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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开车太急，走路太缓，只有骑车能从容留
住一路的风景。上海街头，骑行正在成为新的
时髦，然而记者调查后发现，我们城市的骑行
环境却依然不够友好。两轮车和四轮车“别苗
头”，骑到一半却碰上“断头路”的情况都还有
不少。

一座城市，能否为自行车规划宜行的道
路，已经成为当代城市是否宜居的一项指标。
“提升上海的自行车出行环境，应当与对

自行车出行的观念改变同步。”同济大学建筑
与城市规划学院副教授朱玮接受本报记者采
访时表示。

骑车难
机非混行且指示不明

早上 !时，静安区的愚园路上已是车水
马龙。愚园路连结繁华的中山公园与静安
寺商业圈，车流量大。除了排队缓行的汽车
外，还有大量非机动车在路面上穿行，在这
里，“两轮车”和“四轮车”的“战役”每天都
会打响。

路面资源有限，大部分路段仅能堪堪维
持双向两车道，没有禁止自行车通行，却也没
有留出非机动车道。私家车、公交车、自行车
混行，自行车不得不“铤而走险”，“借”一下机
动车道，贴着汽车边上“溜”过去。在公交车站
附近骑车更是提心吊胆。

除了要和机动车争路权，还要面对中心
城区禁行道路多，指示标志却不清晰的尴
尬。所以在中心城区骑车，半路经常遇上“断
头路”。
“在市中心骑车，像是每天都在练胆，有

时想想真是心有余悸。”家住长宁区伊犁路的
任宏办公地点位于静安区西康路。如果沿着
延安西路走，上班路程并不算远，问题是这些
路段大部分禁止非机动车通行。
“延安西路有一段是能骑的，不过进了内

环圈就禁行了，非机动车道也变成了公交车
专用道。”任宏说，绕远路他倒是没问题，可是
摸索出这样一条路不知道有多难。“一开始并
不知道有些路段是禁行的，导航上也没有显
示，碰了几次壁。”他还翻过《上海道路交通管
理信息图》，可是所获信息仍然很有限。最后，
他在网络上找到一份骑行爱好者整理的“上海
非机动车禁行地图”，才规划出一条骑行线路。

哪里能骑，哪里不能骑，糊涂的人当然不
止任宏一个。比如南京西路从延安路高架往
乌鲁木齐北路这一段是可以骑行的，还有非
机动车道分隔，可是一过路口，车道又凭空消
失了，也没有指示牌给骑行者指路。
所以，违规骑行的人并不少见。在市中心

路段，记者发现，挤占人行道骑车，硬闯禁行
路段，甚至赶时间从公交车左侧绕过的骑行
者都不在少数。

专家言
资源重配是规划重点

《"#$%年上海市综合交通年度报告》中显
示，上海中心城区 $%&'(的人使用非机动车
出行。上海的骑车人不在少数，但是骑行环境
却不够友好。

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副教授朱
玮曾带领学生评价上海中心城区的骑行环
境，结果显示，“整体上处于中等水平，老城区
骑行环境较差。”在各环境因素中，骑行者最
重视的是车道类型，即与机动车是否隔离。而
从数据来看，上海中心城区机动车与非机动

车混行道路的总长为 $)$*&+公里，占 ),&)(。
在各行政区中，黄浦区机非混行的车道所占
自行车道比例高达 -%&*)(，排名第一，静安
区、虹口区分别以 +-&'+(和 %'&''(位列二
三，可以说自行车出行的安全性是不理想的。

因此，如何重新分配有限的道路资源应
当是慢行系统规划的重点。
“骑行空间挤一挤总是有的。”朱玮表示，

“比如整治路边机动车乱停车，或者减少停车
位；压缩机动车道，对于非主干道，一条机动
车道最多 "&%米够用了。另外，非机动车道也
不用很宽，够一辆自行车通行的也好。”例如
愚园东路上就有明确的非机动车道，并且设
置了隔离栏。尽管车道较为狭窄，可能还不够
两辆车并骑，但终归是多了一层安全保障。
朱玮认为，慢行系统的规划在技术上并

不困难，关键还是要在观念上加以重视。
“像停车位蚕食非机动车道、禁行等主要还是
因为对小汽车的重视高于自行车。其次就是
在技术上和管理上要做得更加人性化、细腻
一些，更多地为自行车出行者的安全与舒适
考虑。”

他山石
复制困难只能多摸索

随着交通拥挤环保意识的提高，越来越
多的国家致力于建设慢行交通系统。（慢行交
通#即包括步行和非机动车系统在内的绿色$健

康$可持续的交通系统%）荷兰设有总长 *&%万
公里的自行车专用道路，占荷兰全国道路总
长度的 *,&+(。丹麦将自行车交通与机动车
交通、步行交通等一道视作独立的交通系统。
在德国，自行车和行人享有交通信号优先权。
法国政府鼓励人们把自行车作为上下班的工
具，实施奖励计划。澳洲一些地区甚至因为行
人稀少，干脆就将人行道直接设成自行车道。
上海也很重视慢行交通建设。",.)年，上

海首个区级慢行交通系统规划出炉。",$%年，
新一轮《上海市慢行交通发展规划》面向 ",),

年慢行设施提出了发展目标，将通过划分慢
行优先区、慢行重点区、步行街区和慢行休闲
区 )类重点区域，对慢行设施进行精细化建
设。",$+年，《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

",),）》草案发布，进一步鼓励绿色交通出行，
目标至 ",),年全市绿色出行比例达到 !%(

以上。
既然目前还有很多待改善的地方，很多

人在讨论复制他国的成功经验，但毕竟人口
数量、路面资源等均不一样，“像上海中心城
区这么大范围的自行车系统规划，我是国内
外都没有看到过的。”朱玮表示，借鉴尚可，生
硬照搬恐怕不行。

例如在外国常见的双向并行自行车道，
即在自行车道中直接划分出双向道，中间不设
隔离栏，以便在对向没有车的时候可以借用一
下。朱玮指出，这是一个节省路面资源的设计，
但在车流量较多时，也极易发生碰擦事故。“国
外的骑行环境比较单纯，放在国内，加上助动
车也算非机动车，就又是一个难题了。”

要构建便捷通畅的慢行网络，可以先
从小点入手。“在中心城区做出几条或者是
一小片骑行环境好的道路和片区，形成示
范效应，”朱玮建议，“先让人们体验到自行
车出行的好处，由此一步步推广完善慢行
交通系统。”

上海推绿色出行!但骑行环境仍不够友好!专家表示"""

慢行交通需要更细腻的规划

实习生 杨洁 本报记者 程绩

! ! ! !继“摩拜单车”之后，闵行、松江小区空
地、地铁站边、商场周围又多出了一排排绿
色的节能电动自行车———享骑出行。
“享骑出行”也是通过 011租借交通工

具，只不过自行车从人力变成了电动。押金
"'' 元，目前计费方式是一个小时以内 "

元，一小时之后，按每小时 *元计费。租车、
还车都只需手机操作，方便快捷。

骑过的人介绍，比起车身略重、避震效
果不佳、骑起来颇为费力的摩拜单车，这款
电动车体积小，最快时速能达到 "%公里2小
时，整体很轻便。
通过“共享出行”解决城市公共交通“最

后一公里”问题，无论是出发点，还是资源配
置上都是可行的，但是“共享出行”不是一两
家企业的事情，更涉及城市管理的方方面
面，包括政策、社会资源、管理、规划等，其中
最不可忽视的是公共交通的安全问题。

有关统计数据显示，本世纪初，全中国
的电动自行车还不到 %万辆，如今，这个数
字早已突破了 .&%亿大关。几年之中驾乘电
动自行车的死亡人数增长了 +倍，而从沪上
法院受理的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数据
来看，由电动自行车引发的越来越多。

电动自行车所带来的巨大负面效应让
人不得不开始正视。更让市场担心的是，在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电动自行车通用
技术条件》（34 .--+.5.'''）里，电动自行
车的规范是“两个车轮，能实现人力骑行、最
高车速应不大于 "#公里2小时，整车质量不
大于 )#公斤”。要是按照这个标准，现在能
有多少车符合规定？如果“享骑出行”的电动
自行车的最高时速真的能达到 "% 公里2小
时，这本身就十分危险。
由于电动自行车车轮和地面接触较少，

制动性能差，如果车速过快，在紧急情况下，
容易出现刹车不及或者刹车滑倒，对电动自
行车驾驶员的人身安全造成伤害。电动自行
车大量违法已成城市交通拥堵症结之一。

无论是在网站，还是 011上，我们都没
有发现“享骑出行”对于租借人的年龄、骑行
技术等有任何要求，这也意味着只要你能够
交押金，就可以骑电动自行车出行。而在《中
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
七十二条第一、二项规定：驾驶自行车、三轮
车必须年满 ."周岁；驾驶电动自行车和残
疾人机动轮椅车必须年满 .+周岁。《中华人
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五十八条规

定：残疾人机动轮椅车、电动自行车在非机
动车道内行驶时，最高时速不得超过十五公
里。因而，对于不满 .+周岁的年轻人来说，
只要使用 011租借电动自行车上路，本身
就是一个违法行为。

除了低年龄的问题，由于《中华人民共
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并没有限制骑行电动
自行车的年龄上限，不少老人原本可能并不
舍得买一辆电动自行车，但是租借服务使得
他们的使用门槛大大降低。而从近年来发生
的事故来看，由于老年人反应变缓，因而骑
行电动自行车发生事故，甚至死亡的情况非
常触目惊心。一旦发生相关事故，租借企业
是否需要承担相关责任，这也成为一个值得
关注的问题。

怎样让分享经济为城市带来更好的出
行方式，不只是一个企业的问题，更关系到
整体城市的运行。对于企业来说，也不能只
关注自身的发展，更要考虑到整个城市的交
通安全。对于有关部门来说，一方面应该大
力鼓励企业为城市交通出行提供支持，另一
方面也应该根据实际情况，及时出台相关的
标准和门槛，规范交通工具的租借条件，真
正给城市交通带来便利。 本报记者 方翔

“共享出行”不能想骑就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