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服务内容及技术要求

围绕“定原则、补短板、做提升”的原则来编制贵州科学城综合

交通规划，相关要求如下：

（一）规划文本结构与框架

明确顶层规划方案：首先明确贵州科学城综合交通规划方案，包括规

划目标、指导思想、基本原则等。对标国内领先科学城，研究国内领

先科学城综合交通规划，如金鸡湖科学城、光明湖科学城、松山湖科

学城等。

分析短板与提升策略：通过现状调研、踏勘等方式，摸清科学城现状

交通建设情况，找出存在问题短板，为后续规划方案做支撑，同时对

比贵州科学城与国内领先科学城的差距，识别在综合交通规划理念、

设施水平、智能化程度等方面的短板，并提出针对性的提升策略。如

基础设施老化、规划前瞻性不足等。

（二）现状分析与问题诊断深化、提升策略

1.强化问题根源剖析：深入挖掘当前交通体系问题的根源，从城

市发展战略、规划设计理念、管理体制机制等多维度分析，明确哪些

问题是由于规划前瞻性不足、哪些是管理协调不畅导致，为针对性提

出解决方案提供依据。

2.细化区域差异分析：深入分析不同时段交通体系的运行情况，

深化现状分析，采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详细阐述当前交通体

系存在的问题，包括但不限于交通拥堵、公共交通覆盖不足、慢行系

统不连续等，为规划方案提供坚实的数据支撑。

3.多因素问题根源分析：针对贵州科学城的具体交通问题（如步

行道不连续、断头路、过街设施不足等），进行现场调研，实测相关



基础数据（点位、长、宽、相关材质等），进行更为详尽的数据收集

和案例研究，以问题为导向，深入剖析其成因，并提出针对性解决方

案。

4.深入剖析问题根源与影响因素：采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

法，评估现有问题对科学城发展的影响程度。通过建立相关模型计算

因运输能力不足导致相关产业发展滞后，从而为规划决策提供更具说

服力的数据支持。

5.规划策略与方案：学习先进科学城经验，提出具有前瞻性和创

新性的规划策略，综合交通规划需加强与周边区域的交通协同发展，

明确贵州科学城在“四城联动”中的交通定位，提出跨区域交通衔接

的具体措施，结合贵阳市公共交通规划、轨道交通规划等上位规划，

优化其在科学城区域布局，加强跨区公交联系，满足科学城发展。如

增加跨区公交线路、优化交通设施布局等。同时结合贵阳市路网体系

规划，优化区域骨架路网，加强贵州科学城与观山湖、白云等外围重

要组团联系。结合科学城自身用地特点，优化路网体系，制定差异化

路网格局，满足内部通勤与产业发展需求。

6.基于功能需求优化布局：根据贵州科学城各功能区的发展定位

和产业特色，精确规划交通设施布局。在人才居住社区，重点优化公

共交通网络和休闲娱乐设施配套，布局会客厅等，提升居民生活品质。

7.细化设施设计标准：明确各类交通设施的设计标准和技术参

数，确保设施建设既能满足当前需求，又具备一定的前瞻性，适应未

来发展变化。

8.推动智慧设施应用创新：根据交通设施分布和运行管理需求，

优化智慧感知设备的布局。鼓励各部门和企业积极应用智慧交通设施



建议，谋划开发创新应用场景，加快无人驾驶、无人运输体系建设建

议。

（三）实施计划与保障措施强化

制定详细分期实施计划，明确项目实施优先级与顺序。结合贵州

科学城发展战略和实际需求，确定各项交通设施建设项目的优先级。

优先推进对科学城核心功能支撑作用强、民生需求迫切的项目，

近期建设规划中，对于每个建设或改造项目，详细说明建设或改

造位置。具体的道路名称、街区范围等，深入分析建设或改造原因。

某条道路的改造是因为交通流量增长导致拥堵、现有路面破损严重影

响通行等，从交通需求、设施状况、经济发展等多方面论证可行性。

阐述项目带来的价值（提高交通效率、改善区域环境、促进产业发展

等），评估项目的必要性，合理安排近远期建设计划，确保项目有序

推进。同时，制定近期建设项目的风险评估与应对措施。

完善资金与政策保障体系，多元化资金筹集渠道拓展：除政府财

政投入、和社会资本引入外，积极探索其他资金筹集方式，如设立市

政设施建设专项基金、争取上级专项资金支持等。

（四）具体版块

1.综合交通版块。

优化路网结构，对路网体系规划进行细化，结合科学城的功能分

区和交通需求，科学规划主干道、次干道、支路的布局和密度，确保

路网结构科学合理，提高交通运行效率。

强化公共交通规划，加大对公共交通的投入，优化公交线路布局，

增加公交覆盖范围和班次密度，提升公交出行便捷性和吸引力。同时，

研究引入更多元化的公共交通方式，如轻轨、有轨电车等。



完善慢行系统，针对慢行系统存在的问题，提出具体的改进措施，

增设步行道、自行车道等，确保慢行系统的连续性和便捷性。同时，

加强慢行系统与公共交通的衔接，大力发展慢行+公交出行方式，打

造绿色、便捷的出行环境。

智慧交通建设具体化，明确智慧交通系统的建设目标、技术路径

和实施步骤。重点推进交通信号控制系统、交通监控系统、停车管理

系统等智慧化建设，提升交通管理水平和出行效率。加强对静态交通

的管理，合理规划停车位布局，增加停车设施供给，同时利用智能化

手段提高停车资源利用效率。针对停车难问题，提出具体的解决方案，

如错时停车、共享停车等。

优化步行道网络，现有问题为步行道规划标准不够细化。改进建

议需根据不同区域的人流量和功能需求，制定更为细致的步行道建设

标准。在商业区和科研区设置宽度更大的步行道，并增加绿化带和休

息区；在居民区则可以适当减少宽度，但增加更多的社区互动空间。

提升非机动车道服务水平，现有问题为非机动车道的服务水平有

待提高，停放点设置不合理。改进建议为引入智能停车管理系统，合

理规划共享电单车停放点，特别是在学校、医院、商业中心等人流密

集区附近。同时，加强对乱停乱放现象的管理和处罚力度。完善过街

设施布局，现有问题为部分路段过街设施不足，存在安全隐患。改进

建议为根据人流密度和过街需求，优化过街设施的布局，特别是在学

校、医院等人流密集区域增设立体过街设施（如天桥或地下通道）。

此外，对于现有斑马线损坏严重的交叉口，应及时修复并加强维护。

需进一步细化具体实施点位。



加强慢行系统与公共交通衔接，现有问题为慢行系统与公共交通

之间的衔接不够紧密。改进建议为在公交站点、地铁站等交通枢纽附

近设置更多的自行车租赁点和步行道连接点，方便市民换乘。同时，

优化公交线路，确保其能够覆盖更多的慢行区域，形成高效的多模式

交通网络。

增强静态交通管理，现有问题为静态交通设施建设相对滞后，无

法满足日益增长的停车需求。改进建议为加快停车场和充电桩的建设

进度，特别是针对停车问题突出的区域，优先安排公共停车场和充电

站的建设。同时，推广错峰停车政策，鼓励企事业单位和社会停车场

对外开放，提高停车资源利用率。通过“补短板、增服务、优结构”，

强化“精准供给、有效引导”，科学安排停车设施及充电站，引导停

车系统可持续发展。

低空经济版块，研究布局通信感知一体化的低空智联网，围绕通

感一体（ISAC）、ADS-B、北斗定位导航、无人机身份识别等新技术

应用，为低空飞行通信、导航、监视、气象、电磁环境监测等基础设

施建设进行深度分析研究。研究推进低空飞行起降平台建设，在园区

合理规划布局一批低空飞行器大型起降枢纽、中型起降场、小型起降

点等设施。

2.智慧化场景规划。

推动智慧交通建设，现有问题为智慧交通建设内容较为笼统，缺

乏具体实施方案。改进建议为详细列出智慧交通的具体项目和实施步

骤，如智慧道路改造、智慧路口建设、无人驾驶示范线等。明确每个

项目的建设周期、资金来源和技术支持单位，确保项目有序推进。



充分利用 5G、大数据、物联网等技术，赋能交通基础设施，提

出智慧交通应用化场景，包含智慧道路、智能网联汽车、低空经济、

智慧停车、智慧出行、智慧管控等。同时明确科学城智慧化场景的版

块，并详细规划各版块的具体内容，参考其他科学城在智慧交通方面

的成功案例，如利用 5G 和物联网技术实现交通设施全面感知与智能

管理，明确贵州科学城智慧交通的具体场景，如智慧交通中的无人驾

驶应用场景，详细规划出无人驾驶路段、阐述选址理由，考虑选择产

业园区内交通流量大且路况相对简单的路段，如连接主要科研机构和

企业的内部道路，基于减少人工干预、提高运输效率、降低事故风险

等因素选择。明确促成无人驾驶落地的措施，包括对道路进行智能化

改造，如铺设智能传感器、升级交通信号系统等。园区发展低空经济

存在短板弱项和优势，下一步工作建议等。

围绕物流运输、医疗物资配送、智慧农业、巡查巡检、低空旅游、

应急救援、消防救灾、科学考察、智慧水务、智慧巡检等领域，探索

开展一批低空经济应用场景，辐射带动多产业融合发展，推动经济社

会活动由“平面”向“立体”转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