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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交通与城市治理

专栏导语： 从交通政策到城市韧性：
可持续发展的新范式

陈　 娜

交通与城市之间的关系看似简单，实际上却错综复杂。一般而言，人们将
交通视为城市中的一种基础设施，主要关注的是移动性（Ｍｏｂｉｌｉｔｙ），也就是将
人和物从Ａ点运送到Ｂ点。被这种线性逻辑所影响的交通政策制定重视以机动
车移动性为导向的基础设施投入，比如通过修建更多的道路、拓宽现有道路或
扩展地铁线路来解决交通拥堵问题。然而，城市的复杂系统决定了交通多层次
多维度的作用与角色，主要通过城市的物理结构、经济活动、社会动态以及环
境发展来体现，强调交通系统、交通出行行为与城市其他要素之间的交互影响，
如就业、住房、环境政策等，关注的是基于交通的可达性（Ａｃｃｅｓｓｉｂｉｌｉｔｙ）而非
移动性的政策与规划理念。人们对这些关系的不同理解和定位，揭示了以交通
移动性为核心的城市发展所面临的治理困境：一方面，大量投入以机动车为导
向的基础设施建设带来了显著的社会和环境风险；另一方面，城市必须寻求更
加可持续的出行方式和空间布局策略，以使人们减少对私家车的依赖，避免加
剧气候变化的威胁（Ｌｏｗ，２０１２）。近年来，随着全球自然灾害的频发和日益加
剧，这一困境变得愈发紧迫，需要政府和社会的高度重视与积极应对。在应对
这些挑战的过程中，对交通政策的研究已逐步超越单纯的对基础设施建设的研
究，继而将其纳入城市系统复杂性视角并被置于城市韧性与可持续发展的分析
范式之下。

城市韧性的内涵从最初的工程韧性（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Ｒｅｓｉｌｉｅｎｃｅ），逐渐演变为生
态韧性（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ｅｓｉｌｉｅｎｃｅ）和演化韧性（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ｒｙ Ｒｅｓｉｌｉｅｎｃｅ） （吴晓林、
谢伊云，２０１８；Ｆｏｌｋｅ，２００６；Ｎｕｎｅｓ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９）。工程韧性强调系统在受到干
扰后回归平衡状态或其原始状态的能力，该理论认为系统只有一个最佳状态，
韧性水平通过系统恢复原始状态的速度来衡量。生态韧性强调系统吸收干扰并
重新组织的能力，保持生态系统基本功能和结构。与工程韧性不同，生态韧性
承认生态系统可能在受到干扰后发生重大变化，保持多样性和灵活性是其长期
存续的关键。城市发展中因其复杂性与不确定性的日益显现，城市韧性愈发强
调采用多样化手段来积极应对灾害，并与其长期共存，即所谓的演化韧性，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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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于系统在面对长期、持续变化时适应、演化和转型的能力，这一概念不再强
调保持稳定或回归原始状态，而是拥抱变化和不确定性，强调灵活性、创新和
转型，这种韧性策略尤为适合应对城市发展过程中无法预见的困难和挑战（金
瑛、修春亮，２０２２）。城市韧性内涵的演变对交通政策无疑具有重要的影响。在
工程韧性中，交通政策关注基础设施的稳定性和恢复能力，重点在于维护重要
基础设施（如桥梁、道路和公共交通系统），并强调应急响应计划和对冗余设施
的投资，以减少其停止服务的时间。生态韧性在交通领域的核心是吸收冲击的
能力，同时维持系统功能，特别是在应对环境变化时，交通政策应推动适应性
基础设施的发展，例如抗洪道路、可持续的公共交通系统，以及将绿色基础设
施整合到交通系统中，以应对环境影响。而演化韧性则强调交通政策在这一领
域支持创新、灵活性和转型，更加注重多维度并与土地政策交互整合的交通政
策设计，倡导优化社区空间，例如创建１５分钟步行可达的生活圈，以便在紧急
情况下通过非机动车来满足人们的基本出行需求。

在这一背景下，交通政策作为韧性城市的核心，意味着在应对城市的长期
挑战时，交通政策不仅需要增强基础设施的弹性，还必须与更广泛的可持续发
展框架紧密结合。因此，交通政策的制定不仅要确保交通基础设施和出行方式
能够应对未来的不确定性，还必须兼顾经济效率、环保要求以及社会公平与包
容性。通过这种双重视角，交通政策成为实现韧性和可持续城市发展的重要工
具，为城市提供一种综合的系统性治理方案。例如，通过“公共交通导向发展
（ＴｒａｎｓｉｔＯｒｉｅｎｔｅ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ＴＯＤ）”的政策，城市可以更有效地利用土地资
源，减少碳排放，同时提升公共交通的便捷性，确保各个社会群体都能够公平
地享受交通资源。这一策略反映了交通政策在可持续发展与城市韧性之间的纽
带作用，将长期的经济、环境和社会目标相结合，推动城市向更加可持续和适
应性更强的未来迈进。这种双重视角正是现有大部分城市交通研究所缺乏的。

与此同时，城市智能化与数字化的发展也为交通政策的制定提供了新的挑
战与机遇。在此背景下，多维度的交通政策理念和实践还引入了数字交通、无
人驾驶等新兴技术，这些技术在提高城市运行效率的同时也带来了新的风险与
不确定性。因此，如何将这些技术合理地应用到城市治理中，并避免其对城市
系统的冲击，已经成为韧性和可持续性研究的核心议题之一。

本期专栏的３篇文章从城市治理的不同角度探讨了在当今城镇化加速发展的
趋势下，交通政策制定与执行面临的难题。尽管研究的侧重点各有不同，但最
终分析与讨论都归结于交通政策、城市韧性与城市可持续性三大主题。

肖潇、程跃和刘鑫的文章《“禁、限”政策能否长效缓解交通治理困
境？———基于替代效应的实证分析》聚焦交通出行工具选择的两个视角———政
府和民众，结合公共与个人交通需求，将其纳入作者构建的交通工具替代分析
框架。文章以Ｎ市实施了１８年的“禁摩限电”政策为研究对象，实证探讨如何
突破“禁、限”交通政策的“禁止———替代品出现———禁止替代品———新替代
品出现”的循环困境。研究发现，政府和民众在交通工具选择上的不同利益诉
求形成了“双路径”的博弈：是以可持续交通理念引领社会整体走向绿色低碳
出行，还是以满足个人需求为导向，发展个体交通方式？该研究为平衡公共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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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体需求提供了新的政策思路与分析框架。
刘敏、肖霞、杨彩婷和梁峻宇的文章《“互联网＋政务服务”平台能否提升城

市韧性？———基于营商环境与创新的视角》通过准自然实验和双重差分方法，从
城市韧性的视角对“互联网＋政务服务”平台建设试点进行了评估，并探讨其作
用机制及异质性。研究发现，该平台对城市韧性的显著积极影响主要通过提升城
市创新和优化营商环境来实现，但其作用的异质性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仅对城
市的经济韧性和社会韧性产生影响，而对基础设施和生态韧性的影响有限；二是
其效果主要显现在人口规模大、地处东部地区和互联网普及率高的城市。这项研
究建议非试点地区加强政务服务信息化，利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优化服务，提升
改革成效，推动平台建设，改善营商环境，促进创新和资源优化，并根据不同城
市的特征分阶段推进平台建设，强化数字基础设施，以提升城市韧性。

陈娜、陈璐和刘海清的文章《新兴交通技术对城市韧性与可持续发展的影
响研究》以理论综述的逻辑，立足城市韧性与可持续性的视角，探讨了新兴交
通技术对城市发展的多维政策影响，并构建了一个涵盖经济、社会、环境和基
础设施等关键维度的综合政策分析框架。研究通过指标分类，系统分析了新兴
交通技术（如智能交通、共享出行、自动驾驶等）对上述４个关键维度的多重
影响，深入探讨了其对城市韧性和可持续性的综合作用，明确了技术在这两个
概念不同维度中的具体作用。该研究旨在为城市治理政策制定者提供更具针对
性的指导，确保政策在应对短期挑战与推动长期发展之间实现平衡。

本专栏聚焦交通系统与出行行为等城市治理难题，延伸到城市整体韧性与
可持续发展的多维需求，探讨了交通政策在提升城市韧性和推动可持续发展中
的核心作用。通过揭示交通政策与城市复杂系统之间的多层次联系，研究从传
统的基础设施建设拓展到经济、社会、环境和基础设施等多维政策框架。交通
政策已不再局限于解决移动性问题，而成为构建韧性城市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
关键动力。３篇文章分别从不同角度分析了如何通过政策创新与技术应用，平衡
短期挑战与长期发展目标，为城市规划和治理提供了新思路。未来的研究可以
进一步深入探讨新兴交通技术对城市韧性发展的长期影响，同时探索其在城市
治理与规划中的应用潜力，以推动更加公平、包容和可持续的交通政策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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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Ｃａｎ ｔｈｅ “Ｐｒｏｈｉｂ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ｅｓｔｒｉｃｔｉｏｎ”Ｐｏｌｉｃｙ Ａｌｌｅｖｉａｔｅ ｔｈｅ Ｔｒａｆｆｉｃ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Ｄｉｌｅｍｍａ ｉｎ ｔｈｅ Ｌｏｎｇ
ｔｅｒｍ？Ａｎ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Ｓｔｕｄｙ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Ｓｕｂ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 Ｅｆｆｅｃｔ

Ｘｉａｏ Ｘｉａｏ，Ｙｕｅ Ｃｈｅｎｇ ＆ Ｘｉｎ Ｌｉ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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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Ｔｈｅ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ｏｆｔｅｎ ｍａｎａｇｅｓ ｔｒａｆｆｉｃ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ｗｉｔｈ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ｌｉｋｅ ｐｒｏｈｉｂ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ｅｓｔｒｉｃｔｉｏｎ，
ｆｒｏｍ ｐｒｏｈｉｂｉｔｉｎｇ ｍｏｔｏｒｃｙｃｌｅｓ ｔｏ ｒｅｓｔｒｉｃｔｉｎｇ ｅｌｅｃｔｒｉｃ ｍｏｔｏｒｃｙｃｌｅｓ ｏｒ ｆｏｓｓｉｌｆｕｅｌ ｃａｒｓ． Ｗｈｅｔｈｅｒ “ｐｒｏｈｉｂ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ｅｓｔｒｉｃｔｉｏｎ”ａｒｅ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ｔｒａｆｆｉｃ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ｓ ｒｅｍａｉｎｓ ｕｎｃｌｅａｒ．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ｓ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ｌｏｗｃａｒｂｏｎ，ａｎｄ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ｔｈｉｓ ｓｔｕｄｙ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ｅｄ ｍｅａｎｓ
ｏｆ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ａ ｃｉｔｙ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ｉｒ ｄｅｇｒｅｅ ｏｆ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ｓ—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ａｃｃｉｄｅｎｔｓ，
ｃｏｎｇｅｓｔｉｏｎ．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ｔｈｅ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ｕｂｌｉｃ，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ｓｈｏｗｓ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ａｄｉｃｔｉｏｎ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ｔｗｏ ｓｉｄｅｓ ｉｎ ｔｈｅｉｒ ｃｈｏｉｃｅｓ ｏｆ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ｅｓ ａｎ 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ｖ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Ａｄｊｕｓ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 ｏｆ ｖｅｈｉｃｌｅｓ ｉｎ ｕｓｅ ｔｏ ａｃｈｉｅｖｅ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ｓ ｉｓ ｏｎｅ ｗａｙ ｔｏ ｆｉｎｄ ａ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ｅｑｕｉｌｉｂｒｉｕｍ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ｕｂｌｉｃ． Ｆｕｒｔｈｅｒｍｏｒｅ，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ｅｓ ｔｗｏ ｐａｔｈ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ｐｒｏｈｉｂ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ｅｓｔｒｉｃｔｉｏｎ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ｏｎ ｔｒａｆｆｉｃ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ｉｓ ｔｏ ｓｈｉｆｔ ｔｒａｖｅｌ ｄｅｍａｎｄ ｔｏ ａ ｇｒｅｅｎ，ｌｏｗｃａｒｂｏｎ，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ｍｏｄｅ，ｗｈｉｃｈ ｗｉｌｌ ｐｕｓｈ ｔｈｅ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ｕｂｌｉｃ ｔｏ ｒｅａｃｈ ａ ｂａｌａｎｃｅ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 ｔｈａｔ ｃａｎ ｏｒｇａｎｉｃａｌｌｙ ａｃｈｉｅｖｅ ｌｏｎｇｔｅｒｍ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ｏｆ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
Ｔｈｅ ｓｅｃｏｎｄ ｉｓ ｔｏ ｓｈｉｆｔ ｔｏ ｔｈｅ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 ｍｏｄｅ． Ｔｈｉｓ ｋｉｎｄ ｏｆ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 ｏｎｌｙ ｍｅｅｔｓ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ｔｒａｖｅｌ ｎｅｅｄｓ，ｂｕｔ
ｉｔ ｄｏｅｓ ｎｏｔ ａｃｈｉｅｖｅ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ｇｏａｌｓ ａｎｄ ｗｉｌｌ ａｓｓｕｒｅｄｌｙ ｆａｌｌ ｉｎｔｏ ｔｈｅ ｃｙｃｌｅ ｏｆ “ｐｒｏｈｉｂｉｔｉｏｎｓｕｂｓｔｉｔｕｔｅｓ
ｐｒｏｈｉｂｉｔｅｄ ｓｕｂｓｔｉｔｕｔｅｓｎｅｗ ｓｕｂｓｔｉｔｕｔｅ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Ｓｕｂ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 Ｅｆｆｅｃｔ；Ｍａｒｋｏｖ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Ｇｒｅｅｎ ａｎｄ Ｌｏｗ Ｃａｒｂｏｎ；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Ｐｏｌｉｃｙ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Ｃａｎ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ｐｌｕｓ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Ｕｒｂａｎ Ｒｅｓｉｌｉｅｎｃｅ？Ａ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Ｓｔｕｄｙ

Ｍｉｎ Ｌｉｕ，Ｘｉａ Ｘｉａｏ，Ｃａｉｔｉｎｇ Ｙａｎｇ ＆ Ｊｕｎｙｕ Ｌｉａｎ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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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ｐｌｕｓ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ｐｌａｔｆｏｒｍ ｉｓ ａ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ｍｅａｎｓ ｏｆ ｅｎｈａｎｃｉｎｇ ｕｒｂａｎ
ｒｅｓｉｌｉｅｎｃｅ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ｅｍｐｏｗｅｒｍｅｎｔ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Ｔｈｉｓ ｓｔｕｄｙ，ｕｓｉｎｇ ａ ｑｕａｓｉ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ｐｉｌｏｔ ｐｒｏｊｅｃｔｓ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ｓ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ａｎａｌｙｚｅｓ ｐａｎｅｌ ｄａｔａ ｆｒｏｍ
３０２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 ｄｉｖｉｓｉｏｎｓ ｆｒｏｍ ２００３ ｔｏ ２０１９ ａｎｄ ａｐｐｌｉｅｓ ｔｈ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ｉ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ＤＩＤ）ｍｅｔｈｏｄ
ｔｏ ａｓｓｅｓｓ ｉｔｓ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ｎ ｕｒｂａｎ ｒｅｓｉｌｉｅｎｃｅ． 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ｓｈｏｗ：（１）Ｔｈｅ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ｉｍｐｒｏｖｅｄ
ｕｒｂａｎ ｒｅｓｉｌｉｅｎｃｅ． Ｔｈｉｓ ｈｏｌｄｓ ｔｒｕｅ ｗｈｅｎ ｗｅ ｕｓｅｄ ｐａｒａｌｌｅｌ ｔｒｅｎｄ ｔｅｓｔｓ，ＰＳＭＤＩＤ，ｐｌａｃｅｂｏ ｔｅｓｔｓ，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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