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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交科集团作为交通运输新型智库联盟第一届理事会成员，积极参与智库相

关研究工作，围绕国家和交通运输行业热点议题献计献策。近日，集团规划院规

划所温玉莎、郭坤卿撰写的《注重细节服务  彰显人文关怀——人口老龄化背景

下交通运输发展策略研究》通过智库遴选，由中国交通新闻网于人民日报全国党

媒信息公共平台刊载。  

 

以下全文：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随着我

国老龄化程度的不断加深，有效解决老年人出行面临的新困难、着力提升老年

人日常出行的品质，为老年人创造安逸、舒适、充满人文关怀的交通出行环

境，是加快建设人民满意、保障有力、世界前列的交通强国的应有之义，也是

我国交通践行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 

老龄化社会加速到来  对交通服务提出更高要求  

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我国 60 岁及以上人口约 2.64 亿人，占比

近 18.7%，其中 65 岁及以上人口约 1.9亿人，占 13.5%，12个省份 65岁及以

上老年人口比重超过 14%。按照国际通行划分标准，我国即将步入“深度老龄

化社会”。 

全社会老龄化进程的进一步加剧，给交通发展提出新的要求。目前，交通

运输主管部门正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困难与挑战。比如，交通运输部积

极探索创新，采用了“传统+智能”方式，指导多家网约车平台公司开通“一键

叫车”等功能，解决老年人面临的“数字鸿沟”“智能障碍”等出行问题；江

苏省苏州市开通敬老示范公交线；浙江省杭州市推出 95128热线和曹操专车

400热线服务；上海推出扬招杆、手机 App“一键呼叫”服务等。但总体看，还

远远满足不了老年人的出行需求，突出反映在顶层制度政策有待加强、交通设

施精细化设计水平还需提升、老年人公共交通出行服务品质依然不高等方面。 

发达国家交通  适老化经验值得借鉴  

政策法规引导，保障老年人交通权利。发达国家政府高度重视老龄化问

题，往往采用多部门联合方式共同制定相关政策。如，早在 20世纪 90年代，

新加坡就成立了专门处理老龄化社会问题的部门，2015年出台了老年友好型城

市行动计划，侧重于为老龄人口提供更加便捷友好的城市公共交通体系，2016

年又推出“幸福老龄化行动计划”，由政府出资支持老龄人口医疗保健、住

房、交通等多个项目。再比如，美国通过立法、编制指南等多种手段，发挥政

策导向作用，特别是注重确保资金来源；1992 年的美国老年人法案再次确认了

交通在健康老龄化中的重要地位，要求各州投入相当比例的资金用于老年交

通。 

交通设施改善注重适老细节，以安全性、实用性实现人本精神。慢行交通

系统方面，新加坡通过增设小坡度通道、扶手扶栏等无障碍设施、改善地下通

道照明、在过街天桥增设电梯和雨棚等措施优化老年人步行环境。交通标志标

识方面，美国联邦公路局针对老年人对符号标志的理解能力较差、辨识距离短

等问题，重新调整、设计、新创符号标志，使之符合老年人认知能力。交叉口



设计方面，新加坡专门设置方便老龄人口过马路的“银发区”，通过调整信号

灯、缩小道路宽度及铺设减速装置等有效措施，降低行车速度，以方便老龄人

口；英国则在许多繁忙的路口设置专为老年人设计的安全岛，铺设为老年人特

制的过街横道，在繁忙交叉口设置灯光信号灯，既方便老年人优先和安全通

行，又不会对道路交通造成过多负担。 

注重公共交通出行的适老性，提升适老交通服务品质。比如，新加坡为改

善老人搭乘公共汽车的体验，采用低地板车辆，车内配套老龄人口座椅和轮椅

固定装置；美国的公交车则在前车门设有升降电梯以方便坐轮椅的老年人，驾

驶员可控制升降板降到与地面水平；日本为有效提升老人换乘便捷程度，在车

站、地铁上下处都设有垂直电梯、滚动电梯、拖动轮椅上下的特殊设施，车站

内的远距离平行移动采用滚动电梯，以减少步行；韩国在老年人聚集的车站、

公园等公共场所都备有可供老年人使用的免费轮椅，还设置了专为老年人设计

的休息座椅。 

为老年人开发安全、易驾驶的车辆，并配套相应驾驶培训和审验制度。

如，美国针对老人驾驶能力的不足，注重车辆应用人性化的操控系统和高科技

手段进行技术改进；日本积极鼓励开发形成老龄驾驶者辅助系统，以简化操

作，提高老年驾驶员的行车安全性。此外，美国对老年驾驶员设立了专门的培

训课程和考试内容，并采用驾照审验制度，以降低老年驾驶员的事故死亡率。

日本则要求 75周岁以上的驾照持有人在办理三年一次的驾照更新手续时，必须

接受一项“认知机能检查”的测试。 

适老化交通服务  重在细节和人性化  

大力提升公共交通全出行链的适老性。推动社区交通微循环发展，考虑老

年人出行需求，开通连接社区至医院、菜市场、超市等的公交微循环线路。提

升老年人公交出行环境便利性、舒适性，积极推广使用无障碍公交车辆，增设

公交座椅、候车座位，提高公交信息服务可视化程度。改善换乘服务水平，针

对老年人行动不便的情况，在不便加装电梯的车站设置拖动轮椅上下的特殊设

施，平行换乘距离远的通道设置滚动电梯减少老人步行。提高老年人步行环境

的便利性，完善停车区域划定及管理，提高慢行区域的连续性，保障老人步行

权益。解决老人出行面临的“数字鸿沟”问题，加快推进“一键叫车”服务普

及应用。 

注重交通硬件的适老性精细设计。加强人行道和自行车专用道精细化设

计，充分考虑适老出行，尤其老年人自动轮椅通行方便性及舒适性问题，注意

人行道铺装选材，注意盲道设计防滑，保障老人出行安全。提升交通设施的适

老精细化设计水平，如交叉口加装声光提醒装置，改进标志标牌设计使之简

单、直观，道路两侧增加休息座椅等。 

加强对适老交通发展的引导和探索。推动适老出行相关标准、导则的出

台，增加适老化交通系统规划设计及改造的控制和要求。积极营造敬老出行文

化，充分发挥舆论引导作用，利用交通运输部组织开展的“公交都市”创建、

“公交出行宣传周”等专项活动，增加敬老出行方面的内容。鼓励社会力量探

索创新更具针对性、安全性的适老交通产品，如便于轮椅上下的出租车、适老

骑行的自行车和电动车等，推动老龄市场交通产业化发展。开展适老性驾培和

审验的探索和研究，考虑到随着老龄化程度加深，老年人驾车比例呈上升趋

势，提早在驾培、审验领域考虑其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