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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工作日早晚高峰限行
外牌车辆，如果真的实施，四条
过江通道拥堵程度真的能得到缓
解吗？采访中，现代快报记者了
解到，今年上半年，应天大街隧
道日均通行量9.25万辆，定淮门
长江隧道日均通行量9.79万辆，
江心洲长江大桥日均通行量9.06
万辆，燕子矶长江隧道日均流量
9.20万辆。这样算下来，四条过
江通道日均通行量共达到了约
37.3万辆。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目前南
京多条过江通道都是超负荷运
行。比如，2020年底通车的江心
洲长江大桥，自 2020 年 12月—

2023 年 12 月，3 年通行了 8194
万车流，2021年 6月就已经达到
了6万辆的设计饱和车流量。还
比如，2022年底通车的燕子矶长
江隧道，通车首日车流量就达到
约 4万辆。到 2023 年底通车一
周年时，累计保障约2877万辆车
辆通行，日均约8万辆，单日流量
峰值 11.45 万辆，这直接导致新
庄立交成为南京新晋“堵王”。

为何拟实施外牌车限行？从
一份数据可以看出端倪。2024
年 1至 6月，南京燕子矶长江隧
道总流量 1674.24 万辆。其中，
外牌车数量达到了372.61万辆，
占比22.26%。

过江通道限外牌能为城区交通减负吗？
南京就相关通行政策调整问计于民；网友反响热烈，还有人建议增设非机动车过江路径

8月11日，现代快报记者报道了南京4条过江通道通行政策拟优
化调整，计划实施工作日早晚高峰限行外牌车辆的消息，引发广大网
友的关注和讨论。根据现有数据记者分析发现，如果这一政策得以实
施，除缓解过江通道早晚高峰拥堵外，或有望“限时”缓解主城区道路
拥堵现状。

与此同时，还有不少网友表示，如果能增设更多非机动车通行路
径，不用人人都需要开车过江，或许比工作日早晚高峰限行外牌，更能
缓解过江通道拥堵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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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中记者发现，对于问卷中
拟对通行政策优化调整的方案，不
少网友也发表了自己的声音。

声音一：有市民双手赞
成，“早就该这么实施了”

“这简直就是福音啊！赶紧实
施吧，要不然这早高峰也太堵了。”
家住江北的市民王先生听到这一消
息后，当即表示非常支持，他告诉记
者，江北楼盘集中，每天都有大量居住
在江北的“新南京人”需要过江工作，

“高峰期把通行空间留给本地市民绝
对是利好消息，虽然不能从根本上解
决拥堵，但是肯定能有所缓解。”

他表示，对于外地人而言，只是
限制了早晚高峰，如果非日常通行，
可以选择二桥、三桥、四桥走，也可
以错过早晚高峰再走；如果是日常
通勤车辆，完全可以把外地车牌转
成南京车牌，“现在一证通办，也没
有了之前暂住证的要求，非常方便，
对于这些车辆影响是有限的。”

记者发现，和王先生持同样观点
的江北居民不在少数。还有不少网友
表示，外地车辆由于对南京路况不熟
悉，在过江通道通行时，常常出现龟速
前行的情况，严重影响了道路的通行
效率，如果能够限外牌，至少早晚高峰

这一情况会得到解决。
家住城北片区的不少居民对于

燕子矶长江隧道工作日早晚高峰实
施限制外牌政策，也表示双手赞
成。“自从燕子矶隧道通车后，新庄
立交堵得一塌糊涂，再加上玄武湖
隧道、九华山隧道几乎全天候拥堵，
其中不少都是外地车辆。”市民刘先
生说，如果限行政策能实施，至少早
晚高峰车流拥堵情况，能得到一定
的缓解。

声音二：问题不在于车
多，而是“龟速”车辆太多

“早晚高峰外牌车辆到底有多
少？这样的政策出台有数据支撑
吗？”虽然同样拥有苏A牌照，市民
张先生却提出不同看法，“我每天走
扬子江隧道，但是感觉外牌车还没多
到成为拥堵的主要原因。”他表示，堵
车根源在于“龟速”，“我已经不止一次
在路上看到有车辆在隧道内缓速行
驶，后面车怎么催都开不快。”

值得一提的是，在所有网友的
建议和意见中，无论支持还是反对，
因车辆“龟速”通行导致过江通道拥
堵，成了大家共同的“吐槽点”。“建
议过江通道早晚高峰实行最低限速
要求，经常开车看到打电话、刷手机的

违法驾驶行为，明明前面根本没有车，
他就是开得慢，导致后面车只能跟着
慢慢挪。”网友“@八爪鱼”表示，还有
实线变道、不打转向灯、变道加塞
……这些都是导致道路拥堵和事故
发生的因素，跟限外牌两小时相比，
这些交通违法行为更应该严查。

声音三：限制外牌车
辆，不利于“拥江”发展

对于最受影响的外牌车辆，在南
京工作的外地人顾先生就表示，限行
大概率只能治标不能治本，同时也不
利于“拥江”发展。“难道外地人来南
京买房或者投资做生意，还得专门
买一辆车上南京牌照？”顾先生认
为，限行外牌车辆会让更多外地车
主换上南京牌照，长此以往根本不
会解决拥堵问题，反而只会堵上添堵。

此外，还有不少网友表示，“南
京作为省会城市，不应该限制外
牌。”“江北核心区建设的初衷就是
带动江北腹地发展，‘限行’的实施
与初心背离。另外，外地车牌高峰
期过江也并非关键矛盾，加快地铁
线路建设，便利市民出行才是治本
之策。”“现在不是都一小时都市圈
吗？与其限行外牌影响发展，不如
搞单双号限行措施。”

2023年9月6日，现代快报曾报
道《城市新“堵王”诞生，南京新庄立
交老了》一文，引发广泛关注。当
时，正是由于燕子矶长江隧道的开
通，使原本就已经拥堵不堪的新庄
立交雪上加霜。

自 1999 年建成通车以来，新庄
立交陆续承接了玄武大道、红山路、龙
蟠路（双向）、玄武湖隧道、九华山隧道
等六个方向交会的车流。这就好比六
条水龙同时注入一个瓶口，大量的车

流汇聚在这里形成了鲜明的瓶颈效
应，随着全市机动车保有量不断增
加，这里的拥堵也日渐加剧。

据统计，2022 年底燕子矶长江
隧道开通后，至2023年8月，日均流
量就已经达到了90640辆。而这些
车流在通过燕子矶长江隧道后，只
有一小部分是前往城北和城东片区
以及幕府西路，其他大部分车流基
本都要通过新庄立交转换，最终抵
达市区，出城时亦然。

从上述数据不难看出，2024年
上半年燕子矶长江隧道通行流量
中，外牌车数量已经超 22%。而记
者采访获悉，就早晚高峰而言，目前
途经燕子矶长江隧道进出城的外牌
车辆，也达到百分之十几的占比。
如果限制外牌政策实施，早晚高峰
不但能有效“限时”缓解新庄立交拥
堵，玄武湖隧道以及九华山隧道等
多个方向路段车流通行压力，也将
得到一定程度上的缓解。

此外，现代快报记者注意到，在
此次限牌争议中，也夹杂着不少对
于增加非机动车过江通道的呼吁和
建议。近几年，南京过江通道建设
不断加速，江心洲长江大桥、燕子矶
长江隧道陆续投用，仙新路长江大
桥、龙潭长江大桥即将建成，但这些
过江通道都未设置非机动车道和行
人过江通道，仅允许机动车过江。
截至目前，非机动车过江通道仍然
只有南京长江大桥，以及宁浦轮渡、
燕八轮渡等。

“我的看法就是，过江弄点非机
动车道。（现在）就大桥一个还特别
窄。”“应该在建邺区与浦口区增加
一条非机动车可以通行的通道，附
近的（居民）可以利用非机动车通
行，也可以缓解一部分隧道堵车的
压力。”在此次南京交警发布的征求
意见稿下，多名网友呼吁。

记者注意到，在此前的采访中，
南京交通部门也多次进行过回复，
南京对于过江通道非机动车通行问
题高度关注，并已多次进行充分研

究。不过，受限于通航净空要求、长
江江底标高及两岸接线条件，新建
桥隧普遍存在较长距离的长大纵
坡，满足不了非机动车通行的标准
和非机动车安全便利行驶的要求，
故目前南京市没有非机动车专用过
江通道的规划。

不过交通部门也承诺，在后续
过江通道建设过程中，将会根据建
设条件综合考虑，新建桥隧是否具
备设置非机动车道的可行性，不断
提升交通出行条件。

四条过江通道不堪重负
燕子矶长江隧道外牌通行量超22%

增设非机动车过江路径，缓解机动车压力

城区通行将受益，新庄立交有望“限时”减负

对于限制外牌方案，网友发表各自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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