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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apid	progress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the	acceleration	of	urbanization,	new	mobile	travel	modes	such	as	shared	bikes	
and	driverless	cars	have	become	the	new	stars	of	urban	traffic.	They	greatly	facilitate	people’s	travel,	but	they	also	pose	a	severe	
challenge	to	the	traditional	urban	planning	concept.	In	the	face	of	this	trend,	urban	planners	need	to	review	the	existing	planning	
strategies,	and	deeply	explore	how	to	effectively	integrate	these	new	mobile	travel	modes	into	the	urban	layout.	This	paper	aims	to	
explore	the	profound	impact	of	new	mobile	travel	mode	on	urban	planning,	and	propose	feasible	coping	strategies.	This	not	only	
helps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life	of	the	residents,	but	also	provides	a	scientific	basis	for	the	city	managers	to	formulate	relevant	
policies,	and	then	promote	the	green,	intelligent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e	urban	transportation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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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移动出行方式对城市规划的影响与应对策略研究
刘冰倩

深圳市新城市规划建筑设计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广东 深圳 518000

摘　要

随着科技的飞速进步和城市化步伐的加快，新型移动出行方式如共享单车、无人驾驶汽车等已成为城市交通的新星。它们
极大地便利了人们的出行，但同时也对传统的城市规划理念提出了严峻的挑战。面对这一趋势，城市规划者需重新审视既
有的规划策略，深入探索如何将这些新型移动出行方式有效融入城市布局中。论文旨在详细探讨新型移动出行方式对城市
规划的深远影响，并提出切实可行的应对策略。这不仅有助于提高居民的生活品质，也为城市管理者制定相关政策提供了
科学依据，进而推动城市交通系统的绿色、智能和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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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全球化和技术革新的背景下，新型移动出行方式成

为城市发展的新动力。从共享单车到无人驾驶，这些新兴交

通模式不仅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出行需求，也深刻改变城市

的交通结构和空间布局。随着环保意识的提升和能源结构的

转型，新能源出行方式更是成为推动城市绿色发展的重要手

段。论文探讨新型移动出行方式对城市规划方式的改变，并

研究应对策略，以期为促进城市可持续发展、提升居民生活

质量带来重要影响。

2 新型移动出行方式概述

2.1 新型移动出行方式的概念及特征

2.1.1 新型移动出行方式的概念
新型移动出行方式的概念是指，随着科技进步和社会

发展，出现的一系列创新、高效、环保、个性化的交通出行

模式，这些模式旨在提供更便捷、舒适、经济的出行服务，

满足人们日益多样化的出行需求。这些新型移动出行方式通

常结合了先进的交通技术、信息化手段以及新的商业模式，

从而为用户带来全新的出行体验。

2.1.2 新型移动出行方式的特征
新型移动出行方式的特征在于其创新、高效、环保和

个性化的特质，这些特征相互融合，共同塑造了一种全新的

出行体验。它们通常结合了最新的科技进步，如电动化技术、

智能网联系统和大数据分析，以提供更加环保、便捷和个性

化的服务。这些新型移动出行方式不仅减少了对传统化石燃

料的依赖，降低了尾气排放，还通过智能化和网联化技术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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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了交通效率和安全性。同时，它们也注重满足用户的个性

化需求，提供定制化的出行服务，让用户能够根据自己的喜

好和需求选择最适合自己的出行方式。这种创新、高效、环

保和个性化的出行方式，正逐渐成为未来城市交通的重要组

成部分，为人们带来更加便捷、舒适和可持续的出行体验。

2.2 新型移动出行方式的现状及趋势

2.2.1 新型移动出行方式的现状情况
当前，新型移动出行方式正经历着蓬勃发展的阶段，

以共享出行、电动汽车、自动驾驶等为代表的新型移动出行

方式，正逐渐改变着人们的出行习惯和方式。共享出行通过

整合闲置资源，提供了更加便捷、经济的出行选择，如共享

单车、共享汽车等已经在城市中广泛普及。电动汽车作为环

保出行的重要选择，其续航里程和充电设施的不断完善，正

逐步替代传统燃油车，成为未来出行的主流方式。同时，自

动驾驶技术的不断发展，也为出行带来了更高的安全性和便

利性。

2.2.2 新型移动出行方式的未来发展趋势
①共享出行将更加普及和多样化。

随着共享经济的不断发展，共享出行将不仅仅局限于

单车和汽车，还可能扩展到更多领域，如共享电动车、共享

滑板车等。同时，共享出行的服务也将更加个性化和智能化，

满足用户多样化的出行需求。

②电动汽车将成为主流出行方式。

随着电池技术的进步和充电设施的完善，电动汽车的

续航里程和充电速度将得到进一步提升，其使用成本也将逐

步降低。未来，电动汽车将逐渐替代传统燃油车，成为城市

出行的主要选择。

③自动驾驶技术将加速应用。

随着自动驾驶技术的不断成熟和法律法规的完善，自

动驾驶汽车将逐渐进入人们的日常生活。自动驾驶技术将大

大提高交通出行的安全性和效率，减少交通事故的发生，并

为用户提供更加舒适的出行体验。

3 新型移动出行方式对城市规划的影响

3.1 对交通模式的影响
新型移动出行方式对城市交通模式产生了深刻影响，

体现在交通流量分布、出行效率以及基础设施和环境效应的

显著变化上。共享单车和电动滑板车等新型交通工具的兴起

改变了城市内部的交通结构，使得人们逐渐减少对传统汽车

的依赖，特别是在短途出行和城市繁忙区域。这些轻便的交

通工具能够灵活穿梭于城市街道，减轻了中心区域的道路拥

堵，并促使越来越多的人选择这种低碳、健康的出行方式；

随着新型出行方式的普及，城市居民的出行效率得到了极大

提升 [2]。这不仅因为新型交通工具本身具有的灵活性和便捷

性，还得益于城市智能交通系统的发展。利用大数据、物联

网技术，城市交通管理变得更加智能化，能够实时响应道路

状况变化，优化交通信号和流线，从而有效提高整个城市交

通网络的效率；为了适应新型移动出行方式，城市基础设施

也经历了一系列的改造和升级。建立更多的自行车道、电动

车充电站，以及提供便捷的停车解决方案，这些不仅提升了

市民的出行体验，而且有助于推广环保出行方式，减少碳

排放和其他污染物的排放量，进一步促进了城市的可持续发

展；新型移动出行方式重塑了城市的交通模式，它通过改变

人们的出行习惯、提高出行效率、改善基础设施和促进环境

保护，展现了其在城市规划和发展中的重要角色。

3.2 对城市空间结构的影响
新型移动出行方式对城市空间结构产生了显著影响，

这些变化体现在城市土地利用、公共空间设计，以及居民生

活方式等多个方面。在土地利用方面，新型移动出行方式倡

导的是一种更加灵活和可持续的城市空间布局；随着共享单

车和电动滑板车等交通工具的普及，人们对于居住和工作的

地点选择变得更加多样化。这种趋势促使城市开发更多混合

用途的区域，将住宅、商业和娱乐设施结合在一起，从而减

少居民出行距离，提高生活便利性；针对公共空间的设计，

新型移动出行方式要求更多的自行车道、宽敞的人行道和

便捷的换乘点，这不仅提高了非机动车和行人的出行安全，

也鼓励了更多人选择健康环保的出行方式 [3]。此外，为了适

应电动车等新能源车辆的需求，城市还需要规划充足的充电

基础设施，这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城市的能源布局和公共空

间功能；居民生活方式的变化也是新型移动出行方式对城市

空间产生影响的一个重要方面。随着出行方式的多元化，居

民对于生活质量的追求也在提升。例如，人们可能更倾向于

居住在交通便利、设施完善的地区，而远程办公和线上购物

的兴起也使得居住区可以相对远离传统的商业中心。总之，

新型移动出行方式通过重塑城市土地利用模式、改变公共空

间设计和影响居民生活方式，对城市空间结构产生了深远的

影响。

3.3 对公共空间设施需求与环境的影响
新型移动出行方式的兴起对公共空间设施需求和环境

产生了深刻影响。共享单车、电动滑板车等新型交通工具的

普及，不仅改变了人们出行的方式，也对城市的基础设施提

出了新的要求；城市中心区因高密度建设而饱受交通拥堵之

苦，而城市郊区的扩展则催生了日益增长的长距离通勤需

求。而在公共空间设施方面，这些新兴出行工具需要相应的

停车和充电设施，城市需要规划和建设足够的自行车停放点

和电动滑板车充电站，以满足日益增长的设施需求；此外，

为了保障非机动车和行人的安全，城市还需要增加或改造自

行车道和人行道，提高其质量和连贯性。这些改造不仅提高

城市交通的安全性和便利性，也优化公共空间的使用效率；

在环境方面，新型移动出行方式对城市环境产生积极影响。

它们为城市提供了更清洁、低碳排放的出行选择，有助于改

善空气质量和提升城市居民的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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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城市规划应对新型移动出行方式的策略与
建议

4.1 整合法规与技术创新的执行策略
建议开展跨部门协作，制定统一的政策框架，涵盖新

型出行方式的运营方面、人员安全方面及客户个人数据的保

护和对城市空间的充分利用。例如，可建立由交通部、公安

部、城市规划部、环保部、信息技术部等多个部门组成的协

调小组，共同研究和制定涵盖整个城市出行系统的政策框

架；制定出标准化的运营规则，包括共享单车和电动滑板车

等新型出行工具的使用方式说明，维护须知、停放标准和充

电标准；进一步强化安全法规，确保新型出行方式在保障用

户和行人安全的前提下顺利发展；设立用户数据保护条款，

规范企业对用户个人信息的收集、使用和保护，防止数据滥

用和泄露。根据大数据分析，优先确定高需求区域，合理规

划和投放共享单车和电动滑板车的专用停放点；设置清晰的

标识和规则，通过各类出行 APP 和现场指示，引导用户正

确停放和使用，避免造成公共空间的拥堵和混乱；同时还可

引入电子标签和二维码等技术手段，实现对停放行为的实时

监控和管理 [4]。

建议进一步推广智能交通系统，自主开发和部署自适

应交通信号控制系统，根据实时交通流量，实时调整信号灯

的时序，减少拥堵和等待时间；实施实时交通监控，利用

摄像头和传感器收集道路信息，及时响应交通事故和拥堵情

况；通过智能交通管理系统，优化公共交通调度，提高整体

出行效率。

4.2 优化城市空间布局的执行策略
发展多功能综合体，启动以多功能综合体为核心的城

市规划项目，将住宅、办公室、商店、娱乐设施或中小型

CBD 商圈等服务集中在一处或相邻的区域，以此减少居民

日常出行的距离和时间；设计综合体时考虑各种交通方式的

接入点，包括公共交通、自行车道和步行路径，以便于居民

方便地选择使用多种出行方式；确保综合体内部的道路和公

共空间设计符合步行友好和自行车友好的标准，提供足够多

的绿化和休息区。对现有城市道路进行评估，确定可改造为

自行车道和步行道的路段，特别是那些连接居住区与工作

区、学校、购物中心等主要目的地的路线；在规划和建设自

行车道时，考虑到与现有交通系统的无缝衔接，确保其连通

性，让骑行变得更加安全和便利，增加自行车道和步行道的

比例，提高骑行和步行的安全性与舒适度；合理确定停车规

模和布局，推广智能化停车系统，提高停车效率和管理水平。

构建新型移动出行工具共享化，绿色化的城市交通系

统。建议推广共享单车、共享汽车等，鼓励使用新能源汽车

和清洁，优化公共交通系统，创建共享交通模式，减少私家

车，使用新能源汽车；减少交通排放对，建立公共交通的便

捷性、舒适性和出行；缓解城市交通拥堵、环境的污染，吸

引更多市民选择公共交通出行。

还可以引入更多绿化元素，如适合的行道树、花坛及

小型公园，为居民提供更多更优质的休闲空间，同时也能够

完全改善城市环境质量。建议定期举办社区研讨会，邀请居

民、商家和其他利益相关者共同讨论即将进行的城市规划项

目，实时收集他们的反馈和建议。实施在线调查和意见征集

活动，利用社交媒体和市政府网站等平台，广泛听取市民对

于城市空间和交通规划的意见；根据公众反馈调整规划方

案，并在决策过程中提供更多透明度，例如通过公布规划文

档、会议记录和决策依据。

5 结语

新型移动出行方式正在重塑我们的城市空间，它的影

响深远而广泛。通过改变土地利用模式、公共空间设计和居

民生活方式，这些新出行方式不仅提高了城市的可持续性，

还为居民带来了更加便捷、舒适和健康的生活环境。随着技

术和社会发展的不断进步，新型移动出行方式将在城市规

划和发展中继续发挥重要作用。我们期待着一个更加智能、

绿色和人性化的城市未来，让每个人都能享受到美好的出行

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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