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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近年来江西省抚州中心城区用地拓展加速引起的居民出行机动化趋势明显!但公共交

通缺乏竞争力!城市交通拥堵时有显现$亚洲银行贷款项目快速公交系统工程的实施!有望提升

城市公交服务水平和吸引力$文中基于已有赣东大道和玉茗大道
$

条走廊展开首期快速公交走

廊比选和论证!通过对比二者道路断面条件'沿线人口用地'公交客流需求!提出弓形走廊优化方

案%通过分析评价!该优化走廊的预期客流效益更好!财务经济上也达到了令人满意的结果!可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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抚州是江西省下辖地级市$位于江西省东部$距

省会南昌约
#""C?

%过去
#"

年$抚州社会经济持

续增长$城镇集聚效应凸显$以中心城区为代表的城

镇规模不断扩大$城市框架初步形成$中心城区人口

规模超过
0"

万人$建设用地面积接近
2"C?

$

%城

市的快速扩张和粗放增长给城市内部交通组织带来

较大压力$交通拥堵在中心城区已经出现$公共交通

发展滞后也影响城市品质的提升%为培育城市新功

能区的形成$支撑城市空间结构向南拓展$抚州市政

府利用亚洲银行贷款开展抚州市城市基础设施综合

改善项目城市快速公交!

9Y&

"系统工程$并开展了

首期线路规划研究%

9Y&

首期公交走廊的实施方

案涉及赣东大道和玉茗大道
$

个选择$除剪子口至

环城南路同通道外$其余部分
$

条走廊相距约
0""

?

$沿线分布大量商业金融#娱乐休闲等公共服务设

施$车流量#人流量集聚%走廊上公交线路的分布基

本覆盖中心城区的主要功能片区$承担文昌里#老城

区#行政中心#火车站#上顿渡和中心城区东南方向

的高教园区#工业园区相互之间的联系功能%由于

道路红线宽度#沿线土地利用#人口岗位#改造拆迁

等方面的实施条件各有利弊$需进行较系统#全面的

比选论证$为
9Y&

首期走廊选择和优化提供科学决

策依据%

!

"

现状特征

!"!

"

用地拓展

近年来$抚州中心城区向南拓展趋势明显$受地

势和交通廊道限制的影响$中心城区向西扩展速度

较慢$而由于跨河发展门槛较高$中心城区跨河发展

动力不足$现状建设用地主要集中在抚河南岸%中

心城区的用地拓展表现为强中心4外溢式5发展模

式$城市配套设施建设滞后于城市规模扩张$建成区

用地呈现不同的区域特征&抚河以南为城市核心区$

老城区是城市功能密集区域#中心城区主中心$其核

心地位明显$大量商贸服务设施主要集聚于此$而城

市外围地区配套设施用地严重缺位$如新城主要以

集中居住和工业用地为主%

中心城区城市建设用地构成和发展态势体现了

现阶段抚州社会经济发展的基本特征$即外围地区

产业用地功能突出#服务设施用地构成严重不足$反

映在交通上则体现为老城区和新城区之间有大量通

勤和弹性联系$并将持续至外围地区配套用地和产

业用地达到一个相对平衡状态%赣东大道和玉茗大

道正是联系抚河以北即文昌里#老城区和新城区的

$

条最主要走廊$未来将承担较大的中长距离出行%

!"#

"

路网结构

由于铁路#高速#河流等制约因素$各组团建设

年代和发展思路不一$导致中心城区路网空间形态

割裂$呈现4自由式
U

方格网状5布局结构%其中老

城区#文昌里和上顿渡建设年代较早$道路网主要为

4自由式5布局$后开发的新城区道路网为4方格网

状5布局%

中心城区目前已形成4四横五纵5的骨干路网格

局$赣东大道和玉茗大道是其中的4两纵5$是联系新

老城区的重要交通走廊%赣东大道是城市空间南北

向拓展主轴$沿线公共设施聚集$是城市居民的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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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轴%玉茗大道是另一条重要的南北向主干道$

随着城市中心的西移$未来服务居民生活出行的功

能将越来越强%

!"$

"

公交特征

近年来$抚州公共交通系统取得了长足发展$根

据城市发展新增或延长线路不断满足居民出行需

求$日均公交客运量持续增长$为满足城区中长距离

出行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整体来看$抚州公共交通

系统竞争力较弱$还有较大提升空间$主要体现在&

!

#

"中心城区公交线网密度较低$仅为
#.-2

C?

)

C?

$

$远低于
-

!

!C?

)

C?

$的标准要求%

!

$

"公交线网道路覆盖率不高$仅
-!.6/

$公交

线路相对集中在发展较成熟的地区即老城区$主要

道路重复系数高$如赣东大道布设
6

条公交线路$而

外围地区大量道路没有公交线路覆盖%

!

-

"中心城区常规公交高峰小时平均运营速度

较低$仅为
#0.4C?

)

A

$导致使用公共交通出行的时

耗高达
-!.#?QS

$远高于小汽车!

$-.0?QS

"#步行

!

#6."?QS

"#非机动车!

$".4?QS

"等其他交通方式%

!

!

"主要公交客流集中在4六横三纵5的干路

上$赣东大道和玉茗大道在列$与走廊两侧集聚大量

公共服务设施用地密切相关$如赣东大道!环城南路

以南段"公交线路集中$出行需求较大$高峰小时满

载率接近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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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行结构

抚州中心城区规模和当量半径较小$居民主要

以慢行交通主导的短距离出行为主%从出行方式结

构来看$中心城区居民以非机动化出行为主$出行比

例高达
16.!/

%其中&步行#自行车#电动自行车比

例分别为
!2."/

#

4.-/

和
$-.#/

(私人小汽车出行

比例为
1.#/

$这与抚州目前所处的经济发展水平和

机动车保有量相一致(公交出行比例与小汽车相当$

仅为
1.$/

$表明公交吸引力不足$公共交通在抚州

综合交通体系中的作用不大%

#

"

首期走廊发展诉求

#"!

"

城市发展格局变化

未来抚州城市的发展目标是打造富足抚州#宜

居抚州和文化抚州$使抚州成为南昌大都市区中的

副中心城市$以新兴产业#文化教育#历史文化为特

色的宜居城市%

$"-"

年$抚州中心城区的人口规模

预计将达到百万级$中心城区将形成4十字轴线#均

衡组团5的城市空间结构%其中4十字轴线5是指强

化北接南昌#南通海西区域联系发展的南北轴线$依

托4老城
5

行政中心5形成城市核心功能带$构筑内

部东西向的功能联系发展轴线%

#"#

"

交通需求发展研判

随着抚州城市的社会经济发展$特别是城市发

展方向的进一步调整$城市空间结构将发生明显优

化$中心城区的交通也将发生结构性变化&随着老城

区功能疏解和用地调整及行政中心组团的形成$老

城区组团和行政中心组团的联系将更紧密$将形成

城市居民的出行中心(未来城市向西和向南扩张的

态势明显$梦湖周边#高铁站地区#上顿渡等地将成

为城市交通出行的重要生成地区(城市规模扩大$出

行距离延长$居民机动化出行将显著提高$抚州城市

交通发展模式面临转变$交通结构优化刻不容缓%

落实国家优先发展公共交通政策$满足居民机

动化出行需求$要求抚州加快发展公共交通系统$特

别是
9Y&

的建设和投入运营$抚州公交出行比例比

现状有大幅提升$预计
$"-"

年将达到
$"/

(经济收

入水平的提高$以私人小汽车为代表的机动车保有

量将快速增长$从而使居民的小汽车出行比例大幅

增加$预计将达到
$"/

(虽然未来城市规模有所扩

大$但慢行交通仍将处于主要地位$预计其出行比例

为
2"/

%

采用交通规划4四阶段5模型法$以中心城区为

基本建模范围$利用
&VNSR)NG

软件进行公交客流

预测$对与预测相关的前提#边界条件和模型参数利

用交通调查数据进行标定$建立符合抚州城市发展

规律的交通和客流预测模型%利用交通分析模型将

客流在基础路网上进行分配$这种情形下的流量分

配结果可基本反映原生客流的需求特征!见图
#

#图

$

"%整体上看$中心城区客流走廊的分布形态为4四

横四纵5$其中玉茗大道和赣东大道是未来公交客流

最大的
$

条走廊$全日客流高断面出行量分别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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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资源分配原则

道路资源分配原则是在道路空间对各种交通方

式功能和地位的反映%相对于国内其他已开通
9Y&

城市平均
$0/

的公交分担率$抚州公共交通在城市

客运系统中承担的功能较弱$不足
#"/

$这也决定

了抚州
9Y&

必须是兼顾多种方式并满足多种功能

的特殊系统%

研究表明$出行距离在
0C?

以下时$慢行交通

分担率超过
0"/

%抚州中心城区居民平均出行距

离为
$.!C?

$至
$"-"

年增长至
-.2C?

$都属于慢行

交通分担率最优范围%根据趋势判断$未来相当长

一段时间内$抚州仍将以非机动化出行为主$其交通

方式优先顺序为慢行交通
-

公共交通
-

私人交通%

慢行交通既是抚州目前主要的出行方式$也符合国

家发展绿色交通的理念$其通行权应得到最高级别

的优先保障%

$"#4

年抚州人均
[:;

为
-.1

万元$千人拥有小

汽车
16

辆$中心城区小汽车出行不足
#"/

$处于机

动化快速发展起步阶段%因此$在保障慢行交通最

高优先级的同时$不应降低机动车交通的通行能力%

赣东大道#玉茗大道均为中心城区交通最繁忙的道

路之一$在现状双向四车道的情况下高峰时段拥堵

已有显现%因此$抚州建设
9Y&

的前提是不减少既

有社会车道数%

基于居民出行特征及城市交通发展趋势$结合

国家规范和标准及国内已开通
9Y&

城市案例进行

分析$对抚州
9Y&

断面提出如下约束条件&自行车

道单向不宜小于
-.0?

$人行道单向不宜小于
!?

$

中央
9Y&

双向专用车道不宜小于
6?

$站台宽度按

照侧式取
-?

%据此对既有
9Y&

断面方案进行优

化调整$提出
-

种典型断面布局形式$红线宽度均为

!$?

!见图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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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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抚州
?@0

路段标准断面!单位&

?

"

图
%

"

抚州
?@0

路段设站台处断面!单位&

?

"

图
+

"

抚州
?@0

交叉口设站台处断面!单位&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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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期走廊比选

根据走廊断面和沿线用地等不同特征$将赣东

大道和玉茗大道
$

条走廊分为
!

段$其中位于环城

南路以北的共线段以抚河为界分为
%

#

&

段$环城南

路以南部分以迎宾大道为界划分为
'

#

(

段%

%

段

起自剪子口$经文昌大道#赣东大桥至环城北路止(

&

段起自环城北路$经赣东大道至环城南路止(

'

段

起自环城南路$经赣东大道或玉茗大道至迎宾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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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

(

段起自迎宾大道$经赣东大道或玉茗大道至火

车站止!见图
2

"%

图
/

"

抚州
?@0

走廊分段示意图

$"!

"

道路条件

根据优化后的
9Y&

断面$逐段分析
$

条走廊的

道路条件%

%

#

&

段为共线段$存在的瓶颈路段可采

取相应措施解决$

'

段玉茗大道条件较优$

(

段
$

条

道路均满足要求%具体如下&

%

段
".1C?

长的赣东

大桥不满足
9Y&

断面设置要求$可通过混行和不予

设站解决(

&

段存在
".66C?

不连续的瓶颈路段$可

通过不设站予以解决(

'

段赣东大道存在
$.#C?

瓶

颈路段$不满足设置
9Y&

的道路宽度要求且路段过

长难以解决$而玉茗大道该段能满足要求(

(

段赣东

大道和玉茗大道道路条件均较好$均满足
9Y&

横断

面的设置要求%

$"#

"

沿线用地

在
'

段范围$对比
$"-"

年的居住用地和商业金

融用地$赣东大道比玉茗大道分别少
!/

和
0/

(对

比沿线服务人口$

$"-"

年赣东大道比玉茗大道少

".#

万人左右%可见$玉茗大道走廊在该段所服务

的人口和用地优于赣东大道走廊%在
(

段范围$玉

茗大道走廊沿线以广场和公共绿地等用地性质为

主$

$"-"

年赣东大道的居住用地和商业金融用地分

别比玉茗大道多
6"/

和
--6/

$沿线服务人口多
#.2

万!见表
#

"%

表
!

"

赣东大道与玉茗大道走廊沿线
+>>A

范围用地对比

道路

名称

"

人口)万人
"

'

段
(

段 整体

各类用地)
A?

$

""

居住
"" "

行政办公
" "

商业金融
" "

广场绿地
"

建设用地合计

'

段
(

段 整体
'

段
(

段 整体
'

段
(

段 整体
'

段
(

段 整体
'

段
(

段 整体

赣东大道
-.$ -.0 #1.$ #-" 4$ -6! #- ## $4 $1 64 #1! $ 2! 26 0$ #62 1"6

玉茗大道
-.- $." #0.0 #-0 0# -!4 #$ 1 $! $6 $" #"1 1 #!4 #01 00 #46 2"$

赣东
5

玉茗
5".# #.2 #.6 50 !# -0 # ! 0 5$ 24 21 50 560 54" 5- 5## #"0

差值比例)
/ 5- 6" #$ 5! 6" #" 4 !6 #4 50 --6 2-526 501 501 50 52 #1

$"$

"

走廊客流

赣东大道是现状中心城区最主要的生活服务干

道$道路两侧集中了城市主要商业#教育#行政办公

等用地$走廊上公交线路密集$占全部线路的
-6/

$

客流聚集也非常明显$占公交客运量的
!-/

%但随

着近年城市用地的扩展和分区功能的完善$走廊公

交客流占中心城区公交总量的比重呈下滑趋势%玉

茗大道公交线路占总数的
#"/

$客流总量虽小$约

占公交客运总量的
##/

$但增幅明显$发展有潜力%

此外$玉茗大道非机动车流量比赣东大道高
#6/

$

随着未来居民收入的增加和公交设施的完善$利用

非机动车出行的居民很可能成为城市公交的潜在客

流吸引对象%

根据交通需求发展预判$结合走廊沿线人口和

用地分布$分析
$"-"

年走廊公交客流分配结果%整

体上玉茗大道客流量略小$但分段客流对比结果显

示$玉茗大道走廊的第
'

段客流为
0.2

万人次)
G

$比

赣东大道多
#"/

%造成玉茗大道整体客流小的主

要原因$在于其第
(

段道路沿线以绿地公园性质为

主的用地布局$使其比同段赣东大道客流少
-$/

%

$"%

"

优化走廊

综合
9Y&

走廊的道路条件#沿线用地和客流分

析三方面的比选结果$基于
'

段采用玉茗大道#

(

段

采用赣东大道形成优化后的弓形走廊方案$全线长

#-.#C?

$北起剪子口$经文昌大道#赣东大桥#赣东

大道#环城南路#玉茗大道#迎宾大道#赣东大道#站

前大道至火车站枢纽广场的
9Y&

总站!见图
1

"%

考虑未来人口规模弹性增长#公交系统服务水平提

高#沿线土地利用优化等因素$

$"-"

年该弓形
9Y&

走廊的客运总量为
#$.4

万人次)
G

$占公共交通出行

4$"

$"$#

年 第
!

期 付晶燕!等&抚州首期快速公交走廊优化研究
"



总量的
$#/

$比赣东大道和玉茗大道分别高
0.2/

#

#$."/

$平均负荷强度为
".46

万人次)!

C?

'

G

"%

图
1

"

抚州
?@0

弓形走廊示意图

%

"

财务经济评价

财务经济评价反映项目财务盈利能力$主要指

标为财务内部收益率$可通过项目投资现金流量#总

成本估算#利润及利润分配计算得出%项目投资现

金流量和总成本估算主要由
9Y&

系统建设总投资#

每年的
9Y&

服务费及
9Y&

系统运营成本计算得

到%财务经济评价的基础数据与已批复玉茗走廊工

程可行性报告保持一致%玉茗走廊和弓形走廊内部

收益率对应于
$"-"

年日公交客运量分别为
##.0

万

和
#$.4

万 人次)
G

$赣东走廊因其中一段无法解决

道路瓶颈问题不予考虑!见表
$

"%

表
#

"

玉茗和弓形走廊方案的财务收益率对比

走廊

名称
工程及费用项目 费用)万元

总投资)

万元

财务收

益率)
/

玉茗

走廊

工程费用
#-#-#.0$

工程建设及其他费用
#1!1.2#

预备费用
##11.6#

实施期融资费用
$$#.-6

新增车辆购置费
!6"".""

$##--.$6 0.10

弓形

走廊

工程费用
#$410."#

工程建设及其他费用
#1!1.2#

预备费用
##11.6#

实施期融资费用
$$#.-6

新增车辆购置费
!6"".""

$"4$#.6# 4.2-

+

"

结语

9Y&

系统作为一项政府重大交通基础设施建

设项目$需进行全面比选和科学论证%通过对比赣

东和玉茗
$

条走廊的道路条件$沿线两侧
0""?

人

口#用地及客流在走廊上的分配$在两者基础上组合

形成全长
#-.#C?

的弓形走廊方案$即剪子口0文

昌大道0赣东大桥0环城南路0玉茗大道0迎宾大

道0赣东大道0火车站$预期客流效益好$在财务评

价方面也具有较满意的结果%

$"#4

年
-

月
$#

日$

抚州快速公交正式通车$成为江西省首个正式运营

的
9Y&

项目$公交分担率#公交运行时速和乘客满

意率显著提升$增强了其他中小城市发展
9Y&

#改

善城市交通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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