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城轨高质量发展的创新之路

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协会常务副会长 周晓勤



Ø 截至2018 年底，中国内地开通城市轨道交通的城市共35 座，运营里程达5761公里，预计到今年年底全国运

营线路总长度将超过6800公里，提前完成“十三五”规划目标

项目 国际占比

总运营里程 22%

地铁 31%

轻轨 33%

有轨电车 3%

我国总运营里程和三种主要系统制式的国际占比

序章·城市轨道交通现状

2019年年底预计开通运营城市轨通交通

共41个城市
经国家发改委审批建设规划的城市38个，新增兰
州、常州、徐州，新增运营线路约1070公里

2019年上半年开通运营城市轨通交通

共37个城市
经国家发改委审批建设规划的城市35个，新增温

州、济南，新增运营线路约324公里



Ø 从运营线网规模上看，去年共计有18个城市的线网规模达到100公里或以上

Ø 目前城市轨道交通进入高位稳定发展的阶段，全国6000多公里在建规模、4000亿~5000亿元/年的投资

规模、800多公里/年建成运营的规模，仍将会持续一段时间

上海
785公里

北京
713公里

广州
超400公里

南京、武汉、成都、重庆
超300公里

深圳、天津
超200公里2018年

上海
超800公里

广州
超500公里

成都
超400公里

深圳
超300公里2019年

序章·城市轨道交通现状



安全 便捷

绿色 智慧

城轨未来发展目标

• 拼速度 比规模

过去我国城市轨道交通行业发展

• 聚焦高质量发展

我国城市轨道交通行业发展转变

序章·城市轨道交通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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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历程回顾

起步阶段
上世纪60-70年代

以1965年开工建设，1969年通车运

营的北京地铁1号线一期（23.6公

里），天津地铁70年代建成7.4公里

为代表

初始阶段
上世纪80-90年代

快速阶段
上世纪90年代末-至今

融合发展阶段

1 2 3 4

以上海地铁1号线，广州地铁1号线，

北京地铁复八线为代表，十年间建

设54公里

起步于1999年国产化政策的颁布与

实施，加速于2003年国务院81号文

的颁布与实施，至2018年国务院54

号文的颁布基本上形成比较稳定的

高位发展阶段，20年间建设规模约

5000公里

“十四五、十五五”期间奠定高质

量发展的基础



发展历程回顾

“轨道”
都市圈、城市群

拼建设发展速度

比建设规模大小

聚焦

高质量发展

“城轨”

城市拓展



发展历程回顾

Ø 需要新理念、新思路来引导新一轮轨道交通发展规划，其规划目标和发展原则就是：安全、便捷、绿色、智

慧

• 发展的基本保证安全

• 评价服务水平的基本指标便捷

• 可持续发展的基本条件绿色

• 科技创新所追求的最高境界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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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城轨大国走向城轨强国需要弥补的主要“短板”

Ø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还提出要建设交通强国，这是一项伟大的战略任务。城轨强国建设也是

交通强国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城轨发展的不均衡性非常突出，形成了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三个“梯队”：

部分城市在解决“短缺”的路上加速发展，部分城市在聚焦高质量发展上向“强国”迈进

从城轨大国走向城轨强国需要弥补的主要“短板”



从城轨大国走向城轨强国需要弥补的主要“短板”

Ø 需要用“问题导向”和“补短板”的思维方式来厘清我们高质量发展需解决的问题

国家层面宏观管理缺乏统一协调，呈现“碎片化”（发改批规划、住建定标准、交
通运输管运营服务、工信管装备制造）

政策、法规不统一，没有国家层面的“城市轨道交通法”

行业技术标准体系不建全，仍然缺乏专业技术装备认证机构

对什么是“高质量城轨”只有定性描述，没有衡量“高质量城轨”的指标体系，无
法对标

1

2

3

4



需引起重视的问题——轨道（不仅是城轨）交通与城市发展的深度融合

目前城轨系统还是

以“轨道”为主自成

体系，“城市发展+

轨道建设”的融合

从发展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入手，实现多规合一、多网融合，构建统一的多层次网络

从单一的交通运输功能向具有综合服务功能的城市轨道网络转型

形成以城轨场站为核心的城市出行、居住、工作、消费和娱乐于一体的都市新生

态，要与城市其他公共服务系统、基础设施、生产和生活设施相融合

从城轨大国走向城轨强国需要弥补的主要“短板”



需引起重视的问题 ——轨道（不仅是城轨）交通与城市发展的深度融合

发展以轨道交通为支撑的

城市综合交通枢纽

日
本
东
京
城
轨
及
京
都
市
圈
轨
道
交
通

从城轨大国走向城轨强国需要弥补的主要“短板”



需引起重视的问题 ——发展以轨道交通为支撑的城市综合交通枢纽

发展以轨道交通为支撑的

城市综合交通枢纽

日
本
东
京
丸
之
内
车
站

从城轨大国走向城轨强国需要弥补的主要“短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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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城轨高质量和可持续发展需要面对的挑战

1、建设资金不足，投融资模式创新成果有限

2、前期工作不够深入细致，产生的问题给可持续发展遗留后患

3、专业人才短缺，特别是中、高级管理人才，行业领军人才奇缺

行业发展方面



热点问题方面

1

轻轨系统的发展，需要一个“指导意见”

政策建议：

① 建立以都市圈和城市群里中心城市为主体的

跨区域、跨部门的共管、共治轨道交通管理

机制，组织协调相关规划、建设、运营等工

作。

② 将原单一城市的城轨建设规划的审批，逐步

过渡到统筹审批都市圈、城市群轨道交通建

设规划。

2

政策建议：

① 从国家层面明确有轨电车在城市公共交

通系统中的功能定位。

② 为适应巨大的潜在市场需求，应尽快完

善有轨电车标准规范体系，科学引导发

展。

③ 应有宏观调控手段，对有轨电车装备制

造企业的发展给以必要的指导。鼓励具

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国产装备成为市场主

流。

市域快轨的发展，需要城轨发展从规划
到建设运营的全面制度创新

3
现代有轨电车的发展

需纳入城市轨道交通体系专业化引导

政策建议：

① 尽快出台国家层面对发展轻轨系统的指导意

见，从规划层面明确轻轨在线网中的功能定

位，从设计、建设、运营管理、装备制造等

层面明确轻轨系统特征，如：线路敷设方式、

站台形式特点、运营组织要求、车辆等技术

装备系统制式，等等

聚焦城轨高质量和可持续发展需要面对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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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科技创新打造智慧城轨

改革创新迎接城市轨道交通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



以管理体制创新打通迈向高质量发展的道路

积极推进城轨建设规划的审批制度改革

打破国铁、城际和地铁行业间、城市间的技术壁垒，从国家层面尽快制定多层次轨道交通网络互联互通、协同运

输的技术标准体系和服务评价体系

创新跨城市、跨层级轨道交通管理体制，突破由于行政主体不同、实施主体不同、管理主体不同存在的机制障碍

改革创新迎接城市轨道交通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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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施工技术创新、穿越重大风险工程控制、工程建设安全风险管控、减隔振系统

自主化、CBTC信号系统自主化、全自动运行系统自主化等领域取得突出成绩。

北京市创新热点

北京市轨道交通建设管理有限公司



建成国内首个轨道交通网络建设风险远程监控中心（RSCC）

基本形成安全高效的轨道交通网络化运营体系

成为首家国家级地铁运营服务综合标准化试点创建单位，轨道与城市融合发展取得成效

提出并实施“从重建设向重运营管理转变，从单线管理向网络化管理转变”的转型发展战略，持续推
进“人性化服务、精细化管理、标准化建设”

上海市创新热点

上海申通地铁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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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三期建设规划新线中全面推进智慧地铁设计

全面推进智慧运维建设

全面推进线网智慧车站建设

组织开展城际地铁运营一体化互联互通、协同运输、规划优化专题研究

广州市创新热点

广州地铁集团有限公司



城轨线网规划修编注重引导城市空间发展，加强四网融合，构建多层次一体化轨道线网体系

精心设计、推动技术创新

建设“安全惠民效益型”地铁

重视品牌打造

实现从经营商业资源到缔造地铁经济的历史跨越

南京市创新热点

南京地铁集团有限公司



成都市创新热点

全力打好“加速成网”、“深化改革”、“发展转型”三大攻坚战

推动完成《轨道交通线网规划修编》，有效促进国铁、市域铁路、地铁“三铁融合”

促进轨道交通多制式发展

扎实提升运营服务水平

成都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



完善轨道交通
行业产业链

共享合作拓展
多元化业务

探索混改实现
强强联合

武汉市创新热点

武汉地铁集团



谢谢！

Thank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