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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共享单车刚登陆哈尔滨，一共投放了8000
辆，到今年已增加至10万辆。这个数字还不包括一些
市民购买的属于自己的个性化自行车。

随着自行车成为主要的慢行交通工具，近日，记者
调查发现，相对于已增加了十多倍的单车，自行车道增
长速度略显滞后。

一直关注慢行交通系统发展的哈尔滨市政协委
员、东北林业大学交通研究中心主任裴玉龙教授认为：
《城市步行和自行车交通系统规划设计导则》中规定，
当道路空间不足时，应优先保证人行道和自行车道宽
度以及隔离设施。目前，哈尔滨自行车道处于不足的
状态。

近日，哈尔滨市道里区友谊西路公路大桥
至何家沟入江口之间的人行道上施划了一条
两米宽的红色自行车道，每天许多市民骑车从
这里经过。年近七旬的老李家住群力，退休后
喜欢骑着自行车到处转转，看看城市里的风
景。他说，以前骑车从友谊西路经过的时候，
或者骑上了机动车道，或者在人行道上骑行。
友谊西路上车流量非常大，车速也很快，自行
车在机动车道上经过的时候，极易发生刮蹭事
故；而在人行道上骑行的时候，又常常招致行
人的白眼。现在有了专用的自行车道，骑行的
时候更加安全了。

经常从这条路上经过的驾驶员们也很高
兴：自行车在机动车道上骑行，会导致机动车
通行效率降低，而现在骑车人有了专用的车
道，道路顺畅多了。

对于这条自行车道，每天晚上来到这里跳
广场舞的大妈们却有不同的意见：供行人走的
道路就不该让自行车骑行。她们在跳舞的时
候毫不客气地把自行车道给占上了，骑自行
车的市民只得绕行。

群力新区有部分路段也采取了“人
非共板”的方式，但由于数量不多，彼
此不连通，缺少自行车道标牌或路
面标识，长期被机动车停车占用等
原因，使用效率较低。

记者向哈市的交管部门
询问，人行道上是否可以设
置自行车道？得到了回复
是：可以，但前提条件是
人行道必须足够宽，而
且不能影响行人的
正常通行。

自行车道
挤上人行道
“人非共板”不推荐

为了提倡绿色出行，近年来，哈尔滨市在多条
路段建设慢行交通配套设施。在一些街路上，新施
划的自行车道特别醒目，让骑行者感觉安全又舒
适。

记者看到，南岗区的学府路旁设置了绿色的专
用自行车道，严禁机动车驶入或占用。这个区域有
多所大学，作为骑车大军的主力之一，大学生们对
这条自行车道交口称赞。

道里区的安阳路进行改造拓宽后，路面上不仅
设置了自行车道，还在自行车道外侧施画了机动车

的停车位，目的是为了防止路边停车占据自行车
道。

道里区的新阳路，自行车道与公交车道全程并
行，两者互不干扰。新阳路是一条南北向的交通要
道，早晚高峰时机动车道经常会形成拥堵，而自行
车道几乎不受影响。

南岗区的红博转盘道，周边画了一圈的绿色自
行车道。自行车沿着绿道走，可以安全地到达自己
想去的路口，同时也可以防止骑车人对机动车的通
行造成干扰。

设置绿色特别通道 骑行人享特别“优待”

城市里所有道路都应施划自行车道吗？就此，
记者采访了哈尔滨市政协委员、东北林业大学交通
研究中心主任裴玉龙教授。裴教授说，分以下情况：

应设置自行车道：城市相邻功能组团之间和组
团内部通行条件较好，市民通勤联络的主要通道，以
及以生活性主干路、两侧开发强度较高的快速路辅
路和自行车流量较大的次干路两侧应设置自行车
道。

少设或不设自行车道：两侧开发强度不高的快
速路辅路、交通性主干路，以及城市外围地区、工业
区等人流活动较少的各类道路可以少设置或者不设
自行车道。

此外，公园、滨水、绿地等开敞空间，应该设置独
立的自行车绿道，方便居民休闲、健身和出行。

裴玉龙教授说：人非（非机动车）共板是目前标
准规范或导则等指引文件所不推荐的。一般来说，
自行车道与人行道应分开隔离设置，自行车道应设
置于车行道两侧。但对于行人和自行车较少、道路
红线受限的路段，以及一些江畔、公园等观光游玩的
场所，也可以采取自行车道与人行道共板设置的方
式，两个区域铺设不同材质或颜色的路面砖，以引导
行人与自行车各行其道，降低他们之间的干扰，保证
通行安全。

“近几年哈尔滨市共享单车、送外卖和快递的电
动车等非机动车的数量增长快、使用频率高，它们闯
信号、逆行、在机动车流中穿行现象普遍，由此带来
的交通管理问题十分严重，不够完善的非机动车道
（自行车道）系统是导致上述问题的原因之一。”裴玉
龙教授对此深表担忧。

并非所有道路
都应设自行车道
自行车道与人行道
应分开设置

目前，哈尔滨市地铁线路覆盖率不足，快
速公交等新兴的公共交通方式没有得到推广，
常规公交是公共交通出行的主体，可以说哈尔
滨市地面交通压力较大。加之机动车停车泊
位规模不足，路内外违法停车现象严重，使得
道路资源的竞争更加激烈，如何合理配置与整
合机动和非机动交通资源对哈尔滨来说是一
个挑战。

哈尔滨的冬季太冷，不适于室外骑车，而
共享单车投放的时间也就半年左右，自行车道
会有很长时间处于闲置状态。

对此，裴玉龙教授告诉记者，相关研究表
明，如果自行车道足够安全和舒适，冬季会有
更多的人选择自行车，就像加拿大，虽然他的
气候要比美国冷得多，但骑车率比美国高很
多。这给哈尔滨一个启示，即足够好的自行车
道可以抵消不利的气候条件对自行车骑行者
的影响，因此哈尔滨应设置路网密度高、连续
畅达的交叉口、足够宽的自行车道，以鼓励更
多的人骑行自行车。

除了传统的方法以外，哈尔滨在布设自行
车道时，还应充分考虑温度、风、日照等气候因
素，构建可供自行车通行的、封闭的立体交通
系统，充分挖掘防风林、挡风建筑物及居民小
区内部路网的自行车交通潜力，采用非对称式
的自行车道，即在阴影面积小的一侧设置双向
自行车道，为骑行者获取更多阳光下的街道空
间，提高骑行的舒适性。

合理配置
整合提高骑行安全
构建自行车慢行
立体交通系统

裴玉龙教授指出，目前，哈尔滨自行车道处于不
足的状态，通过对哈尔滨市主城区的部分人流密集、
情况复杂的片区开展自行车交通设施调查，所得数
据没有达到住房城乡建设部《城市步行和自行车交
通系统规划设计导则》中的建议标准。例如，目前中
央大街、秋林商圈片区的自行车道网络密度就远没
有达到导则中对这类城市核心商业区、市民聚集区
的建议密度12-18km/km2。

黑龙江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在 2014年 6月转发
《城市步行和自行车交通系统规划设计导则》时明确
要求，新建及改扩建城市主干道、次干道，要设置自
行车道，不按规划建设自行车道的项目，城市建设主
管部门不予办理施工许可手续。

2018年5月建设的哈尔滨市连接道里区群力新
区至南岗区哈西新区的武威路是一条双向八车道，
这样一条路面宽阔，中间还设有大面积绿化带的道
路，却没有设置专用自行车道，不知道它是否属于城
市主干道、次干道的序列。

记者在采访中观察发现，一条自行车道只需一
米半至两米的宽度就够用，许多没有设置自行车道
的街路其实并不缺少这点空间，也不会因为设自行
车道而对机动车或行人的通行造成过多的影响。可
是在实际操作中，还是有一些建设单位没有充分重
视，并未将其列入必选项。

裴玉龙教授说，《城市步行和自行车交通系统规
划设计导则》中规定，当道路空间不足时，应优先保
证人行道和自行车道宽度以及隔离设施。在保证道
路横断面各分区最小宽度以及道路绿地率要求的前
提下采取弹性设计，依照中央隔离带及机动车道、绿
化带、建筑前区、公交站台或出租车等候点处的设施
带、公交站台以外的设施带的次序缩减空间。

核心商业区 市民聚集区
自行车道网络密度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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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市区内还有许多
街路存在着自行车道缺失、宽度不够等问
题，让骑车人感觉既不方便也不安全。

哈尔滨市市民张先生每天骑自行车上
班，经过南岗区的大直街、和兴路。他说，
从大直街拐入和兴路时可以走自行车道，
而骑行几十米后，前方就没有“道”了，他只
能在最外侧的机动车道上骑行，旁边不断
有汽车驶过，感觉很危险。记者实地看到，
和兴路从清滨路至哈平路间的近 3公里路
段，都没有设置自行车道，一些骑自行车的
市民只能跟机动车抢道。

类似的情况，记者在其他一些主要街
路上也能看到：

南岗区的西大直街，在哈工大西侧，道
边都设有两米宽的专用自行车道，方便市
民骑行；而在哈工大东侧，自行车道变得只
有半米宽，再往前越来越窄，直到消失。而
东大直街几乎全程都没有自行车道。

南岗区的中山路，从红军街骑行过来
时自行车道还挺宽，可是骑着骑着就发现
前方自行车道已经与公交车专用道合在了
一起，自行车只能在公交车道上骑行。

哈西地区的和谐大道、哈尔滨大街、哈
西大街以及连接哈西、道里的职工街，尽管
道路都非常宽阔，但却都没有设置自行车
道。在这些街路上，骑自行车的市民只能
占据一条机动车道骑行。

主要街路
自行车道缺失
骑车人没有“安全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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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共享单车数量倍增 骑行快速回归百姓生活

骑着骑着 没“道”了
慢行交通系统发展

群力金江路附近道路上，市民在
机动车道上骑行。

安阳路上，市民在宽敞的自行车道
上骑行。

设在人行道上的自行车道设在人行道上的自行车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