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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请根据“给定资料 1”，概括我国大城市交通拥堵问题的原因。(10 分)

要求：全面简明，条理清晰，不超过 200 字。

【参考解析】

1．城市发展突破城市总体规划的限制规模，给交通系统带来压力。

2．相关法律约束、价格杠杆调节及正确社会导向缺失，市民文明素养低，使城市人口

密度与小汽车保有量之间呈现畸形对应关系，激化交通供需矛盾。

3．城市公共交通竞争力不足，难以吸引小汽车使用者转变出行方式。

4．以步行和自行车为主的绿色出行方式日益萎缩，很大程度上增加了城市交通系统的

压力。

（二）请根据“给定资料 2”，谈谈香港城市交通发展给 Y 市带来的启示。(15

分)

要求：准确、全面、精炼，不超过 150 字。

【参考解析】

1．发展以轨道交通为骨干的公共交通，实现城市交通的高效运转，协调城市交通与高

强度土地开发的关系。

2．科学规划，建设可持续宜居的城市。

3．建立权责明晰的交通管理体制。

4．实施科学、严厉的管理处罚措施。

5．运用先进的科学控制手段，实现公共交通的智能化管理。

6．建设多功能、高效率的城市综合体。

（三）请根据“给定资料 5”，提出缓解城市交通压力的具体措施。(15 分)

要求：针对性强，措施合理、可行。不超过 300 字。

【参考解析】

1．优化改造交通路网，发挥交通网络规模效应，提高城市道路的利用率。

2．增发挥政府主导作用，加政府财政投入，完善配套基础设施。

3．控制机动车保有量，减少非机动车与机动车交汇的几率，比如建天桥、地下通道、

自行车道单独分离等。

4．增加公共交通比重，倡导公交出行。探索发展共享单车、共享汽车等新模式。

5．物联网技术，实时发布地区交通流量，预估拥堵地区对于合乘车辆给予通行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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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励多人一车，提高出行效率

6．发展以轨道交通为骨干的公共交通，实现城市交通的高效运转，城市道路需求与土

地供给之间的平衡。

（四）智慧交通是智慧城市的关键环节，假如你是交管部门的一名工作人员，

请结合“给定资料 3—4”，就如何更好地发展智慧交通写一份简报。(20 分)

要求：紧扣材料，语言流畅，有逻辑性，字数不超过 500 字。

【参考解析】

关于更好推进智慧交通建设的简报

智慧交通建设是智慧城市的关键环节。智慧交通可以解决当前城市中存在的交通拥堵等

问题，实现科学化的交通管理。同时，只有更好地推进智慧交通建设，才能顺应当前的科技

发展的趋势。关于如何构建高效的智慧交通，具体措施如下：

一、规划先行，协作共赢。制定智慧交通相关规划，并成立专门实施机构。多部门联合，

并开展高效的信息共享和协作。智慧交通涉及到政府和企业，政府部门中也包括城管交管等

多个部门，因此更需要规划与协作。

二、政府支持，规范引导。一方面，政府部门应开放合作空间，利用好互联网公司的大

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另一方面，政府站在发展智慧交通的角度，予以必要的规范和支持，

体现“审慎包容”的态度，不仅要营造宽松安全的环境，改善交通规则、硬件设施，而且要

出台文件界定规则。

三、注重技术研发。重视新技术研发，投入人力、物力以及资金在智慧交通系统相关的

新技术研发上。

四、构建成熟智慧交通体系。在建立智慧交通系统的基础上，不断完善，构建体系联动

的成熟的智慧交通系统。

（五）参考给定资料，结合对立统一规律，以“城市交通建设之我见”为题，

写一篇文章。(40 分)

要求：1.思想深刻，观点明确；

2.内容充实，结构完整，语言畅达；

3.总字数 1200 字左右。

【参考解析】

城市交通建设之我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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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交通是指城市道路系统间的公众出行和客货输送。我国城市交通建设经过 60 多年

发展，有力地促进了城市发展，但是也存在诸如交通拥堵、道路设施疏于维护等导致的出行

难、出行贵等问题。这些问题的根源在于城市交通供给与需求的矛盾，表现为供给的数量和

质量与需求的数量和质量的不匹配。因此有必要分析城市交通供给与需求的对立统一关系，

为城市交通建设提供改进思路。

在城市交通需求与供给这一对矛盾中，城市交通需求处于支配地位，而城市交通供给处

于次要地位；城市交通需求支配、决定、引领和推动城市交通供给向前发展，同时城市交通

供给又反作用于城市交通需求。城市交通供给与需求矛盾主要是由处于主要矛盾地位的城市

交通需求决定，而处于次要矛盾地位的城市交通供给也会制约和影响城市交通需求，二者的

地位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只有把握了这种对立统一规律，才能最终实现城市交通的

良性发展。

城市道路供给与需求之间的对立性主要体现在城市道路供给的有限性和城市道路需求

的无限性之间的矛盾，由于城市交通基础设施建设耗资巨大，且具有网络规模效应特点，需

要达到一定规模才能产生效应，同时后期的修缮、维护也需要大量费用，加上政府财政资金

的有限，使得城市道路的供给是有限的。另一方面，国家大力推动汽车产业发展，人们可支

配收入增加，加上城市化，城市人口增加交通需求增大，使得的城市交通需求不断扩张，因

而城市道路需求是无限的。

城市交通建设统一于道路交通的承载力，统一于城市道路交通供给与需求的相对平衡。

从对立统一规律分析来看，城市交通建设的关键就在于道路供给与需求的相对平衡，以及道

路交通的承载力的扩大。

对此，一方面要抑制和引导城市道路需求。由于城市道路资源供给的有限性及其对城市

交通的决定性制约作用，而且城市道路资源需求主要体现为个性化的私家小汽车出行，所以

必须充分考虑私家小汽车出行对城市道路资源的需求及其影响。由于城市交通中各种交通方

式的动态人均时空消耗和动态人均占地面积的不同，所以在城市道路资源供给不足的情况下，

为了实现城市道路资源的供给与需求的相对均衡，可以抑制城市道路资源的需求。具体来说，

就是要发展各种交通方式的动态人均时空消耗和动态人均占地面积较少的交通方式，从而更

好地为城市居民出行提供条件，解决城市交通问题，更好地服务于城市交通出行需求。

另一方面要适度增加城市道路供给。优化既有的城市道路基础设施，优化城市路网等级

结构。合理的城市道路网结构应该按照城市快速路、主干路、次干路、支路等不同功能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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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规模，配置不同数量的各等级道路，各等级道路相互支撑和服务，实现各等级道路供给

以及整个道路网供给效用的最大化。也就是，按照交通供给能力最大原则进行的各等级道路

的优化组合、相互依存，更好地完成城市道路交通的集中和疏散功能，提高城市交通效率。

城市交通建设是难题，破解难题首先需要思路正确，观念科学，认识到需求和供给的对

立统一性；其次，要遵循这个认识，统筹处理“抑”和“增”的关系。这才是城市交通建设

的正确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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