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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交通发展研究院发布城市副中心十年交通发展成果

通通通州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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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是城市发展的骨架，一体化的
综合交通体系对提高城市副中心出行效
率、引领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具有重
要意义。近日，北京交通发展研究院发
布的北京城市副中心十年的交通发展成
果显示，副中心交通工作继续坚持“慢行
优先、公交优先、绿色优先”理念，以“实
现不依赖小汽车就能便捷出行”为导向，
实现副中心交通的高质量发展。

从远郊卫星城到城市副中心

纵览北京历次城市总规，城市副中心的功能定
位在探索中不断深化和提升。1958年版城市总规
开始控制城市规模，有计划地规划建设卫星城，打
造分散布局的城市结构，通州第一次城市建设规划
即定位为北京的工业卫星城。1992年版城市总规
继续落实分散式空间布局结构，规划建设远郊卫星
城，避免城区摊大饼式发展，通州区由此成为 14个
远郊卫星城之一。

2004年版城市总规正式提出“新城”概念，规划
了通州、顺义、亦庄三个重点新城，随后通州新城规
划获批，有效承接中心区功能疏解成为通州新城主
要职能之一。这一阶段下，通州新城的交通规划与
建设以提升对外连通效率为主，连通中心城区的地
铁快线R1线、串联亦庄和顺义的 S6线等均出现在
了新城规划中，广渠路、新华大街等新城对外主要
干道也都在按规划推进实施。

2012年6月，北京市第十一次党代会提出，进一
步落实聚焦通州战略，打造功能完备的城市副中
心，由此，城市副中心概念首次亮相，通州区迎来新
的历史发展机遇。2015年4月，《京津冀协同发展规
划纲要》审议通过，提出加快规划建设北京市行政
副中心，有序推动北京市属行政事业单位整体或部
分向市行政副中心转移，通州区首次作为行政副中
心身份亮相。2016年3月24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
常委会会议上，明确指出，规划建设北京城市副中
心和集中承载地，将形成北京新的“两翼”，北京城
市副中心的概念正式诞生。

2016年版城市总规明确提出要以最先进的理
念、最高的标准、最好的质量推进城市副中心规划
建设，努力使未来城市副中心成为没有“城市病”的
城区。2018年城市副中心控规正式编制完成并获
党中央、国务院共同批复，为副中心的建设发展指
明了方向。其中交通领域提出构建以人为本的综
合交通体系，坚持公交优先、绿色出行，实现不依赖
小汽车就能便捷出行的发展目标。

以人为本综合交通体系加速构建

规划指明了道路，城市副中心正式转向实质性
开工建设阶段。2019年 1月，北京市级行政中心正
式迁入副中心，交通、教育、医疗等各项基础设施进
入快速发展时期。2019年，副中心站综合交通枢纽
开工建设，7号线东延、八通线南延开通运营，11条
定制公交线路投用，市郊铁路副中心线东延至乔
庄东站；2020 年，东六环入地改造工程进入施工
阶段，6 号线实施超常超强列车运行图，市郊铁路
副中心线进一步西延至良乡站，广渠路东延工程
完工，主副中心城区间通勤时间大大缩短。经过
两年快速发展，副中心以人为本的综合交通体系
正加速构建。

在展现“副中心速度”的同时，创造“副中心质
量”也逐渐成为新时期副中心发展的重要指导思
想。2021年 11月，国务院印发《关于支持北京城市
副中心高质量发展的意见》，这是党中央、国务院批
复副中心控规后，国家层面对城市副中心的又一个
重大部署，标志着城市副中心建设迈向高质量发展
的新阶段，努力推动实现副中心更高质量、更有效
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意见》
提出，未来副中心交通发展将建设以轨道交通为骨
干、公共交通为主导的便捷智能综合交通系统，在
副中心及周边地区打造一批市郊铁路示范项目，提
升区域通勤能力；构建绿色交通体系，沿河、沿绿、
沿路建设慢行系统，打造自行车友好型城市，积极
推广新能源汽车，引导绿色出行，为创造“城市副中
心质量”贡献交通力量。

京津冀协同发展桥头堡交通框架基本形成

在副中心交通发展方向方面，根据此前的规划，通州处于远
郊卫星城阶段时，交通主要是过境型和末端型。2015年，北京交
通发展研究院启动了《城市副中心交通战略规划和交通设施布
局规划》研究，全面摸底通州区人口就业数据、交通设施和运行
现状等基础数据，明确了新形势下副中心交通面临的主要问题
和挑战，提出了副中心交通发展由“过境型交通”和“末端型交
通”向“区域枢纽型交通”的战略转变，形成了构建与副中心发展
相协调的交通模式、建设轨道枢纽上的副中心、提高副中心辐射
和集聚能力、构建“协调、绿色、开放、智慧”的交通体系四类发展
策略，为副中心交通规划和建设提供了重要支撑。

2016年，交通发展研究院针对副中心公共交通发展战略开
展了专项课题研究，在分析区域现状交通和发展趋势的基础上，
提出打造以轨道交通和大容量公交为骨干、普通公交为支脉的
副中心公共交通体系发展目标，并明确了轨道线网、区域枢纽、
地面公交等公共交通设施和通道布局实施策略，为优化副中心
公共交通体系提供了重要依据。

2018年，交通发展研究院开展了基于公共交通大数据的城
市副中心公交线网优化研究。利用公共交通大数据充分挖掘副
中心公交线网运行现状、问题及出行特征，结合国内外案例研
究，提出了副中心公交线网“来通要顺、主副要畅、区内少换、过
境不扰”的优化目标，按照“先定走廊，再优化线路”的原则确定
了三条东西向核心走廊及X型走廊，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总体
公交线网优化方案，保障副中心公交服务的优质、高效。

未来，城市副中心将基本形成京津冀协同发展桥头堡交通
框架。不管是前往中心城区、首都机场、大兴机场还是相邻的河
北、天津等地的重要城市均能够实现两个小时抵达。

持续跟踪副中心行政办公区第一批工作人员搬迁后的交通
运行变化，及时把握副中心交通特征演变。自 2019年 1月北京
市级行政中心正式迁入城市副中心以来，区域配套设施不断完
善，交通需求及运行特征处于快速变化中，为有效评估副中心第
一批搬迁前后交通运行变化规律、及时把握存在的交通问题，北
京交通发展研究院开展了《城市副中心行政办公区第一批搬迁
后交通变化及对策建议》项目。

统计数据显示，2017年底至2019年底之间，工作在行政办公
区的工作人员里居住在城六区的人数比例从 84.6%下降到
68.8%，居住在中轴线以西的职工比例从 59.5%下降到 54.1%，居
住在东四环以西（距离办公区25公里以上）的职工比例从88.7%
下降到73.8%，居住在通州区的职工比例从2.8%上升到14.9%。

北京交通发展研究院就是通过问卷调查、大数据分析等多
重技术手段，精准识别搬迁前后通勤人员职住分布变化、通勤交
通方式变化以及行政办公区内外轨道、公交、道路交通运行变
化，并结合存在问题，及时研提近远期交通保障方案和改善对
策，为持续优化副中心交通出行环境、做好第二批搬迁交通保障
提供了重要依据和参考。

北京交通发展研究院聚焦城市副中心综合交通体系优化提
升，不断夯实行动计划各项举措。2021年，北京交通发展研究院
完成副中心综合交通体系优化提升方案研究，提出了副中心交
通优化治理的“三个着力”工作思路，快速搭建了副中心交通仿
真模型，从“优化现代化综合交通体系，提升绿色交通对小汽车
的竞争力”“调控小汽车需求，促进阶段性道路交通动态供需平
衡”及“强化治理优秩序，保障综合交通体系运转高效”三个方
面，提出了副中心交通一体化发展、轨道交通多网融合发展、副
中心连接道路收费调整等提升策略，并结合各项目可行性、必要
性，不断夯实副中心综合交通优化提升行动计划各项举措，为未
来一段时间内副中心综合交通优化提升提供了方向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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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交：2022年 6月 1日，
北京公交集团北京城市副
中心客运有限公司正式成
立，通州区全域地面公交迎
来市级服务水平。8月4日，
该公司下属的 71 条公交线
路实现智能化公交调度，并
接入北京公交智能调度系
统。其中，已有50余条线路
完成了调整。

1
公路：2022 年 6 月 10 日，

京通快速路、通燕高速公路和
京哈高速六环路内路段调整
收费，除部分路段早高峰单向
收费，其余路段、时间均免费
通行。从交通流量监测看，
新政实施首日，早高峰时段
交通流量就开始向非高峰时
段分流，5时至7时京通快速路
进城比前一日增长 50.41%，7
时至 8 时下降 8.31%，8 时至 9
时下降10.71%。

2021年12月，京津冀协同
发展重要工程厂通路北京、河
北段同步开工建设。目前河
北段工程厂通路桥梁引道工
程路面施工全部完成。2022
年12月，厂通路潮白河大桥开
工建设。

3

地铁：2021
年 8 月 29 日，地
铁 1 号线与八通
线贯通运营，目
前从石景山区古
城站到通州区环
球度假区站为一
个小时左右。

2

铁路：2022 年 8 月 12
日，京唐、京滨城际铁路进
入联调联试阶段。11 月 7
日，京唐、京滨城际铁路正
式转入运行试验阶段。11
月 18日，京唐、京滨城际铁
路转入按图运行试验阶段。

4

副中心交通工作将继续坚持“慢行优先、公交优先、绿色优
先”理念，以“实现不依赖小汽车就能便捷出行”为导向，实现副
中心交通的高质量发展。首先要着力优化绿色交通供给，加快
完善城轨交通，强化副中心及周边区域交通；加快市郊铁路优
化改造，强化多点新城与副中心快速联系；加快推进“四网融
合”，构建“一网运营”轨道网，加快推进“站城融合”，构建轨道
上的都市生活；加快推动“多网融合”，构建综合绿色出行“一张
网”；从而推动绿色交通对小汽车竞争力。二是着力调控小汽
车出行需求，优化道路收费政策，调控进京交通时空分布；建设
过境分流道路，调控区域交通流量空间分布；把控道路建设时
序节奏，调控副中心内部路网交通压力；优化车辆通行政策，调
控缓解道路交通拥堵；逐步实现道路交通动态供需平衡。三是
着力强化治理优良秩序，健全交通治理体系，形成治理合力；强
化静态交通治理，形成“以静制动”；完善执法保障，形成良好交
通秩序；保持综合交通体系安全高效运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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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唐京唐、、京滨城际铁路转入按图运行试验阶段京滨城际铁路转入按图运行试验阶段。。

京通快速路京通快速路、、通燕高速公路和京哈高速六环路内路段调整收费通燕高速公路和京哈高速六环路内路段调整收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