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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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2021
年 11 月 26 日上午以线上形式组织召开了专家
评审会，对平台监测和影响评估两个模块的开
发情况进行评审。该阶段研究成果已通过专家
评审。研究团队于 2021 年 11 月 30 日出席湖
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行业发展咨询会，以 TOD
国家平台的实践经验为主要案例，开展主题为

“智慧住建和信息化建设任务思考与案例分享”
的能力建设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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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已完成年度任务 5、任务
6 的初步成果，并围绕北苑站和东四站开展小
微空间公众参与活动 2 次，围绕地面公交开展
公众参与活动 1 次，能力建设 5 次。预计于 12
月份完成年度工作验收。

  GEBJ-2：“基于 TOD 理念下的轨道交
通线路与用地优化研究”任务 3 正在进行通密
线典型站点一体化设计研究工作，于 2021 年
10 月完成阶段性成果沟通会，目前正在有序开
展方案设计。

  GEBJ-3：“基于 TOD 理念的城市更新
地区综合规划建设示范项目”任务 2“轨道交
通站点周边城市更新区综合规划提升研究”，
已于 2021 年 10 月提交阶段性成果报告至世界
银行。目前正在积极开展任务 3“轨道交通站
点周边城市更新环境与社会综合评估”相关工
作，计划于 2022 年 3-4 月完成该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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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 1、3、4 均已完成。由于疫情
等原因，任务 2、5、6、7 和后续工作的开展
受到影响。预计在 2022 年 10 月进行最终报告
的评审。目前正在开展任务 9“环境和社会保障”
的相关工作。

  GEFTJ-2：“TOD 模 式 下 天 津 市 城 市
轨道交通项目融资研究项目”于 2021 年 9 月
向世界银行提交了修改后的《天津市城市轨道
交通投融资发展现状评估报告》、《天津市典
型城市轨道交通站点 TOD 项目融资研究总结报
告》、《利用 TOD 模式进行城市轨道交通廊道
融资研究总结报告》。

  GEFTJ-3：“天津市建昌道片区轨道站
点——基于 TOD 理念的规划设计研究项目”《开
题报告》已完成编制，于 8 月 29 日召开专家评
审会，并于 9 月完成修改。2021 年 12 月 2 日
完成任务 1“现状诊断与评估研究”，和任务
2“市场调研分析报告”，并召开了专家评审会。
目前咨询单位正在根据专家意见，修改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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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 相关工作，于 10 月 29 日完成了
最终成果报告专家咨询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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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
计于 12 月中旬完成终期成果最终评审。

  项目进展（截止至 2021 年 12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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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EFSJZ-2：“石家庄城市轨道交通 4
号线沿线用地调整规划项目”在 2021 年 9 月
至 12 月间完成并提交前两个子任务研究成果初
稿，第三个子任务正在进行中。预计将于 2021
年底完成前三个子任务成果提交。

  GEFSJZ-3：“石家庄东站以北五个站
点三个片区 TOD 战略应用研究”于 2021 年 9
月 8 日完成开题报告评审，目前正在进行前三
个任务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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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 7《南昌市城市 TOD 战略规
划报告》已于 2021 年 11 月 3 日提交至世界银行，
拟于年底前召开公开研讨会。

  GENC-2A：“轨道交通 TOD 规划设计
研究”于 2021 年 9 月 1 日提交《项目总体方
案测试与反馈报告》至世行，并于 9 月 28 日召
开专家评审会对该报告进行评审，经专家意见
修改后的报告已提交世行。11 月 3 日提交项目
深化方案报告初稿（任务 6-7）至世行，11 月
19 日召开公开研讨会对该报告进行讨论，并于
11 月 29 日提交修改后的报告。

  GENC-3B：“ 基 于 TOD 理 念 的 轨 道
交通站点区域规划研究”于 2021 年 9 月 7 日
完成了合同签订，中标单位为宇恒可持续交通
研究中心和北京城建有限公司组成的联合体。
9 月 24 日召开了开题报告座谈会，于 10 月 19
日将开题报告提交至世行。当下正开展第一项
任务，即收集并分析轨道 2 号线东延段站点区
域 TOD 研究所需的各类数据。项目团队已进行
了实地调研、访谈相关单位、线上收集等工作，
并于 11 月中旬再次访谈了有关部门。为做好三
个项目的衔接工作，项目办向所有研究团队共
享了三个合同的研究报告。

宁波
  GENB-1：“宁波市 TOD 发展战略研究”

已提交任务 5-6 成果报告，并将于 12 月完成报
告的公开研讨和征求意见，并组织专家评审。
研究团队将在世行专家的指导下，进一步完善
社评环评的研究大纲，并开始着手相关研究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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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完善试点工程实施方案，进
一步优化任务 2 项目决策报告的相关内容，将
环评社评的相关要求落实到项目研究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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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专项债发行文件编制及 PPP
两评一案文本编制及项目收益测算等工作，编
制完成项目实施平台公司的《合资协议》及《公
司章程》。

  GENB-3：“基于 TOD 的已建轨道站点
改善研究”已提交任务 4 成果报告，将于 12 月
完成报告的公开研讨和征求意见，并组织专家
评审。

贵阳
  GEFGY-1：“贵阳市城市层面 TOD 发

展战略研究”第三阶段成果《贵阳市 TOD 实施
计划、温室气体测算建议书 》已经全部完成，
于 2021 年 10 月 14 日通过了专家评审，并已
按专家意见修改完善。目前正在开展第四阶段
研究，撰写城市 TOD 战略主要报告。 



3

全球环境基金中国可持续城市综合方式试点项目季报
第十四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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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完成项目第一阶段成果征求意见，于 2021
年 10 月 14 日通过专家评审。线路层面，优化
完善轨道 S1 线及 3 号线沿线地区土地利用规划
布局；重点站层面，优化完善重点站浣纱路站、
温泉路站 TOD 城市设计方案，并对重点站洛湾
站、数博大道站初步形成 TOD 城市设计方案构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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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
土地综合开发规划研究和交通一体衔接规划，
就阶段成果征求了各单位意见，于 2021 年 10
月 14 日通过专家评审。目前正在进行白云北站
概念性城市设计、重要站点 PPP 概念方案设计、
环城快铁站点接驳的城市公交场站综合开发用
地保障管理办法和综合开发导则。 

  GEFGY-4：“TOD 发展规划研究战略
环评与社评”于 2021 年 8 月完成合同签署，
按世界银行要求修改完善并报送了《利益相关
者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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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开展任务 5 和任务 6 研究工作。
战略环境与社会评价方面，已按照要求初步形
成报告大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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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
开展任务 6 站区层面城市设计工作。战略环境
与社会评价方面，已按照要求修改完善该章节
的任务大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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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实施进展（截止至 2021 年 12 月 15 日）

图例     
填色部分表示项目已实施进度，其中蓝色部分为 2021 年 9 月 15 日 -2021 年 12 月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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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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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廊道层面 TOD 发展 
规划研究战略环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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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 9 月 3 日 -4 日，由成都市交通运

输局、中国交通运输协会轨道交通安全技术专
委会、江苏省综合交通运输学会铁路 ( 轨道 ) 分
会共同指导，西南交通大学交通运输与物流学
院学术指导，上海市交通工程学会协办，《交
通运输工程与信息学报》和上海士研咨询联合
主办的“2021 轨道交通与区域发展大会”在成
都召开。本次大会以“优化城市群 + 都市圈规
划布局，促进交通、区域一体化”为主题，邀
请学会、设计和规划单位、城际轨道交通运营
单位、土建施工单位、机电安装商、电气设备
和零部件厂商、通信和智能化系统厂商的高层
决策者，探讨如何解决城市群和都市圈发展中
城际及市域轨交布局、规划、投融资的难点，
分享优质的城际及市域轨交运营案例。围绕“新
基建”背景，交流应用于轨道交通信息化、网
络化、智能化建设的新技术。（相关链接）

图片来源：前瞻网

2021 年 9 月 3 日， 由 同 济 大 学 建 筑 与
城市规划学院主办，中国自然资源学会、中
国 土 地 学 会、《 城 市 规 划 学 刊》 和《 城 乡 规
划》杂志协办的“后疫情时代和极端气候背景
下的健康、安全、韧性国土空间规划”2021 
年 第 四 期 论 坛 顺 利 以“ 网 络 会 议 ＋ 线 上 直
播”的形式举行。本次论坛由同济大学建筑
与城市规划学院副院长耿慧志教授主持。自

然资源部国土空间规划局、应急管理部监测
减灾司、武汉市、舟山市和同济大学专家分
别发表主旨演讲，李泽椿院士、程晓陶副总
工程师、吕斌教授、俞孔坚教授和田莉教授
针 对 论 坛 主 题 和 主 旨 演 讲 进 行 综 合 点 评。 
（相关链接）

2021 年 9 月 11 日， 由 中 国 城 市 规 划 设
计研究院联合广东省国土空间规划协会（原广
东省城市规划协会）、香港规划师学会、澳门
城市规划学会共同主办，以“绿色低碳视角下
的湾区空间转型”为主题的粤港澳大湾区规划
论坛以线上会议直播的形式举行。广东省城乡
规划设计研究院总规划师罗勇表示，到 2035
年，大湾区将新增数百个区域性铁路站点，依
托这些站点将形成“商业中心 +TOD”、“物
流中心 +TOD”、“产业园区 +TOD”、“生活
商圈 +TOD”、“旅游度假区 +TOD”等若干
个不同区域或城市功能区，推动大湾区城市空
间格局向“多中心、网络化、均质化”转型。 
（相关链接）

2021 年 9 月 27 日，由北大国土空间规划设
计研究院、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承办组织的
学术对话“面向碳中和的规划响应”成功召开。
会上，深圳市蕾奥规划设计咨询股份有限公司高
级研发主管曾祥坤认为，城市规划建设实现减排
的可行措施包括以下几点：一、将减碳的维度纳
入多价值目标体系，研究不同空间结构的成本和
效益。二、加强跨部门统筹。城市更新和基于轨
道的 TOD 开发依靠交通、规划、建设等跨部门
的统筹，从而实现低碳发展目标。三、建立区域
统合的概念。减碳工作应从都市圈的尺度考虑。 
（相关链接）

https://meeting.qianzhan.com/meeting/detail/151/210917-b634ee20.html
http://wupen.org/newsEvents/98945
https://mp.weixin.qq.com/s/lxWl5iTCh9nwqJZrooazDQ
https://www.163.com/dy/article/GN6A9T3E0516C1L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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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中国城市规划网

2021 年 9 月 28 日，2021 跨国公司投资广东
年会系列活动——粤港澳大湾区轨道交通发展论
坛在广州召开。市政府领导、市相关部门和区政
府、世界 500 强企业代表、大湾区轨道交通建设
运营单位、广州轨道交通产业联盟成员单位及行
业龙头企业代表等 120 多人出席了本次论坛。本
次论坛由广州市人民政府主办，广州市发展改革
委、广州地铁集团和广州市轨道交通产业联盟联
合承办。论坛以“高质量推进大湾区轨道交通发展”
为主题，展示了大湾区及广州轨道交通的“十四五”
规划布局、市场机遇和产业发展方向。（相关链接）

图片来源：大洋网

2021 年 10 月 9 日 至 11 日， 由 中 国 城 市
轨道交通协会主办，2021 北京国际城市轨道
交通展览会暨高峰论坛在中国国际展览中心
（ 静 安 庄 馆） 举 行。 本 次 展 会 有 300 余 家 展
商和近 2 万人参展。展会不仅有高峰论坛主
论坛，还举办了十场分论坛以及一系列专场论

坛，包括智慧城轨创新论坛、城轨投融资创新
与 REITs 发展论坛、首届中国城市轨道交通装
备自主创新成果展示会。国家发改委产业司也
出席了本次论坛。（相关链接 1 和相关链接 2） 

 
 
 
 
 
 
 
 
 
 
 
 
 
图片来源：国家发展改革委

2021 年 10 月 10 日，2021 北京国际城市轨
道交通高峰论坛之专题论坛——京投发展·第四届
TOD 创新论坛在北京举办。本届专题论坛主题为
“从‘城市轨道’迈向‘轨道城市’”，围绕城
市轨道交通发展、TOD 政策落地以及 TOD 项目实
施推进过程中的热点、难点和痛点进行讨论交流。
京投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总裁高一轩表示， TOD 回
归了理性，市场不再将 TOD 视为房地产短期快周
转的工具，而是真正把它作为城市发展中的一个
重要内容。（相关链接）

 
 
 
 
 
 
 
 
 
 
 
图片来源：新京报

https://news.dayoo.com/guangzhou/202109/28/139995_54068224.htm
http://www.metrotrans.com.cn/newinfo.aspx?id=634
https://www.ndrc.gov.cn/fzggw/jgsj/cys/sjdt/202110/t20211012_1299526.html?code=&state=123
https://www.bjnews.com.cn/detail/16340888101497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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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搜狐北京日报

2021 年 10 月 18 日，由杭州国际城市学研
究中心指导，浙江万科企业集团有限公司、都市
快报和RT轨道交通联合主办的“轨道与趋势”——
第三届 2021 TOD 城市论坛在天空体验中心举办。
北京城建设计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规划师、
建筑规划室总规划师梁秉坚提出，TOD 要成网才
能发挥效益，不能局限在铁路公司开发的车站上
盖发展，要和周边城市开发接驳好，兼顾商业、
出行距离以及片区的文化、历史记忆，让每个车
站都可以成为一个片区的微中心。（相关链接）

图片来源：中新网浙江

2021 年 10 月 26 日，中国城市和小城镇改
革发展中心、联合国人类住区规划署和成都市人
民政府共同主办的“第五届国际城市可持续发展
高层论坛”及“一带一路”可持续城市联盟圆桌
会议相关活动在成都市成功举行。会议发布了《绿
色城镇化共识》，强调推动城镇绿色建设，优化

城市的空间形态和基础设施供给，推动划定城市
的开发边界，促进填充式、集约化的开发；促进
公共交通导向的开发（TOD），促进小街区、密路网、
混合式开发；推动建设连续、可达的公共空间和
生态绿地系统；大力发展绿色建筑，促进可再生
能源的利用，构建完备高效的雨水和废弃物回收
和循环利用基础设施。（相关链接 1，相关链接 2）

 
 
 
 
 
 
 
 
 
 
图片来源：澎湃新闻

2021 年 10 月 30 日 至 11 月 1 日， 由 住 房
和城乡建设部、上海市人民政府和联合国人居署
共同主办的 2021 年世界城市日中国主场活动暨
首届城市可持续发展全球大会在上海举办。今年
世界城市日的主题是“应对气候变化，建设韧
性城市”。11 月 1 日，上海市发布了《落实联
合国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上海自评估报告》
（简称《上海报告》）。《上海报告》中介绍
了我国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及战略部署、上海城市
概况以及推进可持续发展理念的目标指引；阐述
了上海城市发展与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的
契合性，包含解构“城市让生活更加美好”的
理念与内涵，介绍“人民城市人民建”、聚焦
“四大功能”、城市精细化管理等领域的实践
理念和策略。同时《上海报告》将上海城市总
体规划（2017-2035 年）提出的三大分目标“创
新之城”“人文之城”“生态之城”与 SDGs 目
标相对应。结合上海实践，《上海报告》列举
出 SDGs 17 个目标中的 5 和 6 项开展优先审查，
自我审查上海在可持续发展目标上的发展程度。 
（相关链接）

https://hznews.hangzhou.com.cn/jingji/content/2021-10/19/content_8075742.htm
https://m.thepaper.cn/baijiahao_15097609
https://new.qq.com/rain/a/20211026A08LWH00
http://sh.cctv.com/2021/11/01/ARTIESPeLpiuzxv9bcPW8RRd211101.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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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新华社

2021 年 11 月 12 日，由共青团四川省委
员会指导，共青团成都市委员会、成都轨道交
通集团有限公司、未来设计师全国高校数字艺
术设计大赛组委会主办，成都轨道城市投资集
团有限公司承办的首届成都 TOD 青年设计大
赛的获奖作品展在 TOD 城市智汇馆开展，集
中展示了近 20 幅全国高校学子对成都 TOD 开
发的积极思考和美好畅想作品。比赛以“青春
智汇 •TOD 筑梦蓉城”为主题，是全国首个以
TOD 为命题面向高校的设计大赛。（相关链接）

 
 
 
 
 
 
 
图片来源：界面新闻

2021 年 11 月 14 日， 第 26 届 联 合 国 气
候变化大会（COP26）在英国格拉斯哥落下帷
幕。近 200 个国家达成一份名为《格拉斯哥气
候公约》的联合公报 。缔约国也在本届气候
大会上批准了一项有关《巴黎协定》中全球碳
市场实施细则的内容。该条文涉及缔约国如何
利用国际碳交易市场来减少各国碳排放。根据
最新协议，国家之间的碳交易有了新的规则，
一个国家的政府可通过资助另一个国家的温室
气体减排项目来实现其排放目标。官员们预计
这些规则将为国际碳交易市场奠定基础。作为
世界上最大发展中国家，中国强化自主贡献目
标，加快构建碳达峰、碳中和“1+N”政策体
系，积极探索低碳发展新模式，为推动全球气
候治理、应对气候变化作出了实实在在的贡献。 
（相关链接）

 
 
 
 
 
 
 
 
 
 
图片来源：澎湃新闻

https://www.jiemian.com/article/6807943.html
http://www.news.cn/world/2021-11/14/c_112806341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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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业动态
轨道上的都市圈

2021 年 10 月 13 日，市属国企深铁集团
TOD 品牌发布会举行。深铁集团 TOD 产城融
合模式是依托国家铁路、城际铁路、城市轨道
交通“三铁融合”的优势，链接大湾区、深圳
核心区域和产业发展，高效整合联结产业链各
环节核心要素，组局开发与城市发展主题和产
业定位相匹配的城市功能、业态组合以及亮点
项目，助力建设轨道上的城市和轨道上的都市
圈。（相关链接）

T0D 综合项目开发
2021 年 9 月 27 日，成都轨道集团称 2021

年将在 TOD 项目内启动实施 10000 套保障性
租赁住房，后续还将陆续启动实施更多保障性
租赁住房项目。目前，双凤桥 TOD 项目作为首
批次示范项目，已经被纳入保障性租赁住房建
设计划。（相关链接）

2021 年 9 月 30 日， 南 通 市 城 市 轨 道 交
通 2 号线一期工程幸福车辆段及平台建设工程
(TOD) 项目开工仪式在江苏南通举行。南通市
城市轨道交通 2 号线一期工程幸福车辆段及平
台建设工程位于崇川区幸福镇，项目总用地面
积 31.93 万平方米，车辆段单体建筑面积 9.24
万平方米，两层上盖平台建筑面积 31.09 万平
方米。由中铁四局与南通建工集团联合体承建
的幸福车辆段 01 标主要包括两层上盖平台和
10 个单体。（相关链接）

2021 年 10 月 22 日，杭州市公共资源交
易平台发布了《杭州市轨道交通四期 TOD 综合
利用专项规划服务项目》招标公告。公告提到
规划控制选址线路穿越地块约 50 个，预计用地
面积为 160 公顷，2400 亩，有 139 个站点周
边用地，提出 TOD 集中开发利用的站点 30-40

个，预计用地面积 1200 公顷，18000 亩。另
外，车辆段有 9 个，预计用地面积 700 公顷，
10500 亩。杭州地铁四期建设规划共 12 个项目，
包含 5 个新建项目和 7 个延伸项目 , 总规模约
244.8 公里。公告明确划定了 TOD 发展重点区
域，确定各站点 TOD 发展类型，以及各级各类
TOD 站点的空间布局。（相关链接）

2021 年 10 月 28 日，上海首个 TOD 商业
综合体 – 天空之城商业案名发布会在上海举行。
该项目建立于 17 号线徐盈路站地铁上盖、由上
海万科联合申通资产开发、总建筑面积约 80 万
平方米，内含约 10 万方集合商业、虹桥总部办
公、五期住宅小区、长租公寓、幼儿园以及河
滨公园等多种业态。这个项目也将会是国内首
个 TOD 商业综合体。（相关链接）

2021 年 11 月 15 日，佛山市城市轨道交
通 2 号线一期工程所含土建、装修、轨道、设
备安装等工作已基本完成，设计使用功能已基
本具备，全线车站及轨行区、停车场、车辆段（库
区）已‘三权（临时）移交’运营，于 2021 年
8 月 18 日开展试运行。佛山地铁 2 号线一期工
程全长 32.4 公里，途经广佛两市 4 区，起点为
佛山南庄，终点为广州南站。其主要包括 17 个
车站，包括地下 14 座，高架 3 座，其中换乘站
10 座。（相关链接）

http://gzw.sz.gov.cn/gkmlpt/content/9/9256/post_9256160.html#1904
https://sichuan.scol.com.cn/ggxw/202109/58295210.html
http://www.crec4.com/content-2141-32821-1.html
http://www.hangzhou.gov.cn/art/2021/10/22/art_812269_59043342.html
https://www.163.com/dy/article/GO73V2970514FETU.html
https://www.163.com/dy/article/GOU31E9A055242BW.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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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枢纽综合开发
2021 年 10 月 8 日上午，四川省 2021 年

第四季度重大项目集中开工，巴中东站 TOD 项
目是本次集中开工的重点项目之一。巴中东站
TOD 项目总投资 100 亿元，建设年限为 2021
年至 2031 年。该项目立足于“川陕新枢纽，秦
巴会客厅”的发展定位和产站城一体化的理念
来规划建设，是四川省首个高铁 TOD 项目。项
目以巴中东站为心，对周边 1500 亩土地进行
综合开发。建成后，站点周边将集聚人口 10 万
人以上，新增就业岗位 2 万个以上。（相关链接）

2021 年 11 月 11 日，福田区岗厦北综合
交通枢纽工程土建部分预计年底收尾，全部项
目预计将于明年正式投入使用。岗厦北综合
交通枢纽工程是地铁 2 号线、10 号线、14 号
线、11 号线的四线换乘交通枢纽，也是国内
目前最大的轨道交通单体工程。除了四线换
乘以外，岗厦北枢纽作为一座超级地下工程，
在建设之初就同步进行地下空间开发，配套建
设公交首末站和出租车接驳站。枢纽沿深南大
道和彩田路的地下延伸，与周边地下空间互联
互通，构建布局合理、换乘便捷的交通系统。 
（相关链接 1，相关链接 2）

2021 年 11 月 15 日，深圳东部最大综合
交通枢纽——大运综合交通枢纽换乘交通核
全面进入主体结构施工阶段，将于 2022 年建
成投入使用。未来，该枢纽衔接地铁 3、14、
16 号线及深大城际四线。深圳大运枢纽位于
龙岗区现状荷风路以南、龙岗大道以西、规划
桂坪路以东及规划荷新路以北围合起来的地
块，是一个集地铁、城际、公交以及各类接驳
设施为一体的大型综合交通枢纽，占地面积约
6 万平方米，规划建筑面积 17.32 万平方米。 
（相关链接）

TOD 小镇综合开发
2021 年 10 月 9 日， 申 通 地 铁 集 团 与 上

海市崇明区长兴岛开发办就崇明线和地铁小镇
等相关工作开展座谈，并签订崇明线长兴岛站
TOD 项目合作框架协议。上海轨道交通崇明线
长兴岛 TOD 项目位于长兴岛核心区域，紧临轨
道交通站点。（相关链接）

2021 年 11 月 10 日，佛山市顺德区十七
届人大一次会议开幕，顺德区代理区长区柱明
作政府工作报告。报告提出，顺德将构建“内
联外通”立体交通体系，全面融入大湾区“1
小时交通圈”。具体措施包括推动佛山地铁 11
号线尽快动工建设，积极推进肇顺南城际、南
沙港铁路等重点项目；研究接入更多广州轨道
线路，强化与深中通道、狮子洋通道等互联互
通；加快镇、村道路升级改造，打通一批断头路，
改造一批拥堵节点，实现各镇（街道）快速联通。
（相关链接）

碳中和与绿色金融
2021 年 11 月 19 日，中国银行和招商银

行作为主承销商的“国家电力投资集团有限公
司 2021 年度新能源 4 号第一期绿色定向资产
支持商业票据（碳中和债）”在银行间市场成
功发行。产品规模 84.34 亿元，AAA 评级，预
计 到 期 日 为 2022 年 2 月 17 日， 发 行 利 率 为
2.65%。碳中和项目要求底层基础资产涉及到
以下类别，比如（1）清洁能源类项目，包括光
伏、风电及水电等项目；（2）清洁交通类项目，
包括城市轨道交通、电气化货运铁路和电动公
交车辆替换等项目；（3）可持续建筑类项目，
包括绿色建筑、超低能耗建筑及既有建筑节能
改造等项目；和其他具有碳减排效益的项目。 
（相关链接）

http://www.cnbz.gov.cn/xxgk/bzyw/13144551.html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16070598786450402&wfr=spider&for=pc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15859651413606059&wfr=spider&for=pc
http://www.sznews.com/news/content/2021-11/15/content_24739015_0.htm
https://www.shanghai.gov.cn/nw31406/20211018/5d761440930b4ebbb7058387083a7817.html
https://www.sohu.com/a/500234793_161795
http://finance.sina.com.cn/trust/roll/2021-11-22/doc-iktzscyy6857986.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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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策更新
行业规范

2021 年 9 月 30 日，国家发展改革委等 23
部门印发的《关于推进儿童友好城市建设的指
导意见》（发改社会〔2021〕1380 号，以下简
称《指导意见》）。《指导意见》表明，各地
区要推进儿童友好理念融入城市规划建设。制
定城市各类儿童友好空间与设施规划建设标准，
完善城市功能布局，优化公共空间设计，推进
城市建设适应儿童身心发展，满足儿童服务和
活动需求。同时，在交通建设中，各地区要完
善慢行交通体系，加强人行道、自行车道规划
建设，优化校园周边步行线路规划和人行设施，
保障儿童出行安全。加快完善城市公共交通场
站、过街无障碍设施。加强交通安全教育，增
强儿童安全出行能力。（相关链接）

“十四五”交通专项规划
2021 年 9 月 20 日，江苏省人民政府办公

厅印发《江苏省“十四五”铁路发展暨中长期
路网布局规划》的通知。此《规划》的总体目
标是，到 2035 年，全面建成“轨道上的江苏”，
基本实现县（市）高铁通达，建成对外高效联通、
地市快速通达、县域基本覆盖、枢纽衔接顺畅
的现代化铁路网，形成“4321 交通圈”（南京
至国家主要城市群 4 小时通达、周边城市群 3
小时通达，各设区市之间 2 小时通达，都市圈
1 小时通勤）和“123 快货物流圈”，即全国
1000 公里以内 1 日达、2000 公里以内 2 日达、
2000 公里以上 3 日达）。（相关链接）

2021 年 10 月 11 日， 广 州 市 交 通 运 输
局正式印发《广州市交通运输“十四五”规
划》。“ 十 四 五” 期 间， 广 州 将 推 进 交 通 运
输行业碳达峰，助力国家中心城市和综合性门
户城市建设上新水平，大力推动形成广佛全域
同城化、广清一体化及穗莞联动发展格局，支
持横琴、前海两个合作区建设，支撑粤港澳
大湾区建成国际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 
（相关链接）

2021 年 10 月 13 日，福建省政府办公厅
印发了《福建省“十四五”城乡基础设施建设
专项规划》（闽政办〔2021〕52 号，以下简称
《规划》）。《规划》提出到“十四五”期末，
基本建成“便捷、宜居、绿色、安全、智慧”
的高质量城乡基础设施体系。福建省要重点打
造福州都市圈、厦漳泉都市圈的快速通道体系。
加快推进福州至长乐机场城际铁路（F1 线），
福州长乐机场、福厦高铁沿线枢纽的换乘接驳
体系建设。续建福州第二轮轨道交通建设规划
项目及其规划修编项目，启动建设福州第三轮
轨道交通建设规划项目。完成福州南江滨东大
道“微整治”，福州建设 5 处大型换乘停车场。《规
划》列出了福建省“十四五” 城乡基础设施建
设重点项目名单，共计 306 项。其中城市（际）
轨道交通有 16 个重大项目，投资 2731 亿元；
交通设施有 131 项重大项目，总投资 1548 亿元。
（相关链接）

2021 年 10 月 18 日，重庆市人民政府印
发《重庆市综合交通运输“十四五”规划（2021—
2025 年）》。《规划》表示，到 2035 年，重
庆市将全面建成“轨道上的都市区”，实现主
城都市区“1 日生活圈”“1 小时通勤圈”。《规
划》将重点推动主城都市区与市外境外和“两群”
间互联互通、和主城都市区内部各区互联互通，
从而积极推动主城都市区内枢纽间的衔接和运
输服务均等共享。（相关链接）

https://www.ndrc.gov.cn/xxgk/zcfb/tz/202110/t20211015_1299751.html?code=&state=123
https://www.ndrc.gov.cn/xxgk/zcfb/tz/202110/t20211015_1299751.html?code=&state=123
https://mp.weixin.qq.com/s/uxN2KLjZOMD2mQtCjw2d2g
http://www.jiangsu.gov.cn/art/2021/9/27/art_46144_10028585.html
http://www.jiangsu.gov.cn/art/2021/9/27/art_46144_10028585.html
http://www.jiangsu.gov.cn/art/2021/9/27/art_46144_10028585.html
http://jtj.gz.gov.cn/attachment/6/6983/6983091/7822200.pdf
http://jtj.gz.gov.cn/attachment/6/6983/6983091/7822200.pdf
http://www.gz.gov.cn/xw/jrgz/content/post_7825208.html
http://www.fujian.gov.cn/zwgk/zfxxgk/szfwj/fzsj/202110/t20211013_5704130.htm
http://www.fujian.gov.cn/zwgk/zfxxgk/szfwj/fzsj/202110/t20211013_5704130.htm
http://www.rail-transit.com/xinwen/show.php?itemid=18464
http://www.cq.gov.cn/zwgk/zfxxgkml/szfwj/qtgw/202110/t20211018_9815430.html
http://www.cq.gov.cn/zwgk/zfxxgkml/szfwj/qtgw/202110/t20211018_9815430.html
http://www.cq.gov.cn/zwgk/zfxxgkml/szfwj/qtgw/202110/t20211018_981543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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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10 月 25 日，广州市黄埔区政府
发布了《广州市黄埔区、广州开发区交通体系
建设“十四五”专项规划（2021-2025 年）》。
《规划》提及黄埔会继续推进 40 个、近期新推
进 79 个主要交通项目。《规划》提出推动黄埔
区、广州开发区自身城市的全方位高质量发展，
融入大湾区“1 小时生活圈”。《规划》的目
标是在区域交通层面实现“603030”的目标，
即 60 分钟可达大湾区的主要城市，30 分钟可
达白云机场、广州南站、广州东站等主要交通
枢纽，30 分钟可达广州市中心；优化居民出行
方式结构，建成以轨道交通为骨干、公共汽（电）
车为主体、出租车和自行车为补充的具有先进
水平、人民满意的公共交通系统。（相关链接）

2021 年 11 月 25 日，南京市委市政府发
布《南京市“十四五”城乡建设规划》。《规
划》计划到 2025 年，都市圈 1 小时通达实现
度达 80%，全市轨道交通运营总里程达到 550
公里以上；加快构建“15 分钟”社区生活服务
圈，营造全龄友好型社区空间；推进江北核心
区、紫东核心区等重点片区地下空间综合开发，
全市建设地下空间每年不少于 400 万平方米，
新建地下综合管廊约 60 公里。（相关链接）

轨道交通发展
2021 年 9 月 28 日，浙江省发展改革委发

布《关于推动浙江省轨道交通健康可持续发展
的意见》的通知。《意见》有五个主要内容：一、
强化线网规划的统筹作用，建设规划的刚性约
束和相关规划的同步实施；二、有序发展都市
圈城际、市域（郊）铁路，适度发展城市轨道
交通，充分利用既有铁路开行通勤列车；三、
加强债务风险管控，落实项目资金来源，拓展
资金筹措渠道，加大土地综合开发力度；四、
规范建设规划调整，规范项目实施，明确变更
流程；五、优化运输组织效率，提升运营服务
水平，鼓励多元化运营。（相关链接）

2021 年 9 月 28 日，《杭州市综合交通专
项规划（2021—2035 年）》（以下简称《规划》）
获市政府批复。《规划》分总则、交通发展战
略与策略、保障措施等 14 部分内容，规划范围
涵盖杭州全市域，近期规划 2021 至 2025 年，
远期为 2026 至 2035 年，远景展望至 2050 年。
针对我市对外交通、城市交通、枢纽体系、公
共交通、步行与非机动车交通、道路网络、停
车系统、旅游交通、智慧交通及近期建设等重
要方面均有具体表述。（相关链接）

2021 年 9 月 30 日，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
源委员会印发《北京城市副中心站综合交通枢
纽工程消防设计导则》（以下简称《导则》）。
《导则》适用于副中心枢纽中地下空间及其附
属或延伸的地面空间的消防设计 及其审查。通
过创新理念和方法，《导则》针对副中心站综
合交通枢纽在实现“站城一体化”功能中，因
空间融合、连通和功能综合所带来的消防技术
问题，提出有效的解决措施，并为顺利推进工
程设计、审查、施工等工作提供了指导和依据。 
（相关链接）

2021 年 10 月 22 日，杭州市针对轨道交
通 TOD 拟打造出台的“纲领性”文件——《杭
州市轨道交通 TOD 综合利用专项规划》（草
案），10 月 21 日起正式公示。根据公示的规
划草案，此次规划范围覆盖杭州全域，包括上
城区、拱墅区、西湖区、滨江区、萧山区、余
杭区、临平区、钱塘区、临安区、富阳区、桐
庐县、建德市、淳安县。结合杭州市轨道建设
情况和轨道线网规划，本次 TOD 专项规划分
为近、中、远期，其中近期规划至 2023 年；
中 期 至 2026 年， 远 期 至 2035 年。 杭 州 将 在
2035 年地铁规划线路基础上，分 6 大片区，
21 个 集 中 片 区， 打 造 30-40 个 TOD 项 目。 
（相关链接）

http://www.hp.gov.cn/zwgk/ghjh/content/post_7857294.html
http://www.hp.gov.cn/zwgk/ghjh/content/post_7857294.html
http://www.hp.gov.cn/zwgk/ghjh/content/post_7857294.html
http://sw.nanjing.gov.cn/ywdd/yqjj/202111/t20211126_3209504.html
http://zjjcmspublic.oss-cn-hangzhou-zwynet-d01-a.internet.cloud.zj.gov.cn/jcms_files/jcms1/web3096/site/attach/0/021414467ea94dfca78d0cf13950da1a.pdf
http://zjjcmspublic.oss-cn-hangzhou-zwynet-d01-a.internet.cloud.zj.gov.cn/jcms_files/jcms1/web3096/site/attach/0/021414467ea94dfca78d0cf13950da1a.pdf
http://www.zj.gov.cn/art/2021/9/28/art_1229017139_2366851.html
http://ghzy.hangzhou.gov.cn/art/2021/9/28/art_1228968051_35440.html
http://ghzy.hangzhou.gov.cn/art/2021/9/28/art_1228968051_35440.html
http://www.hangzhou.gov.cn/art/2021/10/9/art_812262_59042741.html
http://ghzrzyw.beijing.gov.cn/zhengwuxinxi/tzgg/sj/202109/P020210930582548852012.pdf
http://ghzrzyw.beijing.gov.cn/zhengwuxinxi/tzgg/sj/202109/P020210930582548852012.pdf
http://ghzrzyw.beijing.gov.cn/zhengwuxinxi/tzgg/sj/202109/t20210930_2506734.html
http://ghzy.hangzhou.gov.cn/art/2021/10/20/art_1228967941_35514.html
http://ghzy.hangzhou.gov.cn/art/2021/10/20/art_1228967941_35514.html
http://ghzy.hangzhou.gov.cn/art/2021/10/20/art_1228967941_35514.html
https://www.hangzhou.gov.cn/art/2021/10/22/art_812262_5904335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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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12 月 9 日， 北 京 市 规 划 自 然 资
源委网站对《北京市轨道交通线网规划（2020
年 -2035 年）》启动公示，听取公众意见，公
示期限 30 天。规划草案提出，北京市将围绕服
务“四个中心”1 的功能建设、促进城市高质量
发展和以人民为中心这三个方面综合构建线网。
规划线网总规模约 2673 公里，其中包括区域
快线 1095 公里和城市轨道交通 1578 公里。《规
划》提出要提高北京市的轨道出行比例，全市
绿色出行占比 80% 以上，中心城区和城市副中
心的轨道交通占比 27% 以上。放射廊道轨道交
通出行比例占 40% 以上。（相关链接）

城乡规划和建设
2021 年 10 月 21 日，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推动城乡建设绿色发
展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
提出，要通过推进城乡建设一体化发展、转变
城乡建设发展方式、提出创新的工作方法和
加强组织实施，实现到 2025 年，城乡建设绿
色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基本建立，建设
方式绿色转型成效显著，推进碳减排，城市
整 体 性、 系 统 性、 生 长 性 增 强，“ 城 市 病”
问题缓解，城乡生态环境质量整体改善，城
乡发展质量和资源环境承载能力明显提升，
综合治理能力显著提高，绿色生活方式普遍
推 广。 到 2035 年， 城 乡 建 设 全 面 实 现 绿 色
发展，碳减排水平快速提升，城市和乡村品
质全面提升，人居环境更加美好，城乡建设
领域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基本实现现代化。 
（相关链接）

2021 年 11 月 26 日，国务院印发《关于
支持北京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的意见》（以
下简称《意见》）。《意见》围绕六个方面部
署了重点任务，一是坚持创新驱动，打造北京
发展新高地；二是推进功能疏解，开创一体化
发展新局面；三是强化规划管理，创建新时代
城市建设发展典范；四是加强环境治理，建设
国家绿色发展示范区；五是对标国际规则，搭
建更高水平开放新平台；六是加大改革力度，
增强发展动力活力。其中《意见》提到要在城
市副中心构建便捷高效现代交通体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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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链接）

11 月 29 日，四川省政府正式印发《成都
都市圈发展规划》（以下简称《规划》）。其中，
《规划》提出要把成都打造成轨道上的都市圈。
统筹布局以成都为中心枢纽的多层次轨道交通
网络 , 推动干线铁路、城际铁路、市域 ( 郊 ) 铁
路和城市轨道交通“四网融合”, 构建轨道交通
一小时通勤圈；加快推进成都铁路枢纽环线改
造 , 充分利用既有铁路富余能力开行市域 ( 郊 )
列车 , 推进市域 ( 郊 ) 铁路有序发展。探索以轨
道交通方式合理衔接德眉资毗邻城镇 , 构建以
成都站、成都东站、天府站、简州站、德阳北站、
眉山北站、资阳北站等为核心节点 , 多种轨道
交通方式有机衔接的成都都市圈轨道通勤网络。 
（相关链接）

1  “四个中心指的是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科技创新中心。

http://imgbdb3.bendibao.com/bjbdb/traffic/202112/10/20211210152435_63668.pdf
http://imgbdb3.bendibao.com/bjbdb/traffic/202112/10/20211210152435_63668.pdf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18723791244524685&wfr=spider&for=pc
http://www.gov.cn/zhengce/2021-10/21/content_5644083.htm
http://www.gov.cn/zhengce/2021-10/21/content_5644083.htm
http://www.gov.cn/zhengce/2021-10/21/content_5644083.htm
http://www.gov.cn/zhengce/2021-10/21/content_5644083.htm
http://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1-11/26/content_5653479.htm
http://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1-11/26/content_5653479.htm
http://www.gov.cn/xinwen/2021-11/26/content_5653561.htm
http://210.78.94.30:83/2Q2W7182C480A3AB0B362326A2EE1B522BE0BFC47086_unknown_C63414B1EEB20344D9F6565E543B39E332085E07_12/www.sc.gov.cn/10462/zfwjts/2021/11/29/40678782564141e68f4d1d27180befb9/files/d359ac2bcce440c782b597db912491f2.PDF
http://210.78.94.30:83/2Q2W7182C480A3AB0B362326A2EE1B522BE0BFC47086_unknown_C63414B1EEB20344D9F6565E543B39E332085E07_12/www.sc.gov.cn/10462/zfwjts/2021/11/29/40678782564141e68f4d1d27180befb9/files/d359ac2bcce440c782b597db912491f2.PDF
https://m.thepaper.cn/baijiahao_15620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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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中和与碳达峰
2021 年 10 月 26 日，国务院印发《2030

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方案部署了十项重点
任务，要求将碳达峰贯穿于经济社会发展全过
程和各方面，重点实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行动、
节能降碳增效行动、工业领域碳达峰行动、城
乡建设碳达峰行动、交通运输绿色低碳行动、
循环经济助力降碳行动、绿色低碳科技创新行
动、碳汇能力巩固提升行动、绿色低碳全民行
动、以及各地区梯次有序碳达峰行动。《行动
方案》提出到 2025 年，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
达到 20% 左右，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源消耗比
2020 年下降 13.5%，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
碳 排 放 比 2020 年 下 降 18%； 到 2030 年， 飞
化石能源消费比重达到 25% 左右，单位国内生
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 2005 年下降 65% 以上。
（相关链接）

土地综合开发
2021 年 11 月 19 日，深圳市规划和自然

资源局发布关于《深圳市地下空间资源利用规
划（2020-2035 年）（草案）》公示的通告，
公示期限为 15 天。此《规划》目标为实现地下
空间资源的高效率、高品质、系统性和可持续
利用，以优化城市空间结构、完善城市空间功能、
提升城市综合承载力，从而打造充满活力的立
体城市全球典范。（相关链接）

国土空间规划
2021 年 11 月 17 日起，北京市规划和自

然资源委员会组织开展北京市国土空间近期
规划草案公示，广泛听取公众意见，公示期
限 30 天。《北京市国土空间近期规划（2021
年—2025 年）》（草案）的主要功能是持续
贯彻落实城市总体规划、衔接“十四五”规划
和各类专项规划编制以及指导年度实施计划。 
（相关链接）

2021 年 11 月 26 日，南宁市自然资源局
发布《南宁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
年）》（以下简称《规划》）草案公示。公示
时间为 2021 年 11 月 26 日至 2021 年 12 月 25
日，共 30 天。《规划》指出，未来南宁市中心
以轨道交通 1 小时可达距离为半径划定 1 个都
市生活圈（中心城区），服务人口 800 万～ 900
万人；服务内容方面，实现基础教育、居家养
老、基础诊疗设施 100% 覆盖城市社区。此外，
以中小城市、重点镇为中心，以车行 30 分钟
可达划定 22 个乡镇生活圈，一般镇则配套小
学、托幼、文体室、医务室；中小城市、重点
镇则有中学、文体科技场馆、养老服务中心。 
（相关链接）

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21-10/26/content_5644984.htm
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21-10/26/content_5644984.htm
https://mp.weixin.qq.com/s/LVGadSNAZ5ksbm6CWspbnA
http://news.xhby.net/sz/yw/202108/t20210806_7182323.shtml
http://pnr.sz.gov.cn/attachment/0/919/919373/9384223.pdf
http://pnr.sz.gov.cn/attachment/0/919/919373/9384223.pdf
http://pnr.sz.gov.cn/xxgk/gggs/content/post_9384223.html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16674710816006810&wfr=spider&for=pc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16674710816006810&wfr=spider&for=pc
https://mp.weixin.qq.com/s/bKXnK7yj0K74AT0zi6dtfA
http://zrzyj.nanning.gov.cn/zwgk_57/tzgg/gggs/t4965247.html
http://zrzyj.nanning.gov.cn/zwgk_57/tzgg/gggs/t4965247.html
http://www.gx.xinhuanet.com/newscenter/2021-11/28/c_1128108210.htm


专题讨论
TOD 原则与城市韧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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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7 月，极端暴雨引发的洪涝灾害同时在中国河南和欧洲西部发生。创纪录的持续性强降水
造成了巨大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中国气象局发布的《中国气候变化蓝皮书（2021）》指出，郑州
特大暴雨和欧洲严重洪涝并非个例，在全球气候变暖的背景下，极端天气和气候的风险进一步加剧，
城市基础设施正在面临更大的、来自于极端事件的压力。

因此，城市发展如何增强韧性，在气候变化和自然灾害的冲击下保持正常运转，成为了亟待研究
的重要课题。而 TOD 作为一种大规模建造和开发易受城市内涝影响设施的发展方式，如地下交通枢纽
和地下联通空间等，更加需要在紧凑、便捷和高密度的建成环境中，融合韧性城市的要求以应对灾害
风险。本期，我们对城市韧性概念和城市脆弱空间的自然灾害风险评估与防灾措施进行介绍和解析，
希望为 TOD 原则应对气候变化和进行灾害风险管理提供启示。

2016 年，第三届联合国住房与可持续城市发展大会（人居Ⅲ）将倡导“城市的生态与韧性”作为
新城市议程的核心内容之一。城市韧性的核心特征包括：多样性，城市系统通过功能不同的组成部分，
形成抵御多种威胁的能力；冗余性，通过多重备份增加城市系统的可靠性；鲁棒性，提高城市对抗和
应对外部冲击的能力；恢复力，城市建成环境具有可逆性和还原性，在承受冲击之后可以较好的恢复
自身的功能。

城市规划领域也在吸收城市韧性的概念。韧性城市规划的理念和策略被广泛地应用于气候变化应
对和灾害风险管理等领域。它强调在提高系统自身抵御能力的同时，全面增强其适应性和创新性，从
而在中长期提升城市系统的整体韧性。同时，韧性城市规划更注重通过软硬件相互结合、各部门相互
协调，构建多级联动的综合管理平台和多元参与的社会共治模式，进而弥补单个系统各自为营的短板
和不足。

由于韧性城市规划所需要面对的灾害风险多样，包括洪水、干旱、高温、地震等，其发生的频率
及强度将不断增加，了解城市系统面对这些变化的敏感性和脆弱性变得尤为重要。

1. 简介

2. 城市韧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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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大陆中长期极端降雨变化趋势预测 
图片来源：Ying et al. (2015). Change in extreme climate events over China based on CMIP5. 
Atmospheric and Oceanic Science Letters, 8(4), 185-192.

3. 城市轨道面对城市内涝的灾害风险管理
政府间气候变化专业委员会（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IPCC）针对极端气

候变化的专门报告（IPCCSREX, 2012）指出，由于人类活动对于全球气温上升的影响不断增强，干旱、
暴雨等极端气候现象将在全球变的更为频繁。国家气候中心联合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在 2015 年的研究
认为，至本世纪末，我国大陆极端降雨（R95p）与过去（1986-2005 年）相比，其发生频率和强度将
显著增加。

但从技术经济角度看，城市管理者无法通过不断增加投资，建设规模巨大的工程设施来抵御发生
概率较低的自然灾害。这种做法不符合韧性城市防灾理念。对于超过设计标准的自然灾害实施风险评估，
提前发布灾害预警，辅助防灾决策，引导市民高效避灾，是国际上较为倡导的做法。

https://www.tandfonline.com/doi/pdf/10.3878/AOSL20150006
https://www.tandfonline.com/doi/pdf/10.3878/AOSL20150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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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内涝风险综合评估模型框架 
图片来源：中规院深圳分院基础设施研究中心

东莞中心城区城市用地类型脆弱性分级      
注：脆弱性数值越高，代表此区域受内涝影响越大 
图片来源：中规院深圳分院基础设施研究中心

城市内涝风险综合评估模型
城市内涝防灾减灾的第一步，是借助城市内涝风险综合评估模型，基于地理信息系统，对城市建

成区的内涝风险进行模拟和评估。城市内涝风险综合评估模型分为两部分。首先，模型利用人口密度
和建设用地类型模拟城市的积水暴露脆弱性；其次，利用水文模型，计算内涝积水范围、深度、时间
等致灾因子数据。模型结果由脆弱性和内涝空间分布的耦合叠加得出，可以准确地识别内涝风险，并
评估其对基础设施和使用者的危险程度，有效指导轨道站点和线路的防灾减灾工作。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A5MDUwOTI5MQ==&mid=2650046301&idx=2&sn=6684384398ffccd0c71fb4031ccd0f86&chksm=880a45d9bf7dcccf5be53ff1874be995e62e62df82902a90b88437713ae2ef3f97a6ac37131e&scene=21#wechat_redirect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A5MDUwOTI5MQ==&mid=2650046301&idx=2&sn=6684384398ffccd0c71fb4031ccd0f86&chksm=880a45d9bf7dcccf5be53ff1874be995e62e62df82902a90b88437713ae2ef3f97a6ac37131e&scene=21#wechat_redir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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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空间数字地图
城市层面的内涝预警和评估除了地表环境外，还需要考虑地下空间的受灾可能性。对于大规模建

造和开发地下交通枢纽的 TOD 来说，厘清地下空间结构和联通情况对防灾减灾非常重要。日本政府正
在研发针对室内的地理空间信息技术，以实现包括地下空间在内的室内空间导航。地下空间数字地图
范围涉及以东京站为中心的东西约 1km、南北约 2km 的区域及其中 7 个轨道站点。其数据信息包括步
行通道的地下层数、坡度以及其他常规地图信息，可在灾害发生时为行动不便的用户提供无障碍路线，
为就地疏散人群提供临时避难场所的位置、使用情况和路线等，并可根据路线拥堵情况提供备选路线
引导。

东京地下空间数字地图 
图片来源：日本国土交通省

东京地区重叠危险地图 
图片来源： 
中规院深圳分院 
基础设施研究中心

除厘清地下空间结构以外，东京地铁强调防汛工作的联防联治，将气候、地表和地下数据相结合，
通过建立地铁、地下街和连接大楼联合协议会，开发“浸水模拟检索系统”，结合堤防溃口模拟浸水
到达时间、最大浸水深度、车站立体布局，共同制定针对性浸水防护计划和应急措施。在全国层面，
日本注重信息的时效性和综合性，将风暴潮、洪水等整合成“重叠危险地图”，将降雨气象、河川水
位和监控摄像集成了河川防灾信息平台，向社会提供各地淹没预测图和实时监测信息，充实全时段灾
害信息传达和预警。

https://www.mlit.go.jp/common/001254631.pdf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A5MDUwOTI5MQ==&mid=2650046301&idx=2&sn=6684384398ffccd0c71fb4031ccd0f86&chksm=880a45d9bf7dcccf5be53ff1874be995e62e62df82902a90b88437713ae2ef3f97a6ac37131e&scene=21#wechat_redirect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A5MDUwOTI5MQ==&mid=2650046301&idx=2&sn=6684384398ffccd0c71fb4031ccd0f86&chksm=880a45d9bf7dcccf5be53ff1874be995e62e62df82902a90b88437713ae2ef3f97a6ac37131e&scene=21#wechat_redir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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轨道交通防涝法规和措施
除对城市内涝灾害的预测预警外，随着近年来灾害发生频率和强度在不断提升，城市轨道交通还

需要通过政策法规和运营中的防汛措施来保障设施和人员的安全。据不完全统计，近 10 年我国内地
11 个城市共发生 19 起地铁车站或线路雨水倒灌事件。2016 年、2020 年、2021 年是地铁浸水事件高
发年，夏季 6 月、7 月是高峰期（79%）。19 起事件当天平均 6 小时降雨量 90.6mm，平均 24 小时
降雨量 133.4mm，平均降雨等级达到大暴雨以上。强降雨导致雨水由车站出入口倒灌，冲垮车辆基地
挡水墙、车站未开通出入口封堵和站外基坑护壁，涌入正线或车站。10 起事件影响稍轻，多采取紧急
封闭出入口或车站，地铁正常运营或越站运营；4 起事件轨行区浸水，导致区间停运或变更始终站；3
起事件影响严重，导致全网或多条线路停运。

我国地铁浸水事件和当天降雨量 
注：地铁浸水事件综合新闻媒体网站，当天降雨量引用 NOAA 全球气候历史数据 
图片来源：深圳市城市交通规划设计研究中心

http://www.sutpc.com/news/industry/82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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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日益紧张的防汛安全形势和城市内涝治理对多部门协调、多级联动的管理要求，国家各部委
近年来颁布多项法规以应对相关风险。

国务院办公厅
2021 年 4 月份发布《关于加强城市内涝治理的实施意见》，明确到 2025 年各城
市基本形成排水防涝工程体系，雨停后能及时排干积水，严重易涝积水点全面消除。

交通部
2021 年 4 月、6 月接连发布隐患排查和交通行业安全度汛通知，要求以防为主、
避险为要，遇强降雨等及时停工停产停运。督促城轨运营企业做好防汛物资储备，
对低洼段等重点区域针对性排查治理，严防积水倒灌事件发生。

国务院安委会
2020 年印发《国家安全发展示范城市建设指导手册》，要求源头治理，形成“多
规合一”的空间规划，编制应急体系、综合防灾减灾、排水防涝等专项规划，城
乡规划布局、设计、建设、运营实行重大安全风险“一票否决”。

住建部
加强城市源头控制体系、排水系统体系和内涝防治体系建设，新修编《海绵城市
建设评价标准》、《室外排水设计标准》和《城镇内涝防治技术规范》，要求超大、
特大和大城市内涝防治设计重现期分别为 100 年、50-100 年和 30-50 年。

国家发改委
2021 年 7 月份发布《关于加强城市重要基础设施安全防护工作的紧急通知》，要
求立即全面排查灾害隐患，建立风险台账、易涝风险图，并针对防控，按最严酷
极端天气完善应急预案。如遇极端天气或非常情况，坚决即时启动最高等级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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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因地制宜政策，单一防护转向综合治理
除国家层面的政策法规外，各省市也因地制宜，在城市安全和隐患整治、防汛防涝和排水改善、

突发事故应急预案等方面，施行多项法规要求，并在地铁运营中强调排查风险隐患、落实防汛预案、
提前准备应急物资、设立预警监测信息系统，确保地铁运营安全。

北京市 
源头综合治理、注重应急实战思维。 

城市安全方面，实施源头治理、基础提升、精细监管三项行动，建立风险分级管
控和隐患排查预防双重体系。防汛防涝方面，综合治理问题突出片区、完善城区
抢险基点布局，目标 2025 年重点道路小时降雨 65mm 不积水，其他道路小时降
雨 54mm 不积水。2021 年新修订《总体应急预案》，更突出预防为主，风险管

理和实战思维。7 月 27 日，北京市提出赋予地铁基层一线相应处置权限，遇突发
情况必要时果断停工停课、地铁封闭。

上海市 
安全风险评估，分级分类过程管控。 

要求实行轨道交通第三方安全评估制度，鼓励公众群防群治。2021 年 4 月份发
布《城市安全风险防控意见》，明确 2025 年基本形成城市安全风险防控格局，
安全风险评估 3 年 1 次，一般风险信息每年更新，推动轨道交通和大型枢纽安全
风险评估。8 月份发布相关规划，要求推进排水监管平台和海绵城市建设，针对

轨道重大风险情形，加强分类分级全过程管控，细化不同场景应急方案。

大湾区 
强化规划支撑，科技支撑靶向预警。 

广东省 2020 年明确了跨市线路应急联动机制，要求涉及运营安全设施用地纳入
国土空间详细规划。深圳市从强化规划准入、优化设施布局、风险动态评估、科
技智能支撑、群防群治和大湾区一体化方面重点发力，目标 2025 年安全核心指
标达国际一流水平。广州市对城市污水雨水节点的运行数据物联监控，实现清疏
养护点靶向预警。2021 年 8 月 4 日，广东省要求地铁运营单位分区分类制定站点、

区间、全线、全网停运标准，科学设置地铁停运决定权。

天津市 
提高排水标准，建设全覆盖监测网。 

2021 年 5 月份发布《排水专项规划》和《应急管理“十四五”规划》，明确到
2025 年核心区全面消除小于 1 年一遇排水标准区域，3 ～ 5 年一遇排水标准区域
提升至 58%；要求建设突发事件预警、气象监测、防涝管理全覆盖监测网络，开

展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评估，编制风险防治区划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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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市 
安全综合整治，提升应急处置能力。 

2021 年 4 月份印发《交通行业安全整治方案》，要求建立日常安防管理和隐患
排查制度，利用 GPS 强化车辆动态监控。8 月 24 日发布加强地下综合管廊防汛
通知，要求开展隐患排查整治和易渗水漏水点专项治理，提升汛期灾害防御和应

急处置能力。

武汉市 
提升防汛能级，灾害天气规范应对。 

2021 年 7 月份印发《提升城市能级实施方案》，通过优化水系调度，提升防洪标准，
建设海绵城市，2025 年三级以上河道防洪率达 95%，排涝能力总体达 20 年一遇，
基本消除中心城区顽固渍水点。8 月 23 日印发《灾害性天气应对规则》，对灾害
预警、应急处置、事后恢复、支持保障明确规范，明确地铁遇险可先停运再报告。

重庆市 
设施全面监管，应急准军事化管理。 

2019 年《城轨安全运行实施意见》要求建立智能管理系统，对运营关键设施全面
监管，定期开展运营安全第三方评估。2021 年自然灾害防治工要点要求推进易涝

区治理，将预报系统分辨率提高到 3 公里，探索应急系统准军事化管理。

南京市 
建立评估制度，构建安全防控机制。 

南京市 2018 年印发《保障城轨安全运行意见》，要求建立运营安全第三方评估
制度，运营 10 年内线路 5 年评估一次，运营超 10 年线路 3 年评估一次。2019

年《城市安全发展实施意见》要求地铁运营单位构建技术支撑、智能管控、专业
保障安全防控机制。

杭州市 
消除内涝现象，注重枢纽应急联防。 

2020 年修编《城轨运营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和《综合交通枢纽安全管理办法》，
注重城轨、综合枢纽各单位间应急协调。2021 年 5 月份《浙江省城市内涝治理
“十四五”规划》发布，要求 2025 年基本消除严重城市内涝现象，杭州中心城

区有效应对 50 年一遇暴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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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气候变暖的背景下，极端天气和气候的风险进一步加剧。在可预见的未来，我国将面临极
端降雨的持续威胁，严重城市内涝发生的频率和强度将显著增加，城市基础设施正在面临更大的、来
自于极端事件的压力。TOD 实践大规模建造和开发地下交通枢纽和地下空间，客观上增加了基础设施
受到城市内涝侵害的可能。因此，如何结合韧性城市概念，评估城市内涝的风险等级，完善灾害预警
系统，并提高防灾减灾能力，成为城市运营者必须面对的重要课题。

本期案例分享介绍了城市内涝风险评估模型研究，和东京地铁整合地下空间、地表环境和气象条
件数据的综合预测、预警系统，并总结了近年来我国的地铁浸水事件，和国家各部委、各省市针对防
汛安全颁布的一系列政策法规。希望本文可以为 TOD 实践中的自然灾害风险管理提供借鉴和帮助，使
得我们的城市在变得高效、便捷的同时，也能增强韧性，在气候变化和自然灾害的冲击下保持正常运转。

[1] 《中国气候变化蓝皮书（2021）》发布（相关链接）

[2] 韧性城市规划：国际样本和北京探索 （相关链接）

[3] 王成坤 , 黄纪萍 , 曾胜等 .  
基于积水特征和暴露脆弱性的城市内涝风险评估 . 中国给水排水 , 201935(5):125-130 ( 相关链接 )

[4] Ying et al.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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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D 相关活动预告

2021 第十五届轨道交通与城市国际峰会 
（15th Annual City-Rail） 

主题：“高质量发展：融合、安全、智慧、绿色” 
2021 年 12 月 9-10 日，中国上海 

（相关链接）

第四届中国国际铁路与城市轨道交通大会（CIRC 2021） 
2021 年 12 月 20-22 日，中国上海 

（相关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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