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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针对市民群众对城市交通建设和管理的新期盼，围绕“互联
网+”时代交通领域出现的一些新情况、新问题，市交通委始终以“人民城
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重要理念为指导，重视社会资源、群众智慧
的吸取和运用，汇集民声民情、发挥民智民慧，坚持“民有所呼，我有所
应；民有所需，我有所为”，努力当好问题的“发现者”、情况的“研究者”、工
作的“推动者”。

北横通道
嵌入快速公交

建议   
北横通道是中心城区东西向交通大动

脉，沿线地区生活密度大、通勤需求高，在市

北区域仅内环西段的日均客流就达到  .5

万人次。与此同时，目前地铁的高峰客流已

接近饱和，地面公交又难以满足及时快捷的

要求。因此，在北横通道建设快速公交系统

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可操作性。

一是可在路面修整、新建车站、通信信

号、供电及标志标线等方面，与北横通道工

程同步推进，争取快速公交系统与北横通道

贯通同步投入使用，切实提升地面公交运行

效率和服务水平。

二是可提早安排每个站点的公交接驳，

优化现有公交线路，接通城市“毛细血管”，

使城市交通得到整体优化，最大限度方便市

民出行。 建议人 徐肖
回应   
市交通委会同市发展改革委、市规划资

源局、市交警总队，结合北横通道建设契机，

已组织城投集团结合地面道路设计，研究完

善北横公交专用道设置方案，进一步论证公

交专用道的实施范围、公交专用道的适用

性，以及车站的布置方案。系统评估公交专

用道实施效益以及对社会车辆运行的影

响。同时，已组织市道运局、久事集团，结合

北横公交专用道工程方案，同步研究北横通

道公交客流特征分析及公交线网调整优化

方案。

慢行系统
引领出行风尚

建议   
《上海市交通发展白皮书(    版)》提

出“打造全龄友好、活力四射的慢行交通”目

标，但和市民与日俱增的“绿色出行”意愿相

比，城区自行车慢行系统的建设和更新略显

滞后，存在着路网通达性不够、缺乏高品质

示范区、综合监管不够等问题。建议应加强

慢行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打造五个新城慢行

示范区，通过宣传引导和综合治理引领绿色

安全出行新风尚。 建议人 鲁玉坤
回应   
市交通委会同市道路运输局等努力提

升本市慢行交通品质。中心城道路在聚焦

解决“禁非道路”问题的同时，有效利用公共

通道、街坊道路，适时开放地块内部道路，增

强自行车骑行品质。中心城以外地区，提高

慢行网络密度，对城镇段公路增设慢行系

统。增强跨水系、铁路、高（快）速路等慢行

连接。按照轻重缓急编制近期计划和远期

规划。注重完整连续慢行网络的构建，推进

解决与绿道系统衔接、公共通道利用等群众

关注的热点问题，有效缓解过街设施、轨道

站点非机动车停放等慢行突出矛盾。鼓励

依托新城枢纽、中心商务区“一体化、多功

能、综合型”的立体开发模式，构建高效连通

且功能复合的全天候立体慢行系统，构建

“骑行—交通枢纽—停车”体系，实现交通枢

纽与道路、公共设施的融合。

地铁高峰
减少客流积聚

建议   
由于起步较早，受制于当时技术、资金、

政策等，上海部分地铁在线路规划、车站布

局、运行管理等方面存在“先天不足”。由于

站台层面积偏小、站厅层闸机偏少、运行调

度联动不够等问题，导致高峰期的客流集

聚，造成了一定的安全隐患。建议根据客流

数据和拥堵情况，合理调度上下行列车的到

站时刻，尽可能避免相向列车同时到站的情

况；根据各个闸机的客流负荷，通过增加闸

机数量、调整闸机位置、完善闸机布局等提

升通行效率。 建议人 山连根
回应   
申通地铁集团根据实际情况，已对问题

突出的车站到站时间进行调整，如2号线龙

阳路站、4号线世纪大道站、15号线上海南

站站等，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拥挤情况，后

续将持续跟踪，适时调整。

针对部分出站客流较为集中的车站，

已调整闸机位置、完善闸机布局。4号线

浦东大道站，6、8、11号线东方体育中心站

等通过增设闸机或灵活调整双向闸机，提

升了出站通行能力；15号线上海南站站、

16号线龙阳路站等则调整了扶梯运行方

向，增强站厅至站台输送能效，有效缓解

了客流拥堵现象。同时，通过广播宣传、

增派人员、加设隔离栏杆等，加强客流聚

集处的疏导和安全监护，切实保障市民的

出行安全。

公交服务优品质
公交作为人民群众的开门七件事之一，

它的服务品质直接关乎群众的获得感、幸福

感、安全感。如今，公交出行更便捷，车辆到

站信息预报服务得到了广大乘客的欢迎，在

中心城区全面覆盖的基础上，深入推进郊区

公交电子站牌的建设，不断优化提升报时准

确率；运营车辆更环保，每年新增和更新车辆

全部为新能源车，助力2025年全市公交车全

面实现新能源化；文化内涵更丰富，49路汉口

路江西中路站、926路老西门站、76路凯旋路

宜山路站等站点旧貌换新颜，以复古、园林、

摩登等不同风格，充分体现了公交与城市文

化生活的融合，与20路百年历史特色线路等，

共同打造上海公交都市风景线。

慢行交通求舒适
自2016年首次开展“慢行交通补短板”以

来，全市平均每年完成慢行交通设施完善项

目30个。2021年起，进一步加强力度，完成

慢行交通品质提升项目54个，2022年完成71

个，一批解决人民群众急难愁盼的慢行交通

项目脱颖而出。

长宁区着力打造无隔阂的慢行空间网

络，推动苏州河滨水空间、华政校园、中山公

园的融合开放、无缝衔接；黄浦区着眼适老、

适儿、无障碍，打造了重庆南路、中华路、徐

家汇路和制造局路等多条道路串联的全龄

友好步道，保障了周边学校、医院不同群体

安全出行的需求；崇明依托生态岛建设和发

展，将农村公路与慢行系统有机结合，慢行

系统更加系统化、网格化，塑造乡村慢行新

空间；金山结合滨海旅游度假区，打造休闲

游览的自行车专用路，将城市沙滩融入骑

行，成为市民休闲、健身的新地标。

江南阡陌变通途
2018年起，本市深入开展

“四好农村路”建设，全面助力

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把农村路

建设好，编制农村公路建设规

划，出台规划设计导则，新改建

逾420公里；把农村路管理好，

全面深化管养体制改革，设立

三级路长组织体系，推进治理

数字化转型，金山区“智慧路

长”、青浦区自动化检测案例成

功入选交通运输部典型案例；

把农村路养护好，提档升级改

造2400公里，安全隐患整治1200处，优良路

率达到97.8%；把农村路运营好，完成郊区32

条线路、655个站点实时到站信息预报服务，

因地制宜设置27处农村公路驿站，城乡交通

一体化水平始终保持在5A级。

5年来，上海成功创建2个全国示范县、

54个市级示范镇和566条示范路。“农村公

路+文化+旅游+产业”示范效应不断溢出，以

美丽公路为纽带，串珠成线，推出一批令人向

往的生活秀带和网红打卡点，让每个村、每个

镇都有故事可讲、有风景可看，人民群众的获

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不断提升。

打造绿色交通体系 厚植绿色出行文化

品质出行让上海更美好
上海市交通委员会全力打造绿

色交通体系，提升交通服务品质，
厚植绿色出行文化，推动习近平生
态文明思想在上海交通领域落地
生根，为提升上海城市能级和核心
竞争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创造高
品质生活提供重要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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