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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轨道交通线网规划获批北京市轨道交通线网规划获批 城市副中心线网呈城市副中心线网呈““半环半环++放射放射””

副中心至中心城打造半小时轨道圈副中心至中心城打造半小时轨道圈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曲经纬曲经纬

规划提出，依据城市发展要求和地区发展条
件，构建国家级、区域级和城市级三级枢纽体系。

国家级客运枢纽依托高速铁路、城际铁路和
干线铁路打造，用于承担国家长距离铁路和首都
地区市郊铁路客运功能。主要包括北京北站、北
京西站、北京南站、北京站、丰台站、北京朝阳站、
城市副中心站和清河站等。

区域级客运枢纽依托城际铁路和区域快线
打造，主要布局在中心城区与多点新城地区，用
于承担京津冀核心区域和首都圈地区客运功
能。中心城区的区域客运枢纽主要功能为加强
重点功能区对外辐射力，带动区域协同发展，如
北京东站。多点新城的区域客运枢纽主要功能
为提升区域发展动能，如昌平站、顺义站、黄村火
车站等。

城市级客运枢纽依托区域快线、地铁快线和
地铁普线打造若干个轨道交通换乘节点，服务城
市集中建设地区客运需求、支撑城市功能区及主
要就业中心发展，如丽泽站、望京站、霍营（黄土
店）站等。

规划提出，要加强四网融合、站城融合，提高
绿色出行比例，优化城市空间结构及功能布局，
建设“轨道上的京津冀、轨道上的北京城”。规划
还在绿色、融合、低碳等方面提出要求。如绿色
出行比例占 80%以上，中心城区和城市副中心
轨道交通出行比例占 27%以上，放射廊道轨道
交通出行比例占 40%以上。融合方面，轨道站
点 800 米范围覆盖 50%以上的全市居住人口和
就业岗位，覆盖 70%以上中心城区和副中心的
居住人口和就业岗位。低碳方面，通过轨道交
通优化出行结构，促进交通出行人均碳排放下
降 20%至 30%。

规划实施要求以规划统筹，建立轨道发展顶
层设计，政策支撑打破市郊铁路与城市轨道边
界，促进多网融合；通过土地出让形式多元
化、优化投融资政策引导轨道与周边土地一
体化开发，反哺轨道交通建设运营，促进轨道
交通可持续发展，探索实施“轨道+土地”开发
模式。

培育站点周边“轨道＋慢行”“轨道＋公交”
出行模式，在公共交通不完备的站点周边，合理
推动驻车换乘。加快轨道交通站点周边慢行设
施建设，构建安全、便捷、连续、舒适、宜人的慢行
环境。

沿着习近平总书记的足迹，北京步入大调整、大
提升、大协同的发展新阶段。以疏解非首都功能为

“牛鼻子”，解决北京“大城市病”问题，推动京津冀协
同发展，成为首都发展的明确方向和重要使命。据
统计，北京轨道交通历经近 60 年发展，已形成包
含 783 公里城市轨道交通及 365 公里市域（郊）铁
路的超大规模线网网络，承担着支撑首都高质量
发展、疏解非首都功能、保障居民绿色出行、缓解
交通拥堵的重要任务。

在新发展阶段下，为落实新时代国土空间规划
体系、北京城市总体规划和交通强国要求，需进一步
统筹、协同、融合轨道交通空间资源，科学制定轨道
交通线网规划及分期实施路径，优化出行结构和引
导城市空间布局，谋划首都轨道交通高质量发展蓝
图和可持续发展路径。

围绕“都”与“城”的建设，规划构建了“内面外
廊、以快为先、空间融合、枢纽锚固”的线网布局。分
区域、分层次形成高速（城际）铁路、区域快线（含市
域（郊）铁路）、地铁快线、地铁普线四网融合，国家
级、区域级和城市级三级枢纽锚固的规划网络。规
划线网总规模约2683公里，包括区域快线和城市轨
道交通。其中区域快线（含市郊铁路）是提供北京都
市区主要节点之间快速服务的轨道交通方式，包含
市郊铁路线路及新建区域快线，由15条（段）线路构
成，总里程约1058公里。城市轨道交通由38条线路
构成，包含地铁普线、地铁快线、中低运量、机场专线
等，总里程约1625公里。

规划根据不同空间轨道交通发展需求和特
征，划分为不同功能层次，分区域、分层次研究各
类轨道交通方式的功能定位、功能组织和发展模
式。高速（城际）铁路，满足半径 100 至 300 公里
圈层内城市之间及重要节点之间点对点快速出
行需求，以商务、休闲、低强度通勤客流为主。区
域快线（S），满足半径 50 至 70 公里圈层内一区新
城及跨界城市组团与城市其他区域之间点对点
快速出行需求。

地铁快线（R）满足半径30公里圈层内中心城区
与城市副中心及多点新城之间的快速出行需求，提
供大容量、快速、公交化服务。地铁普线（M）满足
中心城区及城市副中心内部快速出行需求，提供
大运量、高密度、公交化服务。其他线路中，机场
专线主要服务机场客流，中低运量作为地铁普线
辅助服务线路。

近日，市政府正式批复《北京市轨道交通线网规
划（2020 年-2035 年）》（以下简称“规划”），以“中
心城区加密度、外围廊道提速度、副中心搭框
架、环京地区促通勤”的规划思路，构建多
层次高效率轨道交通体系。其中，规划
明确了包括城市副中心在内的轨道
交通线网在绿色、高效、融合、低碳
等方面的占比和要求，城市副
中心线网呈现“半环+放射”
形态。提出提升轨道出行
效率，全网实现“中心
城 45 分 钟 ，副 中 心
及多点地区至中
心 城 30 分 钟 ，
市域跨界一
小 时 ”的
服务。

规划规划3838条城市轨道交通线路条城市轨道交通线路

内外衔接拉开城市发展框架

规划要求，围绕服务“四个中心”功
能建设、促进城市高质量发展和坚持以
人民为中心三个方面综合构建线网。

在北京市域层面，线网呈现“半环+
放射”的形态，围绕城市副中心和多点
新城形成半环构架，围绕中心城区形成
多个放射廊道；在中心城区范围，呈现

“双环棋盘+放射”形态，其中四环内为
面状覆盖、边缘集团为放射廊道式服
务；在多点地区提供“一快一普”的廊道
式服务，重点方向提供“两快”条件；一
区采用市郊+城际的复合模式服务生态
涵养区高效绿色发展；分层次提供跨界
组团的差异化轨道交通供给服务。

在城市副中心范围，明确城市副中
心搭框架，内部形成“环形+放射”网，满
足多层次需求。对外，构建城市副中心
对外廊道，以轨道交通辐射周边区域，
并支撑与东部新城及北三县协同发展，

形成都市区 1小时功能圈，依需分层次
差异化供给，利用城际和区域快线等方
式形成快速通勤联系，使环京生活圈联
动起来。

规划要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提升
轨道服务品质，提高出行效率，构建“区
域快线+地铁快线”的快线体系，布局对
角型地铁快线，提升线网直达性及出行
效率。全网实现“中心城 45分钟，副中
心及多点地区至中心城30分钟，市域跨
界一小时”。

规划还提出以更高的效率疏解非
首都功能，聚焦城市副中心和多点新
城，内外衔接拉开城市发展框架，拓展出
行方向，通过四网融合，发挥市郊铁路互
联互通及多线多点衔接作用，缩短通勤
时间，为乘客提供多方向出行选择。在
推动本地职住平衡的同时，构建轨道上
的职住平衡，实现新城宜居宜业。

规划指出，要塑造活力空间，细化
规划编制要求，重点打造轨道微中心，
塑造成为城市发展的活力空间与市民
愿意前往的魅力空间。

什么是轨道微中心？轨道微中心
是与轨道交通站点充分融合、互动，可
达性高，土地集约化利用程度高，具有
多元城市功能，具备场所感和识别性的
城市地域空间。结合在编试点单元控
规范围、轨道交通在建线路及市郊铁路
重点项目，并结合各区实际，北京市第
一批共划定了 71 个微中心，涉及 14 个
区、28条线路。其中城市副中心将拥有
9个，数量位居全市第二。

首批 71个轨道微中心站点分布在
朝阳、通州、海淀、丰台、石景山等 14个
区，其中以朝阳区、通州区和昌平区三
区的轨道微中心最多，分别有 10 个、9
个、9 个，其中通州区有 7 号线万盛西
站、万盛东站、群芳站、高楼金站、花庄
站，22号线永顺站，市郊铁路通州站、新
通州西站和徐辛庄站。

根据市政府批复的《北京市轨道微
中心名录（第一批）》，轨道微中心具备
活力共享、复合多元、高效集约、便捷出
行、空间宜人五大特征——立足于形成

功能复合、高品质、服务人民的活力中
心，与城市公共服务中心体系、各级城
市生活服务圈有机融合；站点周边用地
功能混合度高，生活性服务业、文化娱
乐等多种功能和公共设施在站点周边
布局，使市民在完成日常通勤的同时，
能够就近购物、娱乐；复合化交通方式，
形成便捷高效的交通接驳和地上地下
连接；通过精细化设计与管理将营造高
品质空间环境，形成有温度的、具有空
间可识别性的场所。

规划进一步强调，要以创新的理念
推动轨道交通与城市协同发展。通过
底线控制、用地集聚等手段提升轨道交
通站点周边地区聚合发展能力，实现
轨道与城市的融合，带动城市更新、提
升城市运行效率、改善居民生活和出
行品质。

同时，立足轨道交通引领作用，创
新轨道交通导向的用地规划编制方法
与要求，明确各分区各阶段轨道交通
与用地规划要求与协调重点，提出轨
道与城市一体的综合实施方案编制方
法，强调从功能、控制至实施的传导路
径，围绕轨道交通站点实现城市用地高
效集聚。

城市副中心9个站点将变轨道微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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