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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建部
  GEMH-1A ：“ 中 国 城 市 TOD 政 策、

技术标准和管理工具的开发与应用” 目前国家
TOD 平台已完成资源库、资讯、规划、诊断、
监测和影响评估等全部 6 个模块的首轮开发任
务，成果均通过专家评审。预计到今年年底完
成 TOD 平台模块集成及测试调整、实现平台整
体上线试运行及优化调整。在项目咨询服务部
分增加 TOD 平台安全等级保护定级任务，采购
计划和工作大纲将于 2022 年第二季度报世行
审 批。2022 年 3 月 15 日， 住 建 部 TOD 项 目
组前往北京龙湖集团进行了国家 TOD 平台推广
的宣讲活动，并就 “龙智智造” 建筑信息模型
（Building Information Modeling—BIM） 级
TOD 模块接入国家 TOD 平台的可能性进行了
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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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阶段性成果报告（涵盖任务 1-4）
已于 2021 年 1 月 22 日提交至世界银行，任务
5 TOD 指南及导则、任务 6 行动计划和操作手
册等已于 2021 年 12 月 29 日完成年度工作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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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沿线用地功
能布局优化配置 ”的研究工作已通过专家评审，
并提交了研究成果。任务 3 正在进行通密线典
型站点一体化设计研究工作，在 2 月份已经和
分局沟通出了前期的研究成果，目前正在开展
公共参与的调研工作，预计六月份组织专家评
审。预计年底前基本完成全部工作。课题组与
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的相关专家做了交
流分享。

  GEBJ-3：“基于 TOD 理念的城市更新
地区综合规划建设示范项目” 已于 2021 年 8
月 25 日召开任务 2“轨道交通站点周边城市更
新区综合规划提升研究” 的专家评审会，10 月
提交任务 2 成果。2021 年 12 月课题组与南通
轨道交通综合开发研究团队开展了分享交流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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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完成所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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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预计在 2022 年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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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12 月 21 日课题组会同北
京项目办，就北京和天津 TOD 三个合同任务进
行技术交流和学习。

  GEFTJ-2：“TOD 模式下天津市城市轨
道交通项目融资研究项目” 于 2022 年 2 月提
交了《轨道交通廊道周边停车与 TOD 开发结合
经济评价研究》、《总结报告》。2022 年 3 月，
通过了针对《轨道交通廊道周边停车与 TOD 开
发结合经济评价研究》、《总结报告》的专家
评审会，目前正在根据专家意见对报告进行修
改。预计 2022 年底完成合同约定的全部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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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
2022 年 2 月，完成任务四《综合开发研究报告》，
并于 2022 年 2 月 22 日向天津市河北区住建委
等相关部门、城投公司单位、以及中铁建等进
行了成果汇报。2022 年 3 月，完成任务五《综
合交通系统研究报告》、任务六《公共空间与
城市品质提升研究报告》。预计 2022 年底前
按照合同要求完成项目全部内容。目前咨询单
位正在根据专家意见，修改报告。

  项目进展（截止至 2022 年 3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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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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
202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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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于 12 月 13 日完成终
期成果最终评审。到 2022 年底该合同将完成
环境和社会保障报告，以及完工报告的提交和
评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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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月
至 2022 年 2 月期间，主要进行前三个子任务
研究活动，目前均已经形成初稿。项目团队于
2022 年 3 月 9-10 日期间，就上述初稿赴石家
庄领导小组成员单位进行调研访谈，征求各单
位初步意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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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正在进行前三个任务研究，预计将于
2022 年 5 月完成前三个任务成果评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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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2022 年 1 月 7 日召开《南昌
市城市 TOD 战略规划报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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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A：“轨道交通 TOD 规划设计
研究”于 2022 年 1 月 28 日提交最终报告初稿
及简本至世行，并计划 4 月对该报告进行专家
评审。预计 2022 年底将全部完成。

  GENC-3B：“基于 TOD 理念的轨道交
通站点区域规划研究”于 2021 年 12 月 9 日提
交任务 1 成果报告至世行；2022 年 2 月 9 日提
交任务 2《区域内利益相关方分析报告》，世
行对该报告进行了反馈，咨询单位正在根据世
行建议进行修改；3 月 9 日提交了任务 3《国内
外最佳实践研究报告》。预计 2022 年底将全
部完成。

  GENC-4A：“南昌 TOD 理念宣传及知
识普及项目” 任务大纲于 2021 年 11 月 24 日
将意向书征询函对外发布。因递交意向函的咨
询单位数量有限，项目办于 2021 年 12 月 10
日发布了变更公告，并将兴趣表达涵递交截止
时间调整为 12 月 24 日上午 10:00。2022 年 1
月 6 日通过评审有 3 家咨询公司进入短名单，
短名单评审报告已上传世行 STEP 采购系统。1
月 29 日将投标申请书发送给短名单内咨询服务
机构，并于 3 月 9 日进行技术建议书评审，评
审报告已上传系统。3 月 15 日进行财务建议书
评审，待总结评审报告后上传系统。

宁波
  GENB-1：“宁波市 TOD 发展战略研究” 

完成了任务 5-6 的部门研讨会与专家预评审会。
战略社评环评报告大纲编制在通过内部专家审
核后，进入编撰阶段。下阶段项目团队将按照
预评审意见修订完善任务 5-6 的阶段成果，并
启动总报告的编撰工作，预计本年度完成全部
合同技术工作内容。2022 年 3 月 3 日项目团队
举办了宁波市 TOD 战略研究项目研讨会，市发
改委、市资规局、市住建局、市财政局、深圳
市城市交通规划设计研究中心和德勤等单位共
50 余人到场参会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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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完善决策报告，准备评审。
本年度后续工作计划包含对决策报告进行评审，
与项目办共同商讨推进下阶段工作内容，召开
项目研讨会，和组织开展能力建设及外出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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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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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行了专项债 +PPP 实现模式研究
报告及专项债申请所需文件的编制，所需文件
包括但不限于《项目预期收益与融资平衡方案》、

《项目预期收益与融资平衡方案财务评价报告》、
《项目专项债券法律意见书》。全年计划完成
工作还包括 PPP “两评估一方案” 研究以及地
下空间确权研究，其中 PPP “两评估一方案” 
预计于 5 月完成初稿，地下空间确权研究预计
于 10 月完成初稿。

  GENB-3：“基于 TOD 的已建轨道站点
改善研究” 任务 4 完成研讨和评审工作，形成
中英文双语稿。项目团队已启动任务 5 的研究
工作，计划 6 月底全部完成任务 5 的研究工作。
预计本年度子项 3 完成所有工作。

贵阳
  GEFGY-1：“贵阳市城市层面 TOD 发

展战略研究” 第三阶段成果《TOD 实施计划、
温室气体测算建议书》已经全部完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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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D 战略深化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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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内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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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步报告，正在开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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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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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云北等 3 个站点的概念性城市设计
已完成并征求了相关区的意见，相关政策研究
报告已完成。 

  GEFGY-4：“TOD 发展规划研究战略
环评与社评” 于 2021 年 9 月完成合同签订。
贵州省水勘院正在有序推进中，计划 3 月底提
交合同第二次支付工作内容，包括政策分析报
告、自然环境社会环境现状、影响识别、指标
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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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基本形成任务 5 和任务 6 研究成
果，正在开展任务 7 战略总报告编写。战略环
境与社会评价已完善报告大纲，并排好时间表，
正在进初稿编写。预计到今年年底，完成任务 5-7
的评审，并形成任务 8-10 的成果。2021 年 12
月 17 日，项目组开展了《TOD 战略实施下社
会影响评价》的线上线下专题讲座，对 TOD 战
略制定与实施过程中的社会保障相关工作开展
讨论和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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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基
本形成任务 6-9 站区与枢纽层面规划设计 、投
融资方案、保障机制和实施方案研究成果，正
在开展任务 10 白坭坑 TOD 模式与经验总结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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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预计到今年年底，
完成任务 6-10 评审，并形成任务 11-13 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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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实施进展（截止至 2022 年 3 月 21 日）

图例     
填色部分表示项目已实施进度，其中绿色部分为 2022 年 1 月 1 日 -2022 年 3 月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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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 12 月 29 日，广东技工 “羊城行

动” ——“羊城工匠杯”2021 年广州市轨道交
通 TOD 综合开发创新大赛决赛在广州市轨道产
业发展中心举行，市总工会、市发展改革委、
市土发中心、白云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等相关
领导和人员参加了本次大赛。大赛以 “以城为
本·以人为本” 为主题，共设置方案类及管理
类等两大课题方向，聚焦 TOD 综合开发项目的
数字化业务赋能、腾挪更新改造、枢纽一体化
开发等难点。最终，广州市规划院、交通与发
展政策研究所联队的参赛作品《广州地铁站点
出入口空间活化》摘得桂冠。（相关链接）

图片来源：广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2022 年 3 月 1 日， 中 国 国 土 经 济 学 会
国 土 交 通 综 合 规 划 与 开 发（TOD） 专 业 委 员
会 “站城融合更新模式” 专题调研组赴京投
公司开展调研座谈。座谈会上，京投公司介绍
了站城融合 “轨道 +” 相关案例，提出了站
城融合项目在实施主体、审批流程手续和土地
规划政策等方面存在问题和困难。市住建委、
市规自委分别介绍了城市更新涉及站城融合规
划建设等方面的工作推进情况和存在的问题，
并就问题提出了对策建议。会议认为城市更新
背景下站城融合十分重要，东京、纽约等国际

城市在城市更新的过程中，交通系统的改造和
完善支撑了城市承载力的大幅度提升。同时建
议，推进站城融合工作，要简化顶层设计，在
体制机制上有新突破；要量身定做，优化审批
流程；要敢于创新，完善用地和规划政策，多
措并举推动城市更新背景下站城融合发展。 
（相关链接）

图片来源：国土经济学会

2022 年 3 月 10 日， 北 京 市 城 市 规 划 设
计研究院与北京经开区城市规划和环境设计研
究中心共建成立亦庄新城空间数字规划实验室
并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实验室采用共建模式，
合作双方秉承 “信息共通、智慧共享、规划共
研、场景共建” 原则，从规划设计、创新研
发、产业营造、人才队伍建设等方面开展广泛
交流合作，密切跟踪前沿技术发展，积极推动
大数据、人工智能、数字孪生、三维仿真等前
沿技术的规划建设管理创新应用，实现原始技
术研发、科技场景示范、政策机制创新等目标。 
（相关链接）

http://ghzyj.gz.gov.cn/xwzx/xwbd/content/post_8006278.html
http://www.chinatod.com.cn/html/2022/hyNews_0310/563.html
https://mp.weixin.qq.com/s/2OTtFGblsK4QJbZSJaLQe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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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业动态
轨道上的都市圈

2022 年 1 月 5 日，广州日报数据和数字化研
究院 (GDI 智库 ) 与广州地铁设计研究院联合研制
发布《广州城市轨道交通及区域协同发展报告》 (以
下简称 “《报告》”) 。《报告》以广佛线为分析
案例，运用大数据技术和空间网络技术，首次提
出轨道交通带动经济社会发展能力分析评价指标，
聚焦轨道交通在促进大湾区城市一体化、同城化
的作用。数据显示，广州城市轨道线路数量和里
程均居大湾区城市首位。《报告》指出，广州与
大湾区城市轨道交通出行时长上，广州到东莞、
深圳的高铁平均用时不足 1 小时，前往佛山的 5
类列车均小于 30 分钟（其中动车和高铁平均用时
约 20 分钟 ) ，前往珠海、肇庆、中山、江门的平
均用时分均不足 1 小时，仅前往惠州平均用时超
1 小时，未来广州有望实现与大湾区城市 1 小时
通达的目标。（相关链接）

2022 年 1 月 16 日，佛山市城市轨道交通 4
号线一期工程开工建设。线路西起北江大道站，
途经禅城区、三水区、南海区，止于港口路站，
全长 55.2 公里，设 33 座车站，设计时速 100 公里。
该项目作为佛山市城市轨道交通东西向干线线路，
对于推动佛山市城市轨道交通网络化、促进广佛
经济圈协调发展、加快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建设
具有重要意义。（相关链接）

2022 年 1 月 17 日，中国交通运输部发布了
以下数据：2021 年，新增城市轨道交通线路 35
条，新增运营里程 1168 公里，较 2020 年增长约
15％；新增洛阳、绍兴、嘉兴、文山、芜湖以及
嘉兴（海宁）、镇江（句容）7 个城市首次开通
运营城市轨道交通。2021 年，全年完成客运量较
2020 年增加 61.2 亿人次、增长约 35％，达 2019
年的 99.2％；全年平均客运强度约 0.82 万人次每
公里日，较 2020 年增长约 14％，较 2019 年下降
约 28％。（相关链接）

2022 年 2 月 24 日，苏州轨道交通在建工程
107 个土建项目全部实现复工复产。计划到今年

年底，6 号线全线盾构施工基本完成，轨道施工
完成 40%；7 号线全线车站主体结构完成 70%，
盾构施工完成 45%；8 号线全线车站主体结构完
成80%，盾构施工完成60%；S1线实现 “洞通” “轨
通” “电通” ，开展全线动车调试。（相关链接）

2022 年 2 月 25 日，合肥轨道交通 1 号线三
期正式启动铺轨施工。合肥轨道交通 1 号线三期
起于天水路站，止于合肥火车站站，正线及出入
段线铺轨全长 12.315 公里，全部为地下线。（相
关链接）

T0D 综合项目开发
2021 年 12 月 21 日，武汉地铁集团集中

推介三阳路、秦园路、黄浦路等八个重点 TOD
项目。这八个项目的总面积约 64 万平方米，其
中三阳路、秦园路、徐家棚 3 个项目是一线长
江滨江高端商务 TOD 项目，黄浦路、赵家条、
歌笛湖、佛祖岭、中航街道口 5 个项目是集城
市商务中心、交通中心、未来中心和教育中心
于一体的城市区域 TOD 项目。（相关链接）

2022 年 1 月 12 日，2021 年 度 成 都 市 幸
福美好生活十大工程暨民生实事总结推进会召
开，会上发布了 2022 年成都幸福美好生活十大
工程工作计划和重点项目，其中包括城市通勤
效率提升工程。为了提升城市通勤效率，成都
将推进 34 个 TOD 项目建设，新建 S5 线、S11
线市域铁路。（相关链接）

2022 年 2 月 16 日，中国五冶集团承建的
双流西站 TOD 综合开发项目 6 号地块主体结构
全面封顶，顺利进入二次结构穿插施工及安装
装饰施工阶段。该项目位于双流区黄水镇板桥
社区 5、6 组，总建筑面积为 9.2 万平方米，由
2 栋商业及 12 栋住宅组成。双流西站 TOD 衔
接 3 号、10 号、17 号 3 条地铁线以及 1 条高
铁线和 1 个国际机场。（相关链接）

http://www.chinatod.com.cn/html/2022/hyNews_0303/496.html
http://drc.gd.gov.cn/gkmlpt/content/3/3765/post_3765606.html#870
http://www.gov.cn/xinwen/2022-01/17/content_5668663.htm
http://js.news.cn/2022-02/26/c_1128418778.htm
http://www.gov.cn/xinwen/2022-02/25/content_5675656.htm#1
http://www.gov.cn/xinwen/2022-02/25/content_5675656.htm#1
http://sw.wuhan.gov.cn/xwdt/gzdt/202112/t20211221_1877481.shtml
https://sichuan.scol.com.cn/ggxw/202201/58390752.html
http://sc.people.com.cn/n2/2022/0216/c379469-3513693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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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枢纽综合开发
2021 年 12 月 15 日，杭州西站枢纽站西

II 标疏解高架全线贯通。此次贯通的站西 II 标
疏 解 高 架， 共 33 联 现 浇 梁、10 联 钢 箱 梁，
线路总长约 3.8 公里，西侧与东西大道主线衔
接，东侧与站房西落客平台衔接，是杭州西站 
“西进西出” 快速进出站的核心交通线路。 
（相关链接）

2022 年 1 月 13 日， 湖 南 省 第 十 二 次 党
代会提出实施强省会战略，建设国家综合交通
枢纽。长沙机场改扩建工程暨综合交通枢纽建
设已全面启动建设 , 正在加快建设 “井 “字型
集疏运路网。在沪昆、京广高铁十字交汇基础
上，常益长高铁将于 2022 年建成，长赣高铁
即将启动建设 , 加快构建” 米 “字型高铁网。 
（相关链接）

2022 年 2 月 9 日，高铁东城核心区首个
项目——西安东站交通枢纽工程开工正式开工。
本次开工项目包括：地铁 5 号线月登阁站（不
含）至西安东站站 “两站两区间” ，以及西
安东站换乘枢纽。西安东站作为西安市 “四主
一辅” 重要的铁路枢纽，是含高铁、普铁、城
际、地铁、公交为一体的大型综合交通枢纽。 
（相关链接）

2022 年 2 月 24 日，北京副中心站综合交
通枢纽进入主题结构施工阶段。副中心站枢纽
位于北京城市副中心核心区，总用地规模约 59
公顷，计划于 2024 年底完工。建设内容主要
包括京唐城际铁路和城际铁路联络线车站、地
铁平谷线和 M101 线车站、接驳场站、综合交
通枢纽配套、公共服务空间、市政配套设施等
6 部分。一方面，通过副中心站的建设，6 号
线、平谷线可实现快速联系中心城，地上进行
综合开发，主要布置商务办公，可提供 4 万多
个就业岗位。另一方面，通过城际铁路可实现
高效辐射京津冀区域，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提供
现代化的交通支撑：项目内设置京唐城际和城

际铁路联络线，建成后 15 分钟到达首都机场、
35 分钟到达大兴国际机场及河北唐山市，1 小
时内到滨海新区及雄安新区。（相关链接）

TOD 小镇综合开发
2022 年 3 月 2 日，位于佛山市顺德区大

良街道的云近东区驹荣北路 TOD 地块采用网上
挂牌方式出让，由华润置地成功拿下今年以来
全省最大面积住宅商业文体综合项目。云近东
区驹荣北路 TOD 地块所处的大良云近东区集
聚了优质的商业、教育、文化等资源。宗地位
于佛山地铁 3 号线驹荣北路站上盖，面积 372
亩，周边有顺峰山公园、云近东区滨河公园，
顺德一中、顺峰中小学、顺峰幼儿园等学校。 
（相关链接）

地铁上盖
2021 年 12 月 30 日，厦门轨道交通 3 号

线华荣路站配套项目 2 号楼主体结构封顶。
华 荣 路 站 配 套 项 目 总 用 地 面 积 2.1 公 顷， 总
建 筑 面 积 8.6 万 平 方 米， 是 结 合 湖 里 区 老 工
业 区 提 升， 由 3 栋 公 租 房、3 栋 配 套 用 房 组
成。 该 项 目 建 成 后 将 提 供 1368 套 公 租 房 改
造等项目；和其他具有碳减排效益的项目。 
（相关链接）

2022 年 2 月 25 日，成都市武侯区相关负
责人表示，武青车辆段局部覆土上盖区域，结
合绿道建设，打造轨道文化 + 绿道文化相叠加
的城市公园。该公园将成为成都首个地铁上盖
公园。（相关链接）

2022 年 3 月 4 日，根据东方网的消息，上
海市莘庄地铁站上盖综合开发项目建成后将连
通 1 号线莘庄站周边的闲置土地，并开发再利
用从而创造更大商业和公共交通价值。今年 6
月，铁路大平台区域将启动施工，并继续开展
莘庄地铁站南北通道的翻交施工。（相关链接）

https://www.hangzhou.gov.cn/art/2021/12/15/art_812269_59046070.html
https://cbgc.scol.com.cn/news/2799886
https://www.163.com/dy/article/GVO3IMBL0535A8XD.html
http://zdzqgw.beijing.gov.cn/ztzl/zcythjs/202202/t20220224_2616159.html
https://www.shanghai.gov.cn/nw31406/20211018/5d761440930b4ebbb7058387083a7817.html
http://xm.fjsen.com/2022-01/04/content_30929538.htm
http://sc.people.com.cn/n2/2022/0225/c379471-35148938.html
http://sh.people.com.cn/n2/2022/0304/c138654-3515948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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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动向与政策更新
2022 年 1 月 13 日，湖南省第十二次党代

会提出实施强省会战略，除了建设国家综合交
通枢纽以外，党代会还提出要强化城市功能，
通过扩大常规公交线路和地铁接驳率，推进国
铁网、轨道交通网和地面交通网的融合和提高
公共交通的服务质量来打造公交都市示范城市。
（相关链接）

2022 年 1 月 25 日，政协第十三届贵阳市
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在贵阳会议中心开幕。会议
上，贵阳市政协委员，贵阳市城市建设投资集
团有限公司群工部部长、贵州城市数字化运营
中心有限公司董事刘韵波表示，市委、市政府
作出充分利用轨道交通区位优势，以公共交通
来引领城市发展。要实现此目标，市委、市政
应 1）统筹全市国土空间规划、产业发展规划
等战略规划，加快明确各站点所在城镇板块功
能定位；2）加快推进环铁接驳道路、公交首末
站、非机动车停车场与 P+R 停车场、慢行系统
等配套设施建设，规划的城市轨道交通线路，
应在车站建设时尽量靠近环城快铁车站出入口，
实现相关配套设施与环城快铁的在空间上的无
缝衔接；3）谋划一体化票务服务，方便群众。
（相关链接）

2022 年 2 月 10 日， 交 通 运 输 部 召 开 碳
达峰碳中和工作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对交通
运输绿色低碳发展工作进行部署。领导小组组
长、部长李小鹏主持会议并强调，交通运输是
碳排放的重点领域之一，要以交通运输全面绿
色低碳转型为引领，全力推进交通运输碳达峰
碳中和各项工作。其中要抓好交通运输结构优
化。加快建设综合立体交通网，加快发展以铁
路、水路为骨干的多式联运，构建完善、合理、
便捷的城乡公共交通体系，推动新技术与交通
运输业态融合发展。全面推进公交都市建设，

提高公共交通供给能力，积极开展绿色出行
创建行动，引导公众优先选择绿色出行方式。 
（相关链接）

 

图片来源：新华社

2022 年 3 月 5-10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全
国人民代表大会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北
京举行。在 “两会” 期间，共有多位人大代
表及政协委员为中国城市轨道交通提出多项建
议，其中包括，如何实现粤港澳大湾区的轨道
交通一体化服务和制定高速铁路、重载铁路、
普速铁路、城际铁路、市域铁路、城市轨道交
通一体化发展的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指导意见等。 
（相关链接）

“十四五”交通专项规划
2022 年 1 月 5 日，黑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

厅印发《黑龙江省 “十四五” 综合交通运输体
系发展规划》，（以下简称《规划》）。 “十四五”
时期，黑龙江省交通运输将基本建成全国向北
开放的重要窗口和东北亚地区合作中心的枢纽。
力争到 2025 年，全省铁路方面除黑河、加格
达奇外，基本实现 “市市通高铁” ；公路方面
城区人口 10 万人口以上县市通高速的比例达
到 85% 以上，普通国道基本达到二级以上标
准，乡镇通三级路、较大人口规模自然村通硬
化路、行政村通双车道公路的比例得到提高。 
（相关链接）

https://cbgc.scol.com.cn/news/2799886
http://www.gywb.cn/system/2022/01/28/040101205.shtml
https://www.mot.gov.cn/jiaotongyaowen/202202/t20220211_3640853.html
http://www.rtai.org.cn/list/3/2406.html
https://www.hlj.gov.cn/n200/2022/0110/c782-1102805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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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1 月 18 日，国务院印发《“十四五”
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发展规划》（以下简称《规
划》）。《规划》确定的主要目标是，到 2025
年，综合交通运输基本实现一体化融合发展，
到 2035 年，现代化高质量国家综合立体交通
网基本建成，“全国 123 出行交通圈”（都市
区 1 小时通勤、城市群 2 小时通达、全国主要
城市 3 小时覆盖）和“全球 123 快货物流圈”（快
货国内 1 天送达、周边国家 2 天送达、全球主
要城市 3 天送达）基本形成，基本建成交通强国。
（相关链接）

2022 年 1 月 26 日，天津市人民政府印发
天津市贯彻落实《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规划纲
要》的实施方案（以下简称《实施方案》）。《实
施方案》共包括五章，其中包括综合立体交通
网主骨架和主枢纽布局的建设，交通运输跨区
域、跨行业、多方式、多产业统筹融合发展举措，
以及推进交通运输智慧、绿色、安全高质量发
展的任务。（相关链接）

2022 年 1 月 26 日， 重 庆 市 住 房 和 城 乡
建设委员会发布了《重庆市城市轨道交通建设
“十四五”规划（2021-2025 年）》（以下简
称《规划》）。《规划》提出，“十四五”期
间，重庆市将形成约 600 公里的轨道交通运营
网络，力争实现运营及在建里程突破 1000 公里，
城轨快线运营里程实现从无到有；轨道交通将
成为人民群众低碳出行的首选，日均客流量达
600 万人次以上，占机动化出行比例达 30%，
占公共交通出行比例达 50% 以上。到 2035 年，
重庆主城都市区全面建成“一张网、多模式、
全覆盖”的轨道交通体系，全面建成“轨道上
的都市区”。（相关链接）

2022 年 2 月 14 日，交通运输部、国家铁
路局、中国民用航空局、国家邮政局、中国国
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联合印发《现代综合交通
枢纽体系“十四五”发展规划》（以下简称《枢
纽规划》），这是落实关于“构筑多层级、一
体化的综合交通枢纽体系”任务的第一个 5 年
专项规划。《枢纽规划》提出，到 2025 年新

建枢纽换乘距离在 300 米以内、至中心城区半
小时可达率 90% 以上。综合货运枢纽多式联运
效率进一步提高，其中，新建枢纽多式联运换
装 1 小时完成率 90% 以上。枢纽机场轨道交
通接入率 80% 以上，沿海主要港口铁路进港率
90% 以上。（相关链接）

2022 年 2 月 23 日， 深 圳 市 交 通 运 输 局
（深圳市港务管理局）发布《深圳市综合交通 

“十四五” 规划》（以下简称《规划》）。《规
划》提到以 TOD 开发理念为导向，完善轨道交
通场站土地综合开发管理制度，加强统筹开发
力度。推进轨道车辆基地使用功能的有机混合，
强化车辆基地空间的集约、高效和复合利用。
加大城市轨道交通枢纽上盖及周边公共住房建
设力度，加强公共住房项目与轨道站点的衔接。
探索引入市场资金和主体共同建设开发综合交
通枢纽、城市轨道交通枢纽，助力轨道交通建
设可持续发展，促进枢纽与城市紧密融合。推
进前海、岗厦北、黄木岗、2 大运、平湖、鹭湖、
白坭坑、五和等一批枢纽的站产城一体化开发。
（相关链接）

2022 年 3 月 3 日，在北京市 “十四五” 
时期重大基础设施发展规划新闻发布会上，北
京市发展改革委副主任来现余表示， “十四五” 
时期，北京市轨道交通发展将立足于服务首都 
“四个中心” 建设，注重通过轨道交通建设引
导和优化城市空间结构和功能布局，实现轨道
引领城市发展，努力建设 “轨道上的北京城” 
。来现余表示推进轨道与城市功能的 “站城融
合” 。优化轨道沿线城市功能布局，推动城市
资源要素向站点集聚。以 “轨道微中心” 为载体，
推进轨道交通线路与周边用地的一体化结合。
（相关链接）

图片来源：搜狐网

http://www.gov.cn/xinwen/2022-01/18/content_5669136.htm
http://www.tj.gov.cn/zwgk/zcjd/202201/t20220130_5794512.html
http://zfcxjw.cq.gov.cn/zwxx_166/gsgg/202201/t20220126_10346281.html
http://finance.people.com.cn/n1/2022/0214/c1004-32351818.html
https://www.sohu.com/a/525055073_763498
http://fgw.beijing.gov.cn/gzdt/fgzs/tpxw/202203/t20220304_262175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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轨道交通发展
2021 年 12 月 27 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印

发《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多层次轨道交通规划》
（以下简称《规划》。）这是国家引发的第二
个地区多层次轨道交通规划。此《规划》的引
发和实施将有利支撑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一体
化高质量发展，加速形成“轨道上的双城经济
圈”。（相关链接）

2022 年 3 月 17 日，由杭州市规划设计研
究院参编的《杭州市轨道交通 TOD 综合利用
专项规划》（以下称《规划》）于近期获杭州
市人民政府批复。该规划是国内首个获市级层
面批复的 “TOD 综合利用” 专项规划。《规
划》目标为充分发挥轨道交通对城市未来发展
的带动作用，高水平建设 “轨道上的杭州” 。 
（相关链接）

城乡规划和建设
2022 年 2 月 11 日，北京市人民政府办公

厅印发《关于推进北京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
的实施方案》（以下简称《方案》）。《方案》
提出，要努力创造 “城市副中心质量” ，推进
城市副中心、通州区与河北省三河市、大厂回
族自治县、香河县（以下简称北三县）一体化
高质量发展，打造中心城区功能疏解和人口转
移的重要承载地、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高质量样
板和国家绿色发展示范区。《方案》提出，22
号线（平谷线）、京唐城际铁路等一批线路加
快实现通车运行。重点推进厂通路、姚家园路
东延、石小路、通宝路等一批跨界道路建设，
推进武兴路拓宽升级。优化进出北三县的公交
线路，共建区域快速公交走廊，推动检查站优
化设置，完成白庙、兴各庄检查站公交专用通
道设置，提升进出京通行效率。（相关链接）

国土空间规划
2021 年 12 月 30 日，自然资源部、国家

标准化管理委员印发了《国土空间规划技术标
准体系建设三年行动计划（2021 ～ 2023 年）》
（以下简称《行动计划》）。《行动计划》目
标是到 2023 年，基本建立多规合一、统筹协调、
包容开放、科学适用的国土空间规划技术标准
体系。计划制修订标准 30 余项，形成一批具有
鲜明特色的标准，基本覆盖国土空间规划编制、
审批、实施、技术、方法、管理、信息平台等方面。
（相关链接）

https://www.ndrc.gov.cn/xxgk/jd/jd/202112/t20211227_1310036.html?code=&state=123
http://ghzy.hangzhou.gov.cn/art/2022/3/17/art_1229504094_58932749.html
http://bj.news.cn/2022-02/11/c_1128356605.htm
http://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1-12/31/content_566575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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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D 和低碳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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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彼得·卡尔索普 1993 年在《未来美国大都市》一书中提出 “以公共交通为导向的城市发展”
（Transit-oriented Development, TOD） 这一概念起，TOD 的内涵在近三十年的实践中不断被丰富。
最初 TOD 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愿景，表达了卡尔索普对美好社区的想象：便捷的公共交通、可负担的
住房、有利于社交的公共设施。随后为应对美国城市以汽车为主导的空间形态，TOD 的内涵扩展到重
塑轨道交通和房地产市场的关系，促进交通规划和土地利用的结合与统一，并在更大的尺度上创造更
多样、更高密度、功能更加混合的街区和城市。而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当下，强调公共交通作用的
TOD 概念被赋予了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和低碳发展的期待。

城市边界内有许多消耗能源并带来的二氧化碳排放的活动，如工业生产、建筑施工、交通运输和
办公与住宅取暖。国际能源署 2020 年的数据显示，减少交通出行产生的碳排放对于应对全球气候变
化和降低温室气体排放量有重要意义。全球二氧化碳总排放量为 315 亿吨，即使在人员流动和全球供
应链受到疫情的负面影响下，交通部门仍贡献了 72 亿吨碳排放，占总排放量的 24%1。交通部门最大
的碳排放来源是汽车承担的公路旅客运输，占其总排放量的 41%，而轨道和巴士等公共交通方式只占
10%2 。因此，通过促进步行、骑行或公共交通出行，交通部门具备极大的碳减排潜力。

1. 背景

1    IEA. (2021). Global Energy Review: CO2 Emissions in 2020. IEA, Paris. 
2    Tiseo, I. (2021, Dec. 14). Breakdown of CO2 emissions in the transportation sector worldwide 2020, by subsector.  Statista.
3    IEA. (2021). Transport sector CO2 emissions by mode in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Scenario, 2000-2030. IEA, Paris. 

图 1  交通部门各运输方式的二氧化碳排放量 , 2000-2030 
图片来源：国际能源署 3

公路客运

公路货运

航空海运

其他

https://www.iea.org/articles/global-energy-review-co2-emissions-in-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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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公共交通主导的发展模式，TOD 在交通领域有着许多减碳的机遇。美国公共交通协会
（American Public Transportation Association）认为，TOD 战略降低碳排放的作用机制主要有两方
面 。首先是 TOD 对交通效率的提升，大型的公交枢纽，包括地铁、轻轨和快速公交的单位时间客运量
是小汽车的 5 至 20 倍。减少私家车出行比例，提高公共交通设施使用率可以有效降低碳排放水平。其
次，作为城市规划层面的一项重要政策工具，TOD 实践可以引导城市向紧凑的土地利用结构、更适宜
步行和骑行的城市形态转变，从而降低单次通勤或出行的距离，减少机动车保有量，并防止城市低密度、
松散地向外蔓延 。

2. TOD 和交通碳排放的关系

城市 交通减排策略 预期目标

亚特兰大
2015 年气候行动计划：将轨道站点 10 分钟步行距离内的居民人
数从 7 万提升至 50 万；建造 900 英里的人行道并使街区尺寸缩小
25%；新的住宅项目集中在就业中心的 20 分钟通勤距离内

在 2020 年 前（ 和 2009 年
相比）交通部门碳排放减少
20%

波士顿
2014 年气候行动计划：提高公共交通覆盖范围；扩建自行车和步行
基础设施

在 2020 年 前（ 和 2005 年
相 比） 车 辆 行 驶 里 程 减 少
5.5%

芝加哥
2008 年气候行动计划：通过混合土地利用和紧凑的城市发展将步行
和骑行的每日出行次数提高至 100 万，并提高轨道交通客运量 30%

在 2020 年 前（ 和 2005 年
相比）减少 3.5% 交通部门
碳排放，共 125 万吨

克利夫兰
2013 年气候行动计划：在 2030 年前将人口密度从 4800 人每平方
英里提高至 6000，并将独自驾车出行比例从 69%（2010 年）降低
至 55%

在 2030 年 前（ 和 2010 年
相比）减少 9.6 万吨交通部
门碳排放

丹佛
2015 年气候行动计划：推进 TOD 建设、车辆共乘并增加公交出行
选择

在 2020 年 前（ 和 2005 年
相比）减 10 万吨交通部门
碳排放

洛杉矶
2016 年区域交通规划：引导新的人口增长发生在轨道站点和廊道中；
提升 TOD 实施水平；扩张区域内轨道服务

2020 年前使区域总排放量
下降 2%

迈阿密
2010 年绿色足迹计划：推动廊道层面的土地利用与交通规划的结合；
提升轨道交通客运量和步行活动

费城 “连接 2040”：围绕市中心，打造一个出行选择更均衡的交通体系
2050 年前使移动排放源产
生的碳排放下降 80%

西雅图
2013 年气候行动计划：确保未来至少 45% 的人口增长和 85% 的工
作机会增长发生在现有城市核心区，并持续扩展对轨道交通服务和
步行基础设施

在 2030 年 前（ 和 2008 年
相比）使机动车相关的碳排
放减少 82%

4       APTA. (2009, Aug. 14). Quantifying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 from Transit. APTA Recommended Practice.
5      提高公交系统能源使用效率和基础设施的低碳水平不在本期讨论范围内，相关内容请见 GEF6 China SCIAP 第十二期季报专题讨论中“LEED 对公共交

通基础设施的评级体系”一节

表 1  部分美国城市的交通二氧化碳减排策略和预期排放目标 
资料来源：Landis et al,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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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的十年间，不同类型的美国城市已经开始利用 TOD 战略作为交通减排的策略之一，希望
通过改变居民出行选择，将新增人口和就业机会引导至公共交通站点和廊道范围内，扩建步行和骑行
道路设施，从而增加公共交通的使用率，并降低城市范围内机动车行驶里程（Vehicle Miles Traveled, 
VMT）。不过在实证研究和测算中，这些美国城市发现 TOD 实践并不总能通过这些机制来减少碳排放，
不同城市的土地、经济和社会条件现状会影响碳减排机制发挥作用（Landis et al., 2017）。在城市中
心区域较为松散的亚特兰大、迈阿密和菲尼克斯，人口密度提高并不一定会带来步行活动的增加，或
者更高的轨道交通使用率。而中心区域土地利用强度较高的芝加哥、波士顿和费城，都市区人口增长
率较低，轨道交通面临停滞的需求和更低的边际增长空间。无法有效提高客运量的轨道交通很难有效
降低成本，并在基础设施全生命周期的碳核算中，产生更高的单位二氧化碳排放。更重要的是，如果
一个城市无法提升街区步行、骑行的舒适度和便利度，改变居民的出行模式，使得机动车仍在出行选
择中占有较高比例，那么这个城市进行的 TOD 实践将很难降低机动车行驶里程，进而减少碳排放。

3. 中国城市 TOD 碳减排的机遇与挑战

对于中国城市来说，通过城市层面的 TOD 战略降低二氧化碳排放，是机遇与挑战并存的。机遇在于，
不同于形态较为稳定的美国城市，大部分中国城市仍在快速发展的阶段。中国城市化率预计在 2050 年
达到 80%，超过 2. 5 亿人将在未来三十年中进入城市定居和寻找工作机会。城市化进程伴随着交通运
输需求的大幅上升，而公共交通较汽车相比，有更高的运量，更低的边际成本和更少的碳排放，能更
好的应对城市内不断增加的出行需求，并为交通部门带来巨大的碳减排潜力。

通过城市层面的 TOD 战略降低二氧化碳排放，其挑战也是显而易见的。中国多样的地形地貌，差
异较大的社会经济条件，集聚和收缩并存的城市人口变化趋势，都是规划层面促进二氧化碳减排需要
考虑的限制因素。这要求城市管理者和规划师在努力实现 “2030 年前碳达峰，2060 年前碳中和”减
排目标的过程中，更科学和精准地为交通出行的碳减排创造条件，促进庞大的人口规模和经济增量走
向绿色发展。

TOD 战略试点城市的碳排放路径和轨道交通建设
全球环境基金中国可持续城市综合方式试点项目的项目城市包括北京、天津、石家庄、贵阳、南昌、

宁波、深圳。这些城市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城市的多样性和复杂性。这七个城市人口规模、财政收
入水平、建成区人口密度、经济结构、土地利用模式各不相同，也处于不同的 TOD 阶段和碳排放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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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七个项目城市轨道交通里程、交通部门碳排放水平和人口密度，2001-2018 
数据来源：中国碳核算数据库（China Emission Accounts and Datasets）和中国城市建设统计年鉴

a ）轨道交通历年总里程（公里） 6 b ） 交通部门总碳排放量（百万吨）

c ）交通部门人均碳排放（吨）7 d ） 建成区人口密度（万人每平方公里）8 

6 时间跨度为 2001-2020，数据来源为公开资料整理
7 计算方式为交通部门总排放量除以城区常住人口
8 计算方式为城区常住人口除以城市建成区总面积

从图 2a 中可以看出，北京、深圳、天津和其他四个城市的轨道交通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作为城
区常住人口 1000 万的超大城市，北京、深圳、天津的轨道交通总里程在近二十年中快速上升 2020 年
北京达到 727 公里，深圳达到 422 公里，天津达到 231 公里。城区常住人口在 1000 万以下的大城市，
包括石家庄、贵阳、宁波和南昌，自 2014 年开始稳步上升。其中宁波轨道交通建设速度更快，在八年
时间开通运营了 5 条线路，共计 154 公里。

https://www.ceads.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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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个城市的交通部门二氧化碳排放总量和轨道交通建设的总体态势一样，在过去二十年中持续增
长，但同时也有明显的总量差异（如图 2b 所示）。北京和深圳交通部门能源消耗带来的二氧化碳排放，
从 2001 年的 617 万吨和 282 万吨上升至 2018 年的 2648 万吨和 1520 万吨，增长幅度超过 300%。
石家庄、贵阳、南昌和宁波在 2001 年的起点较低，交通部门碳排放总量平均在 100 万吨左右。宁波和
贵阳初始碳排量不大，但近年显著上升，2018 年的交通部门总碳排放量分别达到了 817 万吨和 657 万
吨，在全国同等级城市中排名前列，远高于全国大城市交通部门 380 万吨的平均排放水平。

如图 2c 所示，各城市交通部门的人均碳排放产生了比较明显的分异。轨道交通建设开始较早的北
京、天津、深圳交通部门人均碳排放稳定在 1 吨的水平。除北京在近十年缓慢增长的趋势外，天津和
深圳都在 0.7 吨左右浮动，保持着较低的水平。石家庄、贵阳、南昌和宁波的交通部门人均碳排放量和
总量一样，以较快速度增长。宁波和贵阳显著高于其他五个项目城市，交通部门人均碳排放在 2018 年
达到 2 吨。

七个城市在交通部门的碳排放差异是怎样产生的呢？依上文所述 TOD 影响交通部门碳排放的机制，
第一种可能是居民交通出行选择的不同。如表 2 来自交通运输部科学研究院 2015 年的数据显示，北京、
天津和深圳公共汽电车和轨道交通的出行方式占主导地位，而石家庄、贵阳、南昌和宁波私家车和出
租车出行比例显著高于公共交通。超大城市更高的公交出行比例可能是由于已成规模的轨道交通网络
改变了城市居民的出行偏好，使得城市交通出行结构转向更清洁、更经济的公共交通。

表 2    2015 年七城市不同交通方式客运总量 
数据来源：交通运输部科学研究院

城市 公共汽电车和轨道交通 9 私家车和出租车 10

北京
天津
深圳

石家庄
贵阳
南昌
宁波

744,671

187,063

349,679

58,686

64,486

58,783

49,947

227,740

123,799

199,361

70,977

146,109

87,914

83,522

第二种影响机制是城市密度的差异。虽然各城市的总人口在不断提高，但是石家庄、贵阳、南昌
和宁波的城区人口增长无法匹配建成区面积上升的速度。如图 2d 所示，2001 年至 2018 年，这四个城
市建成区人口密度不断下降，平均从 2001 年每平方公里 1. 8 万人，下降至 2018 年的每平方公里 1 万
人以下。北京、天津作为超大城市，对周边区域人口具有较强的吸引力，其人口密度在城市建成区不
断扩张的同时，稳定在每平方公里 1. 5 万人。深圳的建成区人口密度更高，在 2018 年达到了 2. 5 万
人每平方公里。对比图 2c 和 2d 可以看出，交通部门人均碳排放量和城市建成区人口密度呈现相反的
变化趋势。一定程度上印证了紧凑、高密度的城市可以通过缩短居民出行距离，提高公共交通的使用
效率，来减少人均交通碳排放。

9    客运总量，单位是万人次
  10 客运总量，单位是万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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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表 2 使用的是 2015 年的横截面数据。此时贵阳、南昌、石家庄和宁波的轨道
交通正在建设或刚刚运行，对交通出行和城市形态的影响还未显现。未来的研究将有必要持续的跟踪
居民出行模式的变化，更全面地解释居民的出行行为和建成环境的反馈机制。同时，研究 TOD 战略通
过城市密度、空间形态和土地利用促进二氧化碳减排复杂的作用机制，需要考虑更多的社会经济因素，
利用历史数据，对未来的低碳发展路径进行模拟和预测。

本期专题首先介绍了交通部门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行动中所具有的减排潜力，并探讨 TOD 战略如
何在城市层面降低居民出行和货物运输所产生的碳排放。同时，专题利用 2001 年至 2018 年中国地级
市交通部门的碳排放数据，回顾了全球环境基金中国可持续城市综合方式试点项目七个城市的碳排放
路径、轨道交通发展阶段和现状城市密度。历史数据表明，在 TOD 战略的影响下，提高公共交通的使
用次数，转变人们的出行方式，引导城市空间更加紧凑，减少人们通勤的距离，城市才更有可能在交
通部门减少大量的二氧化碳排放。但与此同时，城市层面的 TOD 战略要求城市管理者和规划师不能忽
视其他社会经济因素的影响，并更精准科学地制定减排政策，才能促进低碳可持续的城市发展，实现
国家 “碳达峰” 和 “碳中和” 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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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D 相关活动预告

双碳目标下 TOD 创新与城市可持续发展论坛暨国土交通
（TOD）委员会年会

主题：“TOD 创新模式 促进城市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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