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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孙燕 盛锐

似乎全国的人都涌进了春暖花开的杭州。尤其是杭州41个景点免票以来，商

业街区、景区一到周末很是热闹。密集的车流让交通拥堵成了常态。

自 2022 年 12 月 21 日起至今，杭州市区地面道路暂停错峰限行已有 3 个月。

交警部门表示：在没有做出新的通知前，“地面道路将继续暂停错峰限行措施，快速

路错峰限行保持不变，恢复时间将根据交通运行情况另行发布。”

兔年春节以来，关于杭州取消限行的传言一度甚嚣尘上。早在 2022 年 2 月，

杭州市第十三次党代会上就提到：杭州将健全智慧交通体系，率先探索取消“错峰

限行”和优化替代的政策举措。

杭州自 2011 年起推出错峰限行政策，2014 年起开始对车辆限牌，在缓解交

通拥堵方面确实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十多年过去了，随着杭州道路建设的持续推进，公共交通的不断完善，城市智

慧管理的逐步升级，不论限行限牌措施是否会取消、何时取消，新形势下的交通组

织管理措施，都到了需要商榷和更新的时候。

2011年9月23日下午，杭州市政府宣布从

当年10月8日早上7点起，杭州正式迈入“错峰

限行”时间。为什么要限？当时就曾引发过大

讨论。

发布会上杭州市政府相关负责人这样解

释：出台这个政策，有许多背景——彼时杭州机

动车已连续 23 个月增量突破万辆大关；《2010

年杭州市年度交通发展报告》显示，杭州市主城

中心区域、城西区域高峰期半数以上道路车速

在20公里/小时以下；根据调查，杭州市民平均

每天要花 34 分钟上班，在全国 50 个城市中名

列第八；还有包括地铁等大批重点工程集中在

建，交通运行面临严峻考验。

根据当时交警部门提供的数据，截至2011

年 9 月 20 日，杭州市老城区的机动车保有量达

到78.9万辆，全市机动车更是突破200万大关，

达到 202 万辆。按照每天限行 2 个数字来粗略

推算（不含外地车），每天约有40万辆的车辆早

晚高峰不能驶进限行区域。

在前期对五城区80个社区2000户居民的

民意调查中，市区道路采取“错峰限行”措施的

赞同率为 74.2%，其中表示认同的占 39.1%，基

本认同的为 35.1%。有车、无车市民对这项措

施的赞同率都超过了半数。

错峰限行前，报告显示杭州交通运行面临严峻考验

从 2011年 8 月杭州市开始相关调研，钱江

晚报就持续关注和报道。据不完全统计，当年

8 月 8 日至 10 月 19 日，钱江晚报刊登了近 20

个版的稿件，从市民热议到政策解读，再到现

场观察，全方面记录了杭州市“错峰限行”政策

出台前后道路交通的变化。

在错峰限行政策实施后，短期内早晚高峰

确实通畅了不少。据交警数据，2011年10月9

日晚高峰和10日早高峰市区部分主干道，机动

车辆平均时速分别达到了 33.3 公里和 30.6 公

里，与国庆前一周高峰时段平均车速相比，早

高峰车速提升较为明显，达到13.3％。

公交车平均时速分别提高到 14.78 公里和

15.59 公里，提速超过 10%。其中，限行区域内

平均时速分别提高到 11.97 公里和 12.25 公里，

乘客乘车时间普遍节约了 2 至 10 分钟。错峰

限行后，公共自行车租用率也大大提高。10月

9 日晚高峰和 10 日早高峰分别被租用 6.46 万

辆次和7.32万辆次，增加26.25%和44.45%。

那段时间，很多司机表示“现在开高架是

一种享受”。

错峰限行刚推行时，带来的效果显而易见

变化是在半年后出现的。

2012 年 5 月 17 日，钱江晚报刊文《错峰限

行，渐感力不从心》，文内指出：当时，杭城机动车

保有量已超过86万辆，意味着错峰限行实施半

年多来，杭州机动车激增近8万辆——这个增长

速度远远超过了道路增长和基础设施建设的速

度。司机们表示“路上又开始堵得厉害了”。

为此，有关决策部门采取了进一步措施。

2012年9月14日，西湖景区推出交通管理新措施，

在旅游旺季实施更严格的“单双号限行”：法定节假

日、双休日，每天早上8点30分到下午5点，被限号

车辆禁止进入景区，并禁止在限行范围内行驶。

2014年3月26日零时起，杭州实行小客车

总量调控措施，即“限牌”政策。同年 5 月 5 日

起，错峰限行升级：限行时间增加，非浙 A 机动

车全号段限行。

据杭州市治堵办数据，限行升级半年，早晚

高峰（早 7：00~9：00，晚 16：30~18：30）拥堵程度

同比均有所降低，早高峰指数由5.5下降至4.6；

晚高峰指数由5.0下降至4.2。以德胜高架为例，

早高峰车速同比由50.4公里/小时（2013年5~10

月平均）上升至 57.8 公里/小时（2014 年 5~10 月

平均），升幅为14.8%；晚高峰车速同比由54.6公

里/小时上升至59.7公里/小时，升幅为9.2%。

2016 年 3 月 28 日起，萧山实施错峰限行：

对非浙 A 号牌机动车在其核心区内（含高架、

隧道）实施限行措施⋯⋯

车子多了，限行效果变弱了？措施升级

2019年，杭州开始对限行进行“降级”，于7 月

29日起，部分开放非浙A号牌小型客车工作日

高峰时段在限行区内通行：每辆非浙 A 号牌的

小型客车，在一个自然年度内允许通行的次数

不超过 12 次。2021年 3 月 1 日再次调整：新增

“浙 A 区域号牌”小客车限行范围和时段，调整

“非浙 A 号牌”小客车限行范围和时段，非浙 A

急事通次数增加至24次。

2022 年 5 月 31 日，杭州市人民政府印发

《杭州市贯彻落实国务院、浙江省扎实稳住经济

一揽子政策措施实施方案》，提出优化通行管

理，从 2022 年 6 月起，西湖景区不再执行单双

号限行措施。

此外，2021年杭州首次开始在春节前后暂

停错峰限行措施。

目前我们执行的这轮暂停错峰限行，是从

2022年12月21日开始的，当时交警发布公告：

因学校放假等因素，全市交通流量有明显下降，

延误指数也呈逐日下降趋势，高峰时速明显上

升，因此地面道路暂停错峰出行措施（快速路错

峰出行保持不变）。到现在，暂停已经有三个月。

景区限行暂停、春节期间限行暂停

杭州错峰限行决定是怎么作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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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到了取消限行的时候吗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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