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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建部
   GEMH-01A ：“中国城市 TOD 政策、

技术标准和管理工具的开发与应用”课题组按
照任务进度要求对国家 TOD 平台资源库、资讯、
规划、诊断、监测和影响评估等全部 6 个功能
模块进行集成开发，包括网站门户、数据维护
系统、用户管理系统、权限管理系统、用量分
析系统、系统日志系统的开发和网络安全机制
搭建。项目办于 2022 年 9 月 8 日组织召开了
阶段性成果专家评审会，一是对 TOD 平台使
用功能和后台管理模块开发进行评审，二是对
TOD 相关案例研究进行评审。已完成 TOD 平
台安全等保定级工作，将尽快进行阶段性成果
的脱敏处理并报送世行，并根据专家意见修改
完善后推进平台的上线试运行和开展试点城市
使用培训。

北京
   GEBJ-1A：“城市层面以公共交通为导

向的城市发展（TOD）战略的制定与实施”以
及项目管理支持任务 1-4、5-6 已分别于 2020
年 12 月和 2021 年 12 月完成年度工作验收，
目前已完成任务 8 相关论文 3 篇，著述《公共
交通引导城市发展（TOD）国际案例经验分享》，
及时完成项目进展报告、阶段性演示文稿等工
作。正在编写任务 7 总报告、任务 9 环境安保
报告、任务 10 项目完工报告，计划于 2022 年
12 月完成任务年度验收。明年初完成最后 20%
合同款的支付。

   GEBJ-2：“基于 TOD 理念下的轨道交
通线路与用地优化研究”任务 2 沿线用地功能
布局优化配置的研究工作和任务 3 通密线典型
站点城市设计及一体化设计研究工作已通过专
家评审，完成成果提交。任务 4 轨道站点周边
地区一体化设计标准准则研究，目前正在开展
全国相关标准的资料整理等工作，预计 11 月

份组织专家评审验收，年底前完成 20% 合同款
支付，完工报告预计明年初提交，并完成最后
10% 合同款提款报账，即完成全部合同任务。

     GEBJ-3：项目办已于 2022 年 4 月 27
日召开“基于 TOD 理念的城市更新地区综合
规划建设示范项目”任务 3“轨道交通站点周
边城市更新环境与社会评估”的专家评审会，
5 月提交成果，6 月完成提款报账工作，即已完
成合同 100% 工作内容。

天津
    GEFTJ-1：“城市层面以公交为导向的

城市发展（TOD）战略的制定与实施以及项目
管理支持”项目办与咨询单位针对环境和社会
保障工作签订了补充协议，目前正在开展此项
任务相关工作。

    GEFTJ-2：“TOD 模式下天津市城市轨
道交通项目融资研究项目”在专家评审会后已
提交了成果报告，完成了第三笔款项支付，即
合同总金额的 35%，累计支付合同额的 90%。
预计 2022 年底完成合同约定的全部任务，并
支付最后一笔款项。

    GEFTJ-3： “基于 TOD 理念的城市更
新地区综合规划建设示范项目” 目前已完成了
任务 6：TOD 近期行动计划与保障措施报告、
任务 7：公众参与与宣传推广报告的研究工作，
预计能够按照合同约定完成全部工作。

石家庄
  GEFSJZ-1：“石家庄市城市公交导向

型开发策略制定与实施以及相关管理支持” 已
完成任务 1-4 相关工作，专家评审及公共参与
活动于 2021 年 4 月 1 日完成，于 4 月底向世
行提交修改完成后的成果。2021 年 5 月至 8 月，
进行了任务 5-7 相关工作，于 10 月 29 日完成

  项目进展（截止至 2022 年 9 月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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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最终成果报告专家咨询会，受疫情影响，11
月份未能完成终期成果评审，于 12 月 3 日完成
了终期成果领导小组成员单位意见征集会议，
于 12 月 13 日完成终期成果最终评审。2022 年
上半年完成了任务 5-1 石家庄轨道沿线 TOD 发
展策略及接驳交通研究、任务 5-2 石家庄慢行
品质提升研究、任务六 TOD 行动计划和操作手
册、任务七城市 TOD 总报告评审后的修改工作。

  GEFSJZ-2：“石家庄城市轨道交通 4
号线沿线用地调整规划项目”于 2021 年 2 月 2
日完成合同正式签订，于 2021 年 4 月 17 完成
开题报告评审活动。2022 年 6 月完成了任务 1
沿线土地利用现状分析与潜力开发地块梳理报
告、任务 2 市场调研分析报告、任务 3 沿线区
域及站点综合开发研究报告评审工作，以及任
务 4 沿线区域及站点综合交通体系研究、任务
5 公共空间与公共绿地品质提升研究、任务 6
完成 TOD 近期行动计划与保障措施报告初稿提
交工作。到今年年底该合同将完成所有研究内
容的成果提交和评审活动。

  GEFSJZ-3：“石家庄地铁 1 号线石家
庄东站以北片区基于 TOD 理念的规划设计研
究” 于 2021 年 6 月 30 日 完 成 合 同 签 订， 于
2021 年 9 月 8 日完成开题报告评审。2022 年
6 月完成了任务 1 土地利用现状分析与潜力开
发地块梳理报告、任务 2 市场调研分析报告、
任务 3 区域及站点综合开发研究报告中期评审
工作。到今年年底该合同将完成所有研究内容
的成果提交和评审活动。

南昌
  GENC-1A：“城市层面以公交为导向

的城市发展（TOD）战略的制定与实施以及项
目管理支持”已完成城市层面总报告《南昌市
城市 TOD 战略规划报告》的编制工作。一包社
评环评报告正在修改中，二包、三包社评环评
报告根据世行专家反馈意见修改后已定稿。

  GENC-2A：“轨道交通 TOD 规划设计

研究”于 2022 年 8 月 11 日召开《廊道层面手册》
公开研讨会，咨询服务单位正根据参会人员意
见对报告进行优化修改。

  GENC-3B：“基于 TOD 理念的轨道交
通站点区域规划研究”6 月 9 日对任务 1-6 成
果进行专家评审，于 2022 年 7 月 12 日提交任
务 1-6 的修改报告；8 月 9 日提交任务 7《轨道
交通 2 号线东延线交通预测与方案测试报告》
初稿。

  GENC-4A：“南昌 TOD 理念宣传及知
识普及项目” 于 2022 年 7 月完成公众号平台
搭建并开始运营，每周更新 3 次，后续将根据
活动内容增加推送次数；已确定形象 IP，正在
申请外观专利；9 月 9 日在南昌市政府食堂开
展 TOD 主题宣传活动，派发了宣传折页和形象
IP 周边赠品。

贵阳
      GEGY-1：“贵阳市城市层面 TOD 发展

战略研究”第四阶段成果（贵阳 TOD 战略主要
报告、组织落实实施方案；规划设计导则、实
施指南、TOD 实施流程与督导制度）通过评审
并根据专家意见修改完成。项目目前形成了 19
本专题报告、3 篇论文、TOD 宣传手册等。项
目已完成了合同要求的 9 次 TOD 相关培训。补
充协议于 6 月 28 日签订，已完成了工作大纲及
其评审，正在推进补充协议新增内容研究。

     GEFGY-2：“贵阳轨道交通 S1 线一期
及 3 号线一期工程沿线地区综合开发规划研究”
已完成沿线地区土地综合开发规划研究报告，
其中包含现状用地开发潜力分析、轨道沿线地
区房地产市场分析、既有规划的认识与解读、
案例借鉴及规划设计理念、轨道站点的分类、
分级及站点功能定位、土地利用规划、建设用
地强度控制；完成沿线地区交通一体化规划研
究报告，其中包含现状调研与交通特征调查、
城市用地 - 交通协调发展模式研究、区域公交
一体化发展专项研究、出行链末端交通体系规
划与发展要求专项研究、轨道沿线 TOD 交通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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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指标与方法专项研究、分区分类型（站点类型）
的不同圈层停车配建标准专项研究、沿线地区
交通衔接规划；完成重要站点花溪南站、桃花
寨站、浣纱路站、温泉路站、洛湾站、数博大
道站 6 个站点的 TOD 概念性城市设计方案；完
成贵阳市 TOD 街区设计导则，完成综合开发资
产赋能与收益分配机制研究、TOD 实施流程及
政策制度保障研究报告。目前正在开展补充合
同中的中曹司站、大营坡站和白马路站的城市
设计工作。

      GEFGY-3：“贵阳市环城快铁沿线地区
综合开发规划研究”已完成环城快铁沿线站点
综合开发规划研究、交通衔接一体化研究，孟关、
花溪南、白云北 3 个站点的概念性城市设计和
相关政策研究，已通过专家评审，并根据专家
意见修改完成。补充协议工作大纲完成并评审，
正在开展相关研究工作。 

     GEFGY-4：“TOD 发展规划研究战略
环评与社评”已完成《TOD 发展规划研究战略
环境和社会影响评价报告书》（征求意见稿）
全本编制，2022 年 8 月 22 日已发出征求贵阳
市相关管理部门意见。

宁波
  GENB-1：“宁波市 TOD 发展战略研究”

在前期研讨工作的基础上，预计 9 月内将完成
任务 5-6TOD 规划设计导则、战略政策体系与
操作手册的评审工作。预计今年年底前将完成
总报告的编制工作。

  GENB-2A: TOD 改善试点工程 ( 开明街
（药行街—中山路）及新街、双梁社区 ) 全过
程咨询服务”已完成任务 2 项目决策报告的评
审工作，正在支付 20% 合同进度款的进程中。

  GENB-2B: TOD 改善试点工程 ( 开明街
（药行街—中山路）及新街、双梁社区 ) 融资
模式研究“已完成任务一项目资产确权及专项
债 +PPP 实现模式研究的评审工作，正在支付
20% 合同进度款的支付，预计今年底前将完成。

  GENB-3：“基于 TOD 的已建轨道站
点改善研究“已完成任务 4 典型轨道交通站点
周边 TOD 规划设计的成果评审工作，并完成
20% 合同进度款支付。预计今年年底前将完成
任务 5 站点 TOD 技术导则及总报告的编制并通
过评审，完成课题所有的支付工作。

深圳
  GESZ-1：“城市层面以公交为导向的

城市发展（TOD）战略的制定与实施以及项目
管理支持” 已完成任务 5-7，研究成果于 2022
年 4 月 30 日通过专家评审。战略环境与社会评
价方面，已形成报告初稿，正在不断完善。预
计到今年年底完成任务 8-10，形成最终成果初
稿，推进最终成果完善。数据平台目前已完成
基础数据底座的搭建、TOD 多元大数据指标的
查询、筛选、分析、评估功能、TOD 咨询平台
的构建等工作，目前正在测试优化平台 bug，
丰富平台界面内容，计划 9 月底完成 TOD 数据
管理平台 1.0 版本的部署。

  GESZ-2A：“基于 TOD 理念的深圳白
坭坑区域可持续发展规划建设管理研究” 已完
成任务 6-10，研究成果于 2022 年 4 月 30 日通
过专家评审。战略环境与社会评价方面，目前
正在深化环境影响减缓措施研究。 预计到今年
年底完成任务 11-13，形成最终成果初稿，推
进最终成果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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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实施进展（截止至 2022 年 9 月 9 日）

图例     
填色部分表示项目已实施进度，其中黄色部分为 2022 年 6 月 17 日 -2022 年 9 月 9 日间最新进展

项目主体 子项活动描述 工作大纲 
初稿

工作大纲 
定稿 招标公告 短名单 

评审 标书评审 合同谈判 签订合同 开题报告 阶段性 
成果

最终成果 
初稿

最终成果 
定稿

住建部 国家层面 TOD 平台

北京

城市层面 TOD 战略

廊道及站点层面 TOD 应用

片区层面 TOD 应用

天津

城市层面 TOD 战略

私营部门参与 TOD 的融资研究

片区层面 TOD 应用

石家庄

城市层面 TOD 战略

廊道层面 TOD 应用

片区及站点层面 TOD 应用

南昌

城市层面 TOD 战略

廊道层面 TOD 应用

站点层面 TOD 应用

TOD 宣传和知识普及

宁波

城市层面 TOD 战略

片区层面 TOD 应用

片区层面 TOD 应用

站点层面 TOD 应用

贵阳

城市层面 TOD 战略

廊道层面 TOD 应用

廊道层面 TOD 应用

TOD 发展战略环评与社评

深圳
城市层面 TOD 战略

片区及站点层面 TOD 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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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力建设与学术交流
行业相关活动

2022 年 7 月 15-19 日，由世界银行与北京
交通大学 TOD 研究院共同主办的全球环境基金
“中国可持续城市综合方式试点项目”2022 年
年会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召开。本次年会
近 60 人受邀现场参加，超过 120 人线上参加；
与会嘉宾和代表来自十余个不同的国家；活动
得到了世界银行 TOD 实践共同体和世界银行东
京发展学习中心的大力支持。TOD 年会技术交
流部分包括五个主题。来自住建部、贵阳市的
政府与技术团队代表参与了“面向未来的 TOD
战略”的专题讨论；天津市、南昌市分享了“城
市层面的 TOD 战略”；深圳市、宁波市代表在
“TOD 与公众参与”环节与来自欧洲的专家进
行了探讨；北京市、石家庄市就“市域市郊铁
路和区域发展”这一题目，比较了中国城市与
日本城市的相同和异同。北京交通大学代表分
享了 TOD 研究最新成果，并受世界银行委托、
总结评价了项目下住建部与各城市的技术产出。

TOD 年会还安排了实地考察。分为三条路
线，第一条考察路线主题为“TOD 与社会公平”；
与会者从世界银行驻华代表处所在的北京 CBD
为起点，向东乘坐地铁；考察轨道沿线不同城
市化阶段 TOD 开发模式、经济适用房与交通融
合等主题。第二条考察路线主题为“TOD 与市
郊铁路利用”；与会者以“琨御府”为案例了
解地铁上盖物业开发与城市轨道设计运营相辅
相成的关系， 并体验北京西郊有轨电车如何连
接了京郊景点，服务于老年人和学生等特殊群
体。最后一条考察路线主题为“TOD、低碳生态、
内城再生”。与会者走访了北京东城区“三里河”
地区，了解 TOD 如何促进内城的可持续城市更
新，如何为内城历史街区带来可持续性和活力。
实地考察由北京交通大学设计和组织，丰富了
线上线下与会者对 TOD 的理解和体会。（相关
链接）

图片来源：世界银行

2022 年 9 月 2 日，由福州地铁集团和世
界轨道交通发展研究会联合主办，以“创新驱
动数字化转型，智慧引领高质量发展”为主题
的第八届中国智慧轨道交通与创新发展大会在
福州召开。主论坛聚焦轨道交通建设与运营的
数字化、智能化、智慧化等行业热点。三个分
论坛主题分别为“数智赋能，云领未来”、“机
电创新，运维未来”、“智慧城轨 驱动未来”，
总结探讨了行业智慧成果、前沿技术、未来展望。
（相关链接）

图片来源：福州地铁

https://www.shihang.org/zh/events/2022/07/08/gef6-china-sustainable-cities-integrated-approach-pilot-project-annual-workshop-on-transit-oriented-development-tod
https://www.shihang.org/zh/events/2022/07/08/gef6-china-sustainable-cities-integrated-approach-pilot-project-annual-workshop-on-transit-oriented-development-tod
https://mp.weixin.qq.com/s/TJbat791-Nxx7souP77UW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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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9 月 2 日，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数
字化轨道交通创新论坛”在上海张江科学会堂
举行，是本届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中唯一聚焦轨
道交通领域的行业高峰论坛。论坛以《数字赋能，
智慧轨交》为主题，围绕人工智能赋能轨交数
字化和智慧化的新成果、新趋势进行了深入探
讨。上海地铁维护保障有限公司张郁在谈到上
海地铁数字化转型示范区试点成果时表示，数
字化转型示范区的应急管理、施工管理等模块，
让快速联动处置、维护质量管控等方面效率大
幅提升，未来地铁全生命周期管理将更加智慧
化。（相关链接）

图片来源：浦东发布

2022 年 9 月 1 日，“第十五届轨道交通
与城市国际峰会”在上海召开。峰会以“高质
量发展：融合、安全、智慧、绿色”为主题，
邀请了行业权威机构、业主单位、供应商决策
者及专家通过演讲、对话、分享的形式，深入
探讨了轨道交通的可持续、高质量发展之道。
除了主论坛之外，四个分论坛分别围绕“城轨
融合与可持续发展”、“智能维保创新”、“数
字与信息化”、“机电设备创新”四个主题展
开探讨。（相关链接）

2022 年 8 月 30 日，《2022 中 国 城 轨
TOD 指数暨城市 TOD 磁力指数报告》预发布。
该报告采用大数据手段，借鉴地产指数研究方
法和经验，并征求城轨资源经营方和地产合作
方意见，研发编制而成。构建指数框架体系，

通过对土地、物业、交通、人口、产业、公共
空间等关键要素之间互动关系的分析，旨在评
估 TOD 对城市发展和交通生活的影响，进而加
强城市轨道沿线地区的规划引导，促进城市功
能与交通功能的一体化发展，倡导崭新 TOD 生
产和生活方式，实现高质量与可持续的人、城市、
环境、产业融合发展。（相关链接）

2022 年 8 月 9 日，“北京轨道交通体验式
安全教育培训基地第一分部”正式揭牌。该基
地占地面积约 500 平方米，主要设置 16 项体
验项目，包括操作平台倾斜体验、安全鞋撞击
体验、AR 虚拟灭火体、VR 安全体验等。基地
采用集中化体验式教育培训模式，能够提升受
训人员自身安全素质和能力，将对减少乃至杜
绝轨道交通工程中的伤亡事故发挥作用，帮助
受训人员提升安全素质和能力。此次体验式安
全教育培训基地建成投用，是将情景教育融入
传统教育并在施工现场集中示范应用的创新举
措。（相关链接）

图片来源：潇湘晨报

2022 年 7 月 29 日，《2022 年 度 中 国 主
要城市通勤监测报告》由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城
市交通基础设施监测与治理实验室、中国城市
规划设计研究院、百度地图联合发布，报告选
取 44 个中国主要城市，汇聚 9000 万人的职住
通勤数据，从通勤时间、通勤空间、通勤交通
三个方面的 9 项指标，呈现中国城市职住空间
与通勤特征的变化。重点对 42 个城市进行了年
度追踪对比，并探讨疫情、城市建设等因素对
通勤状态及公共交通服务的影响。其中，“单

https://mp.weixin.qq.com/s/Q7l_-lFDTvtL4Oi53tXVaA
https://mp.weixin.qq.com/s/Z76D30THNT2A2LAWe9D2Jg
https://www.163.com/dy/article/HG0PVKIE05159A0N.html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40739006621671867&wfr=spider&for=p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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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平均通勤时耗”、“5 公里以内通勤比重”、“轨
道 800 米覆盖通勤比重”作为衡量交通便捷的
重要指标被纳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2022 年城
市体检指标体系”。本年度特别增加青年通勤、
青年职住、住房保障三项新指标，挖掘青年人
群的通勤特征、职住选择以及对住房保障的需
求，为青年发展型城市建设提供素材与思考。（相
关链接）

图片来源：规划中国

2022 年 7 月 7 日 至 7 月 8 日， 第 二 批
TOD 综合开发专题培训班在苏州市开班，培训
重点聚焦 TOD 政策研讨和地铁商圈综合开发主
题，旨在有效提升广大学员对 TOD 综合开发的
认识，全面了解当前国内外行业发展形势，推
进苏州轨道 TOD 综合开发战略全面启动，加快
构建现代综合立体公共交通体系。并提出要科
学规划，坚持发展为民导向，优化 TOD 综合开
发工作理念，推行功能复合、立体开发、公交
导向的集约紧凑型发展模式。（相关链接）

图片来源：苏州轨道交通

项目办主办活动
2022 年 8 月 30 日，深圳项目办邀请凯达

环球城市设计董事钱理进行专业讲座，主题为
《城市设计导则在指导城市建设过程中的真实
案例和经验分享》，活动采用线上线下结合的
方式，获得了广泛的参与。

2022 年 6 月 27 日 至 8 月 19 日， 贵 阳 项
目办与清华大学交通研究所联合主办，开展了
一系列能力建设活动，吸引了线上线下观众的
广泛参与。多项活动包括：由重庆城市综合交
通枢纽（集团）公司副总工程师易兵分享的《重
庆 TOD 案例分析与借鉴》、清华大学交通研
究所分享的《TOD 引导贵阳城市空间高质量发
展》、清华大学李瑞敏教授分享的《出行即服
务（MaaS）的发展和思考》、新加坡城市交通
国际院长罗兆广分享的《新加坡交通一体化与
TOD 经验》、北京建筑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
院副教授王晶分享的《轨道交通影响下的城市
功能更新》。

2022 年 7 月 4 日，住建部项目办 TOD 课
题组专家赵一新在苏州轨道交通集团做了题为
《TOD 发展评估助力轨道审批与城轨协同》演
讲，系统全面的介绍了全国 TOD 发展评估情况、
基于 TOD 评估的轨道建设决策、TOD 与城市
更新等内容，并结合苏州城市交通现状提出了
苏州轨道 TOD 发展路径。本次会议系统性对全
国 TOD 平台的建设与监测评估对参与单位进行
了推广和培训，并探讨了苏州轨道 TOD 建设发
展的方式方法和实现路径，为国家 TOD 平台与
地方 TOD 发展的联动提出了策略。

https://mp.weixin.qq.com/s/JQl3D2xLAYpA7S2nDNMqbg
https://mp.weixin.qq.com/s/JQl3D2xLAYpA7S2nDNMqbg
https://www.sz-mtr.com/news/hot/202207/415E91D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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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业动态
轨道与枢纽规划建设

2022 年 9 月 5 日，深圳市发展和改革委
员会对《深圳市城市轨道交通第五期建设规划

（2023-2028 年）》进行环境影响评价第二次公示。
该规划包含 13 个建设项目，规模约 226.8 公里，
具体为：15 号线、17 号线一期、18 号线一期、
19 号线一期、20 号线二期、21 号线一期、22
号线一期、25 号线一期、27 号线一期、29 号线
一期、32 号线一期、10 号线东延（深圳段）、
11 号线北延（深圳段），具体以国家批复为准。
（相关链接）

2022 年 8 月 26 日，西（安）十（堰）高
铁西安东站及相关工程初步设计获国铁集团和
陕西省政府联合批复，计划年内开工建设。按
照规划设计，未来西安地铁 5、12、15、21 号
线将接入西安东站，实现铁路和城市轨道交通
互联互通、无缝衔接。西安东站将成为集高铁、
普铁、城际、地铁、公交等交通运输方式为一
体的特大型综合交通枢纽。（相关链接）

2022 年 8 月 17 日，北京市政府正式批复
《 北 京 市 轨 道 交 通 线 网 规 划（2020 年 -2035
年）》。规划北京市轨道交通线网由区域快线
（含市郊铁路）和城市轨道交通组成，线网总
规模约 2683 公里。区域快线（含市郊铁路）包
含市郊铁路线路及新建区域快线，里程约 1058
公里。城市轨道交通包含地铁普线、地铁快线、
中低运量、机场专线等，里程约 1625 公里。（相
关链接）

2022 年 8 月 11 日，苏州首条市域轨道交
通线路 S1 线实现全线洞通。S1 线全长 41.25 公
里，设站 28 座，起于苏州工业园区唯亭站，途
经苏州工业园区、昆山市西部新城、中心城区核
心区、东部经济技术开发区、陆家镇、花桥国际
商务区，与上海地铁 11 号线花桥站换乘。建成
后，S1 线将成为苏昆沪三地重要交通城市走廊，
进一步引导城市空间布局优化，推动新型城镇化
建设，促进市域一体化发展。（相关链接）

2022 年 8 月 8 日，厦门市自然资源和规
划局公示了《厦门市城市轨道交通线网规划
（2020-2035 年）》（草案）。本轮规划厦门
市远期 2035 年城市轨道交通规划线网 12 条
线路，总规模约 493 公里。其中 7 条普线，约
297 公里；4 条快线，约 186 公里；1 条轨道控
制线，约 10 公里。远景规划线网在远期线网基
础上增加 5 条轨道控制线，增加规模约 79 公里，
线网总规模约 572 公里。（相关链接）

2022 年 8 月 2 日，广州市规划和自然资
源局对《广州市轨道交通线网规划（2018-2035
年）》进行公示，本轮《规划》为广州构建了
高速地铁、快速地铁、普速地铁组成的城市轨
道交通系统，总规模达到 53 条，2029 公里，
与上一轮规划对比，新增 30 条、1004 公里线路。
（相关链接）

2022 年 7 月 16 日，南昌市自然资源和规
划局公示了《南昌市第二轮城市轨道交通线网
规划》。本轮规划城市轨道交通线路共 12 条（包
含轨道快线 3 条、轨道普线 9 条），总里程约
536 公里，形成“环 + 放射”的网络结构及“快
线 + 普线”的网络层级，提升南昌市公共交通
服务水平。另远期规划市域铁路以加强城市都
市区与大南昌都市圈范围重点城镇的轨道交通
服务。（相关链接）

合作及融资
2022 年 9 月 2 日，北京市与国铁集团探讨

深化合作事宜。提出要搭建起市域（郊）铁路
网络，构建“半环 + 放射”的网络形态，以支
撑和引领城市空间布局优化。其中，核心区重
点是优化枢纽功能，中心城区重在激活新服务
廊道，城市副中心是畅通对外联系，多点新城
要部分实现与中心城区的快线连接。应当优先
用好既有铁路资源，改造或增建复线，强调要
充分发挥市场主体作用，由北京市和国铁集团
共同打造市域 ( 郊 ) 铁路投资、建设、运营一体
化平台，提高建设运营效率。（相关链接）

http://fgw.sz.gov.cn/zwgk/qt/tzgg/content/post_10074292.html
http://www.shaanxi.gov.cn/xw/sxyw/202208/t20220827_2248622.html%E3%80%81
http://ghzrzyw.beijing.gov.cn/zhengwuxinxi/ghcg/zxgh/202208/t20220817_2794309.html
http://ghzrzyw.beijing.gov.cn/zhengwuxinxi/ghcg/zxgh/202208/t20220817_2794309.html
https://www.sz-mtr.com/news/hot/202208/54116D09.html
http://www.rail-transit.com/xinwen/show.php?itemid=23052
http://td.gd.gov.cn/gkmlpt/content/3/3989/post_3989483.html#1479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A3Njk3MTMxMA==&mid=2655196386&idx=3&sn=196603ae8914a0f126615b732016c28e&chksm=84ee98a3b39911b574346c565e7799d7f442c32c235e55f96c5ef3afe2e2b1aee98311deb137&scene=27
https://mp.weixin.qq.com/s/6hLl_ZNBChxtbhZdKSi_G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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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8 月 29 日，申通地铁集团与保利
发展控股集团就 15 号线元江路项目合作签约。
双方将围绕元江路项目在上盖物业综合开发领域
深度合作。项目地处上海市闵行区南部，毗邻
15 号线元江路站，总建筑面积 38.8 万平方米，
规划打造商品房、保障房、租赁房、办公、社区
商业和公共服务配套等业态。该项目是市政府颁
布《关于加快实施本市轨道交通车辆基地及周边
土地综合开发利用的意见》之后，上海地铁第一
个轨道交通上盖物业综合开发项目；也是后续轨
道交通上盖物业综合开发项目的重要参考。（相
关链接）

2022 年 8 月 8 日，陕西轨道交通集团有限
公司成立。该集团以陕西省铁路集团有限公司和
西安市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为基础合并组建，
是由省政府和西安市政府共同出资设立的国有全
资企业，实行“省属市管”，由省国资委和西安
市国资委履行出资人职责。集团成立后，将按照
全省轨道交通线网规划，以“联网、补网、强链”
为重点，加快推动全省高速铁路、城际铁路、市
域（郊）铁路、城市轨道交通“四网融合”，打
造以轨道交通为主的“投资—建设—运营—服
务—经营”全产业链。（相关链接）

2022 年 8 月 4 日，苏州高铁新城国有资产
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与苏州高铁枢纽投资开发
有限公司签署战略合作协议。此次签约合作开发
范围为苏州北站综合交通枢纽 TOD 站城融合核
心区，未来将按照“产城融合、站城融合、环境
融合、文旅融合、人城融合”的理念，将苏州北
站周边打造为 TOD 综合开发一体化的“升级版”，
将苏州高铁新城塑造为“站产城融合”的国际典
范。（相关链接）

2022 年 7 月 21 日，无锡地铁集团与朗诗
控股集团举行战略合作签约仪式。通过本次战略
签约，朗诗控股与无锡地铁将在住宅开发、商业
运营、物业改造等领域开展深度战略合作，形式
包括项目股权合作、技术研发、委托开发管理服
务等。双方将进一步发挥各自的行业优势、区域
优势和业态优势，开发建设运营一批标志性、引

领性和创新性的重大项目，促进城轨交通、城市
和企业的可持续发展。（相关链接）

2022 年 7 月 11 日，上海市举行的“高效
配置：重大项目展示路演暨地方政府债券集中发
行”活动上，申通集团、久事集团、城投集团三
家项目单位重点推介了将发行的 314.4 亿元新增
债券，包括 129 亿元新增一般债券和 185.4 亿元
新增专项债券。将用于轨道交通 13 号线西延、
18 号线二期、21 号线一期、23 号线一期、泰和
污水处理厂扩建、市域铁路嘉闵线等专项债券项
目，项目总投资近 1500 亿元。（相关链接）

2022 年 6 月 22-24 日，深圳发行 2022 年
第三批政府债券 48.5 亿元，主要用于轨道交通
建设等领域。募集资金将全部用于深圳市城市轨
道交通 12、13、14、16 号线工程项目建设。（相
关链接）

TOD 综合开发
2022 年 8 月 10 日，第四届广州市规划委

员会地区规划专业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荔湾
区广船项目 (AF0403 规划管理单元 ) 控制性详细
规划和城市设计优化》获得通过。规划提出，将
结合鹤洞东站进行站城一体化 T0D 开发，打造
新一代城市商务商业文化综合社区。与此同时，
对广船原有的船坞船台进行活化利用，打造滨江
船厂原址主题公园。（相关链接）

2022 年 8 月 4 日，深铁集团通过招拍挂方
式成功竞得深圳 2022 年度第二批居住用地集中
出让的光明凤凰街道 A503-0096 地块及龙岗龙
城街道 G01048-0153 地块。深铁集团规划在此
批地块上建设公共住房及 TOD 城市综合体，将
持续打造 TOD 模式“深圳样板”。（相关链接）

2022 年 6 月 30 日，上海市政府批复《松江
新城 SJC1-0017 单元（松江枢纽核心区）控制性
详细规划修编》（沪府规划〔2022〕156 号），
该规划位于松江枢纽核心区，根据是新城建设发
展的四大重点地区之一。将以构建“产城融合”、“站
城一体”的综合性节点城市的门户枢纽为目标愿
景，启动示范样板区控规修编工作。（相关链接）

https://www.gzw.sh.gov.cn/shgzw_zxzx_gqdt/20220902/b253ecd262a541cba02f00840a9b0f7d.html
https://www.gzw.sh.gov.cn/shgzw_zxzx_gqdt/20220902/b253ecd262a541cba02f00840a9b0f7d.html
http://www.shaanxi.gov.cn/xw/sxyw/202208/t20220809_2242070.html
https://difang.gmw.cn/js/2022-08/05/content_35935941.htm
http://www.landsea.hk/s/news_detail.php?id=581432
https://m.yicai.com/news/101470586.html
http://sztqb.sznews.com/PC/content/202206/24/content_1214243.html
http://sztqb.sznews.com/PC/content/202206/24/content_1214243.html
https://mp.weixin.qq.com/s/llifPPYqpa5ZNrqVDWX2Pw
https://new.qq.com/rain/a/20220805A02Y7A00
https://mp.weixin.qq.com/s/62kNwo7EOpNP5CS33nGs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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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动向与政策更新
绿色低碳交通

2022 年 8 月 23 日，青岛地铁集团发布《绿
色城轨发展实施方案》，明确了青岛地铁绿色
城轨发展的总体目标，设定了整体目标设置能
耗强度、出行占比提升、绿色建筑创建、绿色
能源利用等具体指标。提出到 2050 年，全面完
成绿色转型，全面建成绿色低碳发展体系，提
前高水平达成近零排放的绿色城轨。（相关链接）

2022 年 8 月 19 日，按照《交通运输部关
于做好“十三五”期国家公交都市建设示范工
程验收有关工作的通知》（交运函〔2021〕501 号）
等部署安排，经技术组评估、专家组实地验收、
社会公示、专项整改等程序和整改综合评议，
成都、南宁、鞍山、昆山、湖州、金华、洛阳、
南阳、驻马店、襄阳、常德、自贡、泸州等 13
个城市达到国家公交都市创建预期目标，通过
验收。交通运输部决定命名成都等 13 个城市为
国家公交都市建设示范城市。（相关链接）

2022 年 8 月 18 日，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协
会发布《中国城市轨道交通绿色城轨发展行动
方案》。方案提出了重点实施“绿色规划先行
行动、节能减碳增效行动、出行占比提升行动、
绿色能源替代行动、绿色装备制造行动、全面
绿色转型行动”六大绿色城轨行动，制定了六
项保障措施，并同时提出建设绿色城轨示范工
程和绿色城轨标准化体系。（相关链接）

2022 年 7 月 11 日，成都市政府印发《成
都市优化交通运输结构促进城市绿色低碳发展
行动方案》和《成都市优化交通运输结构促进
城市绿色低碳发展政策措施》。方案提出明确
目标，到 2025 年，全面形成“轨道 + 公交 +
慢行”绿色低碳交通出行体系，中心城区绿色
出行比例达到 70%，公共交通占机动化出行分
担率达到 60%；铁路货运到发量较 2020 年提
升 30%，铁路货运枢纽体系进一步完善，四向
铁路物流通道能力进一步增强；全市新能源汽

车保有量达到 60 万辆，力争达到 80 万辆，淘
汰国三及以下排放标准老旧车 40 万辆；基本形
成绿色交通建设体系等。（相关链接）

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与综合交通规划
2022 年 9 月 1 日，自然资源部办公厅下发

《关于新建上海至南京至合肥高速铁路（江苏段）
控制性工程先行用地的函》，同意江苏境内先
行用地 56. 8173 公顷。北沿江高铁向开工建设
迈出了坚实的一步，涉及到上海、南京、南通、
泰州、扬州等多个城市，为长三角一体化发展
进一步夯实轨道交通设施基础。（相关链接）

2022 年 8 月 17 日，广佛两市联合印发《广
佛全域同城化“十四五”发展规划》，加快推
进广佛全域同城化，助力构建“一核一带一区”
区域发展格局。一是坚持打造广佛极点目标导
向、二是坚持广佛两市进行整体规划、三是坚
持市场主导的广佛全域同城化发展路径。其中
重点提到加强白云国际机场与珠三角枢纽（广
州新）机场协同联动，将佛山西站纳入广州“五
主四辅”铁路客运枢纽等轨道交通基础设施发
展方向。（相关链接）

2022 年 8 月 22 日，重庆市人民政府发布《重
庆都市圈发展规划》，提出到 2025 年，重庆
都市圈发展能级迈上新台阶，重庆中心城区带
动周边区（市、县）一体化发展格局基本成型，
基础设施互联互通能力大幅提升，协同创新能
力取得重大突破，产业协作能力明显增强，同
城化发展体制机制更加健全，生态环境和公共
服务共建共享水平大幅提高，初步建成国际化、
绿色化、智能化、人文化现代重庆都市圈。在
交通基础设施方面，提出要“共建轨道上的都
市圈”。（相关链接）

2022 年 8 月 5 日，广东省自然资源厅印
发了《广东省都市圈国土空间规划协调指引》。

https://news.qingdaonews.com/wap/2022-08/23/content_23339504.htm
https://xxgk.mot.gov.cn/2020/jigou/ysfws/202208/t20220819_3667574.html
https://www.163.com/dy/article/HF8EHHQ90511T04N.html
http://gk.chengdu.gov.cn/govInfo/detail.action?id=3387833&tn=2
https://www.cehome.com/news/20220905/281698.shtml
http://fgw.gz.gov.cn/fzgg/qyhz/content/post_8505510.html
http://cq.gov.cn/ywdt/jrcq/202209/t20220908_1108967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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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文件旨在优化国土空间开发利用保护格局、
加快都市圈建设、推进国土空间规划传导与落
实，侧重提出策略性、导向性要求，为市县国
土空间规划编制提供参考，为都市圈重大项目
布局和空间资源配置提供引导。文件明确了广
州都市圈、深圳都市圈、珠西都市圈、汕潮揭
都市圈、湛茂都市圈的协调范围，分别从空间
格局、生态系统与农业空间领域、交通系统领域、
公服设施领域和产业领域提出了协调指引意见。
（相关链接）

2022 年 8 月 3 日，武汉市第十五届人大常
委会第四次会议表决通过《武汉城市圈公共交
通一体化促进条例》。条例以市际公共交通切
入，就涉及武汉城市圈公共交通一体化的规划
编制、设施建设、线路审批、运营管理、执法
监督等活动作出相应规定，推动武汉城市圈公
共交通规划同编、基础设施同建、运营线路同
定、政策支持同保、服务监管同标。相关规定
有：市人民政府应当与武汉城市圈其他市人民
政府协同推进与城市圈公共交通配套的停车场、
保养场、候车亭、站点、站牌等基础设施建设；
本市公共交通基础设施应当向武汉城市圈其他
城市开放共享；本市开通市际公共汽车线路，
应当与武汉城市圈其他城市按照协商一致的原
则共同确定线路开通方案等。（相关链接）

2022 年 7 月 19 日，武汉市人民政府发布《武
汉市交通强国建设试点实施方案》，其中的《武
汉市推动全域公交一体化和公交优先发展工作
方案》明确加快推进站城一体化建设。计划构
建一套以公共交通为导向的发展模式（TOD）
为核心的“顶层规划—示范项目—政策机制”
武汉都市圈地铁城市实施模式。编制武汉都市
圈地铁城市规划，推动一批站城一体、产城融
合的地铁 TOD 示范项目实施，制定轨道交通预
留工程前期审批相关政策，实现土地和交通设
施公共资源利用效率的最大化，促进轨道交通
可持续发展。（相关链接）

2022 年 7 月 1 日，四川省政府办公厅印发
《四川省加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交通基础设

施建设规划》。提出到 2025 年，成渝地区双
城经济圈综合立体交通网络建设取得重大突破，
轨道上的双城经济圈初步建成，对外运输通道、
城际交通快速网、都市圈通勤网基本形成，交
通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水平大幅提升。到 2035 年，
全面实现“2333”目标， “3 个覆盖”指实现
四川区域 15 市高铁全覆盖、县县高速公路全覆
盖、县县轨道交通基本覆盖；“3 个 1 小时”
指实现成渝“双核”1 小时多通道畅达、“双核”
至区域主要城市 1 小时通达、都市圈 1 小时通
勤等。（相关链接）

行业标准和技术规范

2022 年 8 月 10 日，交通运输部办公厅发
布《绿色交通标准体系（2022 年）》。在节能
降碳、污染防治、生态环境保护修复、资源节
约集约利用和其他相关方面划定标准。（相关
链接）

2022 年 7 月 22 日，交通运输部修订《城
市轨道交通服务质量评价管理办法》，城市轨
道交通运营（含初期运营）线路、运营单位和
城市线网的服务质量评价工作均适用该办法。
旨在规范城市轨道交通服务质量评价工作，推
动城市轨道交通服务质量提升。（相关链接）

2022 年 7 月 22 日，交通运输部修订《城
市轨道交通初期运营前安全评估管理暂行办
法》。新建城市轨道交通工程项目初期运营前
安全评估工作、改扩建城市轨道交通工程项目
和城市轨道交通工程需进行初期运营前安全评
估的，均适用于该办法。旨在提升城市轨道交
通安全管理水平，规范城市轨道交通初期运营
前安全评估工作。（相关链接）

2022 年 7 月 15 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发
布国家标准《跨座式单轨交通设计标准》。适
用于最高运行速度不超过 100km/h 的跨座式单
轨交通新建、扩建、改建工程的设计。旨在使
跨座式单轨交通工程设计达到安全可靠、功能

http://nr.gd.gov.cn/gkmlpt/content/3/3988/post_3988983.html#683
http://sw.wuhan.gov.cn/xwdt/mtbd/202208/t20220804_2018108.shtml
http://www.wuhan.gov.cn/zwgk/xxgk/zfwj/bgtwj/202207/t20220719_2008996.shtml
https://www.sc.gov.cn/10462/10464/13298/13299/2022/7/7/0e46c8ae8d2e4b6e9aeefc0476dabf3a.shtml
http://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2-08/23/content_5706441.htm
http://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2-08/23/content_5706441.htm
https://xxgk.mot.gov.cn/2020/jigou/ysfws/202207/t20220721_3661598.html
https://xxgk.mot.gov.cn/2020/jigou/ysfws/202207/t20220721_366160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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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节能环保、经济适用和技术先进。（相
关链接）

2022 年 7 月 5 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发布
行业标准《市域快速轨道交通设计标准》。适
用于最高行驶速度 120km/h-160km/h、采用
钢轮钢轨制式的新建、改造、扩建并服务于市
域范围中、长距离客运交通的市域快速轨道交
通设计。（相关链接）

https://www.mohurd.gov.cn/gongkai/fdzdgknr/zfhcxjsbwj/202208/20220829_767776.html
https://www.mohurd.gov.cn/gongkai/fdzdgknr/zfhcxjsbwj/202208/20220829_767776.html
https://www.mohurd.gov.cn/gongkai/fdzdgknr/zfhcxjsbwj/202207/20220704_767032.html


专题讨论

TOD 与后疫情时代城市发展
——以日本东急为例 1

1 该文章基于２０２２年７月 GEF ６全球环境基金中国可持续城市综合方式试点项目北京年会中山典顕先生题为《TOD 与后疫情时代的城市发展》
的演讲，由梁晓娜改写。在此再次感谢中山典顕先生的经验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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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开始的新冠大流行，极大抑制了城市居民出行的需求，加之各个国家和城市普遍采
取的限制人群聚集的防控政策，延续近三年的疫情对城市发展和轨道交通的运营产生了巨大的负
面影响。此外，由于城市居民在出行和生活习惯上改变，该影响预计在未来仍将持续。基于此背
景，本文以日本东急 2 为例，介绍了疫情前后基于轨道交通的 TOD 模式的转变，旨在为国内城
市提供借鉴。

图 1：东京私营铁路公司及其辖区分布
图片来源：2022 年 7 月 15 日中山典顕先生演讲文件

图 2：东急在东京的运营范围
图片来源：东急株式会社官方网站 https://www.tokyu.co.jp/about_us/

在东京的 TOD 开发实践中，
以东急为代表的私营铁路公司
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如右
图 1 所示，包括东急在内的多
家私营铁路公司操盘和运营了
东京不同城市区域的地铁线路，
私营铁路企业在建设运营全过
程中扮演着牵头方的角色，在当
地政府的合作与支持下，负责
地铁运营和周边地块土地开发，
使得 TOD 开发自始至终保持了
开发目标的连贯性。私营铁路
公司重视资金平衡、建设运营
并重的开发模式充分推动轨道
交通服务、站点及周边土地的
效益最大化，成为东京 TOD 开
发成功的重要原因。

疫情前东急 TOD 发展模式
       私营企业主导的 TOD 开发   

2   东急是东急车辆制造株式会社（Tokyu Car Corporation）的简称，是日本一家铁路车辆及立体停车场机器制造商，同时经营铁路沿线的城市
开发及相关活动。

https://www.tokyu.co.jp/about_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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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地铁沿线的土地整理是东急在 TOD 开发中最为重要的步骤。以多摩田园都市（Tama 
Garden City）的开发为例，如下图 3 所示，土地整理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根据开发条件、地
铁线路建设的进展，在与土地所有者（当地土地协会）的合作下，分块逐步完成。因此，每一部分
的规划建设和运营，都反映了当地的实际需求和本土文化，这为多摩田园都市带来了多元的景观。

为了回笼地铁建设和地块整理的费用，私营地铁公司必须充分挖掘周边物业及服务设施的商
业价值和潜力，东急为此采取了从居民需求出发的设计和运营理念，大致可以总结为三条策略：
链接站点与城市、链接代际需求、链接日常生活。首先，基于地铁站点建造商业综合体上盖，使
居民不用出站就能完成大部分日常商业需求；其次，建设紧邻地铁上盖综合体、全程没有台阶、

每个地块的调整方式如下图 4 所示。个人所有者将土地“捐赠”给当地土地协会，该土地会
被划分为返还给个人所有者分配地、储备地、公共地三种类型。储备地在站点及周边商业设施建
设完成之后，对外出售，因而通常获得极大的溢价，用于返还前期土地整理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
的银行贷款。而返还给个人所有者的土地也在过程中获得了价值的提升。整个过程实现地铁沿线
土地的价值捕获，私营铁路公司的财务平衡，和公共服务设施的完善等多个目标。

       土地整理及资金平衡  

       以人为本的地铁站周边物业开发理念

图 3：多摩田园都市土地整理地块位置，其中标号代表开发顺序
图片来源：2022 年 7 月 15 日中山典顕先生演讲文件

图 4：土地整理示意图
图片来源：2022 年 7 月 15 日中山典顕先生演讲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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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便进站的公寓楼，吸引腿脚不便的老年人入住公寓楼，同时鼓励需要育儿空间的年轻家庭购买
和入住老年人所拥有的，但距离地铁站有一定距离的独栋住宅，从不同年龄段家庭的实际空间需
求出发形成良性的代际交换和更替。另外，在地铁综合体中，提供日常必要的公共服务，包括育
儿日托、老年照护、诊所、药店、银行、便利店等，从而建成以地铁站为载体的区域商业服务中
心，充分满足各个年龄段居民的实际需求。

上述日本东急的 TOD 开发，乃至城市开发的策略在过去几十年中获得了极大的成功，促进
东京圈沿着轨道线路和站点不断发展，造就了真正意义上的“轨道上的东京”。然而，2019 年
以来的新冠疫情，对这种开发模式带来了极大的挑战，东急公开了以下一系列数据。

从疫情前后的运营数据对比来看，如下图 5 所示，2020 年的地铁出行乘客数、持有百货公
司销售额、持有连锁店销售额、持有酒店物业入住率从四月至九月同比都有明显的下降。其中，
四月和五月的下降尤为显著，地铁出行数据降至疫情前的不足 50%，百货公司销售额更是降到
2019 年的 30% 以下。这四项数据在很大程度上能够反映以轨道站点为核心的交通与商业服务的
一体化程度和繁荣程度，从 TOD 的角度来看，数据在疫情开始的一年后的显著降低，体现了一
体化程度的降低，表明新冠疫情在实际效果上严重破坏了 TOD 发展战略。

从疫情前后东急持有商业物业的收入按照位置的同比数据变化来看，如下图 6 所示，购物中
心和商务中心的收入有所下降，本地地铁站点商业的收入基本与去年持平，而郊区住宅区商业的

疫情影响分析

图 5：2020 年与 2019 年疫情前后东急运营数据对比
图片来源：2022 年 7 月 15 日中山典顕先生演讲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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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明显增长，在四月比去年同期增长达到约 25%。该数据从侧面反映了疫情影响下居民消费
的空间分布重构，原本位于城市商业商务中心的消费的一部分转移到郊区及居住区周边站点。由
此可见，疫情以来，城市居民在通勤、消费等方面的需求发生了较大的转变，这些变化一定程度
上将对传统 TOD 模式下的形成的城市空间和商业空间结构产生冲击。

下图 7 可以更好的帮助我们理解疫情对地铁沿线城市商业空间的影响。由于出行限制、远程
办公等客观因素，原本“绝对”的城市核心——东京市中心的地位被动摇，人流量和商业量明显
减少。简而言之，居民改变了原本居住在郊区，乘坐地铁前往市中心上班和购物的生活工作方式，
转变为倾向于使用距离居民区更近的站点和商业服务设施。原本高度集中的城市中心功能部分转
移至郊区，形成了新的相对分散的小型郊区商业中心。

东急认为未来城市将逐步转向这种新的商业和城市空间结构，即自主和去中心化的城市结构。
在这样的新的城市结构下，私人地铁公司不再继续将做强做大位于地铁线上的城市核心和区域核
心作为开发重点，而是在居民区集中的站点周边尝试增加新的功能和服务，建设集日常经济、生
活、交流于一体的“郊区社区中心”，来带动郊区发展，从而应对未来仍然可能出现的疫情，并
寻找更多商业机会。

另外，东急还采取了一些折中的商业策略，即加强对“中间站点”的投资和规划建设，形成
基于非传统核心区地铁站点的集医院、公园、设施、社区中心功能于一体的新综合体，并希望能
够以点带面，带动新的区域城市发展。东急还计划将原本位于东京核心区的部分商务功能搬迁到
这些新的综合体内，进一步迎合去中心化的城市空间发展趋势。

图 6：2020 年与 2021 年疫情前后东急持有商业物业收入与去年同月同比
图片来源：2022 年 7 月 15 日中山典顕先生演讲文件

应对疫情带来的转变推出 TOD 改进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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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疫情前后基于地铁站点的城市结构转变
图片来源：2022 年 7 月 15 日中山典顕先生演讲文件

图 8：链接挑战公园川崎市浅草区试验区
图片来源：2022 年 7 月 15 日中山典顕先生演讲文件

链接挑战公园是东急与横滨市和川崎市达成协议，计划沿着东急运营的地铁线路展开城市发
展合作的示范区，目的是打造以居民需求为中心，促进多方合作的宜居宜业、玩乐型、学习型、
参与型、充满可能性的近铁及远铁社区。链接挑战公园强调“链接”的概念，认为好的社区应当
能够链接不同年龄段居民形成邻里关系友好的可持续社区、帮助居民链接自然并从自然得到丰富
多样的收获、链接利益相关方并形成共赢的合作关系。为了实现以上的理念，与传统的 TOD 开
发和城市建设不同，虽然东急与合作方进行了公园等设施的物质建设，但更多的精力被投入到无
形的社区运营工作中。

目前，东急在其经营的川崎市浅草区（Asao Ward）打造了一处体现上述理念的园区，在居
住社区附近的绿地构建了一系列“轻建造、重运营”的社区设施，包括供居民接近和养护小动物
的动物森林（Forest of Creatures）、供伙伴公司讨论协作的链接实验室（Nexus Lab）、供付
费会员一起播种和收获的共享农场（Niji Farm–IoT Share Farm）以及供居民体验生火做饭和露
营的野炊营地（Fireplace）。东急希望利用这一系列镶嵌在自然中的体验和共享设施来打造前
文所述的玩乐型、学习型、参与型、充满可能性的郊区社区。

案例：社区无形活动运营蓝本
             ——链接挑战公园（Nexus Challenge Pa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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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急及其合作方还沿着东急地铁线路，规划了 5 个与浅草区试验园类似的临近地铁的园区，
以及 5 个与地铁线路有一些距离的园区，从而在更大范围内扩大东急理念的影响力及辐射度。东
急还希望将可持续主题融入这些园区，其内涵主要包括绿色的农业和食品、低碳和结构优化的能
源、充满活力的居民及社区、现代化的健康生活方式、与社区发展密切联系的教育、以及基于当
地社区和居民的可循环社会（资源利用、零废物、自然共生）等。

链接挑战公园的规划与实践，充分体现了东急在应对疫情后城市空间结构变化和居民习惯
变化的地铁沿线开发和发展策略，即重视非核心地区和复合功能的郊区社区服务中心的建设和运
营。值得一提的是东急与横滨市的另一个“下一代郊区未来社区发展”合作，该合作同时印证了
上述观点，重点关注在空间和功能上打造服务儿童、老年人等各年龄段人群的创新的郊区社区服
务中心。此外，东急还积极拥抱科技的发展，利用自身在交通服务方面的深厚基础和优势，运用
MaaS（Mobility as a Service）出行即服务的理念，提供全面综合的交通服务，用科技和定制化
的手段为郊区居民在生活、工作、学习等方面提供便利，来有效缩小郊区在公共和商业服务上暂
时与东京城市中心所提供服务的一定差距，实现公司服务价值的最大化。

 新冠疫情对城市居民生活习惯的改变如此之大，带来城市空间结构新的变化趋势，促使城
市地铁交通服务和运营商推动对其坚持几十载的 TOD 开发策略的创新实践。作为在 TOD 开发经
验方面一直处于世界领先位置的日本，其创新行动对我国当前的 TOD 规划建设和疫情的应对有
很大的借鉴意义。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东急的 TOD 策略，包括疫情前的成熟模式和疫情后的
创新，其出发点始终是轨道交通的使用者城市居民的根本需求。目前，我国的 TOD 建设乃至城
市建设已经进入了重视质大于重视量的阶段，因此，我们在学习借鉴东急的 TOD 策略、手段和
创新之外，更应该铭记于心的是这种以人为本的，从使用者需求出发的根本指导思想。

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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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D 相关活动预告

第十九届城市轨道交通发展论坛

2022 年 10 月 21-22 日，安徽合肥 （相关链接）

北京 - 青岛国际城市轨道交通展览会暨高峰论坛、首届中国城
市轨道交通高新技术成果交易会

2022 年 10 月 26 日 -28 日，山东青岛（相关链接）

RT FORUM 2022 年第七届中国智慧轨道交通大会、2022 年
第四届市域（郊）铁路发展大会

2022 年 10 月 21 日 -23 日，重庆（相关链接）

北京交通大学 TOD 研究院年会暨 2022 年国土交通高峰论坛

2022 年 11 月 12 日，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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