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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结合城市轨道交通网络化建设的基本特点，论述了重庆市轨道交通建设从单线阶段到轨道交通骨

架阶段，再到初步网络化阶段及最终基本网络化阶段的发展进程。从重庆市轨道交通发展进程分析，提出我国轨道

交通网络化发展需要考虑六个主要问题，包括：编制好轨道交通线网规划和建设规划；积极探讨多渠道和多元化投

融资方式；合理选择系统制式，提高运输效率；做好网络化运营准备和网络化运营体系；加强轨道交通的一体化服

务，提高服务水平以及加强资源共享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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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14年末，国家已先后批复 37个城市的轨道交通建设规划，累计有 22个城市建成投运城轨线路 101条，运营线路长

度 3155 公里，每天超过 2000 万人次的运输量。2014 年新增长沙、宁波、无锡等 3 个运营城市；全国新增 9 条运营线路，轨道

交通长度新增 409 公里。我国的城市轨道交通发展驶入快车道，轨道交通建造技术和运营水平也得到大幅度提升。目前，国内

一些经济较为发达的城市（北京、上海、广州等）已具备了较高的轨道交通网络化程度，重庆、成都、武汉等城市的轨道交通

网络化也初见端倪。 

重庆地处大巴山脉，境内多山，上坡下坎，落差较大，因此重庆的经济发展定位为多中心、组团式的发展结构，重庆市的

城市总体规划将其结构分为都市圈、主城区、核心区共三个层次，各层次、各组团间是否能高效链接是重庆作为特大城市首要

解决的问题之一，为缩短相互间的时空距离，提供便捷的交通方式，轨道交通网络化以其独特的大容量、快速、准时的优越性

成为城市公共客运交通方式的首选。重庆市的城市轨道交通发展主要经历了四个阶段：（1）单线阶段；（2）轨道交通骨架阶段；

（3）初步网络化阶段；（4）基本网络阶段。 

1 单线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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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2006 年期间，重庆仅有轨道交通 2 号线一条线路。该线路是中国首个建成通车的单轨铁路，也是我国西部地区第一

条修建并运营的轨交线路。该线路起于较场口，止于鱼洞，全长共 30.05km，总投资约 47 亿元，分为两期建设实施，一期工程

较场口至动物园段，长 14.3km，设站 13座，于 2004年 11 月 6日投入运营；二期工程大堰村至新山村段，长 4.8km，设站 5座。 

2号线跨越渝中区、九龙坡区、大渡口区、巴南区，途径核心城区的商业区、公共活动区等大型客流集散点；2号线辐射九

个片区，衔接六大行政区，是国家西部开发十大重点工程之一。重庆轨道交通 2 号线于 2000 年 12 月全线正式开工，2006 年 7

月 1日全线贯通并试运营，如图 1所示。 

 

2 轨道交通骨架阶段 

2007～2014年期间，重庆逐步形成了由 1 号、2号、3号、6号线组成的轨道交通骨干线网，线路总长 193.65km，如图 1所

示。 

轨道交通 1 号线一期工程朝天门至沙坪坝段，长 16.5km，设站 14 座，于 2007 年开工建设，2011 年 7 月 28 日投入运营；

二期工程沙坪坝至大学城段，长 20.2km，设站 9座，于 2009年开工建设，2012年 12 月 20日投入运营。 

轨道交通 2号线南延伸段新山村至鱼洞段 12km，2014年 12月 30日开通运营。 

轨道交通 3 号线一期工程二塘至重庆北站段，长 20.2km，设站 17 座，于 2007 年 4 月 6 日开工建设，2011 年 9 月 29 日投

入运营；二期工程龙头寺至江北机场段，长 18.9km，设站 12 座，于 2009 年开工建设，2011 年 9 月 29 日投入运营；南延伸线

八公里至鱼洞段，长 16.5km，设站 10座，于 2010年开工建设，2012年 12月 28日投入运营。 

重庆轨道交通 6号线一期工程礼嘉至上新街段，长 23.6km，设站 16座，于 2009年开工建设，2012年 9月 28日投入运营；

二期工程茶园至刘家坪、金山寺至五路口段，长 37.3km，设站 12 座，于 2010 年开工建设，2013 年投入运营；6 号线支线国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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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礼嘉至悦来段，长 12.1km，设站 6 座，于 2010 年开工建设，于 2013 年投入运营；6 号线二期工程（茶园—五里店，礼嘉—

北碚）线路长约 37.5km，设 13座车站，北段（礼嘉—北碚）已于 2013 年 12月 31日建成通车，南段（茶园—五里店）已于 2014

年 12月 30日正式投入运营。 

轨道交通 2号线与 1、3、6 号线构成轨道交通线网骨架，连接主城 8 区、13个组团、5大商圈以及北部新区和航空、铁路、

长途客运等对外交通枢纽，充分发挥容量大、速度快的优势，有效缓解沿线交通压力。 

3 初步网络化阶段 

2015年～2017 年，重庆市将陆续开通 4号、5号、10号以及交通环线，并同时建成多条线路的延伸线，与原有线路一起形

成“九线一环”的初步轨道交通网络形态，如图 2所示。届时重庆轨道交通线网将达 350km，市民出行将更加方便。 

 

2013 年，重庆轨道交通启动了第二轮建设规划。具体包括，轨道环线（重庆西—重庆北—重庆西），全长 51km，设车站 33

座；4号线一期（唐家沱—民安大道），全长 19.5km，共设 8个站；5号线一期（园博园—跳磴），全长 36km，设 25个站；10号

线一期（建新东路—王家庄），全长 33.8km，共设 19个站。按计划轨道环线、4号线、5号线、10号线的一期都将于 2017年建

成通车。 

轨道交通 1号线向西延伸线尖顶坡至璧山青杠，长 7.5km，设站 5座，其中大学城至尖顶坡段于 2012 年 9月 20日开工建设，

2014年 12 月 30日开通运营，全线计划于 2016年建成。 

轨道交通 3号线北延伸线双凤桥至举人坝段，长 10.4km，设站 7座，计划于 2013年开工建设，2015年投入运营。 

3号线支线（碧津—外环北路）将在 2014年动工，预计 2016年达成通车；三号线北延段（江北机场—举人坝工业园区）将

在 2013年动工，预计 2015年达成通车。 

4 轨道基本网络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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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最新的重庆城市总体规划，至 2050 年，重庆市将建成 18 条轨道交通线路，构成轨道交通 17 线 1 环“环+放射”网络

结构线网，如图 3 所示。届时轨道交通总长将达约 820km，其中主城区轨道交通线路约 780km，主城区轨道交通线网密度约

0.69km/km2。轨道交通占机动化出行比例为 45%，占公交出行比例为 60%。 

 

5 总结和启示 

综上所述，重庆市城市轨道交通发展历程经历了从单线到骨架，从初步成网再到基本成网的发展阶段（见表 1）。通过网络

化发展，重庆市轨道交通运力得到大大增强，轨道交通可达性得到显著提高，轨道交通客流量快速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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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重庆市轨道交通发展进程和成效，得到几点启示。 

（1）从网络化角度出发，科学编制轨道交通线网规划和建设规划，做好长远布局，并与城市的总体规划相协调。线网规划

应当与城市总体规划相一致，并根据城市轨道交通的功能定位、城市空间结构和用地布局，做好客流量的科学预测，并进行多

方案比选，最终确定城市轨道交通线网布局。 

建设规划是近期建设项目安排的实施性方案。城市要结合自身经济、人口、客流需求等情况，根据线网规划编制 5～6年期

的建设规划。在城市轨道交通网络化初期，线路建设主要受制于地形地貌，其它需要考虑的因素较少，工程实施相对容易；到

了在网络化建设阶段，受制约因素将逐渐增多，工程实施难度特别大。 

因此与城市轨道交通的网络化建设必须对线网做好统一科学规划，对资源进行合理的调配，并对各单线项目建设组织进行

适当的界面划分与协同。建设模式应由传统分散式向集约系统式转变，逐步有计划地实施线路的建设和投运。也就是说，建设

过程中既要重视新线的投入和运营，新线投运对既有线路的影响同样不可忽视，相关措施及预案也必须及时跟踪，如换乘车站

的同步规划、同步实施，以及网络停车场、车辆段、控制中心、主变电站在网络层面的规划控制等问题都显得十分重要。 

（2）积极探讨多渠道和多元化投融资方式。轨道交通建设费用高昂，在我国地铁的平均造价为 4.6 亿元/km，轻轨平均造

价为 2亿元/km。为保持轨道交通高效、快速、安全运行，运营所需费用也非常庞大，建设周期长，投资回报慢，盈利水平低。

在城市轨道交通刚刚起步之时，其投资者大多是政府或者个人，投资主体比较单一，往往有财政吃紧、资金匮乏、规模受限、

轨道交通效率低下的现象。重庆轨道交通除了资本金以外的其他资金主要来自于：银行融资、债券融资、股市融资和信托融资

等。这些方式在重庆轨道交通的建设中得到了充分体现。 

重庆轨道交通建设网络化进程在不断的推进中，未来对资金的需求将日益增加，为了适应未来的融资需求，应引入多元化

的融资模式，分散投资风险。除原有融资方式外还可考虑售后回租、资产证券化、土地融资、项目融资、产业投资基金等融资

方式。同时应对城市轨道交通建设进行市场化经营，引进市场竞争机制有利于打破垄断、充分吸收私人和社会资本、提高轨道

交通的运营效率、增强市场参与和竞争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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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合理选择系统制式，提高运输效率。城市轨道交通制式主要包括地铁、轻轨、单轨电车、有轨电车、市域快轨和磁悬

浮等几种制式。截至 2014年末，我国在全国 3155公里运营线路长度中，地铁 2438公里，占线路总长的 77.3%；轻轨 239公里，

占线路总长的 7.6%；单轨 87 公里，占线路总长的 2.8%；现代有轨电车 134公里，占线路总长的 4.2%；磁浮交通 30 公里，占线

路总长的 1%；市域快轨 227 公里，占线路总长的 7.2%。可以看出当前我国的城轨交通的问题是制式过于单一，地铁占比过高，

直接带来有关工程造价过高等一系列问题。由于重庆主城区地理条件复杂，重庆轨道交通集团通过引进和自主创新，建成了我

国第一条跨座式单轨交通示范线（2号线）和世界上最长的跨座式单轨交通线（3号线）。1号线、6 号线及其支线国博线采用钢

轮钢轨的地铁制式。两种制式在建设成本、适宜环境、噪音控制、速度运力等方面各有不同。截至 2014年末，重庆市地铁运营

长度 115公里,单轨运营长度 87公里。未来还可根据线路不同功能考虑增加市域快轨、磁浮交通等多样化制式结构趋势。另外，

一个城市的轨道交通制式也不是越多越好，一般不应超过 4 种，同时要注意实现不同制式线路之间的网络化和互联互通，提高

资源共享程度，降低运营成本。 

（4）做好网络化运营准备和网络化运营体系。围绕城市轨道交通网络建设运营目标和需求，一是要在规划及建设过程中做

好网络系统的优化和统筹，从源头上为网络运营创造好条件；二是要做好网络化运营的各项准备工作，确保城市轨道交通网络

的安全高效地运营。 

网络化运营的特征是“统一、协调、联动、共享”，这与单线运营模式有着显著的区别。网络化运营是一个具有复杂性、全

局性、系统性、长期性的问题，包括管理体制的变革和管理层次的变化；包括管理思路的调整和操作流程的重构；包括硬件设

施的建设和软件系统的实施等。 

（5）加强轨道交通的一体化服务，提高服务水平。公共需求的大幅提升对城市轨道交通的依赖性提高，对服务质量的要求

提高，以及由此带来更加严峻的运营安全保障问题。城市轨道交通网络化系统运行要求在多方面都有较高关联度，如系统互通、

资源共享、换乘枢纽、应急保障、共线运营等。某个点的事故往往会扩散到多个线路，甚至会导致整个网络瘫痪。所以，相应

的协调管理机制和网络化运营协调优化工具在网络化系统运营中就显得尤为重要。 

（6）加强资源共享。主要，要做好停车场、换乘站、控制中心、主变电所、车辆段等设施的合址共建，做到地上、地下资

源综合利用，做到设施、设备、信息的共享。一个有效、安全、可靠和协调的信息管理系统是必须的，这对管理过程中各项信

息的有机集成，保障信息的完整性和数据的交换通畅必不可少，从而有效保证整个城市轨道交通网络的易维护性、易拓展性及

可控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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