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广州市地方标准编制说明 

 

一、工作简况 

（一）任务来源 

2024年9月9日，广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下达2024年广州

市地方标准制修订计划项目的通知》印发了制定《公共汽电车中途

停靠站设置规范》地方标准的工作计划。 

标准的性质：推荐性标准； 

主管部门：广州市交通运输局； 

归口单位：广州市交通运输局； 

起草单位：广州市交通运输研究院有限公司、广州市客运交通

管理处、华南理工大学土木与交通学院。 

完成时间：2026年。 

（二）制定背景 

共享单车、电动自行车等新交通方式逐渐融入城市客运交通体系，

片区更新改造和城市道路建设也对中途停靠站设置的形式和尺寸提

出了新的要求，未来的公交中途停靠站建设将逐步进入稳定、有序、

统一的建设模式。2021年4月6日，广州市交通运输局修订印发了《广

州市公交站点设置管理办法》（穗交运规字〔2021〕2号）的政府规范

性文件，对公交中途停靠站的管理提出了通用性规则，但管理政策在

技术指标上尚缺乏必要的约束和指导。因此，广州市交通运输局结合

广州市地方标准的立项契机，从技术角度发起了公交中途停靠站规范



化规划建设技术指引的编制诉求，并推荐由广州市交通运输研究院有

限公司等单位承担研发和实施技术标准的编制工作，该规范在广州市

公交行业范围内施行仍属首例，在新建（改扩建）道路和城市更新中

缺乏相应的技术指引下，能够有效地填补行业的技术应用空白。 

（三）起草过程 

为更好地推进本规范的实施，科学合理规划规范实施路径，使得

标准规范更具有科学性和可行性，本规范充分参考国内现阶段已发布

的中途停靠站设置标准，并充分结合广州公交中途停靠站的形式，制

定本规范的研究路线，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背景调研。通过对广州公交中途停靠站的规划建设现状进行深

入调研，了解公交中途停靠站的形式、选址、配套设施以及尺寸等一

系列关键问题，进一步了解政府管理要求、企业服务要求以及市民乘

车对站点设施的诉求，为本规范的可行性分析、技术评价分析提供重

要的参考依据。 

2.筹建项目组。为充分保证本规范的技术、业务及编制规范等方

面的权威性和科学性，由申报单位组织相关的行业管理人员、专业技

术人员建立标准起草小组，做好分工安排，从技术框架、研发测试、

标准稿件撰写等一系列关键阶段制定合理的工作机制。 

3.技术研发。项目小组围绕公交中途停靠站点的形式，站点选址

与交叉口的关系，站点的尺寸等关键性指标制定相应的研究工作方案，

并总结提炼研究成果，形成标准规范的关键性技术。 

4.标准编写。根据项目组各自分工，稳步推进规范编制关键时间



节点，定期召开讨论会，完善标准规范稿件内容并形成一致意见。 

5.征求意见。为确保本规范的科学性和实用性，在完成稿件上报

前优先基于行业管理对相关规划部门和建设管理单位广泛征求意见，

进一步完善指标体系内容。 

6.标准颁布。通过广泛征询相关行业专家意见，项目小组不断总

结和完善相关技术标准和要求，最后通过相关部门的验证和测试、正

式向交通行业颁布实施。 

二、制定原则、内容及依据 

（一）制定原则 

本规范的编制程序严格遵守《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标准化文

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GBT1.1-2020）工作导则，并主要参考下列国

内技术规范与正式发布的评价标准，结合广州本地实际情况，选取适

应本地需要的量化指标和建设标准作为标准的重要组成部分，建立具

有广州特色的公共汽电车中途停靠站设置规范。 

1.合法合规性。规范编制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

《地方标准管理办法》《广东省标准化条例》《国家标准化发展纲要》

《广州市地方标准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技术要求不低于强

制性国家标准的技术要求，并与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广东省地方标

准相协调。 

2.科学合理性。规范编制能够反映当前和未来的公交中途停靠站

的规划设计发展趋势，并充分考虑广州市的自然条件、风俗习惯以及

经济社会发展实际情况，确保站点设置尺寸和型式的合理性和适用性。 



3.统一协调性。规范编制具有统一全市中途停靠站设置模式的作

用，并充分考虑与其他相关标准规范（如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等）的

协调性，确保规范的相互衔接和补充。 

4.可操作性和实用性。规范编制具有较强的实践基础和理论基础

保障，并紧密贴合广州市公交中途停靠站的运营实际需求，具有实用

性和可操作性，能够切实解决相关问题。 

（二）主要内容 

本次研究和实施的规范将从站点的选址要求、站台形式以及配套

设施等规划、建设和管理层面出发，考虑站台的设置尺寸、站台与其

他道路设施的关系以及可供选择的站台类型作为研究对象，构建一套

与广州市城市道路横断面相适应，能应用于市域所有道路公交中途停

靠站设置的站点规划建设标准，结合建设、管理及运营使用部门的实

际需求提供相应的参考标准和设计尺寸，所涉及主要问题如下： 

1.站点选址与交叉口的选址协调性 

站点的选址需要充分考虑到与交叉口的间距、与社会车辆的交织

以及停车对社会车辆以及非机动车辆的交通影响，实现与道路交叉口

相协调，尽量减少因车辆停靠降低对道路交叉口的通行能力。 

2.站点选址与建筑物机动车出入口和行人出入口的选址协调性 

重点研究公交中途停靠站点与建筑物人行出入口相结合，与建筑

物的机动车出入口相协调，进而降低公交车辆与机动车辆，乘客与其

他出行方式人群之间的交织，提高整体出行效率，实现中途停靠站选

址与建筑物的交通协调性和融合性。 



3.站点公交中途停靠站的形式与道路等级和道路断面的适应性 

依据广州市城市道路的断面形式，制定中途停靠站与非机动车道

相融合的设置形式，并充分考虑道路等级与站点形式的融合，实现直

线式、浅港湾式以及深港湾式等不同的中途停靠站形式与城市道路的

契合，形成设施完善、功能齐全、布局合理的中途停靠站建设系统。 

4.站点公交中途停靠站尺寸设置及配套设施 

梳理总结公交中途停靠站现阶段的站点尺寸经验，形成适合不同

站点形式的公交中途停靠站设置尺寸，包括行车道的宽度、泊位个数

和宽度以及站亭的尺寸等，为中途停靠站的建设提供尺寸依据，并结

合市民公交出行需求，完善公交中途停靠站站点设施配套标准。 

（三）确定依据 

本次针对公交中途停靠站的规范制定过程中，存在多个指标数据

的原理分析，在对现行相关规范标准的系统梳理下，充分地考虑了广

州市的实际道路交通运行情况，并对以下关键指标的选取提出了相应

测算方法作为依据。 

1.进出站转弯半径 

针对进出站的关键参数之一的转弯半径，本次研究以车辆行驶理

论为依据，充分考虑了车辆速度曲线半径、路面横向力系数以及路面

超高等关键因素，对转弯半径进行了测算，并以进出站速度为 30 km/h

和 40 km/h 等两个速度为基础，分别测算了不同港湾公交中途停靠站

的曲线最小半径值。 

2.加减速段长度检验 



针对加减速段长度的检验，本次研究充分利用了数学几何模型对

加减速段在不同转弯半径衔接下的长度计算，实现了正向曲线半径和

反向半径的圆滑衔接，确保车辆以要求速度驶入车站时能够在人行通

道之前停止，并在驶离车站时能够以要求速度驶入主线道路，测算出

通视区域长度不低于 20 米。 

3.站台泊位数与承载能力 

针对中途停靠站泊位数的设置问题，本次规范编制通过建立仿真

模型的方式，基于广州市不同道路等级类型，不同形式的公交中途停

靠站，按照实践站点的车辆到达率，采用迭代算法进行仿真测算，直

线式单一泊位公交中途停靠站的高峰小时车辆承载能力不超过 30 标

车/小时，港湾式双泊位公交中途停靠站的高峰小时车辆承载能力不

超过 60 标车/小时。 

三、项目涉及技术在广州市的基本情况 

（一）港湾式中途停靠站应用基本情况 

本次规范制定共提出了 4 种港湾式中途停靠站和非机动车道的

融合成熟模式，但是不同融合模式有不同的应用场景，且部分融合模

式已经有了相应的实践。如地铁市二宫站公交站，就是利用了本次标

准中的沿人行道设置的港湾式中途停靠站模式进行了精细化变形改

造，成为广州第一个投入使用的后绕式公交站。 

（二）直接式中途停靠站应用基本情况 

本次规范制定共提出了 2 种类直线式中途停靠站和非机动车道

的融合成熟模式，包括非机动车道后置、局部占用非机动车道设置等



两种模式，不同的模式选择来源于道路断面中非机动车道和人行横道

的宽度。如非机动车道后置的模式就广泛应用于外围城区道路条件较

好的主干道上，如南沙区环市大道中路；机非护栏隔离分置的模式则

主要应用于老城区道路条件相对较差的主要干道（包括实现主辅分离

的道路）。 

四、项目的目的和意义 

（一）主要目的 

本规范的制定和实施重点在于解决公交中途停靠站点与其他建

筑或设施的选址协调性，与道路横断面的适应性以及规范化中途停靠

站的尺寸和配套设施等问题，构建一套与广州市道路横断面相适应，

体系科学、合理、完善的中途停靠站规划建设技术标准。既能为交通

主管部门日常行政审核提供规范化的技术指引；也能满足城市交通的

发展，减少中途停靠站与其他道路交通的冲突，提升道路交通安全性；

更是为建设管理进行设施配套过程中提供技术支持和参考依据。 

（二）主要意义 

本规范对制定广州市公交中途停靠站设置标准具有以下重要意

义。 

一是规范化城市公交中途停靠站的规划建设标准。重点规范化站

点的站间距、与交叉口的关系、与非机动车道的设置以及相应的配套

设施，在保障公交线路日常运营和减少与社会车辆相互干扰的基础上，

为市民候车期间的服务提供更好的基础设施和安全乘车保障。 

二是提供契合广州城市道路断面特性的对应中途停靠站站台形



式。以广州市现行道路断面形式以及《广州市城市道路标准横断面设

计指引》为研究对象，研究制定契合现状及规划市政道路断面形式的

公交中途停靠站站台形式，为公交中途停靠站的建设提供平面布局形

式和设计尺寸。 

三是强化中途停靠站与非机动车系统的融合。适应自行车、电动

自行车等交通方式的出行诉求，通过制定非机动车道在中途停靠站区

域的设施融合，减少不同交通出行人群的出行冲突。 

五、与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强制性标准、推荐性标准

的关系 

（一）与有关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性 

本规范以 2024 年施行的《城市公共交通条例》为依据，以 2021

年广州市交通运输局印发的《广州市公交站点设置管理办法》《广州

市城市道路标准横断面设计指引》等政府政策文件为基础，结合广州

本地实际情况，选取和研究适应本地需要的量化指标和设置要求，建

立针对公交中途停靠站站点形式、选址要求、站厅站台尺寸等设置标

准体系。因此，本次规范的制定与现行的法律法规、规章和政策属于

延续、细化和深化的作用，并未有条款和内容的冲突。 

（二）与强制性标准、推荐性标准的关系 

结合相关标准的梳理、分析和研究，本次中途停靠站设施规范主

要涉及《城市道路公共交通站、场、厂工程设计规范》《城市道路交

通设施设计规范》《城市综合交通体系规划标准》《城市道路交叉口规

划规范》等四项现行标准规范。其中，其相关信息分析如下： 



1.《城市道路公共交通站、场、厂工程设计规范》（GB/T 51149-

2016）。2011 年 11 月由住房城乡建设部正式发布，2012 年 6 月实施。

本次规范的制定对该规范进行了细化和深化，从公交中途停靠站的规

划布局、换乘距离约束、站点线路容纳承载能力、站间距、站点形式、

站台尺寸以及配套设施等方面提出相应的规划建设要求，并严格落实

规范中的强制性条款，且积极与规范中的其他推荐性条款融合。 

2.《城市道路交通设施设计规范》（GB 50688-2018）。2011 年 5

月由住房城乡建设部正式发布，2012 年 5 月实施，2019 年完成第一

次修订。本次规范的制定融合了该设计规范中涉及到的道路断面和站

点宽度等相应要求，并针对公交中途停靠站的布局、站点的泊位数量、

分站子站设置、站点的尺寸以及相关的配套设施等方面进一步细化和

深化，实现了针对站点设施的指标量化。 

3.《城市综合交通体系规划标准》（GBT 51328-2018）。2018 年 9

月由住房城乡建设部正式发布，2019 年 3 月实施。本次规范的制定

在继承了规划标准中对站点覆盖率的要求的基础上，从站点形式、站

点与非机动车道的关系等方面进行深化融合，并重点提出了公交中途

停靠站的宏观服务要求以及与道路设施的基本配套要求，进一步完善

公交中途停靠站的规划体系。 

4.《城市道路交叉口规划规范》（GBT 50647-2011）。2010 年 12

月由住房城乡建设部正式发布，2012 年 1 月实施。本次规范的制定

在落实该规划规范中关于交叉口公共汽车（电）车停靠站（中途停靠

站）的选址和布局提出了相应规范要求的基础上，从站台的尺寸、与

交叉口的距离等方面提出了微观的设置依据，为广州市公交中途停靠



站设置标准提出了具体的选址要求，为中途停靠站的规划提供了参考

依据。 

六、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结果和依据 

本次规范的研究成果征求了市相关行政主管部门、各区交通运输

和道路主管部门以及广州市公交中途停靠站点建设管理相关单位（企

业）等共计 20 家不同层级部门（单位）的相关意见，共收集了意见

18 条（14 条意见采纳，4 条意见部分采纳），且并未出现技术层面的

重大分歧。 

七、实施广州市地方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一）实施要求 

本次地方标准规范的制定在实施可操作性方面须具备以下几方

面： 

1.合法性：研究成果应当符合法律法规、规章规定，不得低于强

制性国家标准的技术要求，在尊重广州实际的基础上，积极与国家推

荐性标准、行业标准、广东省地方标准及广州市地方标准相协调。 

2.合理性：研究成果应做到技术科学、合理，能够满足现阶段广

州市城市发展和交通形式等特征和变化，形成统一、规范的行业技术

指引作用。 

3.透明性：在制定过程中，广泛征求社会各方面意见，并在市标

准化行政主管部门门户网站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确保标准的公正性

和透明度。 

4.公平性：研究成果不得形成技术壁垒或实施便捷，禁止利用广



州市地方标准实施排除、限制市场竞争的行为。 

（二）措施建议 

1.加强主管部门的组织领导：建立包括规划、住建、交通、交警

联合的部门管理系统机制，负责统筹协调在城市交通规划建设过程中

落实标准的条款及相应的监督工作。 

2.强化市场行业的宣传培训：加大对地方标准实施必要性和具体

内容的宣传力度，并在规划建设的前期咨询、中期实施、后期验收的

全流程中贯彻相关指标的约束和应用，提高市场对该标准的认知度和

重视程度。 

3.加强交通主管部门的规划落实监督：建立完善的规划落实监督

检查机制，一是对广州市现行的公交站点实施情况进行评估，对有条

件进行改造升级的，按照发布的标准实施改造；二是对新建片区或改

扩建道路，严格按照地标的要求，严格落实约束性指标，并结合实际

落实指导性要求。 

4.滚动定期开展标准的更新创新：鼓励行业和科研机构结合广州

市的交通运输实际状况，积极参与地方标准的制定和更新工作，推动

技术创新和成果转化。同时，加强对国际标准、国外先进标准的跟踪

和研究，及时将先进的科技成果转化为地方标准。 

八、其他应当说明的事项 

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