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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广告

“让我们携手走互联互通、互利共赢的人间
正道，共同建设一个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
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推动构建人类命
运共同体”。10月14日，习近平主席在第二届联
合国全球可持续交通大会上的发言，引发业界高
度关注。 ▲ ▲ ▲

协同为上

“习近平主席的主旨讲话，丰富了人类命运
共同体的内涵，同时以交通领域的‘三通’（即基础
设施联通、贸易投资畅通、文明交融沟通）作为顶
层设计，通过四位一体（即陆、海、天、网）互联互
通，最终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在接受我们
采访时，全国政协委员、北京交通大学教授钟章
队这样表示。

从开放包容，到普惠平衡，最终实现共赢，这
是全球交通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步骤。而习近平主
席宣布，中方将建立中国国际可持续交通创新和
知识中心，为全球交通发展贡献力量。在钟章队看
来，通过这一交流平台，中国在建设交通大国过程
中的经验将与其他国家共享。同时，中国对外开放
的大门还将越开越大，构建全球命运发展共同体，
实现硬联通和软联通，交通基础设施发展要先行。
这既是现实的切入口，也面临一些挑战。

比如资金从哪里来？钟章队表示，一般来说，
基础设施投资需要国家或区域性国际组织做背

书，政府社会投资（PPP）模式虽然也在探索，但由
于基础设施投资回报期较长，民间投资者一般较
难坚持长期投资。同时也要考虑到，一些国家整
体实力不稳，在推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存在资金
压力，仍需通过多边合作实现发展。

比如，修路能否以点带面搭建基础设施立体
网络？用钟章队的话说，这里涵盖信息通信网络、
电力能源网络，同时还要考虑构建一张铁路、公
路、水路、航空、管道这五种交通运输方式相衔接
的大网，争取做到道路畅通即协同，协同即减碳
的智慧化目标。

再比如，智慧交通与应急管理如何有效“配
合作战”？“极端天气对任何一个国家来说都是挑
战，但要对抗‘老天爷’，仅靠一国无法实现，我们
可以靠着贯通彼此的道路，以及根植于这条道路
上的智慧软硬件，共同应对！”钟章队这样说。▲ ▲ ▲

底色为绿

在习近平主席的发言中，“绿色”一词被先后
提及8次。众所周知，交通运输是能源消耗和温室
气体排放的重点领域之一，面对“双碳”目标，我们
该如何完成这一任务呢？

全国政协委员、交通运输部科学研究院副院
长兼总工程师王先进给出了一组数据——在促
进交通运输资源节约集约与循环利用方面，我国
高速公路路面废旧料循环利用率已达到95%，实

现了粉煤灰、煤矸石、矿渣、废旧轮胎等废旧材料的
资源化综合利用。同时，通过强化常态化预防性养
护，提高养护管理科学决策水平，加大养护新技术推
广力度等手段，我国交通基础设施的使用寿命正在
提高，全生命周期成本不断下降。

说完路再说车。据王先进介绍，近年来我国交
通运输能源消耗和碳排放强度持续下降，与2015
年相比，2020年交通运输二氧化碳排放强度下降了
7.5%。同时，我国也在积极推动交通装备设施用能
多元化发展，加快新能源和清洁能源的推广应用。截
至2020年底，城市公交、巡游出租车和城市物流配
送新能源汽车数量分别达到46.6万辆、13.2万辆和
43万辆。国家铁路电气化率达到74.9%。飞机辅助
动力装置（APU）替代设施全面使用。全国31个省
份已有1500对高速公路服务区（含停车区）实现充
换电设施覆盖。

此外，中国积极推进港口和船舶岸电建设与使
用，截至2020年底，全国港口岸电覆盖泊位7500
多个，主要港口90%的港口作业船舶、公务船舶靠
泊使用岸电。

王先进说，习近平主席的讲话有全球视野、有
国际担当：一是彰显倡导践行和平发展、公平正义、
开放共享共同价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国际大
局；二是彰显全力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的中
国担当；三是彰显建立中国国际可持续交通创新和
知识中心，致力于传播和践行可持续交通发展理念，

加快建设绿色丝绸之路和数字丝绸之路，为全球交
通发展贡献力量、贡献中国智慧的国际担当。▲ ▲ ▲

数字为先

“习近平主席的讲话，向全世界人民宣示，国际
社会应进一步加强合作，在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上阔步
前行，共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谈及对习近平
主席在第二届联合国全球可持续交通大会开幕式上
主旨讲话的学习体会，全国政协委员、港珠澳大桥管
理局总工程师苏权科这样表示。而展望未来，苏权科
提出，我们要坚持开放联动、坚持共同发展、坚持创新
驱动、坚持生态优先、坚持多边主义，书写基础设施联
通、贸易投资畅通、文明交融沟通的新篇章。

苏权科同时表示，中国将继续推进高质量共建
“一带一路”，加强同各国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加快建
设绿色丝绸之路和数字丝绸之路。“习近平主席宣
布，中方将建立中国国际可持续交通创新和知识中
心，为全球交通发展贡献力量。这一实实在在的举措
将在全球范围集聚智力和资源，为可持续交通的创
新发展提供中国力量和中国方案。港珠澳大桥建设
中，粤港澳三地不同技术标准融合，不同规则对接，
不同主体的协同管理与决策机制，可以为推进高质
量共建‘一带一路’积累经验，提供示范；我们目前从
事的交通基础设施数字化工作，也可作为数字丝绸
之路的先导工程，为全球可持续交通发展作出中国
贡献。”苏权科表示。

未 来 之 路
——委员热议习近平主席在第二届联合国全球可持续交通大会开幕式上的重要讲话

本报记者 崔吕萍

第二届联合国全球可持续交通大会 16
日在北京落下帷幕。作为会议期间召开的“可
持续交通与可持续城市”主题会议发言人之
一，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市交通发展研究院院
长郭继孚向多国与会者介绍了来自北京交通
出行的实践。

郭继孚表示，我们迈向可持续交通与可持
续城市，就要为所有人提供安全、负担得起、无
障碍和可持续的交通系统。未来的城市要形成
以公共交通为导向的用地开发模式（TOD）。

如何建立不堵车、零排放的交通系统？郭
继孚表示，未来的交通系统应该是个预约系
统。大家都在路上堵着是因为信息不对称，由
于对拥堵的焦虑，只能早早地在路上排队来获
取通行权。如果所有人都提前预约好，使出行
提前编排好时刻表，就不需要在路上排队，可
以把在路上的无效拥堵排队转变为在家等待，
从而缓解路段上的无序拥堵。如，疫情防控期
间，北京地铁做了一次尝试，成功地让市民由
地铁站外排队，变成在家等待。这也是未来出
行的一个趋势。

“通过预约出行技术，建立一个不堵车的城
市交通系统或将成为可能。现有城市交通系统
是随机开放的，因此存在盲目出行、无意义的拥
堵排队。”郭继孚以西三环交通仿真研究举例
说，所有车辆争抢高峰时间点的道路资源，造成
整体通行效率下降明显，而如果进行预约调节，
高峰小时路段车速可提升44%以上，总通行时
间可节约30%以上。

“与此同时，我们还可以将出行预约与基于
个人碳账户、碳交易的出行权管理相结合。可以
为每个居民建立出行碳账户，使用公交、地铁、
慢行等绿色出行方式可减少碳排放，积累碳积
分，驾车出行则消耗碳积分。”郭继孚表示，依托
碳交易体系，通过碳积分兑换方式，预约道路
的行驶权限。这样我们就可以通过预约的方
式，将碳排量作为路权资源分配的重要抓手，
并通过市场机制调节碳积分价格，引导居民从
小汽车出行转移到公共交通、步行和骑行等方
式，助力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实现。这套机制
还可与预约出行联系起来，都想预约最佳时段
出行，谁先谁后？从公平角度讲，哪个时间段价
值高，付出的出行成本或者说积分就高。比如，
合乘出行，驾驶新能源车出行，P+R换乘等
等，这些交通方式都可以纳入进来，根据碳
减排量进行积分计算。

预约出行
让城市不堵车

本报记者 李元丽

习近平主席在第二届联合国全球可持续交
通大会开幕式上指出，当今世界正在经历新一轮
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新
技术、新业态已成为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大技
术支撑。要大力发展智慧交通和智慧物流，推动
大数据、互联网、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新技术与交
通行业深度融合，使人享其行、物畅其流。

企业也在思考解决方案。我认为，一个智能
交通系统，可以大大降低交通事故发生的概率。
大约94%的交通事故是人为因素导致的。随着无
人驾驶进一步成熟，聪明的车、智能的路、车路协
同、智能的交通管理系统等等，都会让交通事故

发生概率降低。
一个智能交通系统，应该能够有效地解决拥

堵问题，现在大城市常见的“限购”“限行”政策有
望在5-10年内取消。

一个智能交通系统，可以提高通行效率，节
约能源，降低空气污染水平，帮助碳达峰和碳中
和，惠及每一个有出行需求的人。

一个智能交通系统，并不依赖于自动驾驶技
术的普及。相反地，它要长期面对行人、有人车、无
人车等各种道路上的目标混杂移动的局面。因此
要综合考虑各个利益相关方的诉求，根据全量实
时数据，做出最佳调度。

一个智能交通系统，需要有一个专属的运营
商，运营商的职责就是不断优化这个系统，不断提升
交通的效率和可靠性。这就像电信运营商，通过不断
升级网络，优化手机通信效率一样。

做自动驾驶、智能交通这些年，我到过全国很
多城市，感受到交通的点滴变化。小到交通信号灯的
控制优化，大到搭建城市交通“智慧大脑”；从公交到
地铁，从公路到港口，交通各行业、各领域都在展开
智能化尝试，局部效率改善比比皆是。

交通既是一个经济问题，又是一个民生问题。
人工智能技术发展几十年，加上一个有为政府的顶
层设计和统筹协调，终于可以让交通真正的智能起

来，每当想到这种可能性，我都兴奋不已。
当然，我清楚地知道当前交通基础设施还很不

完善，我也知道交通基础设施的建设和交通法律法
规的改动可能涉及很多部门，很多时候界限也不是
那么清晰。但是亲历了过去两年智能交通在一些城
市特定区域的实践，看到技术给当地普通人出行带
来切切实实的改变，我对未来充满信心、充满期待。

无论是在发展中国家，还是在发达国家，城
市发展的趋势都是人口从小城市和农村向大城市
集中。因为大城市有更多的就业和创业机会、更
优越的医疗条件、更丰富的教育资源、更好的公
共基础设施。

可以预见，大城市人口会继续增加，对交
通基础设施的要求会越来越高。物理空间总是
有限的，交通智能化是保持城市竞争力的必由
之路；而让更多人享受先进基础设施带来的公
共服务，也是缩小贫富差距，实现共同富裕的
必经之路。

交通智能化是保持城市竞争力的必由之路
全国政协委员、百度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 李彦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