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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去的40年，伴随着快速机动化进程，北京步自交通经历了鼎盛、衰

落、走向复兴三个发展阶段，经历了“友好 — 不友好 — 迈向友好”的发展

历程。2017年，《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16年-2035年）》获批，提出“建设

步行和自行车友好城市“的发展愿景。2021年9月，《北京市慢行系统规划

（2020年—2035年）》获批，指出“三网”是步自系统结构性优化的关键。

       领导重视有要求，市民呼吁有需求。一些专家表示滨水绿道不该禁行

自行车，北京市领导也要求应该让市民伴着河流骑回家成为现实。

       北京城市总体规划和全市慢行系统规划实施以来，交通、园林、水务等

部门积极开展工作，合力向“建设步行和自行车友好城市”的规划目标迈进。

市交通委将城市道路慢行系统品质提升工作常态化，市园林局积极规划建

设步行和骑行绿道，市水务局积极响应“沿着河流骑回家”的号召，滨水慢行

路的规划和建设如火如荼。在此过程中，逐渐发现了规划、实施、管理、运

营等部门统筹协调不足、规划设计标准不统一等问题，需要加强水、路、绿

三网融合，发挥各自功能特点，实现功能互补，综合提升，更好的满足人民

群众多元化出行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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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网界定 五项关键策略
研究制订北京首个三网融合策略工具箱，引领、促进价值实现

城市道路慢行系统

城市道路慢行系统是北京市慢行系
统的主体，是居民出行的主要物理
载体。

北京市城市道路慢行网络 北京市市级绿道网络 北京市河湖滨水慢行网络

绿道系统

绿道是以绿色空间为基础，专门服
务步行、自行车等活动的公共空间
系统。绿道的价值在于将市民需求
和城乡绿色空间资源有机结合，精
细化利用绿色空间。北京市绿道体
系包括“市级-区级-社区级”三个空
间层次。

滨水慢行系统

滨水慢行系统基底背景为巡河路、
沿河绿化带、滨河市政路。滨河慢
行系统选线主要沿河湖岸线布置。
满足防汛、居民出行等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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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明确目标

确定顶层目标

明确融合情景

重塑规划立意



1. 助力推进首
都生态文明治
理体系，探索绿
色发展新路径，
促进交通与生
态文明融合。

2. 加强城市道
路慢行网、绿道
网与滨水慢行
网的衔接，进一
步提升慢行空
间品质，提高和
改善人民绿色
出行水平，鼓励
绿色出行。

3. 示范项目真
正具有示范效
应，能够示范带
动三网融合规
划建设。

1 确定顶层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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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明确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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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明确融合情景

三网融合——京道，打造面向所有人的慢行融合网络

综合慢行道——京道

城市道路

绿道 滨水慢行路

综合慢行道——京道

城市道路

绿道 滨水慢行路

1.0
“单系统慢行交通”

2.0
“综合慢行系统"

创新实施机制，协同共建舒适、安全、友好的三网融合慢行网络。

4种融合情景

3重塑规划立意

新加坡Park Connector Network(PCN)：与滨水慢行道、城市道路与绿道融合综合网络

Harmonizaion between PCN and Cycling Path Network

PCN+滨水慢行道 PCN+城市道路 PCN+绿道

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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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明确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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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完善网络

盘活慢行空间

断面优化融合

打开公园围墙

加强三网衔接

多式打通断点

融合三网标准



1 盘活慢行空间

绿道与城市道路融合：

空间条件局促的绿道，可借助城市
道路贯通城市绿道系统，使城市道
路慢行空间与绿道空间合二为一，
盘活城市慢行空间。
通过优化标志指引，使绿道与城市
道路慢行系统互联互通。

以二环绿道为例，阜成门段线性绿
地空间不完整，通过对该段城市道
路步行道提升绿化品质、改善铺装
材质以及将城市道路步行道与上下
游绿道进行衔接，在满足通勤需求
的同时，兼顾休闲健身需求，实现
城市道路慢行系统与绿道之间的有
机衔接与高效利用。

二环绿道指示标识

借助二环辅路部分路段打造成为市级绿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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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完善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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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断面优化融合

城市道路与绿道/滨水慢行路
融合：

绿道路径紧邻河道空间、城市道路
的，可与滨水慢行路、城市道路整
合规划设计。
相邻设置的绿道路径、滨水慢行路
宽度不足的，宜进行整合设计。

三山五园绿道（左：城市道路人行道；右：绿道） 凉水河绿道（通州段）：由于空间受限，未能与相邻滨水慢行路
整合，导致绿道与滨水慢行路品质均不高

绿道与滨水慢行路各自独立

2断面优化融合

城市道路与绿道融合：

统筹和整合城市道路人行道
和绿道空间，形成林荫道。
提升步行和骑行环境品质。

整合前

整合后

通济路：城市道路步行道与绿道融合

绿道与滨水慢行路融合

道路红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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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完善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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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道路与绿道融合：

打开公园边界，将三网与边
界景观共同设计。
建议内部利用园路建设绿
道，同外部绿道衔接。

3打开公园围墙

朝阳公园——利星行段

利用109国道建设骑行绿道示意图

道路与公园绿道未进行一体化设计 公园边界未打开

绿道与公路融合：

利用公路打造绿道、旅游步道、健
身步道。

2 断面优化融合

西山步道优化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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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道路与绿道/滨水慢行路融合：增强城市道路慢行系统与
绿道、滨水慢行系统连接

人行步道与滨水慢行路、绿道衔接处，应保证设施的连续性，不设置造成
通行障碍的设施。应采用统一高程，条件受限存在高差的应进行无障碍衔
接。

温榆河（通州段）：绿道与滨水慢行路
衔接不足

西二环绿道

4 加强三网衔接

北京凉水河沿岸品质提升示范项目 

临近滨河界面出入口、过河栈道、活力节点等位置，增设连接滨河慢行道、绿道、城市道
路阶梯和无障碍坡道，保证至少每100米有一个接入点。

案例

改造前 改造后

城市道路步行道与绿道未进行无障碍一体化设计

西二环绿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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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完善网络

三网融合：北京步自系统结构性优化策略指引



多种方式打通慢行断点

应因地制宜保障滨水步行通道的贯
通。步行通道因桥梁、闸坝等局部
节点形成阻断的，可通过栈道、下
沉通道等方式满足慢行通道的连续
性。
根据河两岸的连接需求增设慢行桥
梁或在跨河桥上设置独立的慢行通
道，保障跨河桥与河道两岸的慢行
系统衔接。

5 多式打通断点

下沉通道贯通示意

通过下沉滨河路，增
加桥下空间高度，实
现步行贯通

栈道贯通示意

北京西南二环滨水步道

通过在水平面层设置
浮桥、栈道等打通桥
下断点

北京凉水河沿岸品质提升示范项目 

临近周边地块出入口、城市道路交叉口依据需求增设跨河栈道（保证每250米至少有一个
跨河栈道），缝合两岸慢行网络。

案例

增加跨河栈道

现状跨河栈道

地块出入口

现状跨河栈道：
8个
增加跨河栈道：
16个

× √

设置平顺衔接慢行专用桥 市政道路桥下设置慢行专用桥 亲水慢行栈道

利用亲水平台连通慢行空间，打通桥下断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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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道：多种方式打通慢行断点

绿道、滨水慢行路接入城市道路或
与同平面的城市道路相交的，接入
点应与城市道路过街设施相统筹，
就近设置；接入点附近无过街设施
的，宜就近在城市道路上增设平面
过街设施。

5 多式打通断点

北京凉水河沿岸品
质提升示范项目 

消除沿河方向步行、
骑行的障碍和断点，
将城市道路人行道、
非机动车道接入滨水
慢行道，增加下穿慢
行通道，消除断点。

案例

改造前

改造后
绿道与城市道路相交时增设平面过街设施

绿道与城市道路相交时被护栏阻隔

绿道接入城市道路时，接入点尽量靠近过街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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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完善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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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筹三网规划建设标准，满足
空间设施要求

6 融合三网标准

单一型

三网融合型

两网融合型

城市道路取值范围

滨水慢行路取值范围

绿道取值范围

推荐取最大值

温榆河公园绿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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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完善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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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加强联系

打通垂河空间

激活滨河界面

优化路网结构



1 打通垂河空间

分类提升垂直河岸的慢行通道密度

依托城市道路系统布局垂直于河岸的慢行通道，重点串联腹地轨道站点、重要公共服务设施与重要公共空间等，
形成滨水至腹地的活力动线。
城镇地区垂河通道间距原则上不大于150米；郊野地区不大于250米。
 对于新建地区，可通过加密路网，增加与滨水慢行空间相连接的慢行通道，对于建成地区，可通过打开封闭街区
和公园绿地，打通背街小巷、腹地断头路等方式， 增加垂直于河道的慢行通道密度，提升滨水空间慢行交通可达
性；对于紧邻滨水空间的路幅较宽、机动车流量较大的市政道路，可通过增加过街天桥、设置地下通道等方式增
加过街设施，保障行人安全，提升亲水便利度。

苏州河垂河通道
设置

在临空商务区、华东
政法大学、M40文
创园区、中远两湾地
区增加10多条垂河慢
行通道，优化通道步
行品质，加强腹地商
业中心、商办地区、
活动设施、公共空间
与滨河活动地区的联
系。

案例

确保城市腹地到滨水空间的便捷通道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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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加强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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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2 激活滨河界面

多方式激活滨河街面

体现滨河尺度变化感，可利用现有
停车场、绿地等设计大小交错的空
间，营造出形式多样、富有趣味的
环境。
通过丰富多样的不同功能区（包括
商业和非商业功能）激活滨河界
面，确保每数百米至少有一处底层
功能区。
采用低层线性建筑代替围墙，将公
共空间与私密空间隔离开的同时又
在边界处增加多种功能。

哥本哈根，中国重庆

① 丹麦哥本哈根：带有
狭长区域的住宅外围界
面，可以由居民自行激活
和使用；
② 丹麦哥本哈根：快闪
店；
③ 中国重庆：用临时店
面代替施工围墙，在施工
结束后可以移动到其他
地方；
④ 中国北京：一个售货
亭，也可以用于激活消极
界面；
⑤ 丹麦哥本哈根：具有
沿街界面的市场可以完全
的被打开，在外部和内
部之间建立一个密切的
关系；
⑥ 丹麦哥本哈根：通透
的界面，可以让人们看到
公共图书馆——无需打破
就能够激活街道。

案例

北京凉水河沿岸品质提升示范项目 

打开封闭绿地、围墙，设置口袋公园、小型
运动场地、儿童活动设施、商业功能等，激
活滨河界面。

打开小区围墙

商业

口袋公园

小型运动场地

集装箱商业

小型运动场地口袋公园-儿童活动区

零售亭

口袋公园

1

2

4

6

3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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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优化路网结构

优化河道两侧路网结构

宜降低滨水道路等级，减轻交通割
裂影响，提升滨水空间慢行交通可
达性，打造舒适宜人的滨水交通环
境。

通惠河交通割裂现状

通惠河水城融合改造示意 凉水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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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加强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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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赋能生态

生物多样保护



生物多样保护

生物多样性保护

降低对自然的干扰，提高居民接近
高质量绿色空间的通达性，满足居
民对于亲近自然的渴望，让社区
居民乐享绿色空间所带来的生态福
利。

增加生境节点，提升和丰富城
市生物多样性

避免过度设计，采用与社区和居民
共建生境节点的方式，提升和丰富
城市生物多样性。

使用本土植物 杜绝外来入侵植物 丰富植物群落 减少农药化肥使用 为城市野生动物
提供辅助的食物、

水潭或庇护所

社区菜园

四季花园

蝴蝶池

资料来源：大自然保护协会TNC

类型 名称 管控和修复措施

①类 道路上跨河流廊道
和源地断点

减速，设置提示保护野生动物的标牌，
有条件的区域采取降噪措施

②类 道路上跨陆地断点 设置提示保护野生动物的标牌，有条件
的区域采取降噪措施

③类 路基阻隔平原廊道
和源地断点

减速，修建下穿通道，设置提示保护野
生动物的标牌，采取降噪措施，下穿通
道两端按照廊道和源地原生植被修复

 41 40

4. 赋能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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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保障实施

创新实施机制



创新实施机制

共商、共建、共治、共管、共
享、共赢

创新实施机制：加强市级层面高位
统筹。建立市、区统筹协同机制，
明确市级统筹协调部门，统筹规
划建设，牵头组织研究制定相关政
策，讨论重大建设方案，协同解决
重大问题，监督推进实施计划等，
共同推进综合慢行空间一体化规
划、设计、建设管理工作。

加强规划引领
①编制规划综合实施方案。不是按照用地范围，而是按照一体化范围研究编制三网融合规划综合实施方案，将三
网空间作为一个整体的规划实施单元，融合规划设计，并选取最优实施路径，促进慢行空间一体化规划、设计和
建设。
②纳入土地出让条件。应在土地出让条件中明确三网融合相关内容和要求。
③研究制定三网衔接联合审批机制。统筹时序安排，若可同步实施，应以一体化设计方案为依据，由一家实施主
体代建或三家分别实施；若无法同步实施，后实施部门应统筹审批前实施部门方案，三家主责部门共同审批后再
实施方案。三部门“接力”审批，各司其职，但同步作战。
④建立“道长制“。参考“河长制”规定，制定“道长制”，因地制宜实施“一道一策”。道长负责组织领导本行政区域内
的道长制工作和相应的慢行网络管理工作，协调解决突出问题，督促有关部门、下一级道长履行职责。

案例 案例亮马河国际风情水岸

朝阳区政府、区水务局，积极调动
河道周边企业、居民等社会力量，
形成多方参与机制，将以往“政府一
家治河，单打独斗”的局面转变为“
政府主导，社会共建”的新模式。
建设管理模式：区财政投资，区政
府统筹各相关部门职责，确定由水
务局作为项目实施主体，负责设
计、建设及后续管养工作。聘请专
业物业公司管理养护。

上海滨江：打破空间制约，45
公里全程贯通

政府主导，统筹整体：各自的地各
自抱走，成熟一块，实施一块，贯
通一块，形成合力。
市场运作，共谋发展：企业享受到
了滨水公共空间的环境之利，有义
务帮助政府部分承担公共空间建设
职能，从而使政府与市场共同承担
公共空间更新的资金投入，实现利
益共享。河上口线

水务局权属

园林局权属
水务局实施

亮马河国际风情水岸管理界面

政 府

市

场

公

众

明确总体愿景与战略导向

前期研究 使用需求调研

专业咨询与方案征集

编制规划 规划方案公示

土地收储

方案详细设计与实施

委托建设管理

建设基础投资

完善产业业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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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保障实施

三网融合：北京步自系统结构性优化策略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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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优化、策略强化、要点固化、环境美化！

因水而生、临水而游、傍水而居、伴水而容！

共同许愿、共同推动、共同享有、共同传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