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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对传统都市圈综合交通规划问题进行反思的基础上，总结都市圈空间与交通协同发展的先进国际经验，提出“一
目标—三体系—一保障”的都市圈国土空间与综合交通协同规划框架，并结合国内都市圈规划实践案例，提出对应的协同
规划策略。研究认为，都市圈综合交通应建立系统协调的规划思维，突破传统“点—轴”式骨干通道引领都市圈空间结构
的简单逻辑，强调交通网络对都市圈网络化空间格局的支撑，以及交通与生态、产业、公共服务等其他功能要素的高效协同，
并注重交通组织方式的多层次协调和一体化布局，同时配套相应的协同保障机制，以期为我国都市圈国土空间规划中综合
交通内容的编制提供技术思路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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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nergistic Planning Framework and Strategy of Territorial Space and Comprehensive Transportation in 
Metropolitan Region/HU Gangyu, HE Yang, HUANG Jianzhong, ZHANG Qiao, SHI Jianing
[Abstract] On the basis of the reflection on the comprehensive transportation development problems and the summary of 
international experience, a "one goal-three systems-one guarantee" technical framework for the synergistic planning of territorial 
space and comprehensive transportation in the metropolitan region is proposed. In combination with some domestic metropolitan 
region planning cases, the collaborative planning strategies are proposed. The study suggests that the comprehensive 
transportation should establish a systematic and coordinated planning thinking, break through the simple logic of the traditional 
"point-axis" backbone, emphasize the support of the traffic network for the networked spatial pattern of the metropolitan region. 
Meanwhile the transportation should have efficient coordination with other functional elements such as ecology, industry, public 
service, etc, and pay attention to the multi-level coordination and integrated layout. At the same time, coordination guarantee 
mechanism shall be provided, in order to provide technical ideas for the compilation of comprehensive transportation in the 
territorial spatial planning of the metropolitan reg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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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需求产生的根源；综合交通是国土空间的重要支撑，
其方式结构和设施供给决定了国土空间实现经济社会
活动的效率。因此，国土空间与综合交通的互动协同
发展是国土空间规划的必然要求和重要基础。都市圈
国土空间规划中的综合交通内容需要有效表达总体规
划的意图，形成相对独立的可供传导的规划内容，纵
向传导给下级规划，横向传导给同级综合交通专项规

0　引言

2021 年 9 月，《都市圈国土空间规划编制规程》
( 报批稿 )( 以下简称《规程》) 公示，至此我国第一个
区域层面的国土空间规划编制规程诞生，标志着都市圈
国土空间规划成为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中承上启下的重要
一环。国土空间是生产、生活、生态活动的载体，是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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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指导同级综合交通专项规划的编制，
由此可见其是总体规划和专项规划同步
编制、横向传导的桥梁与媒介。这就要
求国土空间与综合交通实现全面协同，
才能有效表达总体规划的意图。

研究探寻既有都市圈综合交通发展
面临的问题，总结国际先进经验，提出
“一目标—三体系—一保障”的都市圈
国土空间与综合交通协同规划框架，聚
焦战略目标、总体格局、城市功能、交
通统筹、协同保障等方面，提出对应的
规划策略，以期为我国都市圈国土空间
规划中综合交通内容的编制提供思路。

1　都市圈综合交通发展面临的
主要问题

《规程》指出“都市圈国土空间规
划是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中跨省 ( 区、市 )
或跨市县层面的区域性规划，是全国或
省级层面国土空间规划的重要专项规
划”[1]。赵民 [2] 认为都市圈国土空间规划
要在“跨行政区域”这个特定区域发挥
区域协调等特定功能。综合交通专项规
划不应只是“大局已定”基础上的第二
层次的专项规划，而应是有机融入其中
的重要构成部分 [3]。

现阶段都市圈综合交通发展，以及
与国土空间规划多要素的融合面临较大
的问题和挑战：①传统交通规划侧重增
量扩张思维，充分满足地方交通运输系
统的发展诉求，而国土空间规划强调系
统协调、集约发展，都市圈国土空间规
划中的综合交通内容要实现规划思维的
转变；②以往区域规划多聚焦重点城市
和交通骨干引领的战略性通道，侧重构
建“点—轴”式空间结构，已难以适应
全球城市区域“流空间”组织引领下的
“对流型、网络化”都市圈空间格局，
都市圈交通体系如何支撑城镇关系网络
构建和带动网络核心节点发展成为重点；
③都市圈内功能地域的多元性强调各类

要素的自由流动，交通是各类“流”最
重要的载体，是都市圈各功能空间高效
组织最重要的手段，如何形成系统集约
的交通设施布局，统筹交通与生态、产
业、公共服务等其他要素的高效协同发
展是国土空间规划的要求，也是交通体
系发展的主要目的；④都市圈空间层次
复杂，都市圈内的集中城市化地区与农
村地区虽然板块之间不完全延绵，难以
用城市交通来组织，但是板块之间的联
系较强 [4]，这对交通组织方式的多层次
协调和一体化布局，如轨道交通网络制
式选择和融合等提出挑战；⑤都市圈交
通是承上启下的网络，需要采用新的组
织方式 [4]，破除行政边界，各城镇跨界
协同、共建互利是构建都市圈高效交通
网络的关键保障。

2　都市圈空间与交通协同发展的
国际经验

经过长期探索，在东京都市圈、伦
敦都市圈、巴黎都市圈等发达国家都市
圈的规划编制中，空间与交通协同规划
的概念趋于成熟，形成了具有参考价值
的国际经验 [5-7]：一是都市圈交通尤其是
轨道交通，应与都市圈圈层结构和差异
化发展目标相匹配；二是交通可达性对
地区发展起到关键性作用，需结合不同
的可达性提出差异化规划要求；三是交
通网络与其他要素网络的结合能有效促
进区域一体化发展；四是交通体系内部
需统筹协调、分工互补；五是通过相关
协同政策的保障，促进规划目标的有效
落实。见表 1。

东京都市圈庞大的轨道交通网络在
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城市空间形态 [5]。东
京都市圈的轨道交通系统包括对外轨道
交通系统、区域轨道交通系统、城市轨道
交通系统等 3 个层次，不同运行速度的
轨道交通系统服务不同的距离圈层。东
京都市圈轨道交通系统实现了与都市圈

圈层结构、差异化发展目标的匹配。
伦敦都市圈在划定的中央活动区、

中心区、郊区三级圈层的基础上，按照
交通联系和空间发展轴线，划定机遇地
区和增长廊道，再结合交通可达性提出
差异化的规划要求和策略 [6]。2011 年大
伦敦规划提出绿色空间网络与交通网络
两网融合，最终形成“两区五轴”的城
市廊道，促进了都市圈区域一体化发展[8]。

巴黎都市圈的主要轨道交通包括地
铁和市郊铁路，其中市郊铁路主要由巴
黎大区市域铁路快线 (RER) 和法兰西岛
区域铁路 (Transilien) 组成。RER 线路
建设的主要目的是便于乘客快速穿越整
个巴黎市和从近郊不经换乘就可以到达
市中心；Transilien 线路主要服务于巴
黎都市圈外围 RER 线路未覆盖的区域，
向巴黎都市圈的各个方向延伸。“RER
贯穿式 +Transilien 放射式”的总体布
局模式支撑了巴黎都市圈多中心城镇的
发展 [9]。

3　都市圈国土空间与综合交通
协同规划框架的构建

在强调系统协调的国土空间规划新
阶段，综合交通需要与国土空间规划的
集约发展逻辑相适应，突破传统行业的
思维局限，强调联合行动，充分融入国
土空间规划 [3]。都市圈国土空间规划的
协调作用比以行政区为单位的各级国土
空间总体规划更加有效，都市圈综合交
通也应强调跨行政区、空间多功能要素
的统筹协调，注重保护与发展相结合。
因此，研究结合“流空间”组织引领下
的“对流型、网络化”的都市圈空间演
进趋势，以及全球城市区域先进交通规
划经验，突破传统“点—轴”式骨干通
道引领都市圈空间结构的简单逻辑，聚
焦都市圈交通与空间协同发展，建立“一
目标—三体系—一保障”的都市圈国土空
间与综合交通协同规划框架。其中：“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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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局需要与多中心、多节点相匹配，广
泛覆盖全域城乡空间。都市圈综合交通
支撑都市圈网络化空间格局的构建是协
同的核心目的。

目标”根据都市圈综合交通战略目标与
国土空间规划总体目标协同制定；“三
体系”包括总体格局、城市功能、交通
统筹等 3 个体系，强调综合交通与国土
空间总体格局的协同、综合交通与国土
空间各功能要素的协同以及支撑都市圈
一体化的综合交通体系内部协同；“一
保障”指贯穿规划实施全过程的动态协
同保障机制。见图 1。

4　都市圈国土空间与综合交通
协同规划策略

在“一目标—三体系—一保障”的
都市圈国土空间与综合交通协同规划框
架的指引下，研究结合我国都市圈规划
实践案例，提出与该框架对应的协同规
划策略。

4.1　都市圈综合交通战略目标与
国土空间规划总体目标协同制定

都市圈综合交通应自上而下落实国
家和省级要求，同时自下而上分析都市圈
交通发展现状和基础，判断交通发展问题
和瓶颈，谋划综合交通战略目标，为确定
国土空间总体战略目标提供参考和支撑；
在总体战略目标最终确定后，综合交通
战略目标则要与之紧密对应，体现并落
实总体目标的发展要求 ( 图 2)。部分都
市圈总体目标直接将综合交通目标纳入
其中，如：上海大都市圈基于“共建畅
达流动的高效区域”的总体目标，提出
构建大都市圈城际“一张网”，建设世
界级机场群、港口群等交通战略目标 [10]；
长株潭都市圈要求公共服务均等化、同
城化，全面形成“一小时通勤圈”[11] 等。

4.2　都市圈综合交通与国土空间
总体格局协同

《规程》提出“从交通互联互通及
综合交通系统支撑服务都市圈整体发展
的视角，明确都市圈交通一体化、同城

化的目标，按照都市圈发育程度提出分
圈层的综合交通系统建设策略”[1]。都市
圈国土空间规划在空间结构上应突出开
放导向的网络化格局构建，这种网络化

名称 交通发展战略 空间与交通协同战略

东京都市圈 [5] 强化交通网络、节
能减排、提高防灾
能力、提升交通服
务品质

①打造多层次轨道交通系统支撑圈层结构
②交通走廊和设施与城市主要功能紧密结合
③加密交通网络，实现便捷换乘
④提升交通运营组织效率，支撑城市高效运行

伦敦都市圈 [6] 提升公共交通服务
满意度、节能减排、
减少交通事故、鼓
励非机动交通

①公共交通增长廊道与机遇空间匹配
②强调公交可达性、分区差异化的政策制定和管理
③土地利用与绿色交通一体化，注重非机动交通连
通可达
④不同城市圈层划定不同的绿色交通发展目标

巴黎都市圈 [7] 交通系统品质提升、
引导区域一体化

①社会基础：公共交通体现城市现代性
②政策共识：交通建设引导空间发展
③规划协调：交通设施支撑综合开发
④协作治理：交通服务强化空间整合

表1　国际大都市圈空间与交通协同发展战略

图 2　都市圈综合交通战略目标与国土空间规划总体目标协同制定示意图

图 1　都市圈国土空间与综合交通协同规划框架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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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　交通网络对都市圈网络化城镇
关系的支撑

综合交通通过明确区际重大交通走
廊、重要交通枢纽和骨干交通网络与“三
生”空间的协调关系，优化资源配置，引
导空间要素的结构性重组；构建多条次
级交通廊道，对骨干交通廊道进行补充，
织密交通网络，形成多层次、多节点的交
通网络格局，带动不在发展主轴上的城
镇节点融入区域整体发展格局。陈小鸿 [4]

提出针对都市圈不同空间尺度的布局特
征，确定多模式综合交通层次结构、功能
定位及网络形式以支持空间发展。“大西
宁 2035”战略规划提出构建以“高速铁
路 + 城际铁路 + 市郊铁路 + 城市轨道”
为主，以“都市区快线 + 中低运量轨道线”
为补充的大西宁都市圈多层次轨道交通
系统 ( 表 2)，同时提出轮辐式路网结构体
系，支撑都市圈空间网络化格局的延伸
( 图 3)。
4.2.2　交通可达性对都市圈圈层结构
的支撑

圈层结构是都市圈空间格局的重要
特征之一，我国诸多都市圈规划实践均
以交通可达性划定圈层范围。例如：深
圳都市圈以深圳为核心，根据半小时、
1 小时、2 小时交通通达范围分别划定核
心圈、通勤圈、经济圈 [12]；成都都市圈
构建轨道交通一小时通勤圈 [13] 等。美国、
日本等国以通勤联系作为都市圈界定的
主要指标，但在我国，基于基本国情，
“一小时通勤圈”可能会鼓励大尺度、
大范围通勤，导致基础设施无法负担 [4]。
由此可见，交通可达性只是作为物理意
义上都市圈圈层的划定标准，圈层的结
构功能还要结合都市圈内复杂的城镇关
系来具体判断。见表 3。

4.3　都市圈综合交通与国土空间
各功能要素协同

国土空间具有空间、时间、自然生
态、社会等多种维度，融入国土空间规

轨道层次 功能定位 线路走向 设计速度 /
(km/h)

平均站距 /
km

高速铁路 区域国铁干线，兼顾部分城
际出行

兰州—西宁—乌鲁
木齐

250 ～ 350 80

城际铁路 大西宁通勤与旅游城际交通 兰州—乐都—西宁—
湟源—青海湖

250 25 ～ 30

市郊铁路 服务郊区中长距离的轨道延
伸线

平安—乐都；多巴—
湟源

100 ～ 160 3 ～ 8

城市轨道 服务大西宁各城区的普通轨
道线

平安—西宁—多巴 60 ～ 80 1 ～ 2

都市区快
线

服务大西宁各城区的城市快
轨

平安—西宁—多巴 ≥ 80 3

中低运量
轨道线

以现代有轨电车、BRT 等为
主要形式的轨道交通补充线

多巴—湟源；平安—
乐都；西宁—互助

50 ～ 70 0.5 ～ 1.5

表2　大西宁都市圈多层次轨道交通系统

资料来源：上海同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大西宁”2035 战略规划项目组。

圈层划分 与核心城市
距离 /km 联系目的 联系频率 主要轨道

交通方式

半小时紧
密通勤圈

30 以通勤联系为核心
的全面日常性联系

日常必然或高概率发生联
系活动

城市轨道 +
市域铁路

1  小时综
合服务圈

60 ～ 80 以通勤、生活服务、
常规经济产业联系
为主

周内必然或高概率在一日
或几日内发生联系活动
( 非每日必然联系 )

城际铁路 +
市域铁路

2  小时拓
展联动圈

100 以休闲、旅游等联
系为主

月度可能发生一次或多次
联系活动 ( 非周内必然联
系 )

城际铁路 +
普通铁路

表3　某大城市都市圈交通可达性支撑的圈层结构和功能示例

图 3　大西宁都市圈轮辐式路网结构示意图
资料来源：上海同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大西宁”2035 战略规划项目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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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的交通内容在各个维度上被赋予相应
要求 [3]，即综合交通与其他各功能要素
需形成紧密协同的关系。
4.3.1　综合交通与生态要素协同发展

综合交通与生态要素协同的核心是
树立交通规划的保护逻辑，包括被动保
护和主动保护两方面。被动保护体现为
对生态保护空间的避让，如《中国交通
的可持续发展》白皮书提出交通基础设
施建设要避让耕地、林地、湿地等具有重
要生态功能的国土空间；主动保护体现在
优化空间格局、解决生态用地的碎片化
问题 [14]，以及结合地方交通特色合理开
发旅游资源等方面。例如：上海大都市圈
依托太湖等水系资源，构建具有生态特色
的环太湖绿道，同时强调与周边城镇、
湖群、自然和人文节点的链接，形成环
太湖战略协同区骨干绿道网络 ( 图 4)[10]；
郑州都市圈横跨黄河流域南北五市，为
了实施黄河流域生态保护等国家重大战
略，要求推动区域基础设施布局完善，
实现交通与旅游、康养的深度融合 [15]，
同时加强黄河支流水系和京广高铁、陇
海高铁等交通通道沿线防护林带建设，
构建跨区域骨干生态廊道系统 [16]。
4.3.2　综合交通与产业、公共服务
等功能要素协同发展

都市圈综合交通是国土空间各功能

要素发展的重要前提条件，也是各要素
流动的重要空间载体。都市圈综合交通
需要重点解决区域交通廊道、网络、重
大枢纽设施与产业设施、公共服务设施、
城乡居民点、重大基础设施等方面的协
同问题。交通设施布局对于企业的集聚
发展、产业园间的协作具有指引作用。
依托快速大运量的交通走廊，产品的物
流运输、企业职工的通勤需求等可以得
到保障。例如：南京都市圈鼓励积极发
展现代都市农业，推进环南京 1 小时鲜
活农产品流通圈建设，要求综合交通与
农业空间协同发展，实现农产品运输高
效流通 [17]；成都都市圈为培育高能级制
造业生态圈，协同发展航空航天、轨道
交通、智能制造、电子信息等产业，强
化铁路港、航空港的支撑能力，健全物
流供应链体系 [13]。在公共服务设施方面，
交通承担了维护空间公平的责任。以医
疗卫生设施为例，高等级医疗资源的配
置难以实现均等化，因此需匹配高效的
交通网络以提升其可达性。

4.4　支撑都市圈一体化的综合交通
体系内部协同

都市圈是一个整体，构建都市圈一
体化交通需要重塑整个交通体系，因此
必须是自上而下的谋划，不能是“拼盘”，

也不能在建立起新的体系之前破坏原有
体系 [4]。
4.4.1　特定区域的交通一体化衔接

特定区域包括都市圈间、各市县间
的跨界协同区域、跨界城镇单元，以及
特殊的战略地区、特色地区等。通过区
域交通联动，降低协调成本，提升整体
的空间发展效率。例如：南京都市圈在
湖熟—郭庄地区，通过规划协调，优化
调整扬马城际铁路的线位，并与宁杭城
际铁路合并设置相应站点，与地区空间
布局联动，实现一体化旅游产业开发格
局 [18]；郑州都市圈强调郑州与洛阳间的
城际铁路、高速公路等项目联合建设，
推动郑州、洛阳机场航空资源共享，促
进两城交通协同发展，同时推动郑州与
周边城市如开封、巩义等，构建郑开、
郑巩等城际复合型交通走廊 ( 图 5)，支
撑都市圈一体化建设，推动基础设施布
局由多中心辐射升级为网格化布局 [15]。
4.4.2　分层次交通统筹协调

《规程》提出“分层次空间协同主
要涉及次区域或流域性、区县等协同层
次，各都市圈根据实际需要有选择地制
定分层级协同内容”[1]。每个空间层次有
其对应的交通问题和需求。在以往的研
究中，有学者基于上海大都市圈视角，
提出不同空间层次交通规划关注的重点。

图 4　环太湖战略协同区骨干绿道网络规划图 [10] 图 5　郑开、郑巩等城际复合型交通走廊规划图 [15]

普通铁路
快速铁路
高速公路
快速通道

图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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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既有研究的基础上，研究提出“都市
圈间与都市圈整体 ( 区域 )—次区域或流
域 ( 跨城市 )—城市层次—区县及乡镇层
次”4 个空间层次交通统筹协调的主要内
容和目的。见图 6。
4.4.3　轨道交通“多网融合”

研究结合区域交通需求强度分析，
建构具有针对性、包含不同功能层次的
轨道交通复合线网，即“多网融合”。
一方面将高速铁路、普速铁路、城际铁路、
市域 ( 郊 ) 铁路、城市轨道等多种轨道形
式在硬件设施上有效衔接，另一方面要
在铁路运行管理上实现软融合，如利用
普速铁路线开通城际列车等。上海大都
市圈强调不同类型轨道交通的运行速度
和客运能力与空间形态有不同的对应关
系，通过不同交通方式与轨道交通制式、
站间距、营运模式等的配合，提高轨道
交通的服务能力 [4]；大西宁都市圈也提
出轨道交通“多网融合”的空间意向方
案 ( 图 7)。
4.4.4　一体化的交通服务体系

确定统一的交通管理和服务体系，
加强各交通主管部门间的信息资源共享，
促进府际互信，如建立统一的交通税费
标准、设施建设标准等，是促进都市圈
交通服务同城化的关键。例如，成都都
市圈通过推进公交“一卡互通、一码互
通、优惠共享”，协同搭建公交信息数
据共享平台，推动数据联通、管理协同、
运营融合，以此真正构建多种运输方式
无缝衔接的公共交通服务体系 [13]。

4.5　贯穿规划实施全过程的动态
协同保障机制
4.5.1　面向实施管理的协同保障机制

都市圈国土空间规划要基于区域协
调的视角提供针对性、补充性策略和措
施，包括在体制机制方面的创新建构和
运作设计 [2]。综合交通行政主管部门间
应加强协同，确定好各部门协抓共管的
内容，以及各自的重点管理事项，建立

协调机制，避免因各部门事权不同而缺
乏协同编制的主动性，可以尝试设立都
市圈城际交通综合规划管理机构来进行
统一规划、协调与管理。例如：旧金山
大都市区各市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成
立了湾区政府协会作为半官方性质的联
合政府协调机构，负责制定区域发展规
划和政策，同时还设有大都市交通委员
会等专业性执行机构 [18]；上海大都市圈
空间协同规划研究中心和联盟，也是一
种创新的协同保障模式 [4]。
4.5.2　纵横双向动态反馈机制

区域环境始终处于一个动态发展、
调整的状态，都市圈国土空间规划对反
馈机制建立和完善的需求不断提升 [19]，
应通过构建反馈机制对规划编制做出适
当调整修订，不断提高规划工作的科学
性、实效性。在纵向层面，结合德国杜
塞尔多夫的实际案例发现，德国规划体
系中的“纵向传导”也并非单纯以“自
上而下”为唯一路径，而是包含了对地

方发展诉求与专项领域规定进行回应的
“双向反馈”。在综合交通空间要素传
导时，线状、点状工程项目在选址和可
行性研究等过程中，可能会出现因与上
级规划存在偏差而必须进行空间位置调
整的情况，这就要求上级规划对下级反
馈进行积极回应。在横向层面，综合交
通作为总体规划方案的一部分，应积极
与总体规划方案互动反馈，重大交通基
础设施通过多要素协同研究，将定位、
走向、功能等级等方面的要求反馈并纳
入都市圈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的编制内容，
共同指导下级规划和同级综合交通专项
规划的编制实施。

5　结束语

在区域协调发展和跨区域空间协同
治理的大背景下，建立系统协调、集约
发展的规划思维，适应网络化的都市圈
空间格局，突破传统“点—轴”式骨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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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都市圈综合交通分层次统筹协调主要内容

图 7　 大西宁都市圈轨道交通“多网融合”空间意向方案
资料来源：上海同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大西宁”2035 战略规划项目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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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道引领都市圈空间结构的简单逻辑，
强调交通网络对城镇关系网络和网络核
心节点发展的支撑，以及交通与生态、
产业、公共服务等其他要素的高效协同，
注重交通组织方式的多层次协调和一体
化布局，并配套相应的协同保障机制，
成为都市圈国土空间与综合交通协同规
划的重要导向。

研究在总结都市圈综合交通发展面
临的问题并归纳先进国际经验的基础上，
结合国内部分都市圈规划实践，探索提
出“一目标—三体系—一保障”的都市圈
国土空间与综合交通协同规划框架，涵
盖战略目标、总体格局、城市功能、交
通统筹、协同保障等方面，同时提出协
同发展策略。其中“一目标”强调通过
“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条目标
制定路径的结合，实现都市圈综合交通
发展目标对国土空间规划总体战略目标
的支撑、反馈和落实。“三体系”包括总
体格局、城市功能、交通统筹，强调综
合交通与国土空间总体格局、国土空间
各功能要素的协同发展，以及交通体系
内部的统筹协调：通过构建网络化、多
层次的交通格局，尤其是多层次轨道交
通网络，支撑都市圈内城镇关系的构建，
推动都市圈网络化空间格局的形成；通
过树立被动保护和主动保护两方面的交
通保护逻辑，锚固生态韧性底线，解决
综合交通与产业设施、公共服务设施、城
乡居民点、重大基础设施等的协同问题，
优化整体格局；注重特定区域的交通一体
化衔接，构建“都市圈间与都市圈整体
( 区域 )—次区域或流域 ( 跨城市 )—城市
层次—区县及乡镇层次”4 个空间层次的
交通统筹协调逻辑，促进轨道交通“多
网融合”和一体化交通服务体系的打造。
“一保障”即搭建多主体协同平台，保障
规划实施全过程的动态协同。研究期望
在我国城镇化发展和国土空间规划的转
型期，为都市圈国土空间规划中综合交
通内容的编制提供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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