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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稿】 

2024 年绿色出行与共享骑行发布会在昆明举行 

共同推动绿色出行 

 

2024年 9 月 21日，由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和中国城市规划学会主办的

“2024 年绿色出行与共享骑行发布会”在昆明成功举办。本次发布会是 922 绿

色出行宣传活动的重要年度活动之一，也是 2024 年中国城市交通规划年会的特

别论坛，是 922绿色出行宣传活动举办以来面向中国城市交通规划年会的众多专

家学者首次开展学术交流。中国城市规划学会曲长虹副秘书长、中国城市规划学

会城市交通规划专业委员会马林主任、昆明市交通运输局有关领导出席会议。 

  

  

发布会会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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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长虹｜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副秘书长 

曲长虹副秘书长致辞强调，作为城市的重要组成部分，规划建设绿色交通体

系不仅是减少碳排放、缓解交通拥堵的有效途径，更是推动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关

键举措，922绿色出行宣传活动正是深化这一理念的实践平台。同时呼吁通过各

方共同努力，让城市将变得更加绿色、低碳、智慧与宜居。 

 

本次发布会有两项重要的报告发布。一个是《2024 年绿色出行城市工具书》，

这本报告的前身是“中国城市无车日活动组织手册”，已连续发布 18年，是中规

院和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开展绿色出行科普宣传、支撑全国城市绿色出行活动的纲

领性文件。另一个是《2024 年度中国主要城市共享单车/电单车骑行报告》，这

本报告聚焦共享骑行服务提升与行业健康有序发展，已连续第 4年编制。两本报

告均为中规院“中规智库”的系列研究成果。 

 

 

孔令斌 |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副总工程师 

发布会上，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孔令斌副总工程师对《2024 年绿色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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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城市工具书》进行解读，阐述了 2024 年绿色出行宣传活动主题“共享公共空

间”的内涵，强调人人有权享有公共空间，公共空间适合老人、幼儿、学生、残

障人士等所有人。城市应规划设计考虑所有居民和交通方式的更安全的街道，道

路公共空间分配时优先考虑步行、自行车和公共交通，动态管理路内停车以便有

效利用公共空间，基于可持续发展理念制定道路交通政策，鼓励社区参与开发城

市公共空间等。922绿色出行宣传活动主题的选取结合了国内外的最新研究实践

和社会所需，具有超前性和领先性，希望共享公共空间理念在城市规划建设中能

够得到更好的落实。 

 

赵一新 |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副总工程师 

赵一新副总工程师作了《2024年中国主要城市共享单车/电单车骑行报

告》的解读。报告聚焦精准匹配出行需求，持续提升超大、特大城市共享骑行

治理能力和水平，从活力骑行、轨道骑行、减碳骑行、便捷骑行四个方面建立

11项骑行指标，评估中国 36个主要城市的骑行特征与规律，并分析年度变

化。 

 

对北京亦庄共享电单车试点进行了专题研究，发现 80%的骑行距离为 3公

里以内，平均速度 14公里/小时，共享电单车是短距离出行的高效工具；60%的

骑行换乘了公共交通，平均接驳距离 2.5公里，有效延伸了轨道交通和公共汽

车交通服务；超过 70%的使用者为 35岁以下，近 50%的骑行集中在通勤高峰时

段，共享电单车是青年人群喜欢的通勤交通方式。 

 

报告提出四点建议：一是综合考虑共享电单车的功能定位、人群出行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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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城市功能等因素精准筛选运营地区，二是以覆盖短距离出行需求为导向精

准测算运营范围界限与车辆投放量，三是站点布局优先选择 100米职住覆盖比

重高的点位，四是要持续提升骑行廊道的空间品质。 

 

 

张宇 | 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城市交通规划专业委员会副秘书长 

会上，还有 6位专家作了支持性发言。会议演讲环节由中国城市规划学会

城市交通规划专业委员会张宇副秘书长主持。 

 

 

赵曦 | 世界银行交通全球实践局东亚及太平洋地区高级交通专家 

赵曦女士分享的题目是《交通转型：为构建绿色、包容和有韧性的未来铺平

道路》。世界银行正与各国合作，致力于建立绿色、包容和有韧性的交通体系，

也即将在中国征集新的推进城市交通绿色转型项目。城市交通发展转型需要城市

领导层的强烈承诺来转变发展范式，实施严格的汽车使用和停车管理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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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扬 | 北京工业大学城市交通学院副教授 

边扬副教授分享的题目是《数据驱动的电动自行车骑行风险行为研究》。一

些城市近三成的交通事故与电动自行车有关，边教授利用共享电动自行车采集

的细粒度轨迹数据，精确辨识风险骑行行为，将为提升城市交通综合治理能力

发挥重要作用。 

 

 

刘金广 | 公安部道路交通安全研究中心城市交通管理部副主任 

刘金广副主任分享的题目是《城市电动自行车通行安全源头治理对策探

讨》。我们日常所见的电动自行车安全问题，在生产、销售、维修等环节就应该

管起来，管理法规、企业监管都直接或间接影响交通安全，甚至是公共安全。 

 



 6 / 9 

 

吴克寒 |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城市交通研究分院大数据创新中心主任 

吴克寒主任分享的题目是《数据解锁城市脉动——武汉共享单车出行特征

与配额研究》。共享（电）单车投放多少合适？吴博士在武汉、拉萨、南宁等地

研究经验的基础上，依托大数据挖掘技术提出了测算方法。 

 

 

杜书 | 东南大学硕士研究生 

杜书分享的题目是《基于城市交通小区的共享单车投放量预测》。提出结合

共享单车的时空使用特征，并在分析影响 OD 需求的因素基础上开展需求预测方

法，可为共享单车的投放决策提供数据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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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哲鸣 | 佛山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工程师 

陈哲鸣工程师分享的题目是《基于 SSM的信号交叉口交通安全分析》。提出

代理交通安全性指标（SSM），并发现交通冲突主要集中在绿灯开始后的前 10%

时间及停车线上游 10米范围内。这一研究非常重要，为信号交叉口的安全优化

提供了量化依据。 

 

圆桌论坛 

会议的最后一个环节是圆桌论坛，主题为超（特）大城市发展共享电单车的

挑战、机遇与对策，由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城市交通研究分院智能交通与交

通模型研究所康浩所长主持。 

 

南昌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总院交通规划设计院副院长卢亮提出，需要客观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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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并协调好共享电单车与私人电动自行车、公共交通、共享单车的关系。共享电

单车替代私人电动自行车的目标难以实现，与公共交通、共享单车的竞合关系需

审慎对待，替代共享单车和公共自行车效应明显。 

 

广州市交通规划研究院有限公司科技创新中心主任陈先龙强调，要正视中国

国情的交通供求失衡问题，共享电单车运营效益源自高密度需求，需要重视共享

电单车高峰期出行需求的非对称性，统筹运营调度成为提升效率的关键。 

 

深圳市城市交通规划设计研究中心股份有限公司专业总工程师唐翀提出，要

明确共享电单车的出行需求特征及其在城市综合交通客运系统中的定位，并开展

精细化治理和精准化施策。在商业运营过程中，如何确保共享电单车与公共空间

利用的公平性是必须关注的重要问题。应加强与城市规划部门的沟通协作，将共

享电单车的发展纳入城市总体规划中统筹考虑，通过科学规划、合理布局等手段

来确保城市交通体系的整体协调性和高效性。 

 

上海市城乡建设和交通发展研究院交通所副所长邵丹提出，“共享+”模式不

是单纯的交通问题，其对停放设施配套、组织管理等提出了新要求。共享电单车

模式并非城市交通的刚性需求，需要全周期、全要素考虑需求、设施、治理等综

合问题，建议以负外部性治理为导向，探索构建面向特定群体的租赁服务体系。 

 

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交通规划所主任工程师魏贺提出，共享电单车是

人民群众对时间可靠、便捷灵活、价格合理的出行需求本质的个体与市场响应。

超(特)大城市要持续提升电单车治理能力，调控配额、治理停放、强化秩序、规

制市场，避免其与绿色交通方式的内卷竞争（淡绿替代翠绿，弱可持续性）；共

享模式对降低私人保有作用有限，要与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接驳组合优化，用

好公共汽电车存量，发挥好饲喂作用；借鉴国际城市经验，做好长期持续治理的

准备。 

 

滴滴青桔电单运营负责人李维提出，避免野蛮发展、管理混乱等问题是对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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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出行平台运营管理能力的考验。充电安全、运维安全、骑行安全等全链路安全

治理问题需进一步解决。滴滴青桔电单车将致力于持续加大安全投入，并在技术

引领、政策研究、可持续发展等方面综合施策，促进绿色出行，助力碳中和。 

 

嘉宾合影 

 

与会嘉宾一致认为，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和公众环保意识的提升，绿色出

行将成为未来城市交通发展的重要方向。通过不断创新技术、优化政策支持、加

强行业合作，绿色出行和共享骑行将进一步普及，推动城市交通体系向低碳、高

效、可持续的方向发展。 

 

本次发布会的成功举办推动了绿色出行和共享骑行在中国城市交通中重要

性的进一步提升，旨在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解决好人民最关

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在各方共同努力下，绿色出行的理念将深入人心，

为实现“碳中和”目标和构建绿色智慧城市贡献更大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