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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城市副中心（通州区）“十四五”时期交通发展建设规划》发布

2025年副中心绿色出行比例预计达80%
本报记者 郭丽君

《北京城市副中心（通州区）“十四五”时期交通发展建设规划》（以下简称《规划》）昨日发布。到2025年，副中心绿色出行比例预计达80%
左右，交通指数预计控制在 4.5以内，城区道路路网密度达 5.1公里/平方公里，轨道交通线网里程预计达 57.3公里，公交专用道里程预计达
100车道公里以上，慢行系统长度预计达1500公里，集中建设区公交站点500米半径覆盖率预计达95%以上。

副中心正逐步转向“枢纽型交通”
《规划》分析认为，京津冀协同发展及区域交通一体化，两

区建设、内部各大功能组团和特色小镇建设，构建符合副中心
城市功能的交通产业，以及副中心交通发展特征转型升级等，
都对通州区交通发展提出新要求。

通州区现状区域中，过境型交通及末端型交通特征突出。
东西方向北三县经由通燕高速和京哈高速等进入中心城区。
南北方向周边省市货运交通利用东六环过境较多。通州区内
轨道系统均为中心城区轨道延伸，包括轨道6号线、轨道1号线
及八通线、轨道 7号线及东延等。从发展阶段特征来看，副中
心正逐步向“枢纽型交通”转变，不断完善对中心城区的交通反
磁力，发挥副中心的聚集和辐射作用，推动交通发展由被动适
应城市发展向主动引导城市发展转型。

“十四五”时期，副中心交通辐射范围将更加广泛，交通服
务模式将更加集约，交通服务品质趋向更高标准。

交通出行总量将持续快速增长。目前通州区全区人口约
184 万人，与规划中明确的 205 万人口相比还有一定增长空
间。此外，副中心大量的流动人口也是交通系统服务的主要对
象。在交通出行率相对稳定的前提下，全区交通出行总量将呈
现快速增长态势。

出行分布将跟随城市空间布局出现新变化。副中心就业
岗位和常住人口规模持续增长，宋庄、台湖、张家湾等特色小镇
发展迅速，整体通勤出行需求将发生一定程度变化，重点功能
区组团和周边城镇出行时空分布特征将显著增加。

【主要任务和目标】

●慢行系统
实施慢行优先策略，打造慢行系统示范城区，沿滨水空

间、绿色空间构筑绿道骨架网络。加快绿色慢行廊道建设，结
合亲水空间、绿地建设适宜步行、自行车出行的绿道系统。增
加自行车换乘（B+R）设施，规划建设“城市风轮”通惠河沿线
自行车专用路示范项。

提高步行、自行车路网通达性和建设品质。优化街道横断
面，打通堵点、断点，强化步行和自行车路权保障，构建连续安全
的慢行网络体系。围绕文化旅游区、城市绿心、运河商务区等重
点地区，研究建设慢行专用道路。慢行交通实现示范引领、连片
成网，力争高标准建设慢行系统（含自行车专用路）1500公里。

●城市轨道
加快建设轨道网络体系。构建符合“副中心”需求的轨道

交通网络。加快城市轨道网建设，逐步打造“一环六横四纵”轨
道交通格局，推进副中心站综合交通枢纽建设。强化副中心与
中心城区及东部、南部城市组团交通联系，强化城市副中心交通
枢纽功能。建设完成M6线南延，M101线达到通车条件，推动
M102线前期工作，储备M103、M104线，实现1号线和八通线的
无缝换乘。

提高轨道交通运行效率。优化轨道交通站点接驳组织设
计，通过开行微循环公交、建设P+R停车设施、优化自行车调
度与停放管理、加强与接驳交通方式间运行时刻表衔接等措
施，提高轨道交通接驳换乘效率。完善车站和出入口配置，有
序实施既有车站改造提升，强化站点与周边设施便捷联通。综
合运用大站快车、多交路运营、缩减站停时间等方式，进一步提
升全网运行速度。加强轨道交通与其他出行方式之间的运行
时刻表衔接。研究推进票种多样化工作。强化无障碍和急救
设施及服务保障。

●副中心站综合交通枢纽
建成副中心站综合交通枢纽。该枢纽是本市服务全国的

客运枢纽之一，是高速铁路、城际铁路、区域快线和城市轨道
四网交汇点。汇集2条城际铁路（京唐/京滨城际铁路、机场联
络线）、3条地铁线路（地铁 6号线、地铁平谷线、地铁 101线），
支撑打造“轨道上的京津冀”。依托京唐(滨)城际铁路和城际
铁路联络线，可实现 1小时直达雄安新区、天津、唐山等地，35
分钟直达北京大兴国际机场，15 分钟直达北京首都国际机
场。建成后将是亚洲最大的地下综合交通枢纽。

●公交场站
加快公交场站建设，研究确定北关、北苑公交枢纽规划调

整方案。建成副中心站、环球影城北、东夏园、通马路4个交通
枢纽和东小营、文旅区2个中心站；推进施园北、通胡南路南等
一批公交首末站建设。

●公交线网
优化调整公交线路。积极推进市区公交融合，推动城市副

中心公共交通纳入市级公交系统统一运营管理，构建干线、普
线、微循环线加定制公交的“3+1”线网层级体系。在行政办公
区和文化旅游区规划一批公交支线及微循环线路，持续增开一
批定制公交线路。

加快公交专用道建设。打造广渠路快速公交示范走廊，逐
步实现公交专用道连片成网。结合副中心道路建设计划，施划
公交专用道总里程达到100车道公里以上。

提升地面公交便利性。加强与轨道交通组织协调，提高两
网在运力供给、班次时间上的匹配程度。发展定制公交、微循环
公交，满足不同人群出行需求。APP到站预告信息全网覆盖。

提升公共交通适老化水平。便利老年人公共交通付费，保
留现金、纸质票据和凭证，在推广网上售票和移动支付的同时，
保留线下售票窗口或配备自助终端，支持现金支付和凭证打印。

●骨架干线
推动副中心骨干路网建设。基本建成“十一横九纵”骨干

路网体系。全面完成广渠路东延、京哈高速拓宽改造，推进京
秦高速西延、姚家园路东延、观音堂路等项目建设，推进建设运
河东大街东延、九棵树西路、通惠北路北延、春明西路、兆善大
街、东六环路入地、东部发展带联络线、九棵树中路、玉桥西路
南延、怡乐西路、施园街、召里大街等。

完善老城区次支路系统，提升交通运行效率。继续推进老
城区道路设施的改造升级。推进后场西路、朝晖西街、潞苑三
街、潞苑四街、半壁店路、怡乐北街等道路建设。

打通道路节点，提升老城区南北向通行能力。结合通惠北
路北延工程，加快建设下穿京承铁路节点，实现与通燕高速辅
路和物资学院路贯通；研究改造现状玉桥中路、新华南路节点。

加快重点功能区周边道路建设。行政办公区启动宏安街
西段和通源街西段建设。加快运河商务区配套道路（东关地区
配套道路）建设，随副中心站综合交通枢纽同步实施通运东路
等配套道路。加快推进城市绿心剧院北侧路等。

支撑安置房、学校和医院配套道路区建设。围绕绿心安置
房、孙各庄安置房、杨坨安置房、职工保障房、人民大学、首儿所
等建设项目，配套建设周边道路。

●区域协同

轨道交通
推进高速铁路、城际铁路、区域快线（含市郊铁路）和城市轨道网建设，加快

“四网融合”。加快建设城际铁路京唐/京滨城际、城际铁路联络线，推动区域快
线平谷线、副中心线、通密线建设完善，尽快稳定轨道交通R1线、规划北线、轨
道交通S6线线位并启动前期工作。强化副中心与中心城区及东部、南部城市组
团交通联系，强化城市副中心交通枢纽功能。

预留“四网融合”运营条件。统筹利用铁路资源服务城市通勤，优化副中心
内外部的交通联系。以副中心站建设为重点，推进跨区域多条轨道交通建设。
预留平谷线与城际铁路联络线跨线运营条件，完善副中心线接驳设施，预留副
中心线东延条件等。

加快北三县方向轨道建设，提升京津冀一体化水平。利用平谷线连通北三
县与副中心站，利用京唐/京滨城际服务北三县进京人员，预留通州区与北三县
地区轨道建设运营条件。

公交线路
优化调整城乡公交线路。构建快速公交通道，完善“北三县”与北京中心城

区的快速公交网络，提升跨界公交运行效率，破解跨界交通拥堵问题。统筹布
局、建设、共享区域内城市公共交通场站设施，完善跨区域协调政策机制。

公路干线网络
推进城市副中心与北三县交通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推进建设九德路二期、

九德路改建、宋梁路北延、武窑桥、日新路、孔兴路、通清路、漷马路、漷台路、漷
于路、漷小路二期、国道230等一批公路建设。加强通州区与北三县道路交通联
系，加快建设姚家园路东延、厂通路、通宝路、石小路等，提升京津冀交通一体化
发展水平。

加快副中心与周边区域干线公路建设。建设副中心与中心城区之间、通州
区内部各个组团之间、与周边新城的高等级公路网络系统，梳理对外交通走廊
与内部交通干路的关系，形成功能清晰、分工明确的交通通道。实施农村公路
提级改造，加强通州区各乡镇之间公路联系，促进城市一体化协调发展。

水运网建设
发展以休闲为目的的水上旅游新模式。开发精品旅游线路，丰富旅游内

容，打造水上旅游品牌和副中心特色水运网。推动水运与其他交通方式高效衔
接，远期实现北运河（通州段）与河北跨省通航。在北运河（通州段）打造大型综
合枢纽、旅游景点休闲（含游艇专用码头）、小型船舶停靠等多种类型码头。建
造船闸及便桥等附属设施推动甘棠大桥、榆林庄闸桥通航。

联程联运
优化主要枢纽旅客联运服务设施建设，试点推进各种运输方式共建共享售

票、取票、乘降、驻车换乘(P+R)等联运设施设备，推动不同运输方式之间旅客
“联程联运”，加快实现京津冀道路客运联网售票。

鼓励各类运输企业共建票务清算平台和清算机制，率先实现联运客票电子
化、票务一体化。鼓励不同市场主体整合运输资源，试点提供信息查询、路线规
划、客票购买、联程运输等“一站式”出行服务。

●优化交通出行结构

促进区域职住平衡减少远距离出行
引导职住均衡的空间布局。基于集体用地租赁房、公租房、公寓房和共有

产权住房位置分布情况，加强公共交通配置，形成沿交通走廊的职住梯度分布
格局。同时，在运河商务区、特色小镇等功能区内鼓励居住商业混合开发，建设
配套保障性住房，促进区域职住平衡，从源头上减少跨区域远距离出行，提升居
民出行效率。加快行政办公区住房及配套升级，减少中心城区与副中心之间的
通勤需求。

践行交通引导型开发模式
将综合枢纽与城市重要功能区相结合，作为交通出行的起讫点，从源头上

减少不必要的交通出行，支撑绿色交通可持续发展。加快枢纽场站建设，方便
衔接换乘，并提高候车舒适度。

推进土地综合利用开发模式。在轨道M7号线万盛西、万盛东、群芳、高楼
金、花庄，M22号线永顺，市郊铁路通州站、新通州西站、徐辛庄等主要站点周边
区域构建轨道微中心，将交通设施与所在区域的公共建筑结合开发，形成一体
化的公共交通枢纽节点，提升地区交通出行效率和产业办公、生活配套、特色休
闲等功能的服务水平，形成副中心的新城市形象。

停车
近期加大停车设施供给。以配建停车为主、路外公共停车为辅助，路内停

车为必要补充。通过边角空地插建停车场、科学规划建设自动化立体停车设施
等方式，适度缓解资源短缺地区停车难问题。注重盘活存量资源，推动居住区
和周边单位开展错时共享停车。建设通马路交通枢纽停车场、环球影城北停车
场等公共停车场。在老城区适量施划路内停车位，试点研究利用地下空间、桥
下空间科学建设社会公共停车设施。

研究划分副中心停车分区，划分一类、二类和三类停车区域。创新停车管
理机制，推动政府机关、学校等专用停车场有偿错时共享。

推广新能源机动车
探索在城市副中心设立超低排放示范区，鼓励公交、出租、旅游等行业车辆新

增、更新为新能源车。加快充电桩建设，研究布局换电设施，便捷新能源汽车使用。
推广清洁能源与新能源出租车、公交车及游船等，加快建设充电桩等配套

设施，建成较为完善的充电设施服务网络。进一步淘汰污染严重、排放不达标
的货运车辆，积极推广节能型、环保型车辆，继续引导企业组建“绿色车队”。

●交通精治
持续开展堵点乱点监测。加强堵点乱点整治力度。按年

度制定交通堵点治理清单，全面推进重点区域综合治理，学
校、医院周边专项治理，堵点乱点强化治理。

【趋势分析】

路网
副中心城市路网（155平方公里范围内）形成“六横四纵”

骨干路网，建成 11条次支路、10条微循环道路。副中心城市
道路总长度为607公里，路网密度已达3.92公里/平方公里。

共有国省县道61条、乡道和村道1134条，初步形成“八高
速、十二横、七纵、多支线”的骨干路网格局。

轨道
共有轨道交通线路4条，分别为6号线、7号线、1号线-八

通线和亦庄线，副中心轨道交通线网密度已达0.24公里/平方
公里，高于中心城区以外的其他区。

开通市郊铁路2条，分别是城市副中心线和通密线。

公交
共有公交线路164条，4000多个公交站点，日均总客流量

约70万人次；公交配车3306辆，其中新能源车辆占比86%；开
通20多条定制公交线路。

副中心区域内规划公交场站设施共63处，公交站点覆盖
率为93%，地铁站周边200米范围内公交接驳率已达100%。

绿色出行
截至“十三五”末，副中心绿色出行比例已达到74.2%。
完成82条道路66公里的慢行交通标线施划，慢行系统逐

步连片成网。
2家共享单车企业投放车辆约3万辆，施划电子围栏1225处。

疏堵
2018年以来，先后对 61处堵点和 72处交通秩序乱点进

行改造和治理。

【数说“十三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