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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荷兰统计局统计，2023年荷兰
大约有2350万辆自行车，比荷兰2023年
统计的总人口数1781万还多。荷兰ABN
银行的一份研究显示，全国55岁以上人群的
旅游趋势是骑行与美食共存的度假方式。2023
年荷兰人在自行车度假上的支出超过10亿欧元。
这个数据表明超过一半的荷兰人每年在本国进行过不
止一次的度假骑行，而且参与者年龄有加速年轻化的趋势。
  在荷兰，孩子们从小就学骑自行车，到七八年级的时候，学校
有非常正规的自行车考试，不仅要求孩子们了解自行车本身，更要对交通
规则了如指掌。就连荷兰首相上下班也是骑自行车穿过大街小巷。毫不夸
张地说，如果不会骑自行车，就很难融入荷兰社会。
  荷兰人对自行车情有独钟，主要原因有三点：第一，荷兰地势较平
坦，骑自行车方便又轻松。与自行车相关的设施建设很完善，火车上都设
有可停放自行车的车厢；第二，荷兰人很注重经济、环保，骑自行车能
节省很多开支。荷兰政府鼓励民众多骑车，以此来缓解交通拥堵和汽车
尾气排放污染。为方便民众，政府投入很多资金来修建更多的自行车
道和新的自行车连接点。第三，荷兰人认为骑自行车既能锻炼身
体、接近自然，还是亲朋好友间情感互动的好方式。荷兰人平均每
人每年骑行约979公里，这个距离大约是从阿姆斯特丹到米兰。
  荷兰人喜欢骑自行车也和联络很多地方的LF线路（休闲自行
车线路）有关。LF线路是经过专业设计的高质量自行车路线，安
静且安全。每年有志愿者沿着LF线路骑行，检查自行车路标是
否清晰可见，清理被自然植被遮挡和不够清洁的标志等。这
些情况都将汇总并上报至相关部门进行公示和维护。
  在荷兰的交通法规里，自行车骑行者与机动车驾驶
者都被当作司机，要遵循路标、路牌，严格按照路权划分
的先后顺序，而不是行人在任何情况下都是第一路权
使用者。这就是为什么骑行者在自己道路上且拥有优
先路权时会迅速通过。加上从小骑自行车，他们的车
技多半是精湛的。而佩戴自行车头盔不是强制性
的，只是建议佩戴。官方经常提示佩戴头盔在碰
撞和跌倒时会降低致命伤害风险。
  但荷兰交通法规里有两条针对自行车骑
行者相当严格的法规：第一条，骑车时不
允许使用手机或其他移动设备，否则将被
罚款50欧元；第二条，在视线不好的情
况下，自行车的前后灯必须开启。如
果被警察发现自行车灯有故障或没有
在本该开启的时候开启，也会被罚
款50欧元。

  强身健体、便捷宜行、低碳环保……不管出于什么样的目的，骑
行这一出行方式都值得推崇。自行车作为代步工具与其自身散发出来
的独特气质，早已风靡全球，形成了一种独有的“骑行文化”。这一
看似普通的交通工具却折射出不同国家生活与社会经济的演变，更是
代表了一种生活理念。本期“长见识”一起了解那些骑行文化浓厚
的国家，骑自行车出行的规矩以及背后的骑行文化。

  1978年，德国不来梅的街被设置为自行车区———
这是全球第一条被交通法规定的自行车道。

  截至2019年，不来梅已经拥有18条自行车道，另有
19条正在建设中。1997年，自行车道被正式纳入德国道路

交通法。2021年4月21日，德国联邦内阁批准了新的国家自
行车计划，越来越多的自行车道在德国各大城市涌现。

  可以看出，德国非常重视自行车道的建设和使用，自行
车道在德国的道路出行中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呢？它的出行规
则又有什么特别之处？
  目前，在德国单独设立自行车道标志的街道上，只允许自
行车和电动滑板车通行。
  在自行车道上，自行车和电动滑板车驾驶者需要遵守规
则：行驶速度不得超过30公里/小时；靠右行驶；左侧超车；
可以并排行驶（不得阻碍交通）。
  “共享”自行车道在德国比较常见，自行车优先使用，轿
车等排在后面。
  作为城市交通体系的一部分，独立设置的自行车道很难单
独存在。大多数情况下，机动车与非机动车混行在所难免。所
以，在德国的城镇中，更为常见的是一种“共享”自行车
道——— 这首先是一条自行车道，自行车拥有最高等级的路权。
此外，这条车道允许轿车、货车和摩托车通行。
   在自行车道内通行的其他车辆需要遵守的规则：行驶速

度不得超过30公里/小时；不得影响自行车的行驶，超车时
保持至少1.5米的横向距离。也就是说，即使前面的自行

车速度再慢，在不具备超车条件的情况下，机动车只
能乖乖地跟在后面行驶。

    在具备双向通行条件的自行车道上，通
常会有明显的地面箭头指示行驶方向。逆行
驾驶自行车或在人行道上行驶，驾驶员会
被处以10至15欧元的罚款。而在非自行车
道上骑行，自行车驾驶人一定要靠道路
最右侧行驶；而机动车驾驶员同样需
要注意，超车需保持至少1.5米的横向
距离。另外，自行车道还有专用的
结束标志。

  在瑞士骑车的人随处可见，但自
行车并不是最常用的通勤交通工具，其

中原因跟瑞士的公共交通构成与出行意
识有密切的关系。

  在瑞士和骑自行车相关的交通法规、
日常习惯都与荷兰形成强烈对比。比如，虽

然不是硬性规定，但绝大多数人会戴头盔骑
车。而且推广自行车安全的民间组织和交通警

察每年都会给居民们派发传单，强调戴头盔的重
要性，图解佩戴规范。

  每年交通警察都会到学校宣传骑行安全知识，
宣传佩戴头盔、穿上反光衣物、使用正确手势、熟知

道路规范等。所有瑞士小学生在四年级都要通过自行车
路考。除了骑车人之外，自行车也需要前后灯无故障，

前后贴上反光胶带。
  瑞士为了鼓励大家骑车，很多学校学生和职员可以享受

共享单车廉租折扣。
  在城市里影响大家选择自行车出行的因素还有交通安全问

题。在瑞士自行车和机动车的交规基本在同一等级，行人占据优
先路权，在路口自行车和机动车遇到行人都要停车让他们先过。
人口较多的城市会有自行车专用道路和指示灯，在电车轨道线路
上会铺设保护自行车的自动橡胶填充条。
  瑞士一共有8500公里的自行车线路，每年瑞士人骑行累计达
到2.4亿公里。
  在瑞士，成人自行车只要买半票就可以登上公共交通，儿童
自行车免费。所有公交都提供自行车专门的车厢和座位，自行车
也可以带上阿尔卑斯的山区索道。如果自行车可以折叠、拆卸装
在运动包里，也可以作为行李免票。 
                    据《北京青年报》

公交车提供自行车专用车厢

重视自行车道建设

自行车是生活的标配

  在巴黎，可以真切感受到法国人对自行车的热爱。在法国，大
多数足球场在建成之初同时还要举办自行车赛。大名鼎鼎的维洛
德罗姆球场，在法语中“维洛德罗姆”就是自行车赛道的意思。这
也并不难理解，毕竟举世闻名的环法自行车赛创立于1903年，比
绝大多数法国足球俱乐部的历史都要久远。
  对于“骑友”来说，巴黎真的很友好。目前仅巴黎一座
城市的自行车专用通道总长度就有近400公里，城市之间还
有专供自行车行驶的“专用绿色通道”。巴黎市政府专门印
制了一张自行车地图，以方便骑行者。而在巴黎奥组委的
媒体交通App里，自行车路线处于非常醒目的位置。
  在法国，骑自行车要遵守交通规则，在规定的
车道内行驶，避免在人行道、行人专用区域和封闭
花园内骑行，否则会被罚款。还要注意检查自行车
的必备配件是否齐全，如车灯、反光器等。此外，
规划路线时，应考虑到路况和交通规则，避免不
必要的罚款。
  法国有很多方便快捷的现代化交通工
具，但人们还是对自行车情有独钟。这也
不难理解，18世纪末世界上第一辆自行
车正是诞生于法国。对于法国人而言，
自行车代表了他们内心对历史的传
承，对体育文化的坚守。

有自己的骑行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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