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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化中的道路建设与社会公平

———以石家庄新城市建设为例

宋　川

（河北广播电视大学，石家庄　０５００７１）

　　摘　要：石家庄三年大变样的城市建设中，道路建设是石家庄市委、市政府提升城市品位

形象的亮点工程。城市道路一般由政府提供，但是交通工具或者由社会自己提供或者由政府

提供，这导致了社会出行能力的差异。是否依靠集体消费成为社会分化的一个重要指标。因

此，城市现代化同时推进社会公平的关键在于道路建设中必须坚持建设“紧凑型”城市、加大政

府补助以提升公平化、加强便捷化以推进公共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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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石家庄道路建设取得的成绩

石家庄三年大变样的新城市建设中，道 路 建

设是石家庄市委、市政府改善省会交通环境、提升

城市品位形象的亮点工程。按照２００５年 的 建 设

规划，“十一五”期间，石家庄市公路交通基础设施

计划投资中，公路网计划投资１６４．４亿元用于形

成以石家庄为中心，以石环公路、绕城高速和６条

高速公路、６条一般国省干线公路为主骨架的“两

环十二射”的公路网络［１］。从表１中可以 比 较 看

出，近年来石家庄市道路的发展日新月异，尤其在

２００６年石家庄 市 公 路 通 车 里 程 比 往 年 增 长 了 近

一倍，此 后 稳 步 增 长。２００８年，城 镇 道 路 建 设 也

是总投资１０亿元以上的１６０多个城镇投资建设

项目中的重点工程（见表２）。２００９年是“三年大

变样”的第二年，城市建设成效显著。槐安路、和

平路、二环路的改造通车使城市道路交通体系更

加完善。２００９年 末 城 市 道 路 总 长 度９７０．２　ｋｍ，

道路面积１４５７万ｍ２［２］。
表１　石家庄市运输线路长度

年份／年 公路通车里程／ｋｍ

２００３　 ６５　３９１

２００４　 ７０　１９８

２００５　 ７５　８９４

２００６　 １４３　７７８

２００７　 １４７　２６５

２００８　 １４９　５０４

　　资料来源：河北省统计年鉴２００９。

表２　总投资１０亿元以上城镇建设项目主要经济指标（２００８年） 单位：万元

建设项目 计划总投资 累计完成投资 累积新增固定资产

石家庄市交通局张石高速石家庄段 ５０１　３６６　 ４８５　１３３　 ４８５　１３３

石家庄市环城公路建设指挥办公室环公路 ４７７　１０２　 ４４１　７２４　 １５９　６２４

石家庄市城市交通项目 ２８５　３７６　 ２８５　２７６　 １８　７７６

高新区城市道路建设 １７３　９００　 １０６　５９９ —

　　资料来源：河北省统计年鉴２０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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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城市道路建设与道路集体消费

公共道路具有典型的非竞争性和不充分的非

排他性，城市道路建设是政府为公众提供的准公

共物品。新城市社会学派代表人之一———桑德斯

（Ｓａｕｎｄｅｒｓ．Ｐ）提出消费是社会分化的重要机制。
根据桑德斯的理论，随着政府在生产 和 消 费

领域越来越多地干预，影响城市道路集体消费能

力的因素包括三个：家庭成员挣钱的能力、家庭成

员自我供应的能力，以及享有政府公共服务的权

利。从作用上看，道路是为人们多种活动提供城

市空间的重要载体，因此城市道路建设直接导致

了城市集体消费的增加。可道路建设并不单纯是

社会对道路的消费，还需要考虑到社会出行时借

助的交通工具。城市道路一般由政府提供，但是

交通工具或者由社会自己提供或者由政府提供。
是否依靠 集 体 消 费 成 为 社 会 分 化 的 一 个 重 要 指

标。政府对道路集体消费的干预虽然在一定程度

上缓和了生产领域造成的不平等，但围绕着集体

消费供给形成了新的社会分层和社会不平等，即

对于有限的道路资源，出现了不同的交通方式消

费者构成的消费团体之间的竞争。

三、道路集体消费与社会公平

社会出行能力定义成为城市居民方 便、快 捷

地达到目的地的能力。社会出行能力的高低体现

了城市道路建设中的社会公平程度，可以通过如

下三个方面来检验：是否有可以选择的多种交通

方式；交通方式是否在合理的出行距离内；交通出

行时间。

（一）可以选择的多种交通方式

近年来石家庄市民的交通出行方式基本没有

大的变动，２００７年，公 交 车 和 小 汽 车 的 比 重 都 有

所提高，电动自行车由于其便捷、相对速度较快的

优势成为增速较快的交通方式之一（见表３）［３］。

表３　各种居民出行方式比重变化表

年份
出行方式／％

步行 自行车 电动自行车 公交车 小汽车 出租车 单位客车 摩托车 其它 合计

１９８６　 ３３．８９　 ５７．８ — ５．１３ — ０．０１　 １．１１　 ０．１６　 １．０９　 １００．０

２０００　 ３０．３　 ５４．７ — ４．３ — ２．２　 ３．９　 ３．７　 ０．８　 １００．０

２００７　 ２６．８２　 ４７．２８　 １０．１１　 ７．１６　 ３．７　 ０．７５　 １．４３　 １．１６　 １．６　 １００．０

　　（来源：石家庄市居民出行特征变化分析）

　　总之，石家庄城市道路建设使得城市居民在

出行方式上有了更多的选择，但是很少有人依赖

于完全由政府所提供的道路集体消费，即依靠步

行。城市面积的扩大，社会普遍的生活成本都要

提高，因此反映在道路集体消费方面就是全社会

对各种助力交通工具的需求增大。

（二）社会出行距离及出行方式

虽然石家庄市私家车每年都以７万辆左右的

速度在增长［４］，但是截 止 到２００８年 底，石 家 庄 市

城镇居民平均每百户拥有家用汽车的总平均数为

９．０７，这远远低于助力车的总平均数３６．６以及摩

托车的总平均数２９．２３［５］。
石家庄市居民出行方式比重最大的始终是自

行车出行，分情况来看，上班、上学的居民一般采

用自行车出行，居民文化娱乐以及生活购物出行

主要采 用 步 行 的 方 式。关 于 交 通 方 式 转 移 的 意

向，大部分人没有转向其他交通方式的计划。有

计划的人群中，２６％的自行车出行者将转移到电

动自行车上。大部分电动自行车使用者没有转向

其他交通方式的计划。有计划的人群 中，１６％的

使用者将转向更好的电动自行车，而有１５％的人

将转向小汽车，仅有１％的人考虑转向公交出行。
公交出行 仍 然 是 石 家 庄 市 居 民 长 距 离 出 行 的 首

选，并且电动自行车的使用逐渐增大并且充当了

和汽车几乎相同的时耗和长距离的出行方式（见

表４）［３］。

表４　２００７年不同交通方式的出行距离

出行方式 步行 自行车 电动自行车 公交车 小汽车 出租车 单位车 摩托车 其他 平均值

出行距离／（ｋｍ／人） １．１　 ３．６　 ７．８　 １１．３　 ９．３　 ９．３　 １３．３　 ８．２　 ３．４　 ４．４

　　资料来源：石家庄市居民出行特征变化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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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交通出行时间

从有关学 者２００７年 提 供 的 数 据 来 看（见 表

５），石家庄市居民出行在２０　ｍｉｎ以内一般采取步

行，而３０　ｍｉｎ左右首选 的 是 助 力 车，只 有 在 长 途

出行时才会考虑公交出行。

表５　２００７年不同交通方式的出行时耗

出行方式 步行 自行车 电动自行车 公交车 小汽车 出租车 单位车 摩托车 其他 平均值

出行时耗／

（ｍｉｎ／人）
１６．６　 ２３．８　 ３１．４　 ４２．５　 ３１．９　 ３１．０　 ４１．６　 ２８．８　 ２５．２　 ２４．９

　　资料来源：石家庄市居民出行特征变化分析。

　　此外出行时间因受到城市人口规模、城市面

积、交通设计等因素的综合影响，从而更深层地反

映了该城市的社会出行能力。２０１０年，在我国５０
个代表城市中，中国社科院就典型的社会日常出

行时间———上 班 花 费 时 间 进 行 了 计 算 与 比 较 之

后，发现平 均 花 费 时 间 最 高 的 为 北 京（时 间 高 达

５２　ｍｉｎ），其次广州、上 海、深 圳、天 津 的 上 班 花 费

时间均 超 过４０分 钟，石 家 庄 市 介 于３０～４０　ｍｉｎ
的１２座城市之一（见表６）［６］。

同时中科院认为本次计算我国具有代表性的

大中城市的上班花费时间意义重大，这些数据至

少揭示出了城市规划、城市产业布局、交通工具配

置、城市适宜人居以及城市病的综合情况。

表６　中国主要城市上班平均花费时间

城市排序
上班平均花费

的时间／ｍｉｎ
城市排序

上班平均花费

的时间／ｍｉｎ
城市排序

上班平均花费

的时间／ｍｉｎ
城市排序

上班平均花费

的时间／ｍｉｎ

１．北京 ５２　 ２．广州 ４８　 ３．上海 ４７　 ４．深圳 ４６

５．天津 ４０　 ６．南京 ３７　 ７．重庆 ３５　 ８．沈阳 ３４

９．杭州 ３４　 １０．唐山 ３３　 １１．太原 ３３　 １２．石家庄 ３２

　　资料来源：２０１０中国新型城市化报告。

　　四、道路建设如何优化社会公平

社会公平是石家庄新城市建设的主 旨，更 是

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基点。在城市建设，尤其在道

路建设中能否把握好以下三点是城市现代化同时

推进社会公平的关键。

（一）建设“紧凑型”城市

曾经西方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城市畸形发展

问题正在我国城市的城市化中凸显。城市“摊大

饼式”的发展模式带来诸多城市交通问题，交通拥

挤，市民出行日益困难，道路的拓宽和延长不能从

根本上改善交通状况。因此，为了维持城市的可

持续性发展，必须遏制城市肆意扩张，采取集中、

紧凑的布局结构，减轻对机动车的依赖，在对城市

区域进行合理规划的基础上缩短交通距离，鼓励

公共交通和步行。

同时解决交通出行的公平问题必须将道路建

设与城市土地利用结合起来，在制定交通规划的

时候应该充分考虑两者之间的相关性，避免将来

再造成由于城市用地布局不合理所引起的交通问

题［７］。具体的措施包括发展快速 轨 道 交 通，提 高

中心城区的可达性；围绕公共交通组织城市用地

布局；加速城市网络化结构的形成等等。
令人欣喜的是，石家庄三年改造的城 市 建 设

正向这个目标前进。在２００９年的城乡统 筹 规 划

中，石家庄市提出分阶段构建完善的路网系统，最
终实现中心城至市域县城一小时交通圈，都市区

半小时交通圈［８］。

（二）加大政府补助

在新的城市道路建设中，石家庄城市 居 民 为

什么如此“青睐”助力车而不是公共交通或者私人

汽车呢？排除石家庄地形优势以及居民个人心理

的影响之外，根据乔谢力（Ｊｏｎａｔｈａｎ　Ｇｅｒｓｈｕｎｙ）关

于自我服务的经济（Ｓｅｌｆ－ｓｅｒｖｉｃｅ　Ｅｃｏｎｏｍｙ）来看，
有人不愿采用公共交通而去购买小汽车，但并不

是所有人都有市场购买能力，这必然导致一部分

人不得不依赖低水平的集体消费品供给。
桑德斯（Ｓａｕｎｄｅｒｓ．Ｐ）提出，要解决集体消费

品供给带来的社会分层问题，有效可行的方法是

将现有集体消费品的社会模式转化成私人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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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实现这一转变的途径是政府的福利供给从实物

形式转换为现金形式［９］。道路集体消费增加不必

要求社会只依赖政府直接提供公共交通工具，如

果政府将这些钱折算成现金，并根据居民的不同

收入状况进行现金分配，加强社会底层的消费能

力，可以让社会有更多的交通出行的选择。

（三）推动公共交通

由于公共交通运量大、所占 空 间 少、能 耗 低，
使之成为政 府 提 倡 出 行 的 主 要 选 择。２０１０年 新

购进的３０２辆环保大载体公交车投入运营后，石

家庄城市公共汽车营运车辆总数达到３　１３６辆；
石家庄市万 人 拥 有 公 交 车 达 到 了１４．５标 台［１０］。
此外为实现建设现代省会城市的目标，石家庄市

政府于２００９年下半年实施了充分体现公交优先

的“公交拓展工程”。但是应该看到，自从２００２年

１１月６日石 家 庄 第 一 条 公 交 专 用 车 道 始 建 在 中

山路后，很多市民误将“大站快车”认为是“快速公

交”。其实，快速公交是一个包括专用车道、站台、
车辆、智能管理等配套的系统建设，不是划条线、
少停站就是快速公交［１１］。

除了 公 交 系 统，２０１０年《石 家 庄 城 市 快 速 轨

道交通线网规划》终于通过国家级专家评审。今

后石家庄将建立以公共交通为主体、轨道交通为

骨干、融个体交通为一体的综合客运体系，这一方

面加强了石家庄与周边组团城市的功能联系，另

一方面更推动了便捷的社会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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