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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背景介绍

珠海市是我国最早设立的四个经济特区之一，是我国对外联系的重
要口岸。在 30 多年的发展过程中，珠海市秉持“交通先行”的指导战略，
在对外交通、区域联系交通、城市交通方面均形成了较为完备的体系。
但随着城市的快速发展及机动车数量的迅猛增长，珠海市城市交通不可
避免地遇到了一些问题。首先是由于山、河、海的自然分割和历史道路
建设不足，珠海中心城区道路网密度仅为 3.37 公里 / 平方公里，低于
国家规范要求的 7-8 公里 / 平方公里；其次是近 5 年来珠海小汽车的保
有量增长速度极快（截至 2013 年，珠海市汽车保有量已达 31 万余辆，
其中小型客车保有量 25 万，占汽车总量 80%）。此外，城市交通中心
区的交通建设规模不足、分布不合理，城市东西部交通发展不均衡、社
区之间联系通道少，交通智能化管理、交通信息整合等也成为制约珠海
城市发展的重要因素。

珠海市城市发展正值转型期，面对上述亟待解决的城市交通问题，
珠海市急需制定适合自身情况的绿色交通理念，规划绿色交通体系，整
合智能交通平台，以适应珠海经济社会发展，打造“生态文明新特区，
科学发展示范市”。

二、对策和解决方案

珠海市政府在经过多次专家论证，仔细研究后，反思国内外大城市
交通发展的历程，认为要从根本上解决交通拥堵，需要改变“重车轻人”、
“车主人辅”的传统交通观念，不仅要增加设施供给，同时要引导人们
改变出行方式和习惯。因此，珠海市提出了“以人为本、公交优先、绿
色出行”交通发展战略，大力发展资源占用少、低能耗和环保的轨道交
通，并完善相应步行、自行车等绿色接驳体系。

与小汽车相比，公共交通具有明显的优势。小汽车交通不仅占用道

（二）广东珠海现代有轨电车

导读 ：中国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带来的交通拥堵和尾气污染问题正在受到
越来越多的关注，轨道交通等公共交通方式逐渐成为我国城市交通发展
的重点。近些年，珠海市在绿色交通发展方面进行了有益探索，其现代
有轨电车的发展不但缓解了交通拥堵的问题，还产生了较好的环境效益，
也为珠海市树立了独特的品牌形象，值得中国其他中等城市学习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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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资源，而且需要城市提供额外的停车空间。城市中小汽车乘客人均占
用道路空间是公共汽车乘客的 20 倍以上，是自行车使用者的 5-8 倍，
是地铁乘客的 90 倍以上。

城市中心区为小汽车提供的停车空间也是巨大的。如果在市中心工
作的 1000 个人都采用小汽车上班就需要提供 1.37 公顷的土地作为停
车场；如果采用公共交通只需要 15 台公交，而如果采用地铁，只需要
一列 8 节编组的地铁。

从运行效率来看，珠海道路交通的运行速度在 25-40 公里 / 小时之
间，运行效率较高，但在将来保持这个行车速度的难度极大。目前，中
心城区高峰小时平均运行车速约 21-23 公里 / 小时，公交车仅有 18 公
里 / 小时，交通敏感点较多。在中心城区 43 个灯控路口中，已经有 21
个在出行高峰期出现交通拥堵，车辆经过时需等待 2 个到 3 个红灯。

从珠海交通现状看，公交单向断面需求在 5000 人 / 小时左右，处
在中运量的地面骨干公交服务范围，所以传统的公共交通方式已经不能
满足需求。而从人口密度和面积来看，珠海目前还达不到建设地铁的条
件。

现代有轨电车是一种零排放、中运量、舒适度高的轨道交通系统，
造价一般介于快速公交和轻轨之间，符合珠海交通量级，也能达到珠海
环境宜居的要求，并可与城市公共交通共享路权，因为成为珠海市交通
现状改造的首选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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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珠海绿色交通发展研究的基本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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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 常规道路公交 快速道路公交 现代有轨电车 轻轨 地铁
运营速度（km/h） 12-15 20-30 18-25 25-40 25-40
运能（万人 /h） <0.5 0.8-1.2，个别 >3 0.8-1.5 1-3 3-6

造价（亿元 /km） <0.2 0.2-1.0 0.2-0.6 1-2 3-5
相对建设周期 短 较短 较长 较长 长
车辆折旧率 高 较高 低 低 低

能耗 高 较高 较低 低 低
环境污染 高 较高 低 低 低

路权 共享 部分或专有路权 部分或专有路权 专有路权 专有路权

珠海市的现代有轨电车系统情况如下：

1. 现代有轨电车 1 号线

1 号线起点为海天公园站，终点上冲站，总长 8.9km，均为地面线，
线路沿梅华路由东向西途经的主要区域有香洲、新香洲、上冲等片区。
首期工程全线设车站 14 座，其中岛式车站 9 座，侧式车站 5 座，均为
地面站，平均站间距为 0.7 公里；车站采用开放式站台，设计简约；站
台设自动售票机、乘客信息系统等服务设施；车站利用地下人行通道和
交叉口人行横道线解决行人过街及出入站台的需求。全线设车辆基地 1
处，为翠屏路西侧的上冲车辆段，占地面积约 7.5 公顷；设控制中心一
处，位于上冲车辆段内，车辆基地为主城区有轨电车网络共享。为充分
利用车辆基地土地资源，通过有轨电车带动周边城市发展，车辆基地进
行上盖开发，建设集商业、住宅、办公、交通于一体的城市综合体。车
辆方面，采用的是 100% 低地板钢轮钢轨现代有轨电车，车辆长 32 米、
宽 2.65 米、最高运行速度 70 公里 / 小时、定员 300 人 / 辆（按 6 人 /
平方米的站立标准估算）。

2. 配套信号控制系统

由于有轨电车的加减速性能相对普通社会车辆差，需要提前制动，
对信号控制的要求更高。为了实现目标运营速度，需要通过交通信号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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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珠海绿色交通发展研究的基本路线

表 1 ：不同交通方式基本数据比对表



| 24 | 中小城市发展和工商业解决方案案例集

先缩短运行时间，从而提高有轨电车系统
的服务水平，增加其对出行者的吸引力。
在有轨电车的运行延误中，约 80% 来自地
面交叉口的停车延误，因此降低有轨电车
在信号控制交叉口的停车延误，对提高有
轨电车的运行速度和服务水平有至关重要
的作用。为了提前给有轨电车提供信号，
应将地面道路交叉口的交通信号系统与有
轨电车的专用信号系统联动以实现有轨电
车的安全运营。另一方面，有轨电车的信
号优先会造成其它车辆的延误增加，尤其
对流量大的相交道路影响较大。这种潜在的负面影响还会扩展到周边区
域。因此，在有轨电车建设中，一定要同步实施先进的具有信号优先功
能的交通信号控制系统。经过讨论，珠海采用了如下的信号系统方案。

3. 配套综合交通平台

为给珠海交通基础设施精细化规划和有效管理提供支撑，为后续的
绿色交通建设提供科学依据，珠海市还建立了一套完善的绿色交通指标
体系并搭建城市综合交通信息平台，实现了城市发展概念规划及智能交
通系统规划的无缝对接，框架如下：

该平台将有效地对珠海市交通数据进行采集和整合，对城市交通状
态进行预测，形成多层次、多手段、动态的交通信息综合体系，满足珠
海市智能交通系统多方面的需求。同时，作为体现珠海市智能交通系统
整合程度的重要指标，珠海市现代有轨电车信号优先控制系统的规划建
设落实了珠海市公共交通优先的政策，完善了城市智能交通系统建设，
有效地提高了城市道路通行能力。

三、成效

根据有轨电车项目可行性分析及客流预测，一号线首期将投入 12
辆有轨电车运营，发车间隔为 5 分钟，运输能力将达 0.6-1.5 万人次 /
高峰小时。有轨电车一号线二期工程线路将覆盖 1.7 万居住人口，线
路客流覆盖面积同比其他交通方式更为广泛。未来一号线二期工程初
期（2019 年）全日客流量将达到 5.56 万人次 / 日，中期（2026 年）

图 3 ：珠海市现代有
轨电车 1 号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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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0 万人次 / 日，远期（2036 年）11.01 万人次 / 日，同时珠海现代
有轨电车采用独立路权辅以交叉口信号优先系统将比常规公交运行提
速 30%。在同等运量下，有轨电车采用电力驱动，其能耗约为 0.07
千瓦时 / 坐席乘客，约为 BRT 的 1/4、小汽车的 1/10；运行噪音约为
70db，较机动车低 5-10db。

四、启示和建议

绿色交通是交通运输领域内实现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的革新理念，
是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大势所向。珠海市坚持“以人为本、公交优先、绿
色低碳”的绿色交通发展战略，在以人为本的大前提下，提出了“优先
发展公共交通、倡导慢行交通、建设智能交通、提高运行效率”的珠海
市总体交通发展战略。现代有轨电车拥有灵活可调的编组方式、环境友
好型的牵引装置、卓越的启动制动性能、人性化的服务设施及形式多样
的路权设置，极大地提高了公共交通服务品质，吸引城市居民选择公共
交通出行。另外与其配套的信息、信号等智能交通体系同样也是不可或
缺的重要组成部分。现代有轨电车正在逐步成为国内中等城市的公共交
通工具的重要选择和城市公共交通网络的延伸。作为现代有轨电车在我
国中等城市的实践，珠海的经验值得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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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珠海绿色交通指标体系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