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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工作背景 

1.1 工作背景 

为切实、有效遏制电动自行车交通事故，加强我市电动自行车交

通安全管理工作，规范电动自行车行车秩序，全面促进治安防范、消

防安全，2020年 10月 18日，龙华区政府联合深圳交警，在玉翠、新

石等六个社区率先开展电动自行车备案试点工作。随着龙华区电动自

行车备案试点工作的有序推进，既有的电动自行车通行管理政策已难

以适应和满足备案登记后市民的日常出行需求。 

为加强我市道路交通管理，维护交通秩序，保障道路交通安全、

有序、畅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三十九条、

《深圳经济特区道路交通安全管理条例》第三十六条的相关规定，组

织开展龙华区电动自行车道路通行管理研究，以满足市民群众的出行

需求为主要前提，以确保通行连贯性和安全性为基准，对电动自行车

通行管理政策作出调整，为市民出行提供更好的服务保障。 

1.2 工作目的 

本次电动自行车道路通行管理的主要研究内容包括以下三个方

面： 

1、现状调研。通过问卷调查、现场踏勘、调研座谈等方式，重

点开展龙华区电动自行车出行特征，非机动车道基础设施建设情况以

及市民公众对电动自行车通行管理的意愿调查工作，充分摸清现状。 

2、合理设置。结合现状调研结果，考虑满足市民通行需求、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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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非机动车道设施实际情况、兼顾交通安全管理需要，明确电动自行

车道路通行管理的总体思路，进而确定龙华区电动自行车道路通行管

理方案，并结合相关部门、街道及社会公众意见，进行科学合理优化

和调整。 

3、提出建议。针对电动自行车通行管理后可能存在的交通安全

风险和运行风险，提出相关具体的防范建议和保障措施建议。 

1.3 工作过程 

项目工作过程主要分为制定工作大纲、开展调研调查、编制初步

成果、完成最终成果四个阶段。 

1、制定工作大纲。研究制定《龙华区电动自行车道路通行管理

研究报告》的整体工作方案，同时拟定调研调查内容和具体实施方案。 

2、开展调研调查。主要包括三个部分内容：一是面向街道及社

区居民的电动自行车出行特征及意愿问卷调查工作；二是主要道路断

面电动自行车流量分布和非机动车道设施情况的摸底工作；三是面向

辖区大队、中队以及相关部门的调研座谈。 

  

图 1-1 市民电动自行车出行需求和通行管理意愿问卷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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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非机动车道设施现场调查 

  

图 1-3 相关部门调研座谈 

3、编制初步成果。明确电动自行车道路通行管理的总体思路和

基本原则，结合部门座谈、问卷调查、现场实勘情况和辖区电动自行

车交通安全数据，考虑满足市民出行需求，结合道路基础设施建设情

况，兼顾交通安全管理需要，充分征求相关部门及市民意见，科学合

理设置禁行道路。并针对可能存在的交通安全和运行风险，提出针对

性的防范和保障建议，编制形成初步成果报告。 

4、完成最终成果。充分吸取各相关部门及市民公众的反馈建议，

完善龙华区电动自行车道路通行管理方案，形成最终成果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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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现状调查 

2.1 调查目的 

通过现场实地勘查、纸质问卷调查、座谈调研等形式，综合开展

龙华区电动自行车现状调查工作，主要实现以下三个目的： 

1、充分调研和掌握电动自行车使用者的出行需求、出行特征及

对通行管理政策的意愿，为辖区通行管理方案制定提供依据； 

2、结合资料搜集、现场踏勘，摸底辖区主要道路非机动车道设

施建设情况及通行条件； 

3、掌握龙华区电动自行车备案登记工作进展及工作计划。 

2.2 调查方案 

2.2.1 电动自行车出行特征及民意调查 

开展龙华区居民电动自行车出行特征及通行管理意愿的调查（调

查问卷详见附件 1）。同时，结合视频调查，选取早晚高峰时段调查辖

区主要道路断面的电动自行车流量，具体调查内容如下： 

1、电动自行车出行特征：一是通过问卷调查电动自行车骑行者

居住的街道社区、出行时段、出行频率、出行目的、平均出行时长、

出行道路设施情况以及地铁接驳意愿等出行特征。二是通过视频调查，

分析主要道路断面电动自行车流量特征分布。在辖区范围内的主要道

路共选取 14个道路断面和交叉路口，采用视频监控影像清点的方式，

统计主要道路早高峰时段（7:00至 9:00）或晚高峰时段（17:30-19:30）

电动自行车的断面流量和实载人数（含驾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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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通行管理意愿：以纸质问卷的方式，调查市民对通行管理政

策的接受程度、可忍受的绕行时长，以及对辖区限行路段、时段设置

和非机动车道设施完善的相关建议。 

2.2.2 非机动车道基础设施调研 

结合辖区道路交通安全委员会办公室及相关部门搜集资料，对辖

区高风险道路的非机动车道设施进行现场踏勘，包括非机动车道建设

情况、路面完整程度和无障碍设施设置情况等。其中非机动车道建设

情况主要按以下原则分类调查： 

第一类是有独立非机动车道路段：主要包括设置在机动车道上有

物理隔离（绿化带、护栏等硬隔离）的非机动车道，设置在机动车道

上有标线隔离非机动车道以及设置在人行道上有特殊材料铺装的人

非共板型非机动车道。 

  
图 2-1 物理隔离非机动车道 

  

图 2-2 标线隔离非机动车道       图 2-3特殊铺装人非共板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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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类是设置在人行道上有标线隔离的人非共板型非机动车道。 

  
图 2-4 标线隔离的人非共板型 

第三类是无非机动车道路段：主要包括仅设置人非共板标志牌的

人行道路段，以及既无人行道也无非机动车道路段（如公路断面等）。 

  

图 2-5人非共板标志牌         图 2-6 无人行道 

2.2.3 备案登记工作进展调研 

联系辖区大队，对目前电动自行车备案登记工作进展及下一步计

划安排进行初步了解，搜集街道社区对通行管理政策的相关建议。 

2.3 实施过程 

2.3.1 调查时间 

1、电动自行车出行特征及民意征求调查 

2020年 7月 16日，启动龙华区电动自行车纸质问卷调查。截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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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 27日，共回收调查问卷 1296份，7月 30日完成电动自行车出行

特征及通行管理意愿的调查统计、整理汇总以及修正校核工作。 

7月 20日，启动龙华区电动自行车流量特征分布调查工作，7月

24 日完成电动自行车流量分布清点、校核及高峰小时断面流量统计

工作。 

2、非机动车道基础设施调研 

2020年 7月 16日，联合辖区大队、中队启动主要道路非机动车

道基础设施调查调研工作。7 月 20 日完成非机动车道设施现场踏勘

及绘图工作。 

3、备案登记工作进展调研 

2020年 7月 3日至 20日，联系龙华大队交安办初步了解电动自

行车备案登记工作计划，8 月 12 日完成街道社区备案登记情况资料

搜集及数据统计更新。 

2.3.2 调查样本 

1、调查问卷 

已开展的问卷调查工作主要面向街道社区级电动自行车使用者，

包括 6个街道、50个社区，共回收有效问卷数量 1296份，具体样本

数量分布（街道级）如下表： 

表 2-1 龙华区电动自行车出行特征及民意征求调查数量分布表 

街道 观湖 民治 龙华 大浪 福城 观澜 未填写 合计 

问卷数量 201 250 220 183 205 214 23 12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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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流量特征分布 

电动自行车流量调查完成了龙华区共 14 个主要道路断面的电动

自行车断面流量、实载人数（含驾驶员）调查，具体分布如下： 

   
图 2-7 龙华区电动自行车流量调查断面点位图 

表 2-2 龙华区电动自行车流量调查断面分布表 

辖区 道路序号 道路名称 断面序号 提取流量路段/交叉口 

龙华区 

1 龙华大道 

1 观光路段 

2 环观南路段 

3 布龙路段 

2 环观南路 
4 五和大道路段 

5 坂澜大道路段 

3 龙观大道 
6 华荣路段 

7 东环二路段 

4 新区大道 
8 人民路段 

9 留仙大道路段 

5 观光路 10 观光大道路段 

6 观平路 11 五和大道路段 

7 和平路 12 东环一路段 

8 华荣路 13 华宁路段 

9 梅观路 14 五和大道路段 

3、非机动车道基础设施调研 

非机动车道基础设施调研主要面向电动自行车安全高风险道路，

已调查部分包括 29 条道路，样本道路选取原则为交通安全风险较高

的路段，具体踏勘道路清单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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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8 龙华区非机动车道设施调研道路分布图 

表 2-3 龙华区交通安全高风险道路清单 

  

序号 路名 序号 路名 序号 路名 序号 路名 

1 东环一路 8 新彩隧道 15 桂香路 22 东环二路 

2 民治大道 9 龙华隧道 16 福民路 23 龙观路 

3 清平高速 10 求水顶隧道 17 人民路 24 浪荣路 

4 观平路 11 石皮山隧道 18 新区大道 25 观澜大道 

5 华苑路 12 白石山隧道 19 环观南路 26 大浪陶元路 

6 环观中路 13 龙华大道 20 大布头路 27 民康路 

7 布龙公路 14 坂澜大道 21 观光路 28 樟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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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发展现状及存在问题 

3.1 发展现状 

3.1.1 居民电动自行车出行特征分析 

结合龙华区电动自行车出行需求和通行管理意愿调查问卷统计

结果，对电动自行车出行时段、频率、目的等出行特征分析如下。 

1、出行时段 

 
图 3-1 居民电动自行车出行时间分布 

通勤、接送学生等需求大，电动自行车出行多集中在早、晚高峰

时段。辖区居民电动自行车出行时段整体呈一致性分布，超过六成的

居民出行时间为高峰时段，即早 7 点-9 点、晚 17 点-19 点，其中早

高峰出行特征更加明显，占比高达 38%；晚高峰时段出行占比约 29%。 

2、出行频率 

 

图 3-2 居民电动自行车出行频率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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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轻便灵活等特点，电动自行车出行频率较高。约 69%的居民

使用电动自行车的频率达到了日均一次及以上，四成居民平均一天多

次骑行电动自行车。 

3、出行目的 

 

图 3-3 居民电动自行车出行目的分布 

出行目的呈多样化特征，其中上下班通勤比例最高。电动自行车

出行目的多为上下班通勤、购物买菜、接送小孩等刚性出行需求，其

中约38%的居民为上下班通勤出行，与高峰时段出行特征吻合，此外

约20%的电动自行车出行用于购物、买菜，15%为接送小孩上下学。 

4、出行时长 

 

图 3-4 居民电动自行车出行时长分布 

电动自行车仍是短、中距离出行首选，长距离出行占比相对较低。

居民电动自行车出行时长多集中在 5-30 分钟内，与出行频率和电池

续航里程数据相匹配，少于5分钟和多于30分钟的出行占比合计18%，

10-20分钟出行时间最为普遍，占比达三成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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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出行道路设施情况 

 

图 3-5 居民电动自行车出行道路设施情况分布 

出行道路设施以人非混行居多，约三成道路设有非机动车道。超

过一半（58%）的非机动车道类型为人非混行，近三成出行道路设有

独立非机动车道，其安全性和骑行体验感较高。相反，仍有约 14%的

居民骑行在机动车道上，安全风险相对较高。 

6、轨道接驳意愿 

 

图 3-6 居民电动自行车出行轨道接驳意愿 

考虑到未来轨道线路开通，居民接驳意愿尚不明朗。随着未来新

一期轨道线网的建成，考虑电动自行车换乘地铁（23%）和不考虑（26%）

的意愿人数占比接近，且大多数居民（38%）仍持观望态度。 

7、断面流量分布 

为识别龙华区的电动自行车通行主要走廊，分析电动自行车使用

强度及流量分布情况，对辖区内主要道路断面、交叉口的电动自行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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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行流量进行调查，调查结果分析如下。 

龙华区电动自行车通行走廊主要集中在主干道龙华大道、华荣路、

龙观大道、观坪路。新区大道、观光路等主干道电动自行车流量分布

相对较少。其中，流量排名靠前的断面分别是龙华大道布龙路段（646

辆/小时）、龙华大道环观南路段（616辆/小时）、华荣路华宁路段（579

辆/小时），而新区大道人民路段（236辆/小时）、观光路观光大道路

段（192辆/小时）则相对较少。 

 

图 3-7 龙华区电动自行车流量分布图 

 

图 3-8 龙华区主要道路断面电动自行车流量 

8、通行管理意愿 

（1）居民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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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居民对电动自行车通行管理政策持支持态度。通过对调查

问卷分析，在保证出行需求的前提下，龙华区居民对安全风险大、设

施不完善的道路实行通行管理的意愿较高，近 70%的居民表示支持该

项政策实施，20%的居民持中立态度，仅 10%左右的居民反对电动自行

车限行政策。 

（2）市民建议 

建议住宅用地周边的主要通勤道路不应设置为禁行道路，主要包

括龙华大道（8%）、观澜大道（7%）。建议部分需求较高的道路尽快完

善非机动车道设施，主要包括龙华大道（8%）、民治大道（7%）。 

3.1.2 非机动车道基础设施设置情况 

为全面分析龙华区的非机动车道设施情况，将对以下三种类型的

道路展开调查：一是日常通勤流量集中的主干道；二是电动自行车事

故高发路段；三是主要货运通道。上述道路的非机动车道设施将按照

道路横断面形式分为独立非机动车道、人非共享车道-标线隔离、无

非机动车道三种。 

1、分布特征 

经调查，龙华区非机动车道的空间分布具有以下特点： 

（1）非机动车道设施与住宅小区的空间分布一致性较高 

从道路周边用地性质来看，非机动车道大多分布于住宅用地两侧，

方便周边片区居民上下班通勤。 

（2）道路等级越高的路段非机动车道设施越完善 

例如主干道民治大道、龙华大道两侧均具备完整的非机动车道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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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主干道周边道路多为网状布置，部分设置有人非共板型非机动车

道设施，连通性、可达性较高。支路及城中村内部道路非机动车道设

置较不完善，且机动车违规占道停放情况严重。 

2、断面形式 

通过对龙华区所有主干道、事故高发路段和主要货运通道的调

查可得，非机动车道主要断面形式共分为以下四种： 

  

        图 3-9 独立非机动车道       图 3-10 人非共享车道-标线隔离 

  

图 3-11 人非共享车道-标志牌        图 3-12 无非机动车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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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3 龙华区道路非机动车道设施分布图 

3.1.3 电动自行车备案试点工作进展 

为保障市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确保交通出行顺畅有序，规范电

动自行车管理，电动自行车备案工作正在龙华区玉翠、新石、民治、

润城、章阁、大水田社区共 6个社区有序进行中。 

3.2 存在问题 

3.2.1 电动自行车事故占比高，且事故风险呈现一定的上升态势 

1、电动自行车亡人事故占比呈下降趋势 

2018年至 2019年，龙华区电动自行车亡人事故比重均呈现下降

趋势。2019 年仅有 1 起涉电动自行车亡人事故，占全区亡人事故总

数的 6.3%，远低于 2018年的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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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4 近三年龙华区涉电动自行车亡人事故数量对比 

2、事故发生时间多集中在黎明时段 

6点-7点以及12点-14点的电动自行车亡人事故发生频率最高，

均不少于 2起。早高峰前后（8点-9点）和晚上（20点-22点）的电

动自行车亡人事故数则较其他时段低。晚高峰时段以及中午时段的电

动自行车警情事故频率最高，午后时段（12点-13点）和晚高峰（17

点-18点）的小时事故强度分别为 752起/小时和 715起/小时，远高

于全天的平均小时强度（450.9起/小时）。 

  

图 3-15 近三年龙华区电动自行车亡人事故、警情事故的时变特征 

3、主干道事故高发特征明显 

近三年涉电动自行车亡人事故共发生在 16 条道路上，其中主干

道其中东环一路、民治大道三年内均发生两起及以上亡人事故。从警

情事故数据来看，电动自行车警情高发路段共 2条，分别为主干道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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澜大道、民治大道。 

       
图 3-16 近三年龙华区亡人事故点位  图 3-22 2017-19年龙华区事故警情分布 

4、电动自行车与货车、客车碰撞事故频发 

近三年涉电动自行车亡人事故中，与客车碰撞占比高达 63%。 

         

图 3-17 近三年龙华区电动自行车亡人事故相对方占比 

3.2.2 电动自行车骑行者违法行为严重、道路交通安全意识淡薄 

2019 年全市涉电动自行车一般程序道路交通事故共 508 起，事

故共造成 94人死亡，占全部道路交通事故死亡总人数的 35.61%。其

中，冲红灯、饮酒驾驶电动自行车和在机动车道上骑行、逆行、违反

标线标识横过道路是造成交通事故的主要原因，外来务工人员发生违

法行为以及事故的比例尤其高。此外，通过路面执勤发现，仍存在一

部分骑行者因为侥幸心理与从众心理而违反交通规则，购买了头盔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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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佩戴的情况，且大部分骑行者认为交通事故发生概率小，整体保险

购买率较低。 

3.2.3 超标、非法改装电动自行车乱象严重，规范管理缺乏抓手 

电动自行车超标与私自改装问题长期存在。根据深圳市电动自行

车行业协会销售统计数据及整治情况来看，近五年正规生产厂家流入

市场且符合旧国标的电动自行车不足 5万辆，存量电动自行车 98%为

超标电动自行车或改装、拼装电动自行车，非法改装车辆乱象突出。

为解决这一问题，规范电动自行车各项安全性能，国家市场监督管理

局与中国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发布《电动自行车安全技术规范》（以

下简称“新国标”）并于 2019年 4月 15日开始实施。 

新国标实施以后，不符合新国标的电动自行车将逐渐被淘汰、置

换，在这一过渡期间，旧国标车辆仍被允许使用。为严格区分新国标

与旧国标车辆，同时规范电动自行车管理，深圳开始实施电动自行车

备案登记制度，在实施过程中，部分旧国标车辆车主因为购买车辆年

代久远，遗失相关证明材料，一些电商平台趁机销售假证、套证，加

剧了行业乱象。 

3.2.4 非机动车路权长期缺乏保障，现状断面设计导致冲突严重 

1、非机动车路权分配缺失，机非混行严重 

《城市道路工程设计规范》（CJJ37-2012）中指出：“城市道路横

断面宜由机动车道、非机动车道、人行道、分车带、设施带、绿化带

等组成。”经调研，部分道路存在非机动车道缺失的问题，在一些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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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动车流量较大的道路节点，由于其通行轨迹随意，容易引起交通秩

序混乱，从而增加发生事故概率。 

此外，虽然部分新建道路按照要求建设非机动车道，已建道路充

分利用人行道或者机动车道空间重新施划非机动车道，但仍存在非机

动车道被停放车辆、市政设施以及随意穿行的行人占用的情况。部分

施工路段人行道与非机动车道长期被占用，同时围挡外未设置临时非

机动车道，导致非机动车道不连续、慢行交通组织混乱，事故风险进

一步上升。 

2、人非共板的断面设计易导致冲突 

非机动车道横断面设计通常有非机动车与机动车道共板以及非

机动车与人行道共板两种模式。经调研，龙华区新区大道非机动车道

普遍采用人非共板式断面设计，但非机动车道与人行道的相对位置、

隔离方式未形成统一、规范的设计标准，存在标线标识隔离、特殊铺

装隔离等多种设计表达，这使得骑行者难以养成良好的骑行习惯，同

时容易造成其他道路使用者的误解，甚至错误使用车道。 

3、交叉口右转渠化过度，加剧机非冲突 

部分人非共板的交叉口设计为分离右转车流、提升运行效率，广

泛采用右转渠化方式，但在实际使用中却破坏了非机动车道的连续性，

导致在大尺度交叉口和斜交交叉口中，非机动车过街次数与时间明显

增多，红灯起亮时滞留在路中或渠化岛上的非机动车往往容易“抢秒”

或突然加速，与机动车发生冲突的可能性进一步上升，反而降低机动

车通行效率、增加碰撞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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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5 既有限行道路覆盖较广，居民出行需求难以得到有效保障 

大范围的限行区域设置无法满足市民日常出行需求。我市目前既

有电动自行车限行道路共 586条，以及其他 13个重点片区范围道路，

覆盖原特区内约 90%的主、次干道，原特区外全部中心城区道路。上

述限行区域恰为城市建设密集区域，人口和岗位相对集中。 

对于发达片区而言，电动自行车解决的是公交服务特征难以满足

复杂出行链的矛盾，在欠发达片区，电动自行车解决的是出行难的矛

盾。大范围的禁行政策将对市民出行需求造成较大影响，据估计可能

影响的市民出行超过 640万人次（按照个体电动自行车保有量 320万

辆，日均出行 2 次估算），远高于全市轨道客运量（2019 年日均 553

万人次）和地面公交客运量（2019年日均 551万人次）。 

3.2.6 既有通行管理政策制约备案试点工作开展，市民接受度低 

本着便民利民的原则，充分考虑市民对电动自行车的实际出行需

求，我市电动自行车试点备案工作有序推进，引导市民安全、有序、

规范出行。既有通行管理政策由于覆盖范围广，无法满足备案管理背

景下的市民日常出行服务需要。 

此外，在备案措施推进的同时，不少市民对电动自行车禁行区域

和路段的合理性和必要性提出了质疑，舆情反应较大。因此，建议尽

快调整优化通行管理政策，明确通行管理细则，消除市民疑虑，确保

备案登记电动自行车“有路可走”，化解舆情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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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电动自行车通行管理策略 

4.1 总体思路 

本次电动自行车道路通行管理的总体思路为：以确保道路交通安

全为基本前提，结合道路非机动车道基础设施规划建设情况，考虑最

大程度满足辖区内部广大市民群众及民生服务行业电动自行车备案

登记后的日常出行需求，充分征求相关管理部门、街道及市民公众意

见，明确电动自行车禁行管理的对象、区域，有效防范和减少电动自

行车违法行为和事故数量，进而加强电动自行车安全管理工作，确保

管理政策的连续性。 

另外，政策实施过程中将结合道路非机动车道建设进度及交通管

理实际需求，对电动自行车通行区域、时段进行动态精细化的调整和

优化，从而实现市民电动自行车出行体验不断优化，市民群众日常出

行需求不断满足，道路交通安全管理不断加强，道路交通事故风险不

断降低的总体目标。 

4.1.1 通行管理的主要原则 

电动自行车通行管理的主要原则以明确禁行对象以及禁行区域

为主，进而确定片区电动自行车的道路通行管理对策措施及相关配套

保障措施。 

1、禁行对象的选取原则 

通行管理对象：本市范围内，市民日常通勤、接送等个人使用用

途类的电动自行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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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豁免对象：对于本市范围内民生服务行业类，如从事医疗卫

生行业，邮政(含报刊投递)、快递、外卖，公共设施抢修，环卫清洁

等行业，以及运送桶装饮用水、瓶装燃气等单位所使用的电动自行车，

经统一载物托架和车身颜色，纳入规范管理后，不受限制行驶措施限

制。 

具体的民生服务行业范围主要包括以下与民生密切相关或者提

供公共服务的行业： 

⚫ 医疗卫生行业； 

⚫ 邮政、快递、报刊投递； 

⚫ 电力、供水、燃气、电信通讯等公共设施抢修； 

⚫ 环卫清洁； 

⚫ 外卖配送及瓶装燃气、桶装饮用水、鲜奶运送； 

⚫ 农贸（农批）市场商户销售和配送货物。 

另外，市公安交管部门可以根据实际情况，会同市交通运输、工

业和信息化、商务、市场监督管理、邮政管理等相关部门对民生服务

行业范围进行动态优化调整，经市政府审定后发布。 

2、禁行区域/道路的选取原则 

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广东省道路交通安全

条例》以及《深圳经济特区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罚条例》对于非

机动车道路通行的相关规定，综合考虑电动自行车交通安全管理及备

案登记后市民群众的出行需求，确定电动自行车限行道路的四大主要

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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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遵循法律规定原则 

国家、省、市层面相关法律及条例明确规定限制通行的高速公路

和城市快速路。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六十七条

“行人、非机动车、拖拉机、轮式专用机械车、铰接式客车、全挂拖

斗车以及其他设计最高时速低于七十公里的机动车，不得进入高速公

路”；《广东省道路交通安全条例》第三十六条“非机动车和行人不

得进入城市快速路、高速公路”以及《深圳经济特区道路交通安全违

法行为处罚条例》第九条“驾驶非机动车违反规定进入高速公路、城

市快速干道的处五百元罚款”的相关规定，非机动车不得进入高速公

路和城市快速路。 

（2）充分保障民生原则 

除高、快速路外，充分保障本市范围内民生服务行业类出行。如

从事医疗卫生行业，邮政(含报刊投递)、快递、外卖，公共设施抢修，

环卫清洁等行业，以及运送桶装饮用水、瓶装燃气等单位所使用的电

动自行车，经统一载物托架和车身颜色、备案登记并悬挂蓝色标识（号

牌）后，除高、快速路外，不受限制行驶措施限制。 

（3）科学合理设置原则 

电动自行车部分道路禁行应考虑充分保障市民通行需求，根据道

路非机动车道设施建设及通行条件实际情况，兼顾交通安全，充分征

求相关部门、街道及市民公众意见，科学合理设置。 

对于非机动车道基础设施薄弱的道路，具体结合对下列五项影响

道路交通安全因素的综合考虑，合理设置电动自行车的通行管理路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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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无独立非机动车道基础设施的隧道、立交、跨线桥路段。二是通

过对历史事故数据的分析研判，涉摩电亡人事故多发及事故警情高发

的道路。三是区域内部重型货车出行比重较高、机非混行较为严重的

货运基本通道路段。四是深圳北站、会展中心等特定区域。五是非机

动车道基础设施薄弱，从安全角度考虑、短期内不具备通行条件的路

段。 

最后，应充分保障市民出行的连续性及出行方式可转移性。电动

自行车限行道路应具有可替代的出行道路，道路限行后，通过替代道

路或公交等其他出行方式替代等方式，可以一方面实现不影响电动自

行车出行的连续性、另一方面可实现原出行需求向其他出行方式的合

理转移。 

（4）路口冲突适用原则 

限行道路与非限行道路相交路口，仍采取准许电动自行车过街的

管理模式。对于部分限行道路与非限行道路相交的道路交叉口，为保

障市民的过街需求，准许电动自行车在路口范围进行过街，但禁止电

动自行车沿限行道路路段通行。 

 
图 4-1 电动自行车限行、准行道路节点管控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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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相关配套保障 

配合电动自行车备案登记管理以及高风险道路限制通行管理，应

做好设施和管理等方面的配套保障。 

（1）设施保障。不断推进和完善非机动车道等基础设施建设和

改造，持续改善电动自行车的出行环境。一是要大力推进非机动车道

网络建设，保障电动自行车出行连贯性。二是要持续推进无障碍设施

改造升级，提升市民出行体验感和友好度。 

（2）管理保障。一是对于明确的限制通行路段应强化交通安全

管理，结合智慧二期 RFID 等路侧科技执法设施建设严格执法管控、

提升电动自行车的执法效能，预防事故发生风险；同时对于隧道路段

且无合理替代出行路线的，建议加快完善跨区域公交线路和服务水平；

二是对于允许通行路段应加强电动自行车备案登记以及戴头盔等通

行及驾驶行为的管理，提高准行路段电动自行车的通行秩序和规范化

管理水平。 

4.1.2 通行管控模式 

结合电动自行车出行及安全管理需求，实施精细化分级管控的模

式，共分为四个管控级别，具体如下： 

一级（全天禁止通行）：国家、省、市相关法律及条例明确规定

禁止通行道路，如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 

二级（全天限制通行）：亡人事故及事故警情高发的道路路段且

非机动车道设施条件薄弱、通行环境较差的道路；重型货车流量占比

高、机非混行严重且非机动车道设施条件较差的道路；缺乏独立非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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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车道设施的隧道、立交、跨线桥路段。 

三级（非高峰限制通行）：对于交通事故高风险路段且非机动车

道设施相对薄弱，但道路沿线有一定规模刚性出行需求的路段（如学

校、医院、住宅区、农批市场等），可考虑实施非高峰时段限制通行，

高峰时段准行的通行管理模式。 

四级（全天允许通行）：除上述禁止及限制通行以外的其他区域

和道路。 

 

图 4-2 电动自行车道路通行管理分级管控示意图 

4.2 技术路线 

结合上述电动自行车限制通行管理的总体思路，提出试点区域电

动自行车道路通行管理方案制定的总体技术实现路线。主要分现状调

研开展、总体思路确定、试点方案制定以及相关保障措施及建议提出

四个步骤开展。 

1、现状调研开展。通过问卷调查、现场踏勘、调研座谈等方式，

重点开展包括片区电动自行车出行特征及市民意愿调查、非机动车道

基础设施踏勘以及包括交警、交通、街道在内的相关部门调研三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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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充分摸清现状电动自行车的出行需求及非机动车道设施建设及

规划的基本情况。 

2、总体思路确定。结合深圳备案登记管理工作推进及道路非机

动车道基础设施建设情况，明确电动自行车道路通行管理的主要原则、

管控模式和实现路径。 

3、试点方案制定。根据电动自行车道路通行管理的主要原则，

首先确定管控道路及路段，其次结合市民电动自行车出行需求及片区

道路非机动车道建设现状，确定片区电动自行车限制通行分级管控试

点方案，并结合相关管理部门及市民和专家意见进行优化完善，形成

龙华区电动自行车道路通行管理方案。 

4、相关保障措施及建议提出。为进一步完善和加强电动自行车

安全管理，切实预防交通事故风险，配套电动自行车试点道路限制通

行管理方案实施，分别就相关政策支撑、道路基础设施完善、宣传引

导、科技执法赋能以及公交服务提升等方面提出保障措施及建议。 

现状调研

总体思路

出行特征及市民意愿调查

保障措施及相关建议

试点方案

非机动车道基础设施踏勘

相关管理部门调研

通行管理的主要原则、管控
模式、技术路线

经验借鉴

· 管控对象选取原则

· 管控道路选取原则

· 管控时段选取原则

相关管理部
门征求意见

管控道路确定

分级管控方案制定
（四级管控）

政策、设施、宣传、执法、
服务等方面保障及建议

方案优化

出行需求

设施条件

· 法律条例规定

· 事故及警情数据分析

· 货运通道识别

· 基础设施及出行需求

道路选取原则

 

图 4-3 技术路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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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电动自行车通行管理试点方案 

5.1 确定管控道路 

1、梳理高、快速路及隧道路段 

龙华区管辖范围内共有高快速路 6 条，即梅观高速、机荷高速、

清平高速、南坪快速路、福龙路、龙澜大道；隧道及下穿通道路段 5

条，包括新彩隧道、龙华隧道、求水顶隧道、石皮山隧道及龙华大道

-梅观高速下穿通道段。 

2、识别货运通道 

根据全市基本货运通道数据、物流园区分布以及相关部门反馈资

料，共识别出梅观高速、机荷高速、清平高速、南坪快速路、福龙路、

民康路、布龙公路、东环二路、龙观路、浪荣路、观澜大道、观光路、

龙华大道共 13条基本货运通道以及华通源物流中心，具体分布如下： 

 
图 5-1 龙华区基本货运通道及主要物流园区分布 



32 

3、识别事故高发路段 

以 2017-2019年道路交通事故数据为基础，识别出三年内发生过

涉及电动自行车的交通亡人事故路段共 16 条，其中东环一路、民治

大道三年内均发生两起及以上亡人事故，具体点位分布如下： 

     
图 5-2 2017-19年龙华区电动自行车交通亡人事故空间分布 

以 2018 年事故警情数据为基础，识别出电动自行车警情高发路

段共 2 条，分别为观澜大道、民治大道;警情高发片区共 2 个，分别

为大浪社区、弓村社区，均高于全区电动自行车平均警情强度，警情

热点分布如下： 

 

      图 5-3 2018年龙华区电动自行车警情高发区域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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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确定高风险道路 

将隧道、立交、跨线桥路段、事故高发路段、基本货运通道均定

义为电动自行车出行高风险路段，汇总上述分析道路，删去重复路段，

确认龙华区电动自行车交通高风险路段共 29条，分布如下： 

    

图 5-4 龙华区电动自行车高风险路段 

5、高风险路段的非机动车道设施情况 

对已识别出的高风险路段非机动车道设施情况进行现场调查，分

为独立非机动车道、人非共享（标线隔离）、人非共享（标志牌）、无

人行道及非机动车道共四类。基于交通安全风险控制，将宽度小于 1.5

米的人非共享（标志牌）、无人行道及非机动车道两种类型定义为非

机动车道设施不完善的路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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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5 龙华区电动自行车高风险路段非机动车道设施设置情况 

6、确定限行道路 

在高风险路段的基础上，结合现场调查情况，筛选出高风险、且

非机动车道设施不完善的路段共 4条，即布龙公路、梅观路、坂澜大

道、华苑路；隧道及下穿通道 6个，即新彩隧道、龙华隧道、石皮山

隧道、求水顶隧道、龙华大道-梅观高速下穿通道、上横朗隧道；立

交及跨线桥路段 4 条，即民乐立交、哈飞汽车立交、华明路跨线桥、

观光路跨线桥。 

通过实地调研发现，华苑路道路北侧设有人行道、南侧目前正处

于施工状态，考虑到华苑路沿线居住区密集，从道路功能上来看属于

不同居住组团间的连接支路。考虑到居民实际出行需求，建议不限行，

同时完善道路夜间照明，加强对路侧违停车辆的查处力度，设置避让

标志及指示牌提醒过往机动车注意避让非机动车及行人。 

观光路跨线桥两端居民区、工业区密集，电动自行车出行流量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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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现状南往北方向全线设有 1.5米宽人行道、北往南方面无人行道

及非机动车道设施，考虑到居民实际出行需求，建议不限行，引导市

民使用东侧人行道，同时在人行道上加装护栏，降低事故风险。 

布龙公路宝石东路-华辉路段为公路，无非机动车道，考虑到此

路段是连接宝安区石岩街道官田片区与龙华街道大浪片区的主要通

道，因此在满足居民的前提下，兼顾近期地铁 6号线路的开通等因素

的综合考虑，建议对布龙公路华兴路至华辉路段双方向限制电动自行

车通行。考虑到布龙公路为龙华主要货运通道，为保障居民出行安全，

建议在布龙公路-华兴路口以北双方向设置标志标牌。 

此外，考虑到深圳北站及周边道路到发旅客来往密集、交通组织

复杂，具有一定特殊管理需求，建议对深圳北站实施片区电动自行车

禁行管理，具体包括留仙大道致远中路口至民塘路口段、玉龙路民塘

路口至致远中路口段、民塘路、致远中路玉龙路口至留仙大道路口段

全部道路和路段。 

综合考虑上述道路及区域，建议对龙华区实施“12 条道路+1 个

片区”的电动自行车禁行管理思路，具体包括布龙公路（华兴路-华

辉路）、梅观路、新彩隧道、新区大道（民丰路-民宝路）、坂澜大道、

五和大道（环观南路-锦绣科技园）、龙华大道（观澜公园路-布新路）、

明浪路（禾槎涧大桥-观光路）、梅观立交、民乐立交、哈飞汽车立交、

华明路跨线桥以及深圳北站片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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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6 龙华区电动自行车限行路段分布图 

5.2 制定分级管控方案 

结合电动自行车通行管控模式，设置高、快速路为一级禁行区。

对已识别出的高风险、且非机动车道设施不完善的路段以及深圳北站

合围区域，设置为二级禁行区。 

表 5-1 龙华区电动自行车分级管控方案 

序号 道路名称 具体路段 道路等级 禁、限行管控模式 

1 梅观高速 

龙华段 高速路 

一级：全天、全路段 

禁止通行 

2 机荷高速 

3 清平高速 

4 福龙路 
龙华段 

快速路 5 南坪快速路 

6 龙澜大道 全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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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布龙公路 华兴路-华辉路 公路 

二级：全天禁止通行，

每半年动态调整一次 

8 梅观路 全段 

城市道路 

9 新彩隧道 全段 

10 新区大道 民丰路-民宝路 

11 坂澜大道 全段 

12 五和大道 环观南路-锦绣科技园 

13 龙华大道 观澜公园路-布新路 

14 明浪路 禾槎涧大桥-观光路 

15 华辉路 华宁路-同胜工业园路 

15 梅观立交 

具体范围以分、合流点

为准 

16 民乐立交 

17 哈飞汽车立交 

18 华明路跨线桥 

19 深圳北站片区 

留仙大道致远中路口至

民塘路口段、玉龙路民

塘路口至致远中路口

段、民塘路、致远中路玉

龙路口至留仙大道路口

段全部道路和路段 

/ 

5.3 确定替代路线 

针对龙华区电动自行车禁行道路，可采取下列替代路线出行： 

1. 布龙公路（华兴路-华辉路）：两侧支路网发达，可根据需要选择

平行道路出行，也可换乘地铁 6号线或换乘公交 332路，624路，

882路，e14路，e35路，e40路，m115路，m193路等公交线路或

选择其他交通方式出行。 

2. 华辉路（华宁路-同胜工业园路段）：两侧路网发达，可根据需要

选择平行道路出行，也可换乘地铁 6号线。 

3. 梅观路：建议乘坐地铁 4号线或选择其他交通方式出行。 

4. 新彩隧道：长隧道内骑行非机动车极为危险，建议换乘地铁 4 号

线或选择其他交通方式出行。 

5. 新区大道（民宝路-民丰路段）：建议选择平行道路民塘路、致远



38 

中路出行，也可换乘地铁 4 号线、6 号线或选择其他交通方式出

行。 

6. 坂澜大道：建议选择五和大道绕行，或乘坐 m572路、m198路等公

交线路或选择其他交通方式出行。 

7. 五和大道（环观南路-锦绣科技园）：建议选择平行道路平安路、

观平路绕行。 

8. 龙华大道（观澜公园路-布新路）：建议选择平行路线沿河路-布新

路进行绕行。 

9. 明浪路（禾槎涧大桥-观光路）：隧道段，目前无公交线路，建议

在大浪时尚小镇公交总站增加新的公交接驳线路。 

10.民乐立交：建议乘坐地铁 4号线进行绕行。 

11.哈飞汽车立交：建议选择观光路人行天桥进行绕行。 

12.华明路跨线桥：建议选择东侧人行天桥进行绕行。 

13.深圳北站片区：建议选择公共交通或其他交通方式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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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相关建议 

6.1 交通安全风险防范建议 

6.1.1 推进非机动车道基础设施建设，保障基本通行权 

结合龙华区现状非机动车道设施情况，对未来非机动车道设施建

设和改造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1、明确连续的非机动车通行空间，完善相关隔离设施。根据道

路断面实际情况，对断面空间可设置独立非机动车道的道路，建议采

用沥青铺装的方式明确非机动车道；对无设置独立非机动车道条件的

道路，根据人行道情况，通过标线隔离方式，确定人非共板型非机动

车道。同时，可视情况设置绿化隔离、隔离护栏等，确保机非、人非

分离，保障通行安全。 

2、保障非机动车道基本宽度，满足非机动车通行需求。根据《城

市道路工程设计规范》（CJJ37-2012）中“一条自行车道宽度应至少

为 1米”的规定，结合深圳市道路交通设施实际及国内外经验，建议

非机动车道宽度至少 1.5米。 

3、允许非机动车过街的路口，完善无障碍设施和过街设施。非

限行道路与非限行道路相交路口、限行道路与非限行道路相交路口，

均允许非机动车过街。此类路口人行道与路面衔接处应根据规范要求

建设，确保出入口坡度的平顺性及设施的连续性。同时，借鉴国内外

有关做法，在非机动车过街流量较大的路口，设置非机动车过街等待

区及人、非分离式过街斑马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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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1 无障碍设计示例 

  

图 6-2 人非分离式过街斑马线 图 6-3 波特兰非机动车通行空间设计 

4、及时消除非机动车道空间范围内的违法占道。加大对占用非

机动车道进行摆摊设点、占道经营等行为的查处力度，及时清除非机

动车道空间范围内的各类障碍物。 

6.1.2 持续提升公交服务，引导市民转变日常出行方式 

原特区内外公共交通发展不均衡现象将持续存在。现状轨道站点

800 米人口岗位覆盖率，原特区内为 74%，原特区外为 20%；至 2024

年轨道四期调整建设完成后，轨道站点 800米人口岗位覆盖率原特区

内为 80%，原特区外为 43%，仍存在近一倍的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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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4 深圳市轨道交通网络分布图 

1、优化各级公交线网。结合现状公交线网走廊分布及特点，精

准投放服务跨街道的公交线路、支线公交及社区微巴，提升公共交通

服务水平。 

2、增加通勤接驳车辆。建议在主要工业园区、厂区和居住区增

设定点定时通勤接驳车辆，合理规划路线，满足员工上下班通勤需求。 

3、完善校车服务。建议一是完善校巴线路，将部分电动自行车

的接送需求转由校巴替代，提高学生出行的安全性。二是加强安全路

线设计，强化校车路线及学生通勤主要道路的设施安全水平。三是依

托“家校警”加强对校车通行安全的执法管理。 

  8月 18日 12时，深圳地铁 6、10号线共计 78.7公里线路、沿

线 50 个车站正式开通。地铁 6 号线起于科学馆站，途经福田区、罗

湖区、龙华区、光明区、宝安区，止于松岗站，大致呈“7形”走向。

线路全长 49．4 公里，共设车站 27 座。6 号线途经龙华区新区大道

隧道段、布龙公路（华兴路-华辉路段），其开通一定程度上缓解了龙

华区电动自行车限行路段的出行需求，线路周边以电动自行车为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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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勤方式的人群将逐步转移为轨道公交出行。 

 

图 6-5 深圳市轨道交通网络分布图 

6.2 限行政策实施保障建议 

6.2.1 加快备案登记工作进程，提供通行管理有力抓手 

1、加快电动自行车备案登记试点推广。为更好实现对电动自行

车有效管理，提升全市整体交通安全水平，建议逐步推动其他各区、

各街道电动自行车备案登记工作，实现我市电动自行车全部上牌纳管。 

2、探索电动自行车记分管理。市公安交管部门可以参照机动车

驾驶证记分管理模式，对电动自行车驾驶人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

法规，除依法给予行政处罚外，实行累积记分制度。累积记分达到相

应分值，驾驶人应当接受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教育。 

6.2.2 加强社会舆论宣传，树立安全、有序的出行理念 

1、加强备案时线下学习。社区可以借助电动自行车备案登记契

机，通过固定宣传和利用“大篷车”流动宣传等方式，以观看交通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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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视频、“交通安全第一课”平台等方式进行交通文明学习，提升交

通安全意识水平。同时，应强化对居民购买使用符合新国标的电动自

行车的宣传力度，倡导带牌销售。 

  

图 6-6 大鹏葵涌街道坝光社区电动自行车安全学习点 

2、加强厂区定点宣传教育。为加强厂区电动自行车通勤者的交

通安全意识，建议市交警局、街道、社区等多部门联合行动，基于 2019

年深圳市道路交通死亡事故分析，以“禁止醉酒驾驶电动自行车”、

“戴头盔、载一人、靠右走”、“远离货车盲区”为主题开展定点专项

宣传。 

  

图 6-7 交通安全宣传教育 

3、强化学校周边佩戴头盔检查劝导。在中小学校周边道路上下

学高峰期开展交通安全检查，重点检查接送学生时家长及学生佩戴头

盔情况，宣贯关于“安全骑行电动自行车”、“戴头盔、不违规载人”

等安全教育内容。对未按规定佩戴头盔及逆行等违法行为者，现场抄

写学习道路交通安全法及相关法律法规。 



44 

  
图 6-8 学校周边开展交通安全宣传教育 

6.2.3 设置清晰、醒目的禁行标志，明确禁行区域边界 

深圳现阶段人非混行严重，为避免人非混行风险，根据电动自行

车限行方案，在电动自行车禁行道路，应设置相关指引提示标志。 

根据《城市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设置规范》（GB51038-2015）规

范要求，禁止各类或某类非机动车、行人进入的道路，应设置禁止各

类或某类非机动车、行人进入标志，禁止各类或某类非机动车、行人

进入标志的设定应符合以下规定： 

⚫ 应设置在禁止各类或某类非机动车、行人进入道路入口处的明显

位置，并可根据需要重复设置； 

⚫ 在某一区域内禁止各类或某类非机动车、行人进入时，应在进入

该区域道路的每个入口处设置，禁行范围内可重复设置。 

  

图 6-9 禁止电动自行车进入标志示例 

6.2.4 利用科技执法设施，精准识别电动自行车违法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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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RFID 无线射频技术的电动自行车智能管控系统，以电动自

行车电子号牌为核心，通过在核发的电动自行车号牌中嵌入智能管理

RFID芯片，同时在主要限行道路信号控制路口增设 RFID识别传感器，

依托交通违法抓拍系统，对电动自行车逆行、超速、上禁行道路行驶、

冲红灯等违法行为进行实时监控，并将电动自行车车辆动态信息自动

上传至后台系统。 

 
图 6-10 RFID管控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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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电动自行车出行需求和通行管理意愿调查问卷 

亲爱的市民朋友们，您好！为有效预防和遏制电动自行车交通事故，强化电动自行车交

通安全管理工作，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局拟对我市电动自行车限行区域和限行时间作出调整，

特此开展电动自行车出行需求和通行管理意愿问卷调查。本次调查匿名进行，所获信息将严

格保密，非常感谢您花宝贵时间参与此项调查。 

1. 您所居住的区：                  街道：                   社区：               

2. 您平时骑电动自行车出行的时段（多选）： 

□早高峰 7点至 9点      □晚高峰 17点至 19 点      □夜间时段 19点-24点       

□其余时段     □不确定 

3. 您平时骑电动自行车出行的频率： 

□平均一天多次      □平均一天一次      □平均两至三天一次      

 □平均一周一次      □少于一周一次 

4. 您平时骑电动自行车出行的目的（多选）： 

□民生行业（快递、外卖、公共设施抢修、环卫等）          □上下班通勤            

□文娱、社交活动      □日常办事（医院、银行、邮政等）       □购物、买菜        

□接送小孩            □公交或地铁接驳 

5. 您每趟骑电动自行车出行的平均时长： 

□少于 5分钟      □5-10分钟      □10-20 分钟      □20-30分钟       

□30-40分钟       □多于 40分钟 

6. 您平时骑电动自行车出行的道路设施情况多数是（多选）： 

□有非机动车道（标线或独立非机动车道）     □没有非机动车道，但有人行道      

□没有非机动车道和人行道 

7. 随着地铁站点的逐步开通，您是否考虑骑行电动自行车至地铁站换乘轨道交通？ 

□我经常骑行电动自行车换乘地铁               □我不需要骑行电动自行车换乘地铁 

□如果有新站点开通，我会考虑骑行电动自行车换乘地铁                □不确定 

8. 2019 年我市涉电动自行车交通事故共造成 94 人死亡，占全部交通事故死亡人数的

35.6%，出于安全考虑，您是否支持在部分安全风险较大、道路基础设施不完善的路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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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行电动自行车通行管理政策？ 

□非常不支持    □不支持    □中立    □支持    □非常支持 

9. 在能够满足大多数居民出行需求的前提下，您是否支持在部分道路实行分时段电动自

行车通行管理政策？ 

 □非常不支持    □不支持    □中立    □支持    □非常支持 

10. 如果部分道路实施电动自行车通行管理政策，您能够接受因绕行而增加的骑行时间是： 

 □0-5分钟    □5-10分钟    □10-15分钟    □大于 15分钟    □无法接受 

11. 请您结合自身出行需求和骑行习惯，填写您认为不应设置限行条件的道路名称：（高、

快速路不计入内！）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2. 请您结合平时电动自行车出行体验，填写您认为亟需完善非机动车道设施的道路名称：

（高、快速路不计入内！）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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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主要道路断面电动自行车流量 

道路序号 道路名称 断面序号 提取流量路段/交叉口 断面流量分布（1h） 

1 龙华大道 

1 观光路段 392 

2 环观南路段 616 

3 布龙路段 646 

2 环观南路 
4 五和大道路段 325 

5 坂澜大道路段 352 

3 龙观大道 
6 华荣路段 494 

7 东环二路段 561 

4 新区大道 
8 人民路段 236 

9 留仙大道路段 343 

5 观光路 10 观光大道路段 192 

6 观平路 11 五和大道路段 514 

7 和平路 12 东环一路段 394 

8 华荣路 13 华宁路段 579 

9 梅观路 14 五和大道路段 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