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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步行性是一种测度 ， 用来描述街道 、 社区或城市适宜步行的程度 ，
在城市规划 、 城市交通 、 公

共健康领域有着广 泛的应用 。 论文首先总结了 步行性的定义以及步行性对环境 、 经济 、 社会 、

健康的价值。 进而阐述 了步行性评价从关注交通特征向环境质量和行人感受转变的研究历程 ，

将步行性评价工具分为 基于人 工调査的评价工具 、 基于地图数据的评价工具 、 基于众包的评价

工具等三类分別进行综述 。 接着结含案例介绍了步行性评价在城市对 比 、 现状调研、 方案生成 、

方案评估等城市规划中的 实践应用 。 最后归纳了三类步行性评价工具的特点 ，

提出 了在国内开

展步行性评价的研究和规划应用的建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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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城市研究
ＩＡ ＊

２ ０ １８ ．０ ２交通 ｜ＴＲＡＮ ＳＰＯＲ Ｔ

０ 引言

步行是绿色 、 健康的交通方式 ， 在

城市交通系统 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 在

城 市可 持续 发展 中 也扮 演 着 重 要 角 色。

然而在我国城市 中 ， 步行存在诸多 困境 ，

比如步行空 间无法保障 、 步行设施欠缺

人 性化、 步 行环境不够友好等 。 近年来 ，

改善步行环境 、 创 建步行友好的城市 日

益 引 起 了 政 府 和 学界 的 重视 。 ２０ １ ３ 年 ，

国务院 《 关于加强城市基础 设施建设的

意见 》 中就提到 ， 城市交通要树立行 人

优先的理念 ，
改善居民 出 行环境 ， 保障

出 行安全 ， 倡导绿色出 行 ，
切 实转变 过

度依赖小汽车 出行的交通发展模式
［ １ ］

。

改 善步 行 环境 首先需 要 对步 行环

境有清晰的认识和准确的评价 。 步行性

（
ｗａ ｌ ｋ ａ ｂｉ ｌ ｉ ｔｙ ）

是一种测度 ，
用来描述街

道、 社区 、 城市适宜 步行的程度 。 良好

步行性有非常多的益处 ， 包括提 供基本

的移动性 、 降低消费者 费 用 和社会总体

费 用 （ 即 负外部效应 ）
、 引导高效的土地

利用 、 提升 社区 的宜居性 、 改 善公共健

康 、 促进经 济发展 、 提 升社 会公平性
［
２

］

。

步行性在城市规划 、 城市交通 、 公共卫

生等领域有广 泛的研究价值和应用 潜 力 ，

然而国 内 对步行性的研究和应用 比 较缺

乏 。 论文 尝试对步行性 评价工 具在城市

规划领域的应用 进行总结 ， 旨在 为 国 内

城市规划领域对步行性评价 的研究和应

用 提供借 鉴 。 论文首先分析步行性定 义

和价值 ， 进 而综述步行性评价 的研究和

工具 ， 接着结含案例 介绍步行性 在城市

规划中的应用 ， 最后进行总结并提出建议。

１ 步行性的定义与价值

１
．１ 步行性 的定义

步行性的内 涵非常丰富 。 国 内 外有

许 多学者根据 自 身研 究和实 践需 要对步

行性进行了定义 。 索斯沃斯 （ Ｓｏｕｔｈｗｏｒｔ ｈ ）

认 为步行性是
＂

建成环境支持和促进步

行的程度
＂

，
包栝提供安全舒适的步行环

境 ， 能够方便 到达 各 类 目 的地
，
并在步

行路径中提供视觉吸 引
［
３
］

。 尤因 （ Ｅｗｉ
ｎ
ｇ）

等认 为步 行性 是
＂

个人 对街道作 为步行

场所的体验和感受
＂

［
４
］

。 里特曼 （ Ｌ ｉ ｔｍａ ｎ）

和马纳夫 （
Ｍａｎａｕ

ｇ
ｈ） 等认为步行性是

＂

吸

引 人 的步行环境 ， 靠 近商业 、 休 闲 、 娱

乐等 目 的地
＂ ％］

。 李怀 敏认 为步行性是

城市环境 对步 行的吸 引度和行人 对步行

体验的评价
［
６
］

。 尽管步行性的定义非常多 ，

但归纳来说 ， 步行性是
一

种测度 ，
用 来

描述街道 、 社区 、 城市等适宜步行的程度 。

１ ． ２ 步行性的价值

步行性具有重要 的环境价值 ， 步行

性的提 升能够增加步行 、 公 交出行 ， 减

少小 汽车 出 行 ， 从 而缓解 交通 拥堵 、 减

少能 源消耗、 降低空气污染 、 缓解热岛

效应 、 减少 道路和停车设施的土地需求 、

保 留 更 多的公共空 间 ， 最终提升城市的

宜居性。

步行性具 有重要的经 济价值 ， 步行

性的提升能够带动房 产升值 ， 减少交通支

出 。 皮沃 （
Ｐ ｉ ｖｏ ） 和费舍尔 （

Ｆ ｉｓｈ ｅ ｒ
） 在

美国的研究发现 ，
Ｗ ａ ｌ ｋ Ｓｃ ｏｒ ｅ 每提高 １ ０

分能使房产升值 １ ％
？

９％
［

７
］

。 麦肯（ Ｍ ｃＣａ ｎｎ ）

在美 国的研究发现居住在机动 车 导 向的

社 区 中的 厓民 比居住在有 良好的土地利

用可达性和 多模式交通系统支持的社区

中的居民在交通上多花费 ５０％
［ ８ ］

。

步行 性 具有 重 要 的 社会 价值 ， 步

行性的提升能够给居民创造更 多停下脚

步 与其他 居民交 流的机会 ，
从而增强居

民的 社区意识 ， 有利于社会资本的积累 。

莱顿 （
Ｌ ｅ ｙ ｄ ｅ ｎ

）
的研究表明居住在有 良

好步行性社 区 中的居民有更 多的社会资

本 ， 更有可能认识他们的邻居 、 积极参政 、

信任他人 、 具有较高的社会参 与度
［
９

］

。

步行性具 有重要的健康价值 ， 步行

性的提升能够增加 居民 日 常步行的机会 ，

有效缓解压 力 、 控制体重 、 降低 患慢性

疾病 的风险 ， 而居民健 康水平的提升能

够降低政府在公共医疗上的投入 。 莫拉

比亚 （ Ｍ ｏｒａｂ ｉ
ａ ） 和科斯坦萨 （ Ｃ ｏｓｔａｎｚａ ）

发现每天完成 ３０ｍ ｉ
ｎ 的步行或骑 自 行车

等中等强度运动 ， 能够满足保持长 期健康

的运动所需 ， 每天 １ ５ ｍｉｎ 的快走或 ３０ｍ ｉｎ

的慢走 ， 可 以预防体重增加 公共健

康领域的研究认为 肥胖等健 康 问题 可以

通过 步行 社区 的 建设得到 有效 抑制
［

１ １
］

。

麦肯 （ Ｍ ｃＣａ ｎ ｎ） 和尤因 （ Ｅｗｉ ｎ
ｇ ）
等人使

用 了２０ 多万人健康状况 数据 ， 他们所 居

住的区域按照 由 居住密度 、 土 地混含利

用 、开发集 中度 、街道可达性等构成的
＂

都

市区 蔓延指 数
＂

进行分类 ， 发现 蔓延 发

展地区 的居民 步行 更 少 、 体重增 长 更快、

且 更 容易 患高血压 ， 其 中 最 蔓 延发展地

区 的居民 要 比 最密 集 发展地 区 的居 民平

均重 ２
．
９ ｋ

ｇ

［
１ ２

］

。 塞伦斯 （ Ｓａｅ ｌ
ｅ ｎｓ ） 等人对

美国加州 圣 迭亚哥的研究发现 居住在步

行性较高的街 区 中 的居民 ， 每固 中人 均

的锻？＾时长大于 ７ ０ｍ ｉ
ｎ

，

肥胖者较少 ； 在

步行性较低的街 区中 ， ６０ ％ 的居民超重
［

１ ３
］

。

总的来说 ， 步行性的提升除了 增加

步 行出 行 、 公 交出行 、 减少 小汽车出 行

等 直接 影响 外 ， 对于 个 人 （ 或家庭 ） 来

说 ， 能够提升健康 状况 、 减少交通支出 、

改 善生活 品质 ； 对于社 区
（ 或城市 ） 来

说 ， 能够减 少 交通拥 堵 、 引 导 土地开发 、

提 升居民健 康水平 、 降低公共医疔 投入 、

提升城市的宜居性 。

２ 步行性评价

２ ．

１ 步行性评价的研究

步行 交 通的 评价传 统上 釆 用 类 似

机 动车服 务 水平 的评价方法 ，
即 用 行人

流 量除 以步行设施容量来计算步行服务

水平 ， 并将步行服务水平从高到低划分

为 Ａ
－

Ｆ 六个 等级。 该方法 最早 由弗 洛因

（
Ｆ ｒｕ ｉ ｎ） 在１ ９７ １年提出

［
Ｍ

］

， 并 被１ ９８ ５

版和 ２０００ 版的 美 国 公 路 通行 能 力 手 册

（
Ｈ ＣＭ１ ９８５、 ＨＣＭ２０００ ） 和我国的交通工程

手册
［

１ ５
］

釆用 ， 但由 于设有考虑街道环境

对行人 步行体验的影响而遭致 了很 多学

１ ０ ２



步行性评价的研究 与规划应用综述 丨 邓
一凌 陈前虎 过秀成

者的批评
［
１ ６

］

。 街道整体设计 、 视觉吸引 、

立面通透度 、行道树 、 照明 、 街道活动等
［
３

］

，

街道的设计、 尺度 、 界面 、 景观小 品布

置等
［

１
７ ］

都对行人的步行体验有显著影响。

利用街道环境进行步行服务水平评

价相 比传统的步行服务水平模型更加全面 、

准确
［

１８
］

。 比如莫译尔 （ Ｍ ｏ ｚ ｅ ｒ
） 在 １ ９９４

年提出 了考虑人行道的流率 、 与最外侧车

道间的缓冲空间 、 最外侧车道的机动车流

量 、 最外侧车道的机动车车速等主要因素

和街道步行空间 与建筑内部空间的通透度 、

重型车交通量 、 交叉 □等待时间等次要因

素的加权综合分析方法 。 该方法并设有采

用统一的评价标准 ，
而是根据使用者的意

见对设施进行评分
Ｕ ９

】

。 兰第斯 （
Ｌａ ｎ ｄ ｉ ｓ ）

等人 在 ２００１ 车提 出 了 考虑 人行道宽度 、

有无 ， 机动车车速、 流量 、 车道数 ， 行人

和机动车 间的隔离情況等影响因素的加权

综含分析方法
［
２０

］

。 美国佛罗 里达州交通

运输部提出 了考虑有无人行道、 行人和机

动车间隔的距离 、 物理隔离措施、 机动车

交通的流置和速度等主要因素和街道几何

设计 、 交通信号等次要因素的加权综合方

法 ， 该方法被纳入到了 ２０ １ ０版美国公路

通行能力手册 （ ＨＣＭ２０ １ ０ ） 中
ｔ ２Ｕ

。

２ ． ２ 步行性评价的工具

２ ．２ ．
１ 基于人工调查的评价工具

随着使用街道元素评价步行性的研

究不断深人 ，

一

些全面和实用的步行性

评价工具被提 出 ， 应用于城市规划 、 公

共健康等领域。 比如 Ｃ ｌ ｉｆｔ ｏ ｎ 等人提出

的步行环境数据审査 （
Ｐ Ｅ Ｄ Ｓ

） 包括宏观

环境 、 步行设施 、 道路厲性、 微观的步

行和 自 行车环境、 总体的主观评价等 ５

大类 共 ４ ０ 个 问 题 ， 主 要适 用于美 国的

步行环境
［
２ ２

］

。 Ｐ ｉ ｋｏ ｒａ 等 人提 出的系统

性步行和 自行车环境审査 （
Ｓ Ｐ ＡＣ Ｅ Ｓ ） 包

括功能、 安全 、 美学、 目 的地等 ４ 大类

共 ３２ 个 问题 ， 主要适 用 于澳大利 亚 的

步行环境
［
２ ３

］

。
Ｅ ｍ ｅ ｒ ｙ 等人提出的步行和

自 行车可持续性评估方法 （
ＷＡＢ ＳＡ  ） 比较

简单 ，
包括人 行道宽度 、 路面情況 、 缓

冲带 宽度 、 路缘石坡度 、 路灯、 自 行车

道宽度 及物理分隔等 １ ５ 个 问题 。 戴

（
Ｄ ａｙ ）

等 人 在 ２００６ 年提 出 的街道评价

工具
——

欧文
一

明尼苏达清单 （ Ｉ ｒ ｖ ｉ ｎ ｅ

Ｍ ｉｎ ｎｅ ｓｏｔ ａ Ｉｎ ｖｅｎ ｔｏ ｒ
ｙ ，Ｉ Ｍ Ｉ） ， 包含可达

性、 愉悦度 、 交通安全、 社会治安等多

个大类的 １ ６０ 多项 指标 ， 其 中大量的指

标都 与街道步行环境相关
［
２５

］

。 新西兰交

通部于 ２００ ７ 年提 出的社区街道评价方法

（
Ｃｏｍｍ ｕ ｎ ｉ ｔ

ｙＳｔ ｒｅｅｔＲｅｖｉｅｗ ， Ｃ ＳＲ ） ， 包

含 ５ １ 个物理特性指标和 ３ ７ 个运行特性

指 标 ，
物理特性指标 如 人 行道宽度 、 坡

度等 ，
运行 特性指 标 如 交 通量 、 天气

等 ， 使用打分法对街道步行环境进行评

价
［
２ ６

］

。 英国交通研究实验室提出 的步行

环境评价体系 （ Ｐｅｄ ｅｓｔ ｒｉａｎＥｎｖ ｉ ｒｏｎｍｅ ｎｔ

Ｒｅｖ ｉｅｗＳ
ｙ
ｓｔｅｍ ，ＰＥ ＲＳ ） 包括对街道 中的

路段 、 过街 、 路径 、
公交等待 区 、 公共

空间 、 换乘 空间等 ６ 类空 间的 调研和评

分
［ ２７ ］

。 扬盖尔 （ Ｊ ａ ｎ Ｇ ｅ ｈ ｌ
） 创建的公共

生活
一公共空间调研方法 （ Ｐｕ ｂ ｌ

ｉ
ｃＬ ｉ

ｆ ｅ

Ｐｕ ｂｌ ｉｃＳ ｐ
ａｃｅ

，ＰＬＰ Ｓ ） 包括对公共生活和

公 共空 间两方面的 调研 ， 该方法于 １ ９６８

年首次应用于丹麦哥本哈根 ， 目 前已在

伦敦 、 悉尼 、 纽约 、 墨尔 本、 苏黎世等

诸 多城 市应 用
［
２８

］

。 世 界银 行提 出 的 全

球步行指数 （ Ｇ ｌ
ｏｂ ａ ｌＷａ ｌｋａｂ ｉ ｌ ｉｔｙＩ ｎｄｅ ｘ，

Ｇ Ｗ Ｉ ） 将调査内容分三部分 ： 步行环境实

地调査、 政府及利益相关者调査、 步行

者访谈 。 设计的初衷旨在 提高 发展中 国

家政府对步行交通的 关注 ， 调研方法和

评价指标 比较简单 ， 更 多考虑到可操作

性和可推广性
ｔ
２ ９

］

。

２ ．２ ．
２ 基于地图数据的评价工具

商店 、 超市 、 健身中心 、 公园等生

活便利设施的可达性是影响步行性的重

要因棄 。 基于地图数据的评价工具使用

在线地 图提 供的 数据 （ 如 ｇ
ｏ ｏ

ｇ
ｌ ｅ 地图 、

ｏ ｐｅ
ｎｓｔ ｒｅ ｅ ｔ地图 ＞ ， 考虑生活服务设施

的密度 、 多样性等 ， 通过开发计算机程

序计算步行性。 比如 ｗａ ｌｋ ｓｃ ｏ ｒｅ
．
ｃ ｏｍ

［３
０

］

考虑不同 的生活服务设施如公 园 、 零售 、

餐饮等的种类和空间 布局来估计步行性 ，

并引 入距离衰减、 交叉 □密度 、 街区长

度等因素来提高测度的准确性。 ｗａ ｌ ｋｓｈｅｄ
．

ｏ ｒ
ｇ

［
３Ｕ
也开发了 一个类似的计算机程序 ，

但可 以让使用者 自 定义不同生活服务设

施的权重〇 这两个网站 都将步行性标准
＿

化为 １ ００ 分 ， 便于使用者理解和房产中

介等其他服务供应商使用 。 尽管基于地

圈 数据的评价工具仅考虑了 可达性这
一

影响步行性的重要因素 ， 但
一些研究表

明上述指数能够 与居民主观上理解的步

行性吻含
［
３２

］

， 也可 以和使用 人工调査的

方法得到的步行性互相验证
［
３ ３

］

。

２
．
２

．
３ 基于众包的评价工具

ｗａ ｌ ｋｏｎｏｍ ｉｃｓ
．
ｃｏｍ

［
３ ４

］

是
一

个采用众包

的步行性评分 网站 ， 考虑 交通 安全、 过

街难 易 、 人 行道、 坡度 、 指路标识、 人

身安全等方面 ， 通过在网络上发布打分

系统 ， 邀谓社区 居民对 自 己熟悉的街道

进行打分 ， 综含分析后进行发布 。

表 １ 对上述 ３ 类步行性评价工具的

特点进行了总结 。

３ 步行性评价的规划应用

步行性 除了在城市交通 、 公共卫生 、

公共安全等领域的研究 中 应用外 ， 也被

越来越多 地应 用 于 城市规划的 实践 中 。

论文分 别选取 了步行性评价在城 市对 比 、

现状 调研、 方案生成 、 方案评估 中的应

用案例进行介绍 。

３ ．１ 城市对比

国际非政府组织 自然资源保护协会

于 ２０ １ ４ 年发布了 〈 中 国城市步行 友好性

评价＞中期报告 。 报告对 ３５ 个国内城市

的步行性进行 了评价 ， 并将 ３５ 个城市按

照步行性的高低分 为 ５ 级 ， 如表 ２ 所示。

评价的指标体系分为 ４ 个大类 ， 每个大

类包含 ３ 个 指标 ， 分 别为 ： 安 全性 （ 交

通 事故死亡率 、 人均机 动车拥有量 、 人

１０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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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 １ ８ ． ０２ ｜

－

７ 交通 ＴＲＡＮＳ ＰＯＲＴ

表 １ 不同评价方法的 比较分析

评价方法 难易程度 适用 范围 规划应用

基于人工调査的评价工具 需要根据实际情况定制调査表格
，
依靠人工调査 、 工作置大

基于地图数据的评价工具 需要开发计算机程序或应 用 ＧＩ Ｓ ， 对基础数据要求较高

基于众包的评价工具需要开发网站或手机ＡＰＰ
，
并吸引较多的用户使用

较小 ，

一般为街道或社区

较 大 ，

一

般为城市

较 大 ，

一

般为城市

规划中的现状调研
，
发现问题

城市间 、 社区间的对 比 ， 规划方案的评估

现状评估 ， 找出城市中步行性较差的街

道 、 社区

表 ２３５个城市的步行性分级结果

步行性分级 城市

步行天堂 （
１ 个 ）

很适宜步行 （ ４个 ）

适宜步行 （
８个 ）

较适宜步行 （ １ ７个 ）

不适宜步行 （ ５个 ）

香港

深圳 、 上海 、 广州 、 大连

青岛 、 厦门 、 济南 、 海□ 、
九江

、
北京 、 重庆 、

威海

昆明 、
成都、 铜陵 、 遵义 、 杭州 、 长春 、 宁波 、 西安、

ｊ

鄂尔多斯 、 鹤岗 、 常熟 、 榆林 、 吐魯番

菊京 、 天 ；輩 、 南宁 、
西宁 、

张家 □
、 武汉 、

常州 、 哈尔滨 、 沈阳

行 道面 积率 ） 、 舒适性 （ 树阴 路 覆盖率 、

空气质量 、 步行得分 ）、 便捷性 （ 道路密度 、

道路宽度 、 步行可达性 ） 、 政策与管理 （ 官

员表率 、
人行道管理 、 步行设施建设 ）

［
３ ５

］

。

其 中 ９ 个指标 为定量指标 ， 交通事故死

亡率 、 人 均机动车拥有 量 、 人 行道面积

率、 树阴 路 覆盖率、 空气质量 、 道路密

度 、 道路宽度 数据源 自政府发布的信息

（
包括 出版物 、 年鉴 、 公告 、 工作报告 ）

；

步行得分来源于 ｗ ａ ｌ ｋ ｓｃ ｏｒ ｅ ． ｃｏ ｍ ； 步行可

达性釆用 Ｇ ｏ ｏ ｇ
ｌ ｅ 地图计算随机选取起始

点 间 的直接程度 。 其 余 ３ 个 为 定性指标 ，

政府表率为政府官员是否带头绿色出行 ；

人行道 管理 为 是否被作 为 城管或交警的

工 作重点 ； 步行设施建设 为是否编制并

实施步行专 项规划。 指标的权重 由专家

打分 法获得 。 使用 步行性对城市进行排

名
， 能够直观地反映城市步行环境是否

友好 ， 清晰城市的定位 ， 揭示差距和问题 ，

明确 发展的 目 标 ， 并 最终 引导和激励城

市正女府改善步行环境 。

３ ． ２ 现状调研

在现行的街道设计流程中 ，
对现场

的勘察还仅仅停留 在对场地现状 的
一

般

了 解上 ， 缺 少 对场地Ｈ］ 边环境的深 入 调

査和对市 民公共生活现状 与需求的调査 。

Ｐ Ｅ Ｒ Ｓ 是一个街 道步 行性评 价工 具 ，

可 以 对 街道上 的 路段 （ 包 括 人 行横 道 、

地道 、 天桥 ）
、 过街 （

包括正式的和非正

式的 ） 、 路径 （ 关键 目的地之间 ） 、 公共交

通等待区 （ 包 括公交站 点和 出租 车候 车

区
）、
公 共空 间 （ 包括广 场和公 园 ）

、 换

乘空间等 ６ 类空间 总共近 ６０ 个项 目 进行

评分 。 经 过训练 的调查 人 员对每 个项 目

分别给予 ［

－

３ ，
＋３］ 的评分 ， 并 可以附加照

片和评论 。

伦敦交通部门将 ＰＥ ＲＳ 用于评估 ４ 条

从临近的地铁站点出 发到 ＥｘＣ ｅＬ 会展 中心

的步行路径 ， 该中心是 ２０ １ ２ 年伦敦奧运

会重要场馆 ，
如 图 １ 所示 。 由于路径连

接奧运场馆 ， 且固边有大 片 未开发 、 贫

困 聚 集 和犯罪 高发的区 域 ， 因此评价特

别注重 人 群集 聚时的步行设施容 量 ， 步

行导 向的 易读性 ， 行 人 的人 身 安全
，
步

行环境的质量 。 通过使用 ＰＥ Ｒ Ｓ 调研 ４ 条

步行路径的情况 ， 发现 了诸 多现状存在

的 问题 ， 提出 了 交叉 □重新设计 、 加强

指路信息 、
人行道重新铺装等建议和 １ ００

多项能够立即 改善步行问题 的具体措施 ，

并确定了改善项 目 的优先级
［
２７

］

。

３ ． ３ 方案生成

菲尼克斯规划部 门在开展 Ｔ ０ Ｄ规划

时 ， 使用居住 、 就业 、 Ｗａ ｌ ｋＳｃｏｒｅ 数据评

估了 已 有轻轨站点的 ＴＯ Ｄ 情 况并预测 了

规划轻轨站点的 Ｔ ０ Ｄ 潜力 。 对已有的轻

轨站点 ，
评估结果可 以被 用 来选择是否

需要进行规制改革 （ 包括分 区法规 、 工

程法规 ） 或者步行环境的改 蕃 （ 包括人

行道 、 绿 化 、 人 行过 街 、 非机 动 车 道、

停车等 ）。 对规划的轻轨站点 ， 预测结果

可 以被用 来分析哪些走廊和站点最有 Ｔ ０ Ｄ

的潜力
［
３６

］

。 轻轨站点的 Ｗａ ｌ ｋＳｃｏ ｒｅ 如 图

２ 所示 。

３ ． ４ 方案评估

步行性评价还能 用于评估土地利 用

和交通规划方案 。 埃里克 （
Ｅ ｒ ｉ ｃ ） 基于波

特 兰现状 地块 、 街道 、
土地利 用 、

居住

人 □ 、 就业 岗位、 人 行道、 公 交站点等

既有数据利用 Ｇ Ｉ Ｓ 计算 了１ ２ 个 影响步行

１ 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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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因素 ， 包括人 □密度 、 就业岗位密度 、

土 地利用 混含度 、 地块尺 度 、 居住临近

便利设施的程度 、 居住临近公交的程度 、

就业岗 位临近公交的程 度 、 街道网络密

度 、 街道网络连通性 、 人 行道的覆盖程

度 、 街道过街距离 、 步行路径的直接程度 ，

对 个 因素进行归
一

化后根据其对步行

出 行影响 程度 的大小进行加权综含 ， 分

别应用于波特兰现状和规划情景的分析 。

对现状的分析 可以 划分 出 有步行可接 受

的区 域 、 步行 不理 想的区 域 、 未开 发的

区 域 ， 对规划情景的分析可以划分 出步

行可接受的区域和步行 仍不理 想的 区域 ，

如 图 ３ 所 示 。 其中 规划实施之后步行 仍

不理想的区域是规划方案调整的重点
［３７ ］

。

４ 结论

步行性评价的研究经历 了 从最初关

注容量 、 需求 、 流 量 、 速度 等交通特 征

到后来注重环境质量和行人 感受的转 变

过程 ， 并且随着研究的深 入 ，
考 虑的因

素越来越多 。 论文归纳的三类步行性评

价工具各有特点 ， 基于人 工调查的评价

工具获 取的信息 最丰富 ，
能够发现现状

问题 、 提 出解决方案 ，
但对 调查 人 员 的

要求较高、 调查工作量较大 。
一

般只 用

于较小的范 围 ， 比如社区 或者街道 ，
即

使在城市 中应用 ，
也只 是选择性的用 于

一些 片 区 ， 比 如世界银行提出 的全球步

行指 数 中就只 是在每个城市选择
一个商

业 区 、 公交枢纽 区 、 教育 区 、 居住区 进

行 城 市步 行环 境 的 实 地 调查 。 基 于地

图 数据的评价工 具由 于基础数据容易 获

取 ， 能够大范围的应用 。 适含 用 于城市

间 、 社区 间的对 比 ， 或者从建成环境的

视 角对城市规划 方案进行评价 。 基于众

包的评价工具利 用了 互联网共享经济理

念 ， 可 以低成本地获取步行性评价的 数

据 。 不 仅是很好的公众参 与的形 式 ， 与

前 两 类 工具结含 ， 还能够发挥更 大的效

用 。 比如首先使用 基于众 包的评价 工具

确定城市 中存在 问题较 多的街道或社区 ，

再使用 基于人 工 调査的评价工具对这些

重点街道或社 区 进行详 细的调査 ， 可 以

解决 基 于 人工调査的评价 工具很难在较
图 １ 伦敦奥运场馆 与地铁站 间的路径

图２ 菲尼克斯轻轨站点的Ｗ ａ
ｌｋ Ｓｃｏ ｒｅ图３ 波特兰现状和规划的步行性分析图

１ ０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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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范围 内 应用 的问 题 。 或者将 基于众 包

的评价工具和基于地图 数据的评价 工具

中 得到的评价数 据结含 ，
既能考 虑可达

性因 秦 ， 又 能考虑街 道环境因 素 ，
最终

得到的步行性评价会更加真实 、 准确 。

国外的步行性评价工具非常多 ，
但

是我国的步行出 行主体——行 人 和步行

出 行客体——步行环境 与 国外 发达国家

有非常大的不同 ， 因 此国外的步行性评

价工具在 国 内 应用时 ， 必须开展适应性

的研究
， 并 根据我国的实 际情 况进行改

进。 目 前 已经 有了
一些成功的案例 ， 比

如 亚 洲开发银行完成的 《 亚洲城市步行

性和步行设施 》 报告中 ，
尽管使 用 了世

界银行提出 的全球步行指数方法 ， 但结

含亚 洲城市的实 际情况 ， 新增 了步 行路

径的有效性、 步行 过街设施的 有效性等

指标
［
３ ８

］

。 吴健生等人 考虑到国 内 居民对

酒 吧 、 咖啡 厅等生活便 利设施 的接 受度

和对超级市场 、 便 利店 等生活便 利设施

的需求度 与 国外居民 显著不同 ， 将 Ｗ ａ ｌ ｋ

Ｓｃ ｏ ｒｅ 的评价方法进行了 改进 ， 应用于深

圳市福 田区 日 常生活设施配置的含理性

的评估
［
３ ９

］

。

步 行性评价工具 已经在国 内
一些规

划项 目 中应用 ， 比如姜洋等将 Ｐ Ｌ Ｐ Ｓ 方法

用 于重庆市步行和 自行 车交通规划设计的

现状调研中
［ ４Ｑ ］

， 简海云 将 Ｐ Ｌ Ｐ Ｓ 方法用 于

昆明市滨河步行道的现状调研中
［
４ １

］

， 王

悦和 姜洋将 Ｐ Ｌ Ｐ Ｓ 方法应用于上 海市黄 浦

区 的街道重建规划设计的现状调研 中
ｗ］

。

总的来说 ， 目 前步行性评价工 具在国 内规

划项 目 中的应用 大多是将 Ｐ Ｌ Ｐ Ｓ 方法用 于

现状调研中 。 从论文中介绍的规划应用案

例来看
，
步行性评价的应用范围可以进一

步扩展 ， 步行性评价除了提供完备的调査

工具
，
还提供了科学的量化方法 ， 因此除

了 用于现状调研外
，

还能用 于步行交通规

划 、 城市更新规划 、 Ｔ ０ Ｄ 规划等方案的生

成和评价 。 步行性评价的方法也可 以更加

丰富 ， 比如现状调研中除了应用 Ｐ Ｌ ＰＳ 方

法外 ， 还可以应用 Ｐ ＥＲ Ｓ 等方法。 Ｐ Ｅ Ｒ Ｓ 方

法更加关注微观的步行设施和步行环境 ，

能够直接指导街道步行改善设计的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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