的同时提高空间的利用效率。

（四）交通流量的城市负荷过大

随着城市人口的增加和经济的加速发展，交通流量不断增

加，限制了城市空间的容纳能力，城市交通面临着巨大的流量负

荷压力。因此，需要通过实施高效的交通管理和调控措施，来减

轻城市交通流量负荷，提高交通系统的可持续性。

三、TOD模式的机遇

（一）连通 TOD：整合交通网络系统

在未来城市交通空间的共享策略中，TOD模式扮演着关键的

角色。该模式强调公共交通系统与城市发展的有机结合，可以有

效地解决城市交通拥堵问题并提高出行效率。连通 TOD需要整

合城市的交通网络系统。这包括改善公共交通的服务覆盖范围和

频率，提供高效的交通换乘设施，并且优化交通规划以减少交通

拥堵。

（二）混合 TOD：进行多时段的功能置换

混合 TOD是指通过在城市空间中进行功能置换，使不同时段

的交通需求得到满足。在未来城市交通空间的共享策略中，混合

TOD可以为居民提供更加灵活和高效的出行选择。通过将工作场

所与居住区域紧密结合，居民可以减少通勤时间，并且更好地平

衡工作与生活的需求。混合 TOD可以促进不同时段的功能转换。

（三）转变 TOD：促成单一交通转向人车复合

转变 TOD是指在未来城市交通空间中，由以车为中心的传统

交通模式向以人为中心的交通模式的转变。传统上，城市交通以

机动车为主导，而转变 TOD倡导将人与车结合起来，构建成更

为人性化的交通系统。转变 TOD需要提供更多的非机动车出行方

式。鼓励和改善步行和骑行的条件，建设更多的自行车道和步行

街区，为居民提供更安全、便捷和环保的出行选择。

（四）高效 TOD：实现垂直交通的压力分流

高效 TOD模式的目标是通过实现垂直交通的压力分流，提高

交通系统的运行效率。高效 TOD需要充分利用垂直交通系统。通

过建设立交桥梁、地下通道和垂直交通设施，在高层建筑和地下

空间设置垂直交通通道，可以将人流和交通流分散到不同层次，

减少地面交通拥堵。

四、TOD导向的未来城市交通共享空间的可行性策略

（一）流动型模式

流动型模式是指在 TOD导向的未来城市交通共享空间中，交

通流量和出行方式的高度流动性，是一种基于即时出行需求和共

享交通资源的可行性模式。该模式通过提供便捷的交通服务、多

样化的出行方式和灵活的交通网络规划，促进了城市居民的便捷

出行和交通资源的高效利用。在流动型模式下，交通共享空间的

特点包括但不限于：

连接性：交通网络密集，覆盖面广，包括无人驾驶汽车、自

行车等多种交通方式，为居民提供了多样化的出行选择。

实时性：交通信息和服务的实时更新，通过智能交通管理系

统、移动应用和导航设备等技术手段，居民可以获得及时准确的

交通信息，并根据实时情况调整出行方式和路线。

（二）生活型模式

生活型模式是指在 TOD导向的未来城市交通共享空间中，交

通以及相关的城市设施和服务被有机地融入居民的日常生活。该

模式通过创造宜居的城市环境和便利的生活设施，提升居民的生

活质量和幸福感。在生活型模式下，交通共享空间的特点包括但

不限于：

人性化设计：城市道路和交通设施以行人为中心，鼓励步

行、骑行和公共交通出行，减少对私人汽车的依赖。同时，交通

设施的设计也注重人性化，考虑到不同人群的需求和特殊情况，

如老年人、残疾人和儿童等。

社区融合：通过将交通共享空间与社区设施、商业区和公共

空间有机地结合，提供便利的出行环境和丰富的社区生活，促进

居民之间的互动和社区的凝聚力。

（三）保护型模式

保护型模式是指在 TOD导向的未来城市交通共享空间中，注

重保护和改善城市环境、资源以及居民的健康与安全，是一种注

重环境保护和资源可持续利用的可行性模式。该模式通过可持续

发展的理念和科技创新的手段，实现城市交通共享空间与可持续

发展之间的平衡。在保护型模式下，交通共享空间的特点包括但

不限于：

绿色出行：推广使用低排放交通工具，如电动车辆、氢燃料

车辆和自行车等，减少车辆尾气排放对环境的污染。

节能减排：通过交通流优化、智能交通信号控制、能源管理

和轨道交通等举措，减少能源消耗和碳排放，促进城市的低碳

发展。

（四）垂直型模式

垂直型模式是指在 TOD导向的未来城市交通共享空间中，交

通设施和相关服务的垂直整合和一体化管理，是一种基于城市空

间利用的可行性模式。该模式通过将交通共享空间纵向和横向的

各个层面、各类交通设施和服务进行协同规划和统筹管理，提供

高效、便捷的交通体验和服务。在垂直型模式下，交通共享空间

的特点包括但不限于：

垂直整合：城市交通空间将在垂直方向上进行合理规划和设

计，充分利用空中和地下空间，以增加交通流量的承载能力和减

少对地面空间的占用

数据共享：各类交通数据和信息的共享与整合，实现交通流

动信息的交汇和分析，优化交通调度和运行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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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TOD导向的未来城市交通共享空间设计方法

（一）交通路网与智慧系统的平台共享

在 TOD模式下，未来城市交通共享空间的设计方法将充分

利用交通路网和智慧系统的平台共享。通过和智慧系统的平台共

享，交通路网可以更好地与其他交通设施和服务进行互联互通，

实现智能交通系统的协同运作。具体而言，为了实现交通路网与

智慧系统的平台共享，可以采用以下策略和方法：

数据共享：交通路网和智慧系统所涉及的数据可以通过共享

平台进行整合和交换。这样一来，不同部门和利益相关方可以共

同使用这些数据，从而更好地进行城市交通规划和管理。

基础设施共享：城市交通路网的基础设施，如道路、桥梁、

隧道等，可以与其他智慧系统的基础设施进行共享。这样可以降

低建设和维护成本，提高资源利用效率。

智能交通系统的整合：智能交通系统包括交通信号控制、智能

停车管理、电子收费系统等。在 TOD导向的未来城市交通共享空间

中，这些系统可以通过数据共享和技术整合来实现更高效的运行。

（二）交通空间与路缘空间的时段共享

在未来城市的 TOD模式下，交通空间和路缘空间的时段共享

将成为重要的设计方法。这意味着在不同时间段，交通空间和路

缘空间可以用于不同的目的，以最大程度地利用城市的有限空间

资源。具体而言，交通空间与路缘空间的时段共享可以通过以下

方式实现：

多功能用途设计：交通空间和路缘空间可以被设计成具有多

种功能的场所。例如，在非高峰时段，道路车道可以被改造成步

行和自行车道，以鼓励非机动交通工具的使用。而在高峰时段，

车道可以用于机动车的通行。

时间分段利用：交通空间和路缘空间可以根据需求在不同的

时间段内进行利用。例如，某个区域的空地可以在白天用作公共

休闲空间，晚上则可以用作停车场。这样一来，可以实现城市空

间资源的最优利用。

（三）垂直交通与蓝绿空间的生态共享

在 TOD导向的未来城市交通共享空间的设计中，垂直交通与

蓝绿空间的生态共享是一个重要的考虑因素。这意味着在城市交

通规划和设计中，要积极促进垂直交通设施与城市的蓝绿空间之

间的协调和融合。具体而言，垂直交通与蓝绿空间的生态共享可

以通过以下方式实现：

绿化立体交通枢纽：在城市交通设施的建设过程中，加强对

绿化和生态环境的考虑。例如，在枢纽站点周围设置绿化带和景观

区域，提供更多的绿色空间和生态环境，为人们提供休闲和娱乐的

场所。

垂直绿化与立体农场：在高架道路、桥梁和其他垂直交通设

施的建设中，可以考虑垂直绿化和立体农场的设计。这样可以增

加城市的绿色覆盖面积，提高空气质量，并为城市居民提供更多

的农产品和休闲空间。

（四）移动载具与内部生活的功能共享

在未来城市交通共享空间的设计中，移动载具与内部生活的

功能共享是一个重要的方面。这意味着城市交通工具将不仅仅作

为交通工具使用，还可以提供其他功能和服务，使人们的出行更

加便利和舒适。具体而言，移动载具与内部生活的功能共享可以

通过以下方式实现：

共享出行服务：通过共享经济模式，将交通工具提供给用户

共享使用。这样一来，人们可以根据需求选择不同类型的交通工

具，如共享汽车、共享自行车等，从而更加灵活地进行出行。

内部生活功能设计：交通工具的内部空间可以被设计成具有

多种功能的空间。例如，公共汽车或地铁车厢可以设置休息区、

工作区、儿童娱乐区等，提供更多的生活服务和便利。

六、结语

经济高速发展，快速城市化建设的背景下，城市交通空间与

文化科技正处在转型之中，城市交通空间正在面临挑战。交通空

间与市民生活息息相关，也是城市公共空间的主要组成部分，其

重要性不言而喻。通过探索 TOD模式下未来城市交通空间的共享

策略，可以为城市的发展提供新的思路和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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