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时期轨道交通引导发展（TOD）特点



01 轨道交通迅猛发展

截至2017年，中国内

地共34个城市开通城市轨

道交通并投入运营，营运

线路长度达到约5000公里；

截至2017年，共62个

城市的城轨交通线网获批，

规划线路总长7400公里。

轨道交通发展潜力发展巨大



深圳—前海

02

TOD有了初步发展，

主要集中在车辆段

TOD得到初步发展



线路与站点选择与用地规划不匹配

（1）轨道交通引导城市发展不充分

轨道线网规划和建设规划大多数是由

工程设计单位编制，重工程建设和实施

性，对轨道交通引导城市发展认识不足。

03 存在问题

公主坟
北站

公主坟
西站

公主坟
东站

换乘距离340m

与机动车道交汇点

换乘距离350m

换乘距离380m



截至2017年，获得批复的7400公里轨道交通，在可

行性研究中批复的投资额累计3.9万亿元，平均每公

里的轨道交通投资额为5.27亿元。

03 存在问题

（2）轨道交通建设成本高、政府财政压力大



04 应对措施

（1）规划指导



《城市轨道沿线地区规划设计导则》层次与重点：

《轨道站点一体化规划设计》

形成以轨道为中心，以人为本的城市
空间。

《轨道沿线用地调整规划》

用轨道组织城市生活

《轨道交通引导城市发展专题研究》

用轨道重塑城市结构1、轨道线网规划

2、轨道交通近期
建设规划

3、轨道线路工程
可行性研究

宏观层次
⚫ 结构
⚫ 廊道
⚫ 枢纽

⚫ 功能
⚫ 环境
⚫ 换乘

⚫ 出入口一体化
⚫ 步行系统一体化
⚫ 建筑一体化
⚫ 公共空间一体化

城市总体规划

中观层次

微观层次

控制性详细规划
编制

整合

控制性详细规划
审批
修建性详细规划

整合

整合

04 应对措施



➢国家层面：

• 《关于支持铁路建设实施土地综合开发的意见》国务院办公厅国办发〔2014〕37号

➢省域层面：

• 广东省制定《珠三角城际轨道交通沿线土地综合开发机制意见》

➢城市层面：

• 广州市：广州市轨道交通场站综合体建设及周边土地综合开发实施细则（试行）

• 成都市：成都市人民政府关于轨道交通场站综合开发的实施意见

• 济南市：济南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快推进轨道交通建设与发展的实施意见

充分利用轨道沿线地区土地及物业收益支持轨道交

通建设和运营正成为城市和轨道可持续发展趋势。
04 应对措施

（2）政策支持



3、综合开发政策、技术保障、投融资研究

① 潜力地块分析

② 土地优化及交

通衔接规划

整体线路层面

③ 重要地区概念性设计

重点站层面

1、土地利用规划与城市设计

2、轨道沿线地区控制性详细规划

轨道
交通
沿线
地区
综合
开发
规划

04 应对措施

（3）规划编制



1、轨道线网规划

2、轨道交通近期
建设规划

3、轨道线路工程
可行性研究

宏观层次 空间规划编制
（总体规划）

中观层次

微观层次

控制性详细规划编制

整合

控制性详细规划调整
修建性详细规划

整合

整合

《轨道交通引导城市发展专题研究》

《轨道站点一体化规划设计》

轨 道 线 网 城 市 规 划

04 应对措施

（2）规划编制



政府主导
企业不参与

优点：易于落实到控规中。

缺点：与轨道结合不紧密、对开发业态、开发时许等考虑不足。

企业主导
政府被动参与

优点：从市场开发、TOD参与者主体等角度出发，综合考虑沿线地区的规划，将土地经济

价值发挥到最大化。

缺点：规划部门被动参与，不利于落实到法定规划中。

企业主导
政府审查

优点：从市场开发、TOD参与者主体、城市规划管理等角度出发，综合考虑沿线地区的规

划，将土地与轨道相结合的效益发挥到最大化。

缺点：项目实施周期长。

政府主导
企业参与

优点：从市场开发、TOD参与者主体、城市规划管理等角度出发 ，综合考虑沿线地区的

规划，将土地经济价值发挥到最大化，规划落实到法定规划中。

缺点：无。

04 应对措施 （3）组织方式



贵阳市轨道交通1、2号线沿线地区
综合开发规划

05 案例简介



05 案例简介

（1）潜力分析



可开发建设用地主要集中在轨

道交通1号线的两端（小河片

区、将军山站、下麦西站和窦

管车辆段）、北站地区和雅观

站地区。

类型 面积（公顷） 比例（%）

一类用地 1617.74 31.58

二类用地 628.13 12.26

三类用地 505.82 9.88

四类用地 1838.35 35.89

其他用地 531.88 10.38

合计 5121.92 100

05 案例简介

（1）潜力分析



一号线对沿线片区的带动主要体现在七个区域：

百花新城窦官生态创智发展区：以发展生态型创智商务办公、

酒店、居住等功能为主；

贵阳市行政与商务办公集中发展区：以发展贵阳市级的行政办

公中心、市级CBD等功能为主；

贵阳北站区域服务综合片区：以为区域服务的金融、商务办公、

商贸服务业酒店、区域交通等功能为主；

雅关站片区：以发展休闲商贸、居住等功能为主；

老城商业、办公、文化综合发展区：在“疏老城、建新城”的

思路下，以发展商贸、商务办公、文化休闲等功能为主；

火车站综合服务片区：以发展商贸、酒店、交通、商务办公、

体育等功能为主；

小河商贸区：以商贸、文化休闲、商务办公、酒店等功能为主。

05 案例简介

（2）轨道沿线地区发展策略



05 案例简介

（3）站点功能定位



清水江路
站

长坝村站

小河停
车场

05 案例简介
（4）土地利用优化



文化休闲
商贸区

总部商务
中心区

王武居住
片区

文化休闲商贸区：主要安排航空科技馆、

体育馆、航空主题公园和广场、精品购物

中心、酒店、特色休闲餐饮等重要商业设

施，形成地区级特色休闲商贸商务中心组

团。

总部商务中心区：主要安排国际5A 级写字

楼、金融中心、五星级酒店、国际时尚精

品购物中心、交通等商务设施。

王武居住片区：位于小河停车场的东部地

区，主要以安排住宅及相关服务设施为主。

清水江路、场坝村站、小河停车场城市设计

05 案例简介
（5）重点站一体化规划设计



地标性建筑

标志性建筑

特色景观轴线

立体步行通廊

地标性建筑
清水江路、场坝村站、小河停车场城市设计

05 案例简介
（5）重点站一体化规划设计



道路网规划

➢ 继承总体规划道路网骨架，片区规划 “三纵三横”

骨架路网；

• 三纵：开发大道、珠江路、贵惠大道 ；

• 三横：南二环、规划航天路、金戈路（乌江路

）

➢ 加强东西向通道与贵惠大道衔接，相关节点预留立

交建设；

➢ 优化规划航天路线型，衔接贵惠大道；

➢ 预留浦江路上跨南二环路条件；

➢ 增加支路网密度

快速路

主干路

内部道路

次干路

主要支路

南二环

珠江路

开发大道

黄河路

贵惠大道

松
花
江
路

乌江路

清水江路

浦
江
路

清水江路站

场坝村站

小河车辆段

1号线预留延伸段

经开区站

规划轨道6号线

规划轨道6号线

05 案例简介
（5）重点站一体化规划设计



慢行交通规划

➢以东西两侧山体公园、主要轨道站点为

主要节点，以主要景观轴线、河流水系

等为纽带，构建地区慢行（步行为主）

交通系统；

• 骨干：两横一纵;

• 辅助：多条放射线

珠江路

小河车辆段

05 案例简介
（5）重点站一体化规划设计



轨道衔接—场坝村站

➢轨道交通1、6号线之间、轨道

与公交、轨道与其它交通方式的

无缝换乘

➢轨道与周边地区的步行联系

➢过街立体交通

标志性建筑

特色景观轴线

立体步行通廊

地标性建筑

05 案例简介
（5）重点站一体化规划设计



根据《关于对贵阳市建设项目建筑密度及容积率控制指标相关要

求的通知(试行)》，站场周边建设用地的开发强度应呈圈层式布局，

结合用地布局，从核心区向外分别形成＞5.0、4.0~5.0、3.0~4.0、

2.0~3.0、1.0~2.0、≤1.0六个不同的建设用地容积率分区。

规划区建筑高度呈现以轨道站点核心区建筑为最高建筑，逐渐向

外围降低的趋势。本片区金融中心地标建筑高度不低于150m。

建设强度分析图 建筑高度分析图 地块划分图

管理单
元编号

用地面积
（公顷）

主导用
地功能

建设总量
（万平方米）

综合
容积率

建筑限高
（米）

长江路站-
01

37.52 G1/B1 97.18 2.6 300

长江路站-
02

54.30 R2/B1 114.03 2.1 200

长江路站-
03

70.93 R2/B1 99.98 1.4 200

清水江路站
-04

65.75 B1/G1 84.21 1.3 300

（6）控制性详细规划



综合开发政策和技术保障

研究的各项内容，均为保障

贵阳轨道交通综合开发服务，

其中轨道交通资源开发模式

包含地铁沿线物业、地下空

间、车站商业、广告资源、

民用通信资源、城市一卡通

的开发，而贵阳轨道交通站

05 案例简介
（5）地铁综合开发

政策与技术保障研究

点广告、商业、民用通信资源技术要求和轨道交通政策法规

研究均为交通资源开发提供政策上及技术上的支持。并对综

合开发进行经济分析，提出综合开发的投融资模式建议，以

保障综合开发的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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