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6 年 922 绿色出行活动 
 

1 活动概况 

2 倡导与组织 

3 主要成效 

3.1 多方式宣传提升活动影响力 

3.2 城市政府推动绿色出行积极采取的行动与长效措施 

3.3 公众参与唤醒绿色交通出行意识 

3.4 民间组织在行动 

3.5 城市交通运行状况和人居环境改善 

4 问题与建议 

附录 1：2016 年绿色出行活动剪影及实践案例 

附录 2：欧洲交通周 

参考文献



1 
 

1 活动概况  

为贯彻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提出的“创新、协调、绿色、

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和《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

强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见》的精神，配合住房城

乡建设部做好有关城市交通发展的政策宣传工作，经住房城

乡建设部研究同意，将“中国城市无车日”活动改为“922 绿

色出行”宣传活动，仍于每年 9月 22 日举行。由中国城市公

共交通协会、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和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共同举办，并成立 922 绿色出行活动指导委员会。绿色出行

宣传活动与中国城市无车日活动同为一体，均秉持绿色化的

交通发展理念，其核心思想是促进绿色交通体系建设，鼓励

发展高效率、低成本、低环境影响的交通方式，优化城市交

通结构，推动城市交通向可持续发展模式转变。 

    1）参与城市 

截至 2016 年 9 月 22 日，共有 194 个城市和县签署活动

承诺书达到历史新高。其中包括 184 个城市和 10 个县。其

中新签署承诺书的城市 5个，分别是：永州市、资兴市、吉

首市、韶山市和邵阳市；新签署承诺书的县 5 个，分别是：

嘉禾县、宁远县、江华瑶族自治县、辰溪县和攸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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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已签署 922 绿色出行活动承诺书的城市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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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不完全统计，2016 年全国共有 60 个承诺城市实际开

展了绿色出行活动，开展活动城市占承诺城市的 31%，为历

史最低量。主要原因是由于今年 922 绿色出行活动主办单位

住房城乡建设部退出，活动在一定程度上受了影响。 

表 2 历年 922 活动开展城市统计 

年份 承诺开展城市 实际开展城市
1）
 参与比例

2）
 

2016 194 60 31% 

2015 184 120（8） 61% 

2014 171 110（5） 61% 

2013 154 105(7) 68% 

2012 

2011 

152 

149 

134（12） 

104（8） 

80% 

64% 

2010 132 78（9） 52% 

2009 114 82（3） 69% 

2008 112 88（6） 73% 

2007 110 82 75% 

1） 括号中数据为未签署承诺书自行开展无车日活动的城市，即支持城市。实际开展城

市中包含支持城市。 

2） 为承诺开展城市的参与比例，计算时扣除了支持城市数量 

 

 

图 1 历年参与 922 活动的城市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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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历年承诺开展城市的参与比例 

2）无车区域 

在 2007—2016 年连续十届的 922 活动中，先后有 168 个

城市在 9月 22 日划定一定的区域（道路）作为无车区域，禁

止机动车在无车区域内行驶，只对行人、自行车、公共汽车、

出租汽车、其他公共交通(校车、通勤车等)以及消防车、急

救车等特种车辆开放。也就是说，全国有 1/5 的城市做过无

车区域的尝试，他们以实际行动响应了无车日活动的倡议。 

2016 年划设无车区域（道路）的城市约有 9个：昆明市、

大庆市、桐乡市、邯郸市、津市市、冷水江市、马鞍山市、

韶山市、台州市，占实际开展活动城市的 15%，为历史最低

量。划设无小汽车区域城市数量下降的原因主要是与近几年

活动整体组织策略主要以宣传和推出绿色交通措施为主要

方向，并未硬性要求划设无小汽车区域有关，划设无小汽车

区域均为城市自主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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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划设无车区域的城市数量及所占比例 

年份 划设无车区域的城市数量 实际开展城市 占实际开展城市比例 

2016 9 60 15% 

2015 

2014 

37 

56 

120 

110 

30% 

51% 

2013 58 105 54% 

2012 19 134 14% 

2011 38 104 37% 

2010 50 78 64% 

2009 45 82 55% 

2008 22 88 25% 

2007 65 70 93% 

 

3）长效措施 

城市采取的长效措施主要涉及公共交通、步行和自行车

交通、枢纽、道路交通设施和交通管理五大类，2007—2016

年总计 495 项，其中前两项所占比例接近 80%，体现了 922

活动提高绿色交通服务和安全的主旨，以及当前的政策方向。

排名前 10 名的长效措施是：提升公交服务水平、开通新公交

线路、优化公交线网、新增公交车辆、设置公交专用车道、

新增新能源车辆、公交停保场建设、新建公共自行车系统、

完善公共自行车系统布点、增设机非隔离设施。 

从 2016 年城市实施长效措施情况来看，除了与公共交

通相关的各项长效措施之外，主要是建设优质城市慢行绿道、

恢复老城区支街小巷的通行功能和绿化综合整治提升工程

等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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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排名前 10 项的长效措施（2007—2016 年） 

排名 长效措施 数量 

1 提升公交服务水平 55 

2 开通新公交线路 30 

3 优化公交线网 24 

4 新增公交车辆 23 

5 设置公交专用车道 22 

6 新增新能源车辆 20 

7 公交停保场建设 18 

8 新建公共自行车系统 16 

9 完善公共自行车系统布点  15 

10 增设机非隔离设施  14 

 

4）交通环境指标监测 

设置无车区域的城市，无车区和市区交通量显著减少。

无车日全市交通事故率显著降低，无车区域车速显著提高。

无车区域空气污染物浓度和噪声水平相对偏低，噪声等效声

级也有所降低。 

 

表 5 大庆市 922 当天交通状况监测 

项目 9 月 21 日 9 月 22 日 9 月 23 日 结论 

交通量 760p/h 50p/h 840p/h 优 

交通拥挤程度 畅通 畅通 畅通 优 

 

表 6 桐乡市 922 当天空气质量监测 

 

监测时间 

9 月 21 日 9 月 22 日 

PM10

（mg/m
3
 ） 

S02

（mg/m
3
 ）

N02

（mg/m
3
）

PM10

（mg/m
3
 ）

S02

（mg/m
3
 ） 

N02

（mg/m
3
）

9:00 0.092 0.008  0.056  0.058  0.009  0.022  

10:00 0.068 0.010  0.055  0.061  0.006  0.018  

14:00 0.057 0.007  0.028  0.060  0.009  0.018  

15:00 0.046 0.007  0.023  0.046  0.010  0.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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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桐乡市交通噪声监测 

测量日期 测量时间 数据 dB(A) 

9 月 21 日 
8:45 61.4 

10:09 62.1 

9 月 22 日 
8:40 57.6 

10:10 58.4 

2 活动倡导与组织 

2.1 继续保持活动联络员制度，保障信息传递渠道畅通 

2016 年绿色出行活动继续保持以往的联络员制度，要求

城市绿色出行宣传活动组织机构确定 1~2 名联络员，负责与

活动委员会联系和沟通，联络员由活动实际工作部门人员担

任。2016 年 9 月 12 日前，联络员要登陆活动网站

（http://www.cswcr.com，http://www.chinautc.com），在

“报送材料”入口填写联络员本人及单位信息，以往填报过

无车日活动联络员的省、市仍需重新填报。 

同时，为进一步提升联络员制度工作效率，在 922 绿色

出行专题网页设置了城市联络员信息专区，各城市可以通过

网站直接报送联络员信息、活动方案、活动动态信息、活动

总结等相关材料，使得活动指导委员会与城市之间的沟通保

持顺畅。 

2.2 活动主题突出强调智慧与绿色出行所带来的成本效益 

2016 年绿色出行活动的主题是“绿色交通·智慧出行”，

强调通过明智地选择交通方式，减少出行所带来的时间、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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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健康和环境成本。活动旨在鼓励人们考虑自己和社会承

担的交通成本，并从个人和社会角度出发，选择公共交通、

步行和自行车交通等经济集约的绿色交通方式。 

 

表 8 历年 922 活动主题 

年份 中国城市无车日 欧洲交通周 

2007 年 绿色交通与健康 
以人为本的街道 

（Streets for People） 

2008 年 人性化街道 
呼唤清新的空气 

(Clean Air for All) 

2009 年 健康环保的自行车和步行交通 
改善城市气候 

（Improving City Climates） 

2010 年 绿色交通·低碳生活 
灵动出行，美好生活 

（Travel Smarter, Live Better） 

2011 年 绿色交通·城市未来 
替代交通方式 

（Alternative mobility） 

2012 年 关爱城市·绿色出行 
向正确的方向前进 

（Moving in the right direction） 

2013 年 绿色交通·清新空气 
清洁空气，你我一起行动 

（Clean air – it’s your move） 

2014 年 我们的街道·我们的选择 
Our streets, our choice 

（我们的街道·我们的选择） 

2015 年 绿色交通——选择·改变·融合 
选择·改变·融合 

（Choose·Change· Combine） 

2016 年 绿色交通·智慧出行 
智能交通·强健经济 

（Smart Mobility. Strong Economy） 

 

智慧与绿色出行的经济效益可以用财政收益和降低的

外部成本来表示。一方面，虽然替代出行方式可能增加一定

的相关采购与投资，但可以节省公共和个人预算与收入。另

一方面，更可持续的交通模式，可降低与市民健康和环境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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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的外部成本(通过减少排放)，并可减少拥堵。因交通拥堵、

污染、颗粒物排放等所产生的所有外部成本，可以转换为实

际费用。对环境和社会的负面影响越少，交通所带来的外部

成本便越低。 

2.3 为城市提供丰富的组织和宣传材料，有效指导城市活动

开展 

为更好指导活动城市有针对性地开展活动，确保活动取

得实效，活动指导委员会于 2016 年 9 月 7 日，印发《关于做

好 2016年绿色出行活动有关工作的通知》（中公交协〔2016〕

07 号），正式启动活动相关工作。编写《2016 年 922 绿色出

行活动组织手册》，为城市政府及社会各界提供关于活动主

题的背景信息和创意灵感，并提出活动组织要求；编写《2016

年 922 绿色出行活动宣传手册》包含绿色交通有关知识和智

慧出行解决方案；编写《2016 年绿色出行活动宣传素材与使

用规范》对活动海报、活动海报应用及各种宣传延展等做了

统一设计与规范。 

2.4 多方式、多渠道为无车日进行广泛而高效的传播 

为扩大 922 绿色出行活动的宣传和影响力，活动指导委

员会将传统户外媒体广告、互联网及新媒体、社交自媒体等

多方式、多渠道为活动做了广泛而高效的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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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 括 专 门 制 作 2016 年 绿 色 出 行 活 动 网 站

(http://www.cswcr.com)，为城市提供丰富的资料下载和动

态信息。以“922 绿色出行官方微博”和“922 绿色出行官方

微信”公众账号为自媒体平台进行活动宣传，微博公众号运

营期间粉丝净增长量约 1.5 万名，发布 131 篇文章总阅读量

约为 22 万次，微信公众号运营期间共发布图文 35 篇，累计

阅读量约 1.3 万次。制作活动海报并于活动开展前后，在北

京长安街及主城区投放公交候车亭广告140块，北京地铁1、

2号线导向屏广告 162 块加强活动宣传；与 GOblue 合作推出

绿色出行活动宣传视频，供城市宣传播放，引导社会各界更

加关注社会公益和责任。 

针对未签署活动承诺书的城市，活动指导委员会通过邮

寄相关宣传材料，号召和鼓励这些城市积极开展绿色出行活

动，进一步扩大参与城市的数量。 

2.5 举办绿色出行活动启动仪式，鼓励扩大活动影响和效果 

2016 年 9 月 22 日下午，绿色出行活动启动仪式在北京

汽车博物馆举办，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副部长倪虹出席活动并

做了题为《积极倡导绿色出行，促进城市可持续发展》的主

题发言，中国城市公共交通协会理事长许中志宣读了绿色出

行活动倡议书：鼓励城市政府制定绿色交通发展的有关政策，

采取行动推广可持续的交通改善措施，创造良好的绿色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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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行环境；同时鼓励市民增加步行、自行车和公共交通等绿

色出行；希望全社会联合起来，利用一切传播渠道，大力宣

传绿色出行理念，推动城市绿色交通文明觉醒。新华社、央

广网、凤凰网、搜狐网、腾讯网、环球网、光明网、北京电

视台等 30 多家媒体对活动进行了报道。 

3 主要成效 

2016 年绿色出行宣传活动的主题是“绿色交通•智慧出

行”，围绕这一主题，活动城市进行了各种与公共交通、自行

车、步行等绿色交通方式有关的宣传，并结合地方特色组织

各种活动。 

3.1 多方式宣传提升活动影响力 

各城市通过电视、广播、报纸、网站、微博和微信、展

板、横幅、宣传资料、调查问卷、倡议书、志愿行动等各种

各样的形式开展绿色出行宣传活动，取得良好宣传效果。 

常德市城管委对整个绿色出行活动进行了精心组织和

协调，并负责在城区设置大型户外主题广告和宣传牌十多处，

向市民群众发送公益宣传短信约 2.5 万条；团市委组织发动

300 多名在校大学生在城区开展扶助乘车、文明劝导等志愿

者活动。发放宣传手册 2000 份、宣传单 2000 多份、调查问

卷 200 份。 



12 
 

黄山市设定中心城区“新黄山商业步行街”C 区广场区

域作为绿色出行宣传地点（9 月 22 日上午 9：00-11：00），

在活动时间段内实行交通限制，市交运部门采取相应措施鼓

励市民选择公共交通出行，特价销售公交 IC 卡，受到市民的

普遍欢迎。桐乡市加强社区宣传，印制 3000 份宣传单分发到

社区，在 50 台公交车上悬挂彩色飘带，制作 200 面小旗帜

分发到青年志愿者手中，搭建宣传台并布置多个宣传点。 

台州市在“绿色出行”活动日前夕，推出智慧出行手机

应用软件“I city 台州”。该软件同时整合了公交数据和公

共自行车的数据，精准定位到市民所处的位置，直白地显示

附近的公交站点及自行车站点。输入起点与终点，多种换乘

方案轻松获取，同时可以了解车辆进站消息，以及附近公共

自行车站点的车辆使用实况，便于市民合理安排出行计划。 

通过绿色出行活动的大力宣传，越来越多的市民自发选

择了绿色、环保、健康的出行方式，并通过网站、微信和微

博等形式对活动进行互动讨论，总体上对活动举行都表示支

持。 

3.2 城市政府推动绿色出行积极采取的行动与长效措施 

城市人民政府藉由绿色出行活动推出促进绿色交通发

展的措施改善居民出行环境，部分城市政府领导率先垂范以

实际行动参与支持绿色出行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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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市绿色出行活动当天，副市长刘立勇、秘书长雷勇

生以及市委宣传部、交通运输委等 9家政府部门，市公交集

团、地铁集团等 7 家大型企业、市民代表近 1000 人参加了

活动启动仪式，此次活动涉及面之广、内容之丰富、参加人

员之多尚属首次。 

冷水江市在活动当天市领导、市直机关事业单位全体工

作人员采用步行、自行车或公交车等方式上下班，全市党政

机关、事业单位除值班车辆外，小汽车全部封存禁行。 

西宁市绿道组织全体干部职工开展“绿色骑行”活动，

在活动当日要求全局用车减半出行，干部职工的车辆停开两

天，同时把每周三作为“绿色出行日”，公务车辆按单、双号

停开，并倡导全局干部职工每月少开一天车 ，倡导“135”

出行方案，即 1公里以内不行，3公里以内骑自行车，5公里

乘坐公共交通工具。 

石嘴山市实施延湖道路建设及绿化综合整治提升工程，

打造城市慢行交通系统，环湖和市区共建设慢行交通系统

145 公里，其中环湖线 40 公里、环城线 60 公里、沙湖线 45

公里。全线设置 4个服务总站、12 个节点站、16 条小环线，

10 个自行车租赁点，配备公用租赁自行车 200 辆，节点配置

慢行交通系统服务设施、标识标牌、骑行小品和定向点标。 

台州市在市区建设 50 公里优质城市慢行绿道，一方面

通过隔离栏恢复被机动车占用的自行车道；另一方面依据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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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山体、河道建设慢行道，比如椒江区的环枫山慢行道；而

黄岩城区也在通过美丽街巷整治，恢复老城区支街小巷的通

行功能，构建慢行专用道。 

另有部分城市如另有昆明市、大庆市、桐乡市、邯郸市、

津市市、冷水江市、马鞍山市、韶山市、台州市，秉持以往

无车日活动做法，在不同程度和范围内继续划设无小汽车区

域，在管控区域内加强公交车辆的调度，增加发车频次，全

力投入公共交通运营，保证市民便利出行。 

3.3 公众参与唤醒绿色交通出行意识 

绿色出行活动致力于推动市民出行方式绿色化，引导生

活方式和消费模式向节约集约、绿色低碳、文明健康的方向

发展。 活动城市根据地方自身实际情况，推出与绿色出行相

关的活动，使更多公众包括媒体能够积极参与到绿色出行活

动中来，不断唤醒绿色出行意识。 

9 月 22 日“绿色出行”活动当天，昆明团市委组织了 40

名志愿者开展绿色骑行活动；浏阳市精心组织 “公共自行车

骑行”活动，统一着装，以身体力行的示范带动效应，呼吁

广大市民“绿色出行；津市市为有效树立市民绿色出行的理

念，体验绿色步行的乐趣，举行绿色步行、承诺签名活动；

马鞍山市策划“我们的街道，我们的选择”公共自行车骑行

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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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部分城市在无小汽车区域举办一系列相关活动，增

强广大市民对活动的兴趣和参与度，吸引更多市民前往无车

区，公众通过活动参与也切实感受到通过改变出行方式来改

善空气质量和提高生活质量的强大力量。 

根据大庆市所收回的有效调查问卷 200 份的分析，在对

绿色出行活动的参与和认可程度上，68%的被调查者表示听

说过，73%的被调查者表明此类活动有助于提高市民的无车

出行意识，92.5%的被调查者表示愿意选择步行、公共交通等

低碳的出行方式到达无车区域目的地。 

3.4 民间组织在行动 

社会公益社团包含非政府组织（NGO）搭配其既有的例行

活动，开展形式多样既有灵感又有创意的活动，形成了另一

支社会倡导与支持的力量。民间组织所拥有的灵活度与创意

往往是政府部门最欠缺的，在活动策划、安排准备、宣传、

执行及问卷调查等过程中，每个环节都可以有民间组织或者

个人的参与。 

《社会创业家》全媒体倡议绿色出行。北京：9月 21 日，

与拜客单车创始人陈嘉俊面对面聊自行车与城市；上海：9月

22 日，与能量单车创始人杨琦一起化妆夜骑，化一个“妈不

认”的妆容，从“法租界”的老弄堂深处骑到东方体育中心，

见证上海新旧之交；广州：9月 24 日，与拜客单车一起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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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珠桥快闪年度骑行，见证城市骑行，融入每年一次的广州

共同记忆中。 

法国百年运动品牌乐卡克倡导绿色出行。乐卡克携手法

国驻中国大使馆在北京法国文化中心举办“健康骑行、绿色

低碳”公益骑行活动，此次活动采用“轻沙龙”与“乐骑行”

相结合的形式展开，特邀嘉宾以及 20 多家媒体围绕“中国自

行车运动产业发展”进行了深度交流。近百名骑友在无车日

宣言背板签字留念，共同见证并参与绿色出行。 

上海“公益步行全城接力”微信互动体验。9 月 22 日，

作为无车日预热项目上海“公益步行全城接力”微信互动体

验游戏上线，微信用户打开 H5 小游戏页面可以记录步数、节

约碳排放量、消耗卡路里数，活动邀请各单位发动人员，以

组队的形式参与步行接力，为无车日累积公益步数。 

Parking Day 的上海实践。9月 9日，上海杨浦区大学

路试运行一项有趣曼妙的活动叫做 PARK(ing) Day（快闪公

园），该活动最早起源于美国，2016 年 9 月第三个周五

PARK(ing) Day 迎来第十个年头。每年的 9月第三个周五，

全球各地的 Park(ing) Day 参与者都会将路内的咪表停车

位改造成一个临时的公共空间，赋予空间全然不同的意义，

通过“象征性”的方式夺回一小片逐渐消失的自然空间。 

City Map 有奖征集活动。City•Map 数字平台由可持续

城镇化促进联盟开发。本次征集内容是把自己最喜欢的城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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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行路线集结起来，讲一个“我想带你去走走”的故事；包

括分享有关骑行、公共交通、绿色办公等各类奇趣故事和经

历。选取最有趣的 20 条路线，送出小礼品。 

3.5 城市交通运行状况和人居环境改善 

根据各城市绿色出行活动开展前后的交通量数据指标

分析，在无车区域内，机动车交通量普遍下降、交通事故率

明显降低。韶山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 9月 21-23 日英雄路、

车站路 3 天的车流量等数据分析，结果表明 9 月 22 日活动

当天车辆通行量比 9 月 23 日减少 89%，平均车速 9 月 22 日

高于 9月 23 日 11.1%。 

城市环境监测数据指标也表明，无小汽车区域内，城市

道路空气质量得到明显提高，污染物浓度和交通噪声等效声

级大幅降低。韶山市 9月 22 日空气质量优于 9月 23 日，特

别是可吸入颗粒物，22 日 PM10 和 PM2.5 浓度比 23 日分别低

25%和 23.21%。22 日噪声比 21、23 日分别低 7.7%和 12.5%。 

此外，宁乡县通过交通指挥中心对 21 日、22 日重要路

口交通技术指标的监测统计，绿色出行活动当天相比前一天

交通事故从 15 起减少至 3起，违章行为从 498 次减少至 189

次。 

城市统计数据显示，绿色出行活动开展能够有效促进城

市节能减排、改善交通拥堵、减少交通事故、降低环境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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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减轻交通噪声，这也是开展绿色出行活动的初心。 

4 问题与建议 

4.1 扩大活动宣传力度，提高城市与公众深度参与感 

绿色出行活动承接无车日活动已经坚持连续开展 10年，

目前“922 无车日”或“922 绿色出行”已经形成了品牌效应。

通过连续开展活动引发了政府和公众对城市机动化的反思，

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全社会的绿色交通出行意识，提高了对

优先发展城市公共交通，改善步行和自行车交通重要性的认

识，基本达到了活动目的。但是由于今年 922 绿色出行活动

主办单位住房城乡建设部退出，活动在一定程度上受了影响。

部分城市活动仅仅停留在基本的宣传层面，组织较为简单的

骑行活动，没有策划特色活动，活动流于形式内容不够丰富，

群众深度参与感不强。活动成功的关键还在于民众参与。要

使民众有深度的参与感，仅由政府规划系列活动是不够的，

通过由民众、小区居民自行发起活动计划，能放慢参与者的

脚步，仔细品尝无车城市的不同感受。因此今后活动主要努

力的方向之一就是持续扩大参与城市、参与单位与团体，尤

其要发挥民间组织包括 NGO 的力量，形成良性循环互动。 

4.2 政府的示范推动与绿色交通营销 

政府领导出席绿色出行活动启动仪式，并带领市民一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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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活动，这仅是政府支持的第一步。除了亲自参与活动外，

更重要的是在活动推动的过程中，必须完全支持主办单位，

在行政及财务上给予活动相应扶植。封存政府公务车具有较

高的示范意义。 

此外，绿色出行活动是市民检验公共交通、自行车道、

人行道、候车亭等绿色交通系统的年度大活动。城市政府应

借机进行绿色交通营销，表明政府发展绿色交通的态度和决

心。一方面可以让市民体验各项改善的成果，另一方面通过

活动期间的试用，针对设施、服务、信息等，市民可提出进

一步提升绿色交通服务质量的建议。关于自行车和步行的营

销，可与公共交通的换乘接驳以及社区、企事业单位、商家

联合策划，设计一些通勤竞赛、优惠促销等活动形式。 

4.3 进一步总结城市优秀经验，通过各种形式加以宣传和推

广 

过去 10 年“922 无车日”活动积累了很多优秀的经验和

做法，城市开展了一些有特色内容的活动，需要对各地开展

的这些活动加以细致梳理和提炼，形成城市优秀实践案例和

活动资料汇编，并通过组织手册或宣传手册、网站新媒体以

及媒体互动会等各种形式进行宣传和推广，为今后活动开展

的城市提供切实可行的借鉴和指引。 

 



20 
 

附录 1：2016 年绿色出行活动剪影及实践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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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2：欧洲交通周 

1.活动简介 

欧洲交通周 (EMW)是一年举办一次的活动，以可持续城

市交通为主题，由欧洲协调委员会秘书处主办，欧洲委员会

环境部提供政策及财务支持。 

活动每年从 9月 16 日至 22 日举办，目的是鼓励欧洲城

市主管部门引入并推广可持续交通措施以及邀请城市居民

尝试汽车以外的出行方式。整个活动在“无车日”(ITWMC)活动

中落下帷幕，届时参与活动的城市划出一块或几块区域，在

一整天时间内仅开放给行人、自行车以及公共交通工具通行。 

2016年共有来自51个国家的2427个城市正式报名参加

了活动,比 2015 年增加了 554 个。2016 年新增 93 个金牌参

与城市(满足欧洲交通周章程的三个标准)，有 953 个城市参

加了无车日活动，参与城市数量连续第三年令人鼓舞地上升。

然而，金牌参与城市数量仍低于 2009 年之前的水平。该活动

仍然是自行车和步行交通设施启动的关键平台，参与城市共

实施了 7386 项措施，平均每个城市有 3项。 

2.活动章程 

由市长来签署欧洲交通周章程，并选择以下标准： 

1）组织一周的活动，考虑相应年度的焦点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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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至少实施一项有利于将出行方式从私人小汽车转变

为环保交通方式的新永久性措施。 

如果可能，其中至少有一项措施应为以有利于步行、骑

车或公共交通的方式重新划分道路空间，例如封闭道路、拓

宽人行道、新增自行车与公共汽车道、制定新的交通稳静化

计划、降低时速限值。 

3）组织无车日活动，即至少在一整天内（在正常工作时

间前后 1 小时的范围内），划出一条或若干条通道仅允许行

人、骑车者和公共交通通行。最好是在 9月 22 日举办无车

日活动。 

致力于上述所有三项标准的城市将成为金牌参与城市，

履行一项或两项标准的城市为参与城市，未正式履行活动章

程任何标准的城市为支持城市。 

3.活动参与 

自 2002 年推出以来，欧洲交通周活动就一直在欧洲及

世界范围稳步发展。2016 年，共有来自 51 个国家的 2427 个

城市正式报名参加了活动,比 2015 年增加了 6 个国家和 554

个城市，城市历年参与数量见表 9 和图 3。对比 2016 年和

2011 年的最佳年份，不仅参与城市数量增加了 159 个，同样

令人鼓舞的是，参与城市在地理分布上更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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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 欧洲交通周参与情况 

年份 城市数量 估算人口数 

2016 

2015 

2427 

1873 

 

207,522,488 

2014 2013 243 867 737 

2013 1931 176 118 864 

2012 2158 147 586 247 

2011 2 268 156 000 000 

2010 2221 221174367 

2009 2181 227323998 

2008 2102 218204152 

2007 2020 215664765 

2006 1875 207480514 

2005 1700 182951394 

2004 1554 163372888 

2003 1500 159742168 

2002 1742 154736447 

2001 1477 117406833 

2000 1262 98660032 

1999 164 16218198 

* “欧洲交通周”活动于 2002 年开始，在此之前的数字为“无车日”活动的参与城市 

 

 
图 3 欧洲交通周活动城市参与数量历年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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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参与国家 

51 个国家参加了 2016 年的欧洲交通周活动，比 2015 年

增加了 6个。来自马里、圣马力诺和哈萨克斯坦的城市首次

参加，而丹麦、加拿大和美国在 2015 年缺席后重新加入了这

项活动。丹麦的表现特别抢眼，与通常只有一个城市相比，

登记了 9个城市。 

与之前的统计一样，奥地利、西班牙和匈牙利是参与城

市最多的三个国家。与 2015 年相比，每个国家的参与程度都

有了显著提高，奥地利增加了 68 个城市，西班牙增加了 73

个，匈牙利增加了 32 个。然而，在匈牙利，这是一个创纪录

的结果。 

比利时经历了最大的增长，与 2015 年相比增加了 82 个

城市，参与城市总计 117 个。 

最终只有 10 个参与国的参与数量比前一年下降了。在

欧盟内部，捷克共和国下降了 12 个城市，瑞典和芬兰都下降

了 7个城市，而葡萄牙、塞浦路斯和拉脱维亚的参与率也略

有下降。 

在欧盟之外，俄罗斯注册了 52 个城市，比去年增加了

16 个，而白俄罗斯和乌克兰则分别比 2015 年增加了 16 个和

7 个城市。挪威和阿尔巴尼亚都增加 13 个城市，分别为 33

个和 16 个。韩国共登记了 7个城市，比 2015 年减少了 8个，

而与 2015 年相比，塞尔维亚也减少了 3 个城市，总数为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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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马其顿减少了 2个城市。 

在为 2016 年的“创纪录”年做出贡献的国家中，许多经历

了创纪录的一年(与 2007 年的数字相比)。这些国家包括意

大利(+37)、希腊(+33)、匈牙利(+32)、斯洛伐克(+17)、白

俄罗斯和俄罗斯(+ 16)、斯洛文尼亚(+14)、挪威(+13)、阿

尔巴尼亚(+10)、丹麦(+8)、乌克兰(+7)、黑山(+4)、爱沙尼

亚和美国(+ 2)、哈萨克斯坦、马耳他、马里、墨西哥和圣马

力诺(全部+1)。 

对比 2016 年和 2011 年的最佳年份，同样令人鼓舞的是，

参与城市在地理上分布更广。图 4 显示自 2011 年以来参与

城市数量增长和下降 10 个以上的国家。 

 

 
图 4 2011 年以来参与城市数量增长和下降 10个以上的国家 

有趣的是,图形显示,老欧盟成员国如法国、德国、波兰

和西班牙都失去了参与城市,而新欧盟成员国,如阿尔巴尼



35 
 

亚、白俄罗斯、匈牙利、斯洛伐克和斯洛文尼亚已经融入该

项活动。也就是说，奥地利增加了新的参与城市，比利时也

加入了进来，而捷克共和国失去了一些城市。 

3.2 金牌参与城市和支持城市 

金牌参与城市是指实施了 “欧洲交通周”章程三个标准

(一项永久性措施，开展了为期一周的活动，并举办了无车日

活动)的城市，而支持城市是那些至少实施章程中一项标准

的城市。2016年有465个金牌参与城市，比2015年多93个。 

有趣的是，金牌参与城市和支持城市之间的比例与之前

保持一致，大约80%：20%。尽管参与城市的数量有所波动，

但金牌参与城市与支持城市的比例仍大体保持不变。 

3.3 无车日活动的组织 

2016 年的无车日 (9 月 22 日)是在周四。参与“无车日”

活动的城市持续增加，953 个城市关闭了街道，比 2015 年增

加 47 个，比 2014 年增加 170 个（见表 12 和图 5）。 

表 12 历年参与无车日活动的城市数量 

年份 总计 年份 总计 

2016 953 2007 1 254 

2015 906 2006 1 310 

2014 783 2005 1 452 

2013 730 2004 1 394 

2012 1 114 2003 1 488 

2011 792 2002 1 742 

2010 864 2001 1 477 

2009 909 2000 1 262 

2008 1 281 1999 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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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历年参与无车日活动的城市数量 

尽管参与率创历史新高，但要达到2009年之前的参与水

平，该活动仍面临挑战。在像匈牙利这样的国家，随着全球

经济衰退的减轻，汽车拥有率的上升可能是重要原因，而替

代燃料汽车的销量增长和自动驾驶汽车的出现，似乎将进一

步挑战这一趋势（见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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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欧洲道路上有超过50万辆电动汽车 

 

在西班牙，无车日被挤得水泄不通。据 BBC.com 网站报

道，无车日导致巴塞罗那和萨拉戈萨的交通堵塞，而马德里

的交通状况“被形容为几个月来最糟糕的”。“早上高峰时段的

交通拥堵增加了 89%，这表明当地的交通拥堵状况并没有人

们希望的那么有效，或者驾驶人对他们的车辆保持着压倒性

的热爱。” 

尽管巴塞罗那的街道上的车辆减少了 9万辆，比正常工

作日减少了 4.3%，但驾驶人还是在推特上抗议早上的交通堵

塞。Alberto Roldan 在推特上写道:“我们不应该得到这样平

庸的政治家”，并称“无车日”是“愚蠢的一天”。马德里市议员

Percival Manglano 在推特上发布了一张交通拥挤的照片，

并配上了讽刺的标题:“照片上的人都在欣赏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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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明显，对余下的1474个参与城市来说，尝试无车日的想法

仍然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尽管存在宽松的标准。 

4 永久性措施 

4.1 来自网站的分类结果 

在2016年的欧洲交通周活动中，1229个城市宣布至少实

施了一项永久性措施，这相当于所有参与城市的一半以上。

总体而言，参与城市实施了7386项永久性措施，比2015年增

加了1729项。平均每个城市有3.04个措施实施，这一数字与

2015年持平。 

还应指出，在活动注册期间，共有218个城市表示将执行

一项永久性措施，但未能选择将执行哪些措施。因此，这些

措施并没有在统计数据中得到执行。因此,真正的数字可能

会更高。 

总的来说，最受欢迎的永久性措施包括: 

·交通管理（mobility management），如开展提高认识

活动、制定教育材料或编制城市交通规划(实施 1527 项措

施)。 

·可达性，例如降低和扩大人行道，移除建筑障碍，或

创建轮椅坡道(实施 1471 项措施)。 

·新的或改进的自行车设施，包括对自行车网络和自行

车等设施的改进(实施 1200 项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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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实施的前 10 项永久性措施 

十大最受欢迎的永久性措施与2015年的记录相同，排在

第10位的“创建轮椅坡道”进入前10，取代了“细化教育材料”。

与2015年相比，2016年10项最受欢迎的措施中的每一项都获

得了更大的采纳，这反映了较高的参与率。 

位次  永久性措施  2016年在线数据库记录

的数量  

1.  新的或改进的自行车

设施:自行车网络的

改进  

525  

2.  步行区：基础设施改善 479  

3.  新的或改善的自行车

设施:改善自行车设

施。  

424  

4.  交通管理：开展宣传活

动  

399  

5.  交通稳静化：在学校周

围降低车速 

337  

6.  步行区：新建或扩大步

行区  

300  

7.  可达性：降低人行道  264  

8.  可达性：扩大人行道  259  

9.  可达性：移除建筑围挡 223  

10.  可达性：创建轮椅坡道 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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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亮点与主要活动 

布拉格在“无车日”期间进行了空气质量测量，证明污

染物减少了2/3，由此而广受媒体关注和报道。此外，同样出

于减少排放的目的，在无车日当天，当地活动组织者采用货

运自行车解决活动的所有物流需求。经济学家、医生和交通

污染专家通过一场辩论，阐述了“智慧机动性，强健经济”

的主题。 

 

在斯科普里，除了组织会议、业余活动、生态驾驶和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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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共乘等各种活动以节约支出以外，市内还组织了一场有趣

的辩论，讨论媒体在可持续城市交通方面应该扮演的角色。

该活动得到了高度评价，因为媒体支持对于改变出行行为的

活动至关重要。 

 

意大利城市墨西拿发行了专用公共交通车票，共有850

人购买了这种车票。市长和副市长直接参加个别活动，树立

了良好的榜样。后者向高中学生解释了可持续交通的经济效

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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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斯陆在交通周期间，将停车场划给了其他用途。停车

空间变成了一个色彩斑斓的户外起居室、儿童游乐场，一颗

许愿树供人们表达对于公共空间使用的想法。另有300个停

车场被取消，改造成了自行车道，车站数量增加了一倍。 

 

 

里斯本与所有主要交通运营商携手组织了一天专门针

对公共交通的活动，增加了2,500名新公共交通用户。 

 

与其他许多城镇类似，马尔默为社区居民提供了测试电

动汽车的机会。在希腊特里卡拉，人们甚至可以测试自动驾

驶汽车。 

阿尔巴尼亚的斯库台和其他城镇，充分利用欧洲交通周

向公民宣传可持续城市交通计划（SUMP）。 

在波兰克拉科夫，向一种专用煤车的使用者提供了如何

通过更换家中的供暖系统节约支出的小贴士。保加利亚布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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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斯通过原创漫画英雄，宣传不同的交通模式。斯洛文尼亚

克拉尼举行了原创活动，邀请市民通过骑自行车煮咖啡。 

西班牙贝尼多尔姆等城市组织了与首次“欧洲无公路人

身死亡日”（EDWARD项目）有关的活动。 

5 结语 

2016年欧洲交通周创下了史上最高的参与率（2,427个

城镇参与）。比2015年增加了550多个参与者，较5年前创下的

“纪录”增加了150个。2016年欧洲交通周活动的全球影响力

继续扩大，参加活动的国家增多，除再次参加活动的阿根廷、

日本、美国和加拿大等国家外，墨西哥和马里等国初次加入

活动。 

2016年，世界各国对于欧洲交通周活动的兴趣日增，这

表明了各国认识到通过提高公众意识影响交通行为的重要

性。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欧洲交通周为世界各国树立了一个

榜样，而且出现了一些值得鼓励的做法：美国交通部为各地

举办的活动向市政府发放了CMAQ（拥堵减缓与空气质量改善）

拨款，苏格兰政府向商业改善区发放了本地活动的拨款，匈

牙利政府也为针对气候变化和道路安全的城市活动提供了

拨款。另外，最有效的方式或许是在活动举办之前向支持活

动的所有国家政府部门发送感谢信。这些做法均值得我国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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