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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evelopment Trend and Cooperative Governance of Urban Mobility in the
Post-epidemic Era
WANG Guangtao, TU Yingfei, YE Jianhong

Abstract：Humans are experiencing the most serious global public health emergency

since the end of the Second World War. Cities and their governance capacity in

managing mobility are put to a major test. The paper reviews urban mobility issues

and strategies during the epidemic period and analyzes the post-epidemic trends

from several aspects, including constructing the 15-minute community-life circle, the

rational use of cars guided by static braking measures, remoting working to alleviate

traffic congestion, and urban transit service booking to improve efficiency. The pa-

per also expounds the "value-trust-cooperation"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framework

from three aspects: value recognition, trust building, and cooperative governance. In

the post-epidemic era, the goal of urban governance is to achieve "justice, fairness,

livability, workability, sense of fulfillment, and sense of security" and to meet resi-

dents' growing needs for a better quality of life and sustainable urban development.

Correspondingly, the paper proposes several key tasks in urban mobility governance,

including the urban transit service, the reform of the taxi system, the improvement

of bicycle and walking trip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urban logistics and terminal

distribution systems.

Keywords：post-epidemic era; urban mobility; value-trust-cooperation; cooperative gov-

ernance; public transit

2020年5月18日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第73届世界卫生大会视频会议开幕式

上发表题为《团结合作战胜疫情 共同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致辞中指出，

人类正在经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最严重的全球公共卫生突发事件。在这样的时

代背景下，城市和城市交通都面临一次大考，后疫情时代如何提高城市韧性、提升城

市交通综合治理能力是需要深入思考的重要问题。从疫情防控过程能看到，在面对突

发公共卫生事件乃至常态化城市运行中，政府、企业、公众对城市交通有了更新的认

识，也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基于一致的价值认知，形成相互信任的机制，从而构建协

同合作的模式，是在本次事件中再次得到验证的城市交通综合治理的有效途径。

1 后疫情时代城市交通发展趋势研判

2020年4月8日武汉市对外交通通道重新开启，我国基本全面进入常态化疫情防控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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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人类正在经历第二次世界大战

结束以来最严重的全球公共卫生突发事

件，城市和城市交通的治理能力正经历

着一次大考。对疫情期间的城市交通现

象及对策进行了回顾，并基于此分析了

后疫情时代城市交通在15分钟生活圈构

建、以静制动引导小汽车合理使用、线

上办公等缓解通勤时段交通拥堵、预约

出行提高城市交通效率等方面的发展趋

势。从价值认同、信任构建、合作治理

三个方面阐述了“价值-信任-合作”的

协同治理框架。提出了后疫情时代以实

现“公正、公平；宜居、宜业；获得感、

安全感”，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

需要和城市可持续发展要求为目标，城

市交通治理在城市公共交通服务、出租

汽车行业改革、自行车步行出行品质提

升、城市物流与末端配送体系等方面的

重点任务。

关键词 后疫情时代；城市交通；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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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本节主要回顾 2020年 4月 8日前疫

情防控中的城市交通现象及对策，以及

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对后疫情时代交通发

展趋势的预判。

1.1 疫情期间城市交通现象及对策回顾

1.1.1 疫情高发期

自 2020年 1月 23日 10时起，此次

疫情的中心地武汉实施了全市城市公

交、地铁、轮渡、长途客运暂停运营，

机场、火车站离汉通道暂时关闭的措

施。由于疫情暴发在人们探亲返乡高峰

的农历春节前夕，人口流动是全国性

的，因此，对九省通衢的武汉实施“封

城”，是最大程度阻止病毒在城市间流

动扩散的措施。

在城镇化发展背景下，就业生活需

求带来的人口流动具有必然性。基于移

动互联网定位的时空大数据为研究多

时段全国城际人口流动特征提供了可

能。数据分析显示，大规模、频繁的城

际人员出行流动，既带来了促进区域均衡

发展等显著的“正向”效应，同时也会

有明显的疫情传播“负向”效应（图1）
（钮心毅，2020）。

继武汉市宣布停运市内公共交通之

后，湖北17个地市州公共交通全部宣布

停运。根据交通运输部《全国城市公共

交通暂停及恢复运营情况》，截至 2020
年2月12日，除北京、天津、上海、广

东、西藏等 5个省（区、市）持续提供

公共汽（电）车服务外，全国有27个省

份的 413个城市停运公共汽（电）车服

务。城市公共交通作为大运量的交通方

式，对其采取“限行”措施，是最大程

度地减少城市内人员流动，尤其是人群

聚集，以尽可能控制病毒传播。

2020年1月27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

了延长春节假期的通知，与此同时许多

地方采取了社区封闭式管理，人们也普

遍提高了风险意识和警惕性。内在因素

与外部环境的双重作用下，人们出行强

度明显降低 （图 2），活动范围显著减

小。在这样的情形下，社区服务和物流

配送在保障居民的基本生活物资需求方

面发挥了重要的保障作用。

总的来说，疫情高发期，城市交通

通过实现人不流动、物资流动，来支撑

城市完成防止疫情扩散与保障基本生活

的双重任务。

1.1.2 复工复产初期

法定春节假期到 2020年 2月 2日结

束，在这之后，除湖北外的其他省市陆续

开始复工复产。据各地官方披露的数据，

至 2020年 2月底，上海、江苏、浙江、

福建、辽宁、江西、广东等省份的规模

以上企业复工率均已超过70%（21财经，

2020）。然而，2020年3月，全国35个中

心城市总客运量仅为去年同期的32.3%，

其中公共汽电车客运量为去年同期的

29.3%，城市轨道交通客运量为去年同

期的42.98%（城市交通网，2020）。
针对复工复产初期的出行需求特征，

城市交通服务一方面为个体出行方式提供

便利，另一方面则是采取限流措施，在恢

复公共交通运行的同时防止疫情反弹。

在此期间，公安部部署各地公安机

关特别是交管部门针对疫情防控期间群

众居家防疫、停车需求上升等实际，积

极提请政府采取免费开放公共停车场、

减免路侧停车收费等措施，并会同相关

部门调整优化停车管理措施，最大限度

满足群众停车需求 （中国政府网 a，
2020）。北京、深圳等地也采取了阶段

性取消汽车尾号限行、增加临时停车位

供应、放开小汽车限外政策、下调停车

费率50%等措施（新华网，2020；张晓

春，等，2020）。
交通运输部提出要严格控制交通运

输工具的满载率。多地一方面加强对交

通工具、乘车环境的消杀以及乘客及工

作人员的测温管理，另一方面采取调整

班次、灵活调整运力，将公交车厢满载

率控制在50%以内，以及当地铁车厢满

载率超过50%时将采取动态限流等措施

（搜狐网 a，2020；吴金龙，等，2020），

以确保乘客的健康和安全。

总的来说，在复工复产初期，城市

交通逐渐恢复运转，以保障人员有限有

序流动为重点，以支撑城市完成逐步恢

复经济活动和保障人员流动安全的双重

任务。

1.2 后疫情时代的城市交通发展趋势

预判

基于上述两个阶段交通现象及对策

的分析，可以看到疫情对城市交通带来

了挑战，使得城市交通的管理者、使用

者被动但积极地采取了一系列应对措

施。但同时，这些现象及对策所产生的

效果，也显现出城市交通发展的机遇，

城市交通的管理者、使用者未来可以更

图1 春节前从武汉流入各地人口数量与确诊病例数关系
Fig.1 Relation between number of confirmed cases and inflow of population

from Wuhan in different regions
资料来源：钮心毅，2020.

图2 2020年第一季度全国城内出行强度
Fig.2 Inner-city trip intensity in the 1st quarter of 2020 in China

资料来源：百度地图慧眼，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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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主动地将这些可借鉴之处应用于城市

交通的改善和治理中。

1.2.1 15分钟生活圈重要性突显

疫情期间，人们的日常生活物质需

求基本都在社区范围内以自主或互助的

方式解决，15分钟生活圈的重要性得到

突显。人们渐渐习惯了就近采购，比如

就近去小型超市，而放弃去大超市集中

采购；同时，人们还习惯了线上采购，

采购范围从以往的衣服、化妆品、电子

产品等扩展到柴米油盐等生活必需品、

生鲜冷冻食品以及大量的熟食外卖。

除了购物之外，就医也是非通勤出

行需求中的重要部分。此次疫情让医疗

健康与互联网实现了深度融合，老百姓

逐渐能够且接受就近享受优秀医疗资

源，从而有助于基于 15分钟社区生活

圈的“公共健康单元”等规划理念的

落地，合理配置要素和资源，实现健康

公平。

鉴于此，一方面对15分钟生活圈范

围内自行车、步行的出行环境提出了要

求，需要满足人们大量的步行、自行车

出行以及健身需求；另一方面，15分钟

生活圈范围也要为终端物流配送创造适

宜的条件，在保障物流配送效率的同时

也保障外卖快递骑手数量显著增加时的

社区出行安全。

1.2.2 以静（停车）制动引导小汽车合

理使用

小汽车拥有和使用之间存在辩证关

系，此次疫情期间再次验证了以静（停

车） 制动是调节小汽车使用的有效措

施。在疫情防控压力较大时期，为降低

人群聚集所产生的交叉感染风险，鼓励

小汽车出行，实施了增加停车供给、降

低停车费率等措施以提高停车的便利

性。在复工复产期间，出行需求的显著

增加快速导致停车问题再次突显。因

此，需要恢复采取调整停车相关管理措

施及政策来重新引导和调节小汽车的使

用以保障道路交通的秩序。

由此能看出，未来城市交通可坚持

通过以静制动的措施来引导小汽车的合

理使用。主要可采取调节停车泊位和停

车费率两方面手段，让小汽车的拥有者

根据是否可以停和是否值得停来决定

其是否使用小汽车出行的行为选择；并

坚持基于城市交通服务于人的需求的出

发点，在对居住区、商业及办公区、公

共服务场所等区域的停车供需关系的精

细化分析的基础上，合理制定停车规

划、管理措施及差异化的收费标准及泊

位共享机制（邹歆，等，2017），实现

小汽车“鼓励拥有、弹性使用”的政策

意图。

1.2.3 解决通勤时段拥堵的可能性

相比传统行业，现代服务业的特点

使得远程办公、线上会议、弹性工作制

成为此次疫情期间很多企业的选择。

iiMedia Research（艾媒咨询）的一份调

研结果显示，近五成受访用户开启了远

程办公模式，63.5%的受访用户表示看

好远程办公行业发展前景 （艾媒网，

2020）。相较于以往并未普及的情况，

目前线上会议、弹性工作制得到越来越

多的认可，可将其归结为两方面原因：

其一，疫情的影响使得人们从主观上接

受这种方式，员工主观上的积极表现也

会提高管理者降低对这种方式会影响工

作效率的担忧；其二，通信网络环境以

及远程办公软件提供了客观条件的保

障，在沟通效率和质量不受明显影响的

情况下，随时随地可以参会的灵活性降

低了会议组织的成本和参会者的时间成

本，从某种程度上反而会提高会议组织

的效率和吸引力。同时，与美国的情况

对比，中国在线办公市场只是刚起步。

2017 年美国已有 3000万人在家中远程

办公，2019年我国远程办公人数近 529
万人（前瞻网，2019）；中国远程办公

人口渗透率近 0.6%，远低于美国 18.9%
（前瞻网，2020）。

因此，可以预见到尽管线下工作不

可能完全被线上替代，但部分线上应用

场景未来也有望形成常态化。未来很多

行业或将会灵活地采用两者相结合的方

式开展工作。有分析模型表明，高峰时

段仅 10%—30%的出行者取消出行后，

对提高平均运行车速、降低出行时耗、

缓解交通拥堵的改善效果就很明显（王

宇，等，2020）。若未来有条件的行业

及单位能科学制定弹性工作、远程办公

的方案，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减少通勤次

数、分散通勤时间，便能给解决通勤时

段城市交通拥堵带来可能。

1.2.4 预约出行提高城市公共交通效率

疫情防控期间，为辅助调控地铁客

流满载率，减少因限流产生的站外排队，

北京于 2020年 3月 6日在 5号线天通苑

站和昌平线沙河站两个大客流车站启动

了预约进站试点。城市交通因为其开放

性，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很难主动

形成供需间的平衡（搜狐网 b，2020）。

但在此次疫情期间，出行者对公共交通

的安全性尤为重视，乘客提供信息预约

出行的接受度较高，为提前获取出行需

求带来了契机。从北京试点阶段情况来

看，技术系统已比较成熟稳定，2020年
4月底平台注册用户已达3万人，沙河站

的预约进站量由首日 546人次增长至

3800人次。每次限流时，预约乘客可以

节省排队时间5min（腾讯网，2020）。
“预约出行”利用信息化手段，一

方面减少乘客在车站的等候时间，既能

减少人群聚集的机会，有利于乘客健康

和车站安全，又能提高乘坐公共交通的

服务体验；另一方面让供需在可控范围

内进行调节，从而达到最优配置。北京

的实践为公共交通更精准把控需求、更

精准匹配供需平衡关系、更精准服务和

提高运营效率提供了方向。

在此次地铁预约进站的试点之前，

“定制公交”也是采用预约的一种公共

交通方式。通过预约，采集到具有规律

性的、重复性的、相对稳定的一部分公

交出行需求数据，制定相应的线路和班

次，基于乘客和车辆的信息互通，显著

提高供需双方的“确定性”。通过这些

模式的创新实践，出行者逐渐培养了基

于预约的行为习惯，也提升了出行服务

提供方基于预约的技术系统的稳定性及

用户友好性。“预约出行”不仅能有效

提高城市公共交通的运营服务效率，同

时也是未来出行即服务MaaS系统的核

心要素和组成部分。

2 基于“价值-信任-合作”的协

同治理框架

城市交通治理理论体系聚焦于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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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企业、公众等多元主体间“价值-
信任-合作”关系的解析与构建，界定

各自权益责任探索交通服务共建共享的

路径。后疫情时代，城市交通多元主体

之间需要构建价值认同、相互信任、协

同合作的格局，建立起“价值-信任-合
作”的机制，促进“公正、公平；宜

居、宜业；获得感、安全感”的实现。

2.1 价值认同：关于城市交通的基本观

点再认识

本次疫情给世界经济、社会形态都

带来了巨大的影响，同时也影响了人们

对世界、对社会的认识。后疫情时代我

国将以一个“正常化”和一个“常态

化”并存为特征：即经济和社会活动正

常化和防疫工作常态化。且人民的身体

健康将会被放在突出位置，以切实满足

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求。

同时也能看到在这样的重大事件

中，大到世界范围小到社区范围，无论

是阻断还是恢复，交通都是先行措施。

在此情形之下，一方面，本次疫情是对

出行需求管控的一次全国范围“社会实

验”；另一方面，人们对城市交通有了

更新的认识，也有了更高的期望，城市

交通与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

全感息息相关。

后疫情时代，对城市交通发展具有重

要引导作用的若干方面将会被重新认识，

这些基本观点的再认识也是建立“价

值-信任-合作”协同治理框架的前提。

第一，对城市交通功能的再认识。

城市交通不只是基础设施的提供，城市

交通是服务于人的需求，既包括出行需求，

也包括对没有出行但有需求的满足，城

市交通要体现社会公平性。城市交通的

研究对象不仅是人-车-路-环境，应在

研究出行需求、出行方式的同时，从更

广义的服务人的需求角度研究城市交通

问题，更重要的是体现城市整体的综合

服务功能与运行效益（汪光焘，2015）。
第二，对出行服务目标的再认识。

出行服务不仅是将人和物从一点运输到

另一点，实现空间上的位移。经过此次

疫情，无论是客运还是货运服务，都会

对出行服务有更全面的要求。客运方

面，乘客对出行服务中安全与健康的保

障更加重视，比如公共交通中的乘客信

息是否可溯源可追踪，车站、车厢环境

是否满足卫生健康要求，对公共卫生事

件的应急响应准备是否充分等。货运方

面，企业也会更加关注安全及卫生条

件，尤其是对环境要求高的食品及危化

品等物品的运输服务，同时还有参与提

供货运服务的从业人员的安全及健康管

理等。

第三，对三大支柱战略的再认识。

需要更加坚持三个战略方向，并优化调

整战略实施路径。其一，坚持综合协同

战略。此次疫情之后，再次突出了三个

协同，即复合网络多模式交通的协同、

城市交通与城市的协同以及城市交通、

都市圈交通与城市群交通的协同。其

二，坚持城市公交优先战略。此次疫情

之后，要再次思考公交改革、出租车的

定位与发展思路等重要问题。其三，坚

持需求管理战略。此次疫情再次验证了

出行需求是可感知、可监测、可调控的，

因此也要特别重视5G时代给解决城市交

通、城镇化问题带来的机遇和挑战。

2.2 信任构建：以可信赖服务强化信任

关系

在对城市交通价值认同的基础上，

政府、企业和公众应建立起信任机制，

明确各自的权责关系、各司其职。政府

需要基于充分的调研及研究论证，制定

透明且权威的交通规制，并形成及时的

反馈与信息发布机制，让企业在明确的

规制范围内有信心地发展，让公众在透

明的信息环境下安心地享用城市交通出

行服务。提供公交、出租车、共享出行

等服务的企业需要积极研发新技术提高

服务便利性和用户友好程度，要采取高

效、精细化的管理措施，保障出行安

全、数据安全，提供可靠的服务保障，

全面提高出行服务品质；公众则需要诚

信出行，降低政府和企业为应对不诚信

行为所付出的不必要的成本，共同创造

有序、文明的城市交通环境。

在此次疫情防控过程中，国家于

2020年1月29日及时印发了《公共交通

工具消毒操作技术指南》，指导各地做好

公共交通工具的消毒工作（中国政府网b，
2020）。其中既包括了对运营企业工作

人员的操作指南，又包括了对公众在出

行过程中的操作指南。这势必给企业和

公众带来了安心、增加了信心。

在此次疫情防控中，健康码也发挥

了重要作用。据不完全统计，自疫情发

生以来，全国31个省份已陆续实现健康

码全覆盖，用手机扫码、凭绿码进入，

如今已经成为大多数中国人出入公共场

所时的习惯（人民网，2020）。这其中

充分体现了政府对企业技术的信任、公

众对政府管理的信任、企业对市场回报

的信任。没有信任，技术无法实施、政

策无法落地，治理效果则无从体现。

2.3 合作治理：明晰的权责划分

经历了40年满足物质需求的交通基

础设施建设的发展历程，城市交通正在

向提供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的交

通服务转变，衡量城市交通的发展必须

向能否满足人的需求、能否提高交通服

务共建共享水平转变 （汪光焘，等，

2020）。此时，单一的行政管理手段难

以面对现实和未来问题的挑战，多主体

参与的合作治理势在必行，城市交通治

理模式正在由行政管理向合作治理转变

（刘淑妍，张斌，2020）。
价值认同和信任机制的建立，为多

元主体之间形成合作模式奠定了基础。

随着大数据、云计算、5G、人工智能等

技术的发展，需要从顶层设计开始提升

数据驱动的城市交通治理能力，基于数

据在多元主体之间建立合作渠道并形成

闭环反馈。在合作体系中，政府的主要

任务是完善城市交通治理的体制、机制

及评估体系，加强政府部门间的协同，

为搭建数据分析平台、开发数据决策工

具创造条件，并制定相关法律法规提

供必要的保障；企业的主要任务是研发

先进的技术，在法律规制范围内提升数

据采集能力、提高数据安全性保障及数

据处理效率，根据城市交通治理的应用

场景，协助政府搭建分析平台、分析模

型以及开发决策工具；公众的主要任务

是以开放的心态对待新技术、以配合的

姿态对待新政策，积极配合到治理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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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公众参与环节，客观公正地反馈信

息。基于更丰富、更多源的客观数据，

可以为城市交通治理提供更有力的支

撑。在“价值-信任-合作”的协同治理

框架下，则可通过理论到方法到实践

再到评估的整个过程提升城市交通的综

合治理水平，从而更好地应对后疫情时

代的城市常态化发展与可能发生的突发

事件。

3 后疫情时代城市交通治理的重

点任务

作者在早前的研究中提出，城市交

通治理应向城镇化国家战略、城市公共

交通优先发展现实困境、共享交通服务

创新三类重点场域聚焦（汪光焘，等，

2020）。结合疫情对城市交通的长远影

响，可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明确面向后疫

情时代的城市交通治理要求：其一，在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在人口流动带来的

经济发展的同时要注重可能产生的负向

效应，需要形成跨行政区协同的治理机

制与“府际之间”的合作模式，来持续

支撑城市群的发展、保障劳动力与物资

要素的有序流动；其二，考虑到疫情对

公共交通的冲击，应更加注重恢复公众

对公共交通的信任、完善公共交通的服

务质量以及通过以静制动引导小汽车的

合理使用，提升公共交通的吸引力，通

过“政社之间”的合作来落实公共交通

优先发展战略；其三，疫情期间交通出

行领域中的新技术新模式得以更多的应

用和接受，共享出行在很多场景下也发

挥了重要作用。在后疫情时代，需要创

新能够让新服务模式生存和发展的市场

监管机制，通过“政企之间”的合作，

既发挥技术创新模式创新给公众带来的

便利，又在一定的法律规制下保障公众

的基本权益。

后疫情时代，城市交通治理能力现

代化将更加以实现“公正、公平；宜

居、宜业；获得感、安全感”，满足人

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城市可持

续发展要求为目标。基于对城市交通规

划理论和方法变革的研究（图3），结合

疫情期间的经验与教训进一步反思和聚

焦，提出“创新规划思路，制定改革措

施，政策责任落地，建立评估制度”的

基本要求，并给出城市交通治理的四方

面重点任务。

3.1 提高城市公共交通服务能力

首先，坚持城市公共交通优先发展

战略落地。后疫情时代必须要考虑人们

对公交出行安全性有所担忧等问题，需

要通过基于大数据、云计算、无接触式

等先进技术，通过预约、实名制、消

毒、应急等战术层面的创新，降低甚至

消除公众的顾虑，来推动城市公共交通

优先发展战略的落地。此外，还要考虑

城市公共交通投资建设和财政运行补贴

问题，以及遵循市场规律和激励机制所

带来的机遇和挑战。

其次，调整城市公共交通规划思

路。一要改变大运量轨道交通与地面公

共电汽车自成系统所带来的不协调，突

出以换乘节点织网的理念，提倡大、

中、小运量交通工具并重，以服务运量

为依据来配置交通工具；二要统筹规划

建设城市公共交通多层次网络，以多层

次服务和多样化的衔接满足客运交通差

异化需求（陈小鸿，等，2015）；三要

将制定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预警和措施纳

入规划内容。

最后，公交企业要提高服务水平。

传统公交企业需要加强信息化手段、提

升精细化管理能力。特别要重视提高换

乘站点的接驳服务水平，以系统性地提

升公共交通系统的服务水平。研究制定

保障人民群众健康乘车规则，将消毒和

通风等规定纳入日常管理，让人民群众

乘坐城市公共交通工具安全放心，提高

公共交通服务的吸引力。

3.2 深化出租汽车行业改革

疫情期间由实体出租车企业提供了

保障性出行服务。武汉市作为此次疫情

暴发最集中的城市，实施封城措施后，

为解决市民居家出行不便的问题，武汉

市交通局启动紧急预案，召集 9家巡游

和网约车出租车企业共征集 6000台出

租车，为辖区居民出行提供免费服务，

截止至2020年4月21日，共服务保障社

区居民应急出行 100万余人次（武汉市

交通运输局，2020）。
应借此机会重新审视和完善出租汽

车行业改革，总结疫情中出租汽车在大

中运量停运时的出行服务保障经验，评

估近年来出租行业改革的经验和教训，

支持信息化与出租行业结合发展改善服

务的大趋势，规范经营出租的企业制度，

更好地发挥出租汽车在城市交通中服务

于一般人群的特殊需求以及特殊人群的

一般需求的作用，明确出租汽车行业作

为城市公共交通的组成部分的定位。

此外，从更具前瞻性的角度思考，

在信息化带来的自动驾驶、分时租赁、

共享出行等新业态的发展态势下，需

对现在人为地将出租汽车分类成巡游车

和网约车来制定政策进行及时的总结与

反思。

3.3 提升自行车、步行出行的品质与城

市活力

对于社区层面，基于15分钟生活圈

的重要性，政府需要研究制定15分钟生

图3 城市交通规划理论和方法变革的再思考
Fig.3 Rethinking urban mobility planning theory and methodological revolution

资料来源：汪光焘，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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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圈建设指南或规划导则，基于人的生

活活动特征和需求优化调整空间供给

（李萌，2018）。需要增加以自行车、步

行为主要出行方式的公共活动空间，并

提供满足人们的基本生活需求、就近就

医以及通勤接驳服务的出行环境，提升

自行车、步行出行品质。同时，在这个

过程中考虑将社区医院、家庭医生制度

等纳入解决城市发展问题。

对于城市建成区，要开展街道设

计，完善街道功能，提高城市公共服务

水平，在旧城区改造和城市有机更新中

提升城市活力。《全球街道设计指南》

中提出街道是城市空间的基本单元，人

们通过街道来体验城市。国外诸多城市

案例已证明，从小汽车回归到支持自行

车、步行出行的街道，带来了城市活力

的提升和城市经济的发展。国内部分城

市已开展了街道设计工作，在理念上向

“全民关注人的流通和生活方式”转变，

优先考虑步行的路权分配顺序（张帆，

等，2018）；在方法上基于对街道类型

的细分，根据功能维度分级控制进行不

同的设计要求引导（葛岩，等，2019）。

3.4 完善城市物流与末端配送体系

城市物流对于保障城市运行、企业

生产及居民生活具有重要意义 （汪光

焘，2018）。中共中央国务院近日印发

的《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

置体制机制的意见》为完善加工业物流

配送和生活物流配送中心建设提供了新

的政策方向和措施支持。

要基于多源大数据总结疫情期间物

流保障的情况，研究人们生活中基本物

品的需求关系；要充分运用好大数据、

云计算、5G、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提高

资源共享能力，降低物流成本，改进城

市物流服务质量。

在物流作业流程的闭环中，未来无

人机、无人车技术不仅可能改变现有的

物流运营模式，无人配送也将在最后一

公里的末端配送环节中发挥重要作用。

一方面需要研发无人配送等技术，另一

方面需要与15分钟生活圈相结合规划物

流配送系统。在政府的指导下，行业、

社区相互配合，积极研究实践代收货

架、驿站、智能快递柜等的规划实施方

案，弥补生活性物流场所严重不足的短

板，加强基本生活物流配送的保障。

4 结语

此次疫情持续时间长、覆盖范围

广，其影响之深远前所未有。本文首先

回顾了疫情期间城市交通的现象及对

策，结合对后疫情时代基本特征的认识

提出了对后疫情时代城市交通发展趋势

若干方面的预判。其次，基于对城市交

通基本观点的再认识，梳理了后疫情时

代政府、企业、公众在价值认同和信任

构建基础上形成的“价值-信任-合作”

城市交通协同治理的框架体系。最后，

结合对城市交通规划理论和方法变革的

再思考，提出了后疫情时代城市交通治

理的四方面重点任务。研究成果有助于

推动城市交通学科的建设和研究，为城

市交通治理现代化理论研究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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