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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目的和依据】 

为促进本市土地利用和交通系统的协调发展，规范本市

建设项目交通影响评价（以下简称“交评”）编制，服务淮

安市城乡规划管理决策，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

交通安全实施条例》《建设项目交通影响评价技术标准》

（CJJ/T 141-2010）《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公安厅关于加强城

市规划交通影响评价工作的通知》（苏建规〔2012〕587 号）

等相关规定，结合淮安市实际情况，制定本指南。 

第二条 【适用范围】 

本指南适用于淮安市市区范围内的交通影响评价，涟水

县、盱眙县、金湖县可参照执行。 

第三条 【阶段划分】 

本指南适用建设项目选址（规划条件）阶段交通影响评

价（简称“选址（规划条件）阶段交评”）和项目建设工程

方案设计阶段交通影响评价（简称为“方案设计阶段交评”）。 

第四条 【研究内容】 

选址（规划条件）阶段交通影响评价：从土地利用与交

通供给的协调角度论证建设项目选址的可行性，提出建设项

目开发强度、业态结构、周边路网、出入口数量及位置、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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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交通设施、建筑停车配建泊位标准等技术指标的建议。 

方案设计阶段交通影响评价：对建设项目平面布局、出

入口设置、交通组织、建筑停车配建泊位数量、公共交通系

统容量等内容进行评价，提出建设项目周边及内部交通设施

与内部道路交通组织的优化调整措施。 

第五条 【编制时间】 

选址（规划条件）阶段交通影响评价在项目选址、确定

地块规划条件之前开展，并纳入建设项目规划条件；方案设

计阶段交通影响评价与项目建设工程设计方案同步开展。 

第二章  技术内容 

第六条 【交通影响评价分区划定】 

将市区范围划分为三类交通分区，便于实施区域差别化

管理，发挥交通调控与引导作用。 

表 1 交通影响评价分区一览表 

一类区 

⚫ 淮安古城：楚州大道以西，涧河以北，里运河、城西北路以东，

翔宇大道以南所围合的区域 

⚫ 洪泽老城：砚临河以西，浔河路以北，苏北灌溉总渠以东，洞庭

湖路以南所围合的区域 

⚫ 主城-淮阴核心区：银川路、南昌路、天津路以西，大运河、深

圳路以北，北京路以东，淮河路、古淮河以南所围合的区域 

⚫ 生态文旅区：承恩大道以西，枚皋路以北，翔宇大道以东，宁连

路以南所围合的区域 

⚫ 高铁商务区：京沪高速以西，广州路以北，城东路以东，徐杨路

以南所围合的区域 

二类区 
⚫ 东至铁云路，南至淮河入海水道和大运河，西至西安路，北至

新长铁路所围合的区域除一类区外的其他地区 
三类区 ⚫ 淮安市市区范围内除一类区、二类区外的其他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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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淮安市市区范围内分区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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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一类区、二类区边界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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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一类区范围详图 

第七条 【选址（规划条件）阶段交通影响评价启动条件】 

当符合下列条件之一需进行选址（规划条件）阶段交通

影响评价： 

1、 详细规划阶段地块调整（如用地性质、地块容积率

增加）导致交通特性产生重大变化的地块； 

2、 建设项目规模达到方案设计阶段启动阈值的 3 倍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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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 

3、 重要的交通类项目； 

4、 主管部门认为对交通系统有较大的影响且需要在选

址（规划条件）阶段进行交通影响评价的建设项目。 

第八条 【方案设计阶段交通影响评价启动条件】 

当符合下列条件之一需进行方案设计阶段交通影响评

价： 

表 2 各类建设项目方案设计阶段交通影响评价启动条件 

类型 指标单位 
启动阈值 

一类区 二类区 三类区 

住宅类

（T01） 

建筑面积 

万平方米 
≥4 ≥6 ≥10 

商业类

（T02） 

建筑面积 

万平方米 
≥1 ≥2 ≥4 

服务类

（T03） 

建筑面积 

万平方米 
≥1 ≥2 ≥4 

办公类

（T04） 

建筑面积 

万平方米 
≥2 ≥5 ≥6 

场馆与

园林类

（T05） 

停车泊位 

（个） 
≥100 

医疗类 

（T06） 
/ 所有二级及以上医院的新建、改建和扩建项目 

学校类 

（T07） 
/ 所有学校 

交通类 

（T08） 
/ 交通客运站、客运枢纽等项目 

工业类 

（T09） 
/ 

用地规模超过 20 公顷的所有工业、10 公顷的所有仓储

项目 

混合类 

（T10） 
/ 

总建筑面积（机动车位、用地面积）≥所含建设项目分

类中的任何一类的启动阈值 

其他类 

（T11） 

/ 快速路出入口周边新建、改扩建项目 

/ 管理部门认为需要进行交通影响评价的其他项目 

注：① 建设项目的建筑面积计算方法：当有建筑设计方案时，按设计方案中的

计容总建筑面积计算；当无建设设计方案时，按规划计容建筑面积计算，规划

计容建筑面积=地块用地面积×规划容积率。 

②凡达到以上要求的项目建设工程方案设计阶段均需开展交通影响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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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对于交通枢纽类应当结合项目总平面布局图设计以及专项规划开展工作。 

④对于工业园区、仓储物流园区原则上应进行区域性交通影响评价；已开展过

区域性交通影响评价的工业与物流园区，单独地块对原规划无重大改变或调整

的，无需再进行单独地块的交通影响评价。 

⑤对于已进行过选址阶段（规划条件）阶段交通影响评价的建设项目，在地块

出让后对规划无重大调整的，无需再进行方案设计阶段交通影响评价。 

第九条 【评价范围】 

交通影响评价的最小评价范围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有明确定量启动阈值的项目，其评价范围应按下表

划定： 

表 3 有明确定量启动阈值项目交通影响评价评价范围 

R 值 等级 交通影响评价范围边界 

R＜2 一般性 

建设项目临近的城市次干路及以上道路（若为项目边

界则顺移至下一条）、京杭运河、古淮河、里运河以

及其他五级以上航道及地面干线铁路等天然屏障合围

的范围，且最小评价范围大于等于 1 平方千米 

2≤R＜3 大型项目 

建设项目临近的城市主干路（若为项目边界则顺移至

下一条）或快速路、京杭运河、古淮河、里运河以及

其他五级以上航道及地面干线铁路等天然屏障合围的

范围，且最小评价范围大于等于 2 平方千米 

R≥3 重大项目 

建设项目临近的第二条城市主干路（若为项目边界则

顺移至下一条）或快速路、京杭运河、古淮河、里运

河以及其他五级以上航道及地面干线铁路等天然屏障

合围的范围，且最小评价范围大于等于 4 平方千米 

注：R 值为建设项目规模指标与启动阈值之比。 

2、 启动阈值不以规模度量的其他必做项目，其评价范

围应按下表划定： 

表 4 无明确定量启动阈值项目交通影响评价评价范围 

类型 交通影响评价范围边界 

幼儿园 参照 R＜2 执行 

小学 参照 2≤R＜3 执行 

学校（除幼儿园、

小学）、医疗、交

通、工业、其他类 

参照 R≥3 执行 

政府主管部门认定

的重大项目 

参照 R≥3 执行，并应根据建设项目的具体情况和周边交

通状况，适当扩大评价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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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 交通影响评价范围边界 

特殊片区范围调整 

1、城市中心区、历史文化保护区、风景名胜区、快速出

入口附近和交通枢纽周边等交通敏感地区，宜适当扩大

评价范围； 

2、城市和镇边缘地区，宜根据交通网络实际情况，调整

评价范围； 

3、当交通影响评价范围附近存在明显的交通瓶颈时，也

应适当扩大评价范围，把交通瓶颈纳入影响评价范围。 

第十条 【评价年限】 

选址（规划条件）阶段和方案设计阶段进行的交评项目

年限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有明确定量启动阈值的建设项目，其评价年限应符

合表 5 规定。 

2、 启动阈值不以规模度量的其他必做项目，其评价近

期年限为正常使用初年，远期年限为正常使用第 5 年，其中

由政府管理部门认定的重大项目需要增加总体规划远期目

标年限。 

表 5 交通影响评价评价年限 

分类 R 值 等级 交通影响评价年限 

有明确

定量启

动阈值

的建设

项目 

R＜2 一般项目 ➢ 项目正常使用初年 

➢ 如有分期投入使用，则包含各分期正常

使用年份 
2≤R＜3 大型项目 

R≥3 重大项目 

➢ 项目正常使用初年 

➢ 项目正常使用第五年 

➢ 如有分期投入使用，则包含各分期正常

使用年份 

➢ 超出城市总体规划目标年的，以总体规

划目标年为评价年份 

启动阈

值不以

规模度

量的其

他必做

项目 

学校、医疗、交通、工

业、其他类 

➢ 项目正常使用初年 

➢ 项目正常使用第五年 

➢ 如有分期投入使用，则包含各分期正常

使用年份 

➢ 超出城市总体规划目标年的，以总体规

划目标年为评价年份 

政府主管部门认定的重 ➢ 项目正常使用初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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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 R 值 等级 交通影响评价年限 

大项目 ➢ 项目正常使用第五年 

➢ 如有分期投入使用，则包含各分期正常

使用年份 

➢ 超出城市总体规划目标年的，以总体规

划目标年为评价年份 

注：住宅类建设项目正常使用初年为入住率达到 70%的特征年；工业类（T09）

建设项目正常使用初年为实际年产能达到设计年产能 60%的特征年。 

第十一条 【评价日与评价时段】 

交通影响评价日和评价高峰时段要求如下： 

1、 当建设项目新生成交通需求的高峰时段与背景交通

高峰时段基本重合时，建设项目新生成交通需求的高峰时段

应为交通影响评价时段；当两者不重合时，建设项目新生成

交通需求高峰时段与背景交通需求高峰时段应均为交通影

响评价时段。 

2、 按工作日、非工作日分别叠加评价时段的建设项目

新生成交通需求和背景交通需求，以对交通系统最不利日作

为交通影响评价日；当难以判断时，应对工作日和非工作日

分别进行评价。对于园林场馆类项目还需要增加大型活动日

的评价。 

3、 对于混合用地类型的项目，应分别对不用类型的业

态分别进行评价日和评价时段的分析，进行叠加后选取最不

利日和最不利时段作为最终的评价日和评价时段。 

各类建筑出行高峰日建议参照下表选取。 

表 6 不同类型项目出行高峰日建议值 

大类 中类 推荐评价日 

住宅 —— 工作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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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类 中类 推荐评价日 

商业 

专营店 非工作日 

综合型商业 工作日/非工作日 

市场 非工作日 

其他商业 工作日/非工作日 

服务 

娱乐 非工作日 

餐饮 非工作日 

旅馆 非工作日 

服务网点 工作日 

办公 —— 工作日 

医疗 —— 工作日/非工作日 

学校 
小、幼、托 工作日 

中学 工作日 

交通 —— 非工作日 

工业 —— 工作日 

场馆园林 —— 非工作日 

其它 —— —— 

注：对于工作日与非工作日交通量差异较小的商业、医疗等地块，对于工作日

与非工作日均应进行交通影响评价。 

各类建筑出行高峰时段及高峰小时系数建议参照下表

选取。 

表 7 不同类型项目高峰出行时段及高峰小时系数 

大类 中类 

高峰出行时段及高峰小时系数 

早高峰时段 
早高峰 

小时系数 
晚高峰时段 

晚高峰 

小时系数 

住宅 —— 7:30-9:30 21.1% 17:00-19:00 18.2% 

商业 

专营店 8:00-9:00 5.5% 17:30-19:30 10.0% 

综合型商业 9:30-10:30 10.7% 17:30-19:30 10.2% 

市场 7:00-9:00 8.5% 16:30-18:30 9.5% 

其他商业 8:30-10:30 10.0% 17:30-19:30 15.0% 

服务 

娱乐 9:00-11:00 13.4% 19:00-21:00 14.2% 

餐饮 11:30-12:30 30.0% 18:30-19:30 40.0% 

旅馆 7:00-9:00 7.5% 18:00-20:00 20.0% 

服务网点 8:30-10:30 30.0% 17:30-18:30 20.0% 

办公 —— 8:00-9:30 32.4% 17:00-18:00 25.0% 

医疗 —— 7:00-9:00 16.8% 15:00-17:00 14.4% 

学校 

小、幼、托 7:00-8:00 47.7% 15:00-16:00 52.3% 

中学 6:00-7:00 18.8% 

17:00-18:00 

20:30-21:30 

（晚自习） 

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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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类 中类 

高峰出行时段及高峰小时系数 

早高峰时段 
早高峰 

小时系数 
晚高峰时段 

晚高峰 

小时系数 

交通 —— 根据具体项目参照城市类似建筑确定 

工业 —— 7:00-8:00 76.3% 17:00-18:00 55.3% 

场馆

园林 
—— 9:30-10:30 16.0% 16:30-17:30 15.0% 

其它 —— 根据具体项目参照城市类似建筑确定 

注：对于部分高峰小时存在波动性的建筑类型（如其他商业类），可在推荐高

峰出行时间段结合类似地块出行调查确定高峰小时。 

第十二条 【交通吸发率】 

建设项目出行率应取值到中类，不同区域高峰小时出行

率应参考附表 1 确定。未涉及的项目类别（含小类）须进行

补充调查，可在分析汇总同类地区不少于 2 个样本调查数据

的基础上确定，调查时段不应小于 2 小时。 

第十三条 【出行方式结构】 

交通影响评价需进一步确定研究对象产生交通需求的

交通出行方式结构，将出行需求划分至各类交通方式。不同

区域各类型用地交通出行方式可基于项目临近地块与相同

用地性质地块出行方式的实地调查，综合片区交通发展要求、

城市（片区）综合交通规划等上位研究综合确定。 

第十四条 【交通需求分析】 

交通需求分析应包括以下内容： 

1、 各种交通方式的新增交通需求与背景交通需求。 

交通需求分析应分别计算评价年限评价范围内的背景

交通量与评价对象新增交通量，并对二者进行叠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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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交通量包括道路过境交通量和评价范围内其他建

设项目新增交通量。 

道路过境交通与已建成项目交通量可采用趋势分析法、

四阶段法进行预测。快速路及主干路背景交通量宜结合城市

宏观交通分析，在对接城市交通模型的基础上综合确定。 

评价范围内其他在建、待建项目新增交通量应结合前述

吸发率建议值，考虑评价年限市民生活品质变化导致的出行

行为变化进行修正后，采用四阶段交通预测方法进行新增交

通量预测。 

评价对象新增交通量预测与评价范围内其他在建、待建

项目新增交通量预测方法相同。 

若缺乏同类建设项目的出行吸发率指标，应结合项目区

位、使用性质、使用对象、建筑规模、停车泊位数量等指标

选取 2 个以上类似项目进行出行特征调查，且连续调查时间

不应小于 2 小时。 

对于综合开发项目，应综合分析统一项目不同使用功能

之间的内部交通出行、出行高峰错位对交通需求的影响。 

2、 评价范围内现状及各评价年限的交通需求与运行状

况。 

结合交通方式划分与交通分配，对评价范围内现状及各

评价年限的道路交通运行状态、公交需求以及停车需求进行

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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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条 【交通影响程度评价】 

建设项目对交通系统的影响程度分为“有显著影响”和

“无显著影响”。当判断为“无显著影响”时，认为项目建

设对城市交通系统的影响是可接受的；当判断为“显著影响”

时，认为建设项目对交通系统的影响是不可接受的，需采取

一定的改善措施，使建设项目对交通系统的影响为“无显著

影响”。 

应根据建设项目新生成交通加入前后道路上机动车服

务水平的变化确定机动车交通显著影响判定标准。当建设项

目新生成交通使评价范围内机动车交通量增加，导致项目出

入口、道路交叉口任一进口道服务水平发生变化，背景交通

服务水平和项目新生成交通加入后的服务水平符合下列任

一款的规定时，应判定建设项目对评价范围内交通系统有显

著影响；否则，则判定为无显著影响。各类交叉口机动车服

务水平分级应符合本标准附录 A 的规定。 

1、 交叉口服务水平满足表 8、表 9、表 10 时，应判定

对评价范围内的交通系统有显著影响，否则判定为无显著影

响。 

2、 建设项目出入口步行范围内的所有公共交通站点停

靠线路，在评价时段背景交通剩余载客容量为负值，或背景

交通剩余载客总容量小于建设项目新生成公共交通出行量，

应判定对评价范围内的交通系统有显著影响；若背景交通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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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载客总容量大于或等于建设项目新生成公共交通出行量，

则判定为无显著影响。 

步行范围应根据实际情况在 200m-500m 之间取值，对于

城市中心区等公共交通覆盖度较高的区域，宜取步行范围下

限；对于城市外围区，宜取步行范围的上限。 

公共交通线路剩余载客容量𝑃𝑟应按下式计算确定： 

𝑃𝑟 =∑[(𝑆𝑖 − 𝑂𝑖) ×
60

𝑓𝑖
× 𝐶𝑖]

𝑖

 

𝑆𝑖：线路𝑖可接受服务水平时的载客率（推荐取 70%）； 

𝑂𝑖：线路𝑖在离项目最近公交站点的评价时段载客率； 

𝑓𝑖：线路𝑖评价时段发车间隔（分钟）； 

𝐶𝑖：线路𝑖单车额定载客人数（人）。 

3、 当建设项目新生成停车需求超过其配建停车设施能

力时，应判定对评价范围内的交通系统有显著影响，否则判

定为无显著影响。停车库及尺寸等相关要求应符合《车库建

筑设计规范》（JGJ100-2015）。 

4、 对于场馆园林类（T05）、交通类（T08）中的交通

客运站和客运枢纽、医疗类（T06）和学校类（T07）等产生

大量人流的项目，需对紧邻项目周边道路的慢行系统进行重

点评价。当建设项目交通量加入后，按照表 11、表 12 的规

定，导致自行车和步行设施改、扩建或者新建，应判定对评

价范围内的交通系统有显著影响，否则判定为无显著影响。 

5、 出入口数量满足相关建筑设计标准要求，出入口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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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满足以下要求，则判定对评价范围内的交通系统无显著影

响，否则判定为有显著影响。 

机动车出入口不得设置在交叉口范围内，出入口不宜布

置在城市主干路，宜设置在次干路或支路上，交叉口附近地

块或建筑物出入口与城市道路交叉口距离应满足以下要求： 

（1） 主干路上，距离平面交叉口停止线不宜小于 100

米； 

（2） 次干路上，距离平面交叉口停止线不宜小于 80

米； 

（3） 支路上，距离与干路相交的平面交叉口停止线不

应小于 50 米，距离同支路相交的平面交叉口停止线不应小

于 30 米。 

（4） 交叉口未明确交通设计方案的，地块或建筑物出

入口与城市道路交叉口距离从缘石曲线端点开始计算。 

地块或建筑物出入口与道路交叉口距离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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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地块或建筑物出入口与城市道路交叉口距离示意图 

 
图 5地块或建筑物出入口与无交通设计方案的城市道路交叉口距离示意图 

若相邻交叉口距离过小，出入口设置不能满足以上要求

的，可设于交叉口最远端。 

此外，出入口设置还应符合以下规定： 

（1） 距离有轨电车站点（地下）通道出入口、公共交

通站台边缘不应小于 15 米； 

（2） 距离桥隧坡道起始点距离不宜小于 30 米； 

（3） 距离公园、学校、医院及有儿童、老年人、残疾

人使用建筑的出入口最近边缘不应小于 20 米。 



17 
 

表 8 信号交叉口、信号环形交叉口及无信号单环道环形交叉口机动车交通显著

影响判定标准 

背景交通服务水平 项目新生成交通加入后的服务水平 

A 

D、E、F B 

C 

D E、F 

E F 

F F（新生成交通量达到背景交通的 5%以上） 

注：信号交叉口、信号环形交叉口及无信号单环道环形交叉口交通服务水平参考

附表 2。 

表 9 无信号交叉口交通显著影响判定标准 

背景交通服务水平 项目新生成交通加入后的服务水平 

一级 二级、三级 

二级 三级 

注：1、无信号交叉口交通服务水平参考附表 3—附表 6。 

2、背景交通服务水平为三级的无信号交叉口，应首先进行信号灯设计，并按照

信号灯交叉口交通影响判定标准重新计算后判定。 

表 10 交织区、长路段、匝道交通显著影响判定标准 

背景交通服务水平 项目新生成交通加入后的服务水平 

一级 

四级 二级 

三级 

四级 四级（新生成交通量达到背景交通的 5%以上） 

注：1、无信号多环道环形交叉口，应根据环道交织区服务水平变化判断其机动

车交通影响，显著影响判定标准应符合表 10 的规定。 

2、无信号多环道环形交叉口、交织区、长路段、匝道交通服务水平参考附表 7—

附表 10。 

表 11 自行车设施交通显著影响判定标准 

改善指标 标准 

改扩建自行车专用道标准 每米宽度交通量超过 850 辆/小时 

新建自行车专用道标准 
自行车日流量超过 1000 辆/天，且机动车流量

超过 2000 辆/天 

改扩建自行车出入口标准 每米宽度交通量超过 1000 辆/小时 

新建自行车出入口标准 自行车高峰流量超过 800 辆/小时 

注：自行车通行能力、服务水平参考附表 11、附表 12。 

表 12 步行设施交通显著影响判定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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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指标 标准 

改、扩建过街人行道指标 人行道每米宽度人流量超过 59 人/分钟 

新建交叉口立体过街设施标准 

进入交叉口总人流量达 18000 人次/小时，或

交叉口一个进口方向过街的人流量超过 5000

人次/小时，且交叉口一个进口或路段上的双

向当量小汽车交通量超过 1200 辆/小时 

进入环形交叉口总人流量达 18000 人次/小

时，且同时进入环形交叉口的当量小汽车交通

量超过 2000 辆/小时 

改、扩建行人专用出入口指标 人流量超过每米宽度 75 人/分钟 

新建行人专用出入口指标 步行出行高峰人流量达到 1000 人/小时 

注：人行设施通行能力、服务水平参考附表 13—附表 16。 

第十六条 【改善措施】 

建设项目对评价范围内交通系统有显著影响时，必须对

评价范围内相关交通设施提出改善措施建议。改善措施应包

括以下内容： 

1、 评价范围内的外部交通系统改善 

（1） 道路网络改善和道路改善措施：包括但不限于按

道路规划红线建设到位、道路断面优化。 

（2） 地块出入口与道路交叉口改善措施：包括但不限

于出入口及交叉口渠化方案以及信号控制方案优化。 

（3） 公交系统改善措施：包括但不限于公交线路优化，

健全公交线路联系方向，完善公交系统不同方向联系，公交

场站设置改善以及加密公交班次。 

（4） 慢行系统改善措施：包括但不限于完善非机动车、

行人和无障碍交通系统，优化过街设施布局，提高公共自行

车覆盖范围，规范非机动车停车秩序。 

（5） 停车系统改善措施：包括但不限于机动车、非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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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车停车设施，货车装卸点，出租车、社会车辆停靠点规模

与布局。 

2、 改善出入口布局与组织，优化建设项目内部交通设

施 

（1） 出入口布局：包括但不限于地块出入口数量、间

距、宽度与布局优化，以及出入口与外部交通衔接组织方式。 

（2） 内部交通设施：包括但不限于内部通道宽度、转

弯半径等内容优化，优化项目内部各类交通（机动车、非机

动车、行人、应急车辆、装卸车辆以及出租车）组织流线，

并提出内部交通设施分区管理策略措施。 

第十七条 【交通影响可接受性判定】 

当提出的交通改善措施可行且评价范围内改善后的交

通系统运行指标均符合下列规定时，应判定建设项目交通影

响为可接受： 

1、 机动车交通系统的评价指标低于表 8、表 9、表 10

中规定的显著影响指标或当背景交通服务水平为 F 或四级时，

经过改善后的交通运行指标不降低。 

2、 建设项目出入口步行范围内的所有公共交通站点停

靠线路背景交通剩余载客总容量大于或等于建设项目新生

成公共交通出行量；或当背景公共交通线路剩余载客总容量

是负数时，改善后剩余载客容量不降低。站点公交车辆停靠

需求不大于站点公交车辆停靠的通行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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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建设项目新生成的停车需求能在项目内部平衡或解

决方案可行，不会对评价范围内其他建筑的停车造成影响。 

4、 对于场馆园林类（T05）、交通类（T08）中的交通

客运站和客运枢纽、医疗类（T06）和学校类（T07）等产生

大量人流的项目，交通系统改善后能满足步行和自行车交通

的运行要求，当建设项目交通量加入后，按照表 11、表 12 的

规定，不会导致自行车和步行设施改、扩建或者新建。 

当无法通过可行的交通改善措施使得评价范围内改善

后的交通系统运行指标符合上述 4 点规定时，应判定为交通

影响不可接受。对交通影响不可接受的建设项目，应对地块

规划条件或项目建设工程设计方案提出调整建议。 

第十八条 【结论和建议】 

结论和建议应提出合理的结论、可行的建议，供规划主

管部门及公安交警等相关部门决策参考。 

1、 交通影响评价的结论和建议应包括评价结论、必要

性措施和建议性措施。 

2、 评价结论应明确项目建成对评价范围内交通系统的

影响程度是否显著，明确交通改善后建设项目交通影响是否

可接受，是否需要对地块规划条件和（或）项目建设工程设

计方案进行调整。 

3、 必要性措施是保证建设项目交通影响可接受的前提

条件；建议性措施包括对建设项目内部或评价范围内交通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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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推荐采取的措施与方法。对评价范围交通系统影响为显著

影响的建设项目，应明确必要性措施。 

第三章  选址（规划条件）阶段交评报告主要内容与要求 

第十九条 【报告内容】 

选址（规划条件）阶段交通影响评价应包括概况、评价

范围与年限、评价范围用地现状与规划分析、评价范围内交

通现状与规划分析、交通需求预测、交通影响程度评价、外

部交通组织与出入口设置、结论与建议以及相关图纸。 

第二十条 【项目概况】 

项目概况包括项目基础信息、交评目的、原则、主要内

容与工作依据。 

1、 项目基础信息：应包括建设项目空间区位、功能定

位、开发容积率等情况。 

2、 交通影响评价目的、原则、主要内容与工作依据：

包括但不限于交评编制目的、基本原则、主要研究内容；工

作依据应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报告编制相关法规、标准

和规范；城市和片区总体规划、控制性详细规划、综合交通

规划、交通专项规划、相关协调意见以及其他相关研究内容。 

第二十一条 【评价范围与年限】 

结合前述技术内容，根据项目区位、项目类型、项目规

模确定项目评价范围与年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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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二条 【评价范围用地现状与规划分析】 

1、 用地现状分析：包括但不限于开发状态、功能业态、

开发规模、地块周边出入口布局等情况。 

2、 用地规划分析：包括但不限于用地性质、片区功能

定位、总体开发规模、周边地块出入口布局（禁开口段）等

情况。 

第二十三条 【评价范围内交通现状与规划分析】 

1、 交通现状分析：交通影响评价范围内片区交通出行

特征、交通管理政策和说明以及各子系统的设施布局、运行

状态与管理措施，具体包括： 

（1） 道路系统：道路断面形式、交叉口渠化形式、交

叉口控制方式、片区交通组织方案、道路交通量及

饱和度等运行状态以及交通限行管理等情况。 

（2） 公交系统：公交线路走向及主要联系方向、公交

专用道设置情况、公交场站布局与规模、线路组织

运行频率、载客率、上下客及剩余容量分析。 

（3） 停车系统：评价范围内公共停车场及路内停车布

局、规模与管理情况。 

（4） 慢行系统：评价范围内慢行系统网络连续性、服

务品质、公共自行车布局、规模、利用效率以及非

机动车停车情况、过街设施布局与管理控制方式。 

2、 交通规划解读：全面解读评价范围内道路系统、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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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系统、停车系统与慢行系统的规划内容以及片区交通组织

管理发展要求，明确片区未来交通发展方向与面临的发展机

遇。 

（1） 道路系统：说明规划道路网络布局、道路红线、

道路等级、道路宽度、道路横断面等内容，并从道

路新建、改扩建以及已按规划建成三个层面说明评

价年限道路网络规划图与现状相比的变化内容。 

（2） 公交系统：说明轨道交通系统、常规公交系统规

划情况，如公交线路优化与站点布局，并分析评价

范围内公交系统的发展机遇。 

（3） 停车系统：说明评价范围内公共停车场及路内停

车规划，包括布局、规模及收费管理等情况。 

（4） 行人及非机动车交通设施规划：分析评价范围内

行人与非机动车交通设施布局，包括位置、类型以

及与项目距离等内容。 

第二十四条 【交通需求预测】 

在明确交通影响评价年限、评价日的背景下，交通需求

预测包括背景交通需求预测、项目新增交通需求预测、停车

需求预测以及公共交通需求预测。 

1、 评价年限、评价日与评价高峰小时：根据交评项目

概况内容进行明确。 

2、 背景交通需求预测：在加强现场调查的基础上，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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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背景交通需求预测分析的思路、步骤与技术参数，分别给

出评价年限内通过性交通需求与评价范围内在建或规划地

块新增交通量预测依据、过程和结果，明确背景交通分配预

测的方法和过程，并列出评价年限评价时段主要道路路段及

交叉口的背景交通量、饱和度与服务水平，宜采用表格、插

（附）图形式进行说明。 

3、 新增交通量预测：以项目容积率建筑面积确定建筑

规模，结合项目性质、使用对象和类似项目出行特征，结合

附表 1 的交通出行吸发率，测算项目各类业态的高峰小时客

流吸发总量（若缺乏类似项目数据，应结合类似项目完成交

通出行率指标调查），并分析项目交通出行特征、交通生成

量、方式划分等指标，测算项目各类业态的高峰小时客流吸

发总量、机动车吸发量、非机动车吸发量以及公共交通系统

吸发量。分析说明建设项目新增交通分布结果与确定依据。

按照建设项目初始方案，预测新增交通量在评价范围内相关

道路网络上的交通分配，并分析说明评价年限、评价时段、

评价范围内主要路段及交叉口新增交通量预测结果，宜采用

表格、插（附）图形式进行说明。 

4、 叠加交通量分析：按评价年限、评价时段叠加评价

范围内主要路段与交叉口的背景交通量与项目新增交通量

预测结果，宜采用表格、插（附）图形式进行说明。 

5、 停车需求预测：根据《淮安市区建筑物配建停车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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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设置准则》《江苏省城市规划技术管理规定》《项目规划

条件》以及项目新增机动车停车需求，分别测算各类车辆的

停车配建要求。 

6、 公共交通需求：根据项目新增交通量预测项目高峰

小时轨道交通客流、常规公交客流的吸引量和发生量。 

第二十五条 【交通影响程度评价】 

交通影响评价包括外部交通影响评价、内外衔接交通影

响评价。 

1、 外部交通影响评价：包括道路与交叉口交通影响评

价、交通组织管理评价、公共交通评价以及慢行交通系统评

价。 

（1） 道路与交叉口交通影响评价：对评价年限评价时

段建设项目有无情况下，路段及交叉口服务水平变

化情况进行分析说明，并采用表格对比进行说明。

对评价范围内路段及交叉口是否造成新的交通瓶颈

点、是否造成路段局部或交叉口某个流线交通状况

的显著下降，是否能维持路段或交叉口服务水平在

合理的范围内进行分析说明，以服务水平分级为主

要评价内容，以饱和度和延误作为基本评价指标，

对交通影响程度不可接受的建设项目，应对其方案

提出调整建议。 

（2） 交通组织管理评价：分析项目投入使用后周边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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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道路网、主要道路交叉口交通组织变化，并提出

优化改善建议与方案。 

（3） 公共交通评价：分析项目周边公交线路联系方向

是否健全、公共交通设施容量是否满足项目出行需

求、项目人行出入口与公交站点联系是否便捷高效。 

（4） 慢行交通评价：分析项目周边慢行交通网络连续

性、慢行空间品质、过街设施布局、间距及控制方

式是否满足相关规范要求。 

2、 内外衔接交通影响评价：分析评价项目地块内外衔

接出入口数量、功能、与上下游交叉口空间位置关系、宽度

以及交通饱和度是否满足相关规范要求与技术标准。 

第二十六条 【外部交通组织与出入口设置】 

结合交通影响程度评价，对外部片区交通组织进行优化

反馈，可通过但不限于调整交通组织模式、优化交叉口信号

管控方式以及公交专用道设置等方式进行外部交通组织优

化，实现地块开发与片区的协同发展。 

出入口设置建议方案，根据地块吸发交通量对外部交通

的影响，对地块出入口数量、布局以及组织方式提出建议，

在地块出入口禁开口段的基础上明确出入口布局建议设置

位置，指导后续建设工程方案设计。 

第二十七条 【结论与建议】 

评价结论与建议包括主要结论与相关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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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主要结论：明确地块开发规模是否与周边交通系统

相适应，并反馈地块开发规模，细化地块出入口开设要求，

并明确项目对周边交通系统的影响程度，并明确相关改善措

施。 

2、 相关建议：为保障用地开发与周边交通系统的适应

性，对地块及周边进行的必要性改善措施以保障交通影响评

价为可接受程度。 

第二十八条 【相关附图】 

选址（规划条件）阶段交通影响评价图集内容包括以下

图纸： 

1、 建设项目区位图 

从市区、片区和评价范围三个层面标示项目区位，明确

建设项目在市区、片区及评价范围内的空间区位。 

2、 评价范围图 

根据项目性质、规模明确评价范围，并用线条合围展示

评价范围及四至边界。 

3、 用地现状图 

以现状影像图为底图，标注建设项目用地和评价范围轮

廓，并采用不同透明色块填充。 

用文字标注评价范围内主要用地和建筑名称或类别，着

重标注与建设项目紧邻的用地或建筑的名称与类别，可附现

状照片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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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道路设施现状图 

以现状影像图为底图，标注建设项目用地和评价范围轮

廓，并采用不同透明色块填充，用不同颜色标出评价范围内

及周边现状道路等级（非规划道路单独标出），采用图例说

明颜色标示的道路等级，道路断面情况可附现状照片说明。 

5、 项目周边现状公共交通线路及设施图 

以道路设施现状图为底图，标出评价范围内现状通行的

公交线路走向及站点位置，轨道交通线路的名称、走向、站

点及场站设施位置，应标注建设项目与主要公共交通站点和

场站设施的距离。 

6、 项目周边现状公共自行车租赁点布局图 

以道路设施现状图为底图，标出评价范围内现状公共自

行车租赁点位置及与项目距离。 

7、 建设项目周边用地规划图 

依据相关规划成果，图示评价范围，明确评价范围内各

地块的规划土地使用性质，并用图例说明各种颜色标示的用

地性质名称。 

8、 建设项目周边道路规划图 

依据相关规划成果，图示评价范围，以不同颜色线条标

示出评价范围内及周边各种等级规划道路，并用图例说明各

种颜色标示的道路等级。道路横断面规划图可以附图形式给

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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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项目周边公共交通规划图 

根据相关公共交通规划成果，以道路网规划图并叠加除

去尺寸标志的建设项目总平面图为底图，标示出评价范围内

距建设项目出入口 1000 米的轨道交通以及距建设项目出入

口 500 米的常规公交线路的走向、站点位置，并标注出建设

项目与附近主要轨道交通站点、场站设施之间的距离。 

10、 机动车交通流量产生吸引示意图 

以道路网规划图为底图，用线条围合表示评价范围内各

个内部交通小区范围，标示出外部交通小区并标注各小区编

号，同时应给出各交通小区交通产生吸引交通量。 

11、 用地开发前后道路机动车流量对比图 

背景交通饱和度预测图：采用交通预测软件分析结果，

用不同颜色不同宽度线条标示评价范围内背景道路交通饱

和度水平，并标注道路和主要交叉口各方向交通饱和度数值。 

有项目开发道路交通饱和度预测图：采用交通预测软件

分析结果，用不同颜色不同宽度线条标示评价范围内项目开

发情况下道路交通饱和度水平，并标注道路和主要交叉口各

方向交通饱和度数值。 

12、 项目出入口开设建议段 

根据研究结论，以规划用地图为底图，明确选址阶段地

块出入口布局建议开口段，采用线条标出建议开口段，同时

明确建议开口端两端距离上下游交叉口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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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评价范围内道路交通改善示意图 

以规划用地图为底图，明确评价范围及周边道路交通设

施改善交通工程设计图，包括道路平面交通设施、交叉口渠

化设计、人行组织、交通标识标注等。 

14、 评价范围内公交线路系统改善示意图 

以规划用地图为底图，明确评价范围内及周边公交线路、

站点改善示意图，包括但不限于增加/调整公交线路走向、港

湾式公交站台改造等内容。 

15、 评价范围内外部机动车交通组织图 

以规划用地图为底图，明确评价范围及周边道路交通机

动车交通组织图。 

注：在不影响整体效果的前提下，部分要素可合并表示。 

第四章  方案设计阶段交评报告主要内容与要求 

第二十九条 【报告内容】 

交通影响评价报告应包括交评项目概况、用地及交通现

状分析、用地及交通规划阶段、交通需求预测、交通影响程

度评价、交通改善措施与评价，以及结论与建议。 

第三十条 【交评项目概况】 

交评项目概况包括建筑项目概况、交评基础条件以及交

评目的、原则、主要内容与工作依据。 

1、 建设项目概况：应包括建设项目空间区位、主要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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